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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泽国围城岸，长汀景物鲜。

柳深潜水影，塘满涨荷仙。

鹭羽轻飞试，莺声频递传。

清风融夏日，甸上起筝鸢。

二

濒湖藏泽屿，幽夏洞天开。

苇荡连环绕，蹊桥迂曲徊。

鹭闲栖草去，荷艳涨池来。

忽念渔歌晚，斜晖任剪裁。

◇ 严寄音

咏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

不同于春雨的温柔细腻，也迥

异于秋雨的凄凉幽寂，夏雨是狂热

而又活泼的。

前段时间，干裂的大地迎来雨

的洗礼，热烈又富有生机。家旁的

白龟湖许久未踏足，雨天的屋内尤

为燥热。不妨趁着夏日白昼长，携

伞去白龟湖，享受雨天湖畔的视觉

盛宴，洗去内心的焦躁。

夏雨活泼得像个小孩子。感

知到雨水即将到来，我慌忙撑开了

伞，庆幸地躲在伞下等待着倾盆的

雨。长久的寂静宣示着雨的不知

去向。无奈地合上伞，却又被突如

其来的雨浇得不知所措。那便不

要伞，任由夏雨冲洗身躯。或许是

夏雨的洗礼，眼睛更为清亮，于是

便欣赏起了雨中的湖。

滴答滴答，雨水敲击湖面，激

起无数水花，“大珠小珠落玉盘”莫

过于此。雨滴与湖接触，瞬间消失

不见，留下层层涟漪，缓慢向四周

扩散着，似舞女摇曳的裙摆。至于

雨打荷花，更是另一番景致。雨滴

落在荷叶上，化作一颗颗晶莹的水

珠。风轻吹，荷叶摇摆，滚动的水

珠终是落入湖面，发出清脆的响

声。在这清脆的交响乐中，荷花盛

装出场。许是受到了雨的滋润，荷

花显得尤为惊艳动人，绽放的花瓣

带着淡淡的清香在湖面起舞。

本以为雨行湖畔，路上应无多

少人。然而不知不觉中，已与不少

行人擦肩而过。“莫说相公痴，更有

痴似相公者。”原来，仍有无数同道

中人，不约而同在雨中漫步湖畔，

享受久违的宁静，抑或寻觅内心的

宁静。

伴随着雨中湖畔的声乐，尘世

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走累了，坐

在树下，在树枝的遮掩下静静地看

着。树木青翠欲滴，枝条上挂着水

珠，闪烁着不知何处来的光亮。枝

条在雨中呼吸着，舒展身躯，尽情展

示生命的活力。矗立不动的垂钓

者，沉静地守护在湖畔。此刻，他们

比树木更像树木。人与自然的融

合，在这雨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湖中心的小岛在烟雨中若隐

若现。云与雨相融，缭绕在岛周

围，恍若人间仙境，灵动的湖水为

她更添几分神韵。我如痴如醉地

看着，灵魂仿佛已离开躯体，遨游

在这美丽的世界。

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便

是它的独特魅力。雨过天晴，阳光

穿透云层照耀湖面，水汽逐渐消

散，一切似乎又变回原来的模样。

我满心懊恼，正欲怨这阳光不通人

情，破坏了天然仙境，却又被阳光

下晶莹剔透的湖水吸引。这颗镶

嵌在大地上的宝石，正折射着阳光

的余晖。

不妨抬头看天。“雨过天晴云

破处”，天青色的美，美得醉人，难

怪徽宗对此念念不忘。

内心浮躁之时，何不走进夏雨

的湖畔。最好伞也不要带，让这夏

雨把你浇个透。在雨水的滋润中，

品味这热情生机的夏，欣赏这灵动

活泼的雨，在自然的怀抱中领悟生

命的真谛。

◇ 刘清源

湖畔夏雨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汝瓷既有其器，也有其

道，巧妙地将道教哲学融汇于实用

性与艺术性、工艺与审美兼容的技

艺中。“道”在汝瓷中可以理解为规

律，或一种默默影响汝瓷的力量。

汝道至简，汝瓷尚简，深刻地

说明了汝瓷的审美核心及价值标

准就是简，是汝瓷遵循的天地之

道、艺术本源。汝瓷恪守着汝道

—— 简 ，但“道 ”亦 为 万 物 之 母 ，

“简”到极处便内蕴万种。

宋代儒、释、道三教融合。儒

家在道与佛两教的相互渗透中学

习，提倡“中庸和谐”，在汝瓷上体

现为简约之美；佛教追求观自在，

求得“大德圆满”的圆融境界，在汝

瓷上体现为典雅之美；道教的“清

静无为”可喻汝瓷的淡青色，被视

为“自然之美”。

天有天之道，在于“始万物”；

地有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

人之道，在于“成万物”。汝瓷艺术

是天人合一最直接的体现，是手艺

人与金木水火土的交融。虽然手

艺人掌握了汝瓷烧制技艺的内在

规律，但总是要在处理自身与万物

关系时呈现出一种交融与共享的

状态，作品方能展现天人合一的至

简之美。

汝瓷位居我国宋代“汝、官、

哥、定、钧”五大名瓷之首，不但体

现了工匠精湛的烧制技艺，而且融

入了文人的思想修养，形成宋瓷美

学精神，这种极简思想内涵与艺术

技艺的融合，得以支撑其五大名瓷

之首的地位。

汝瓷文质彬彬宛若君子，手艺

人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情愫赋予了

汝瓷生命，汝瓷开片纹路像人生走

过的道路，这既是文化的积淀，又

是生活阅历的积累，彰显着希望和

自信，见证着自我超越。

汝瓷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瓷

器的传统审美习惯，不再一味地追

求瓷器外部的表现形式，更注重器

物内在的韵味和意境。其清静淡

雅的釉色彰显清新脱俗的美，唯美

含蓄的内在更能将内敛的美感散

发出来，生动表达具有儒雅之心、

高洁之士的内心渴求。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

致远，淡泊明志才能志趣高洁，平

稳静谧，排除外来干扰，达到远大

目标。欣赏汝瓷，我们要感受她的

简约与丰富、单一与复合、空灵与

充实，从而将复杂人生回归自然本

心，沉淀出清晰思路，得到那份宁

静与真实，启迪人生，让生命之船

愈走愈远。

◇ 李晓涓

汝道至简
提起宝丰县前营乡小店头行政村

龙兴寺自然村中的龙兴寺，当地人就会

自豪地说起唐朝“诗仙”李白、“画圣”吴

道子以及宋代苏辙、苏轼在龙兴寺作序

作画作记题诗的佳话，还有唐代著名书

法家颜真卿大义殉节此寺的轶事。

小店头行政村位于宝丰县城西北

边缘 23 公里处，西南邻鲁山，北接汝

州，为古时宛洛要隘。龙兴寺起源于东

汉年间，是隋唐名刹。唐宋时宝丰隶属

汝州，又名龙兴县，故该寺曾被称汝州

龙兴寺；又因位于小店头行政村西南约

1公里处的训狐山上，曾名训狐寺。隋

初，湛河区曹镇乡也有一座龙兴寺，人

们把曹镇乡的龙兴寺称为南龙兴寺，把

前营乡的龙兴寺称为北龙兴寺。

夏季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驱车前

往龙兴寺。车到前营乡境内老虎山东

段，一个美丽的小盆地呈现在眼前。其

四面环山，西南高、东北低，北面是虎狼

爬岭（湖浪山），西南是训狐山，东部为

虎狼爬岭向南伸展的余脉。这些山岭

就像一个温柔的臂膀，把小店头村、红

瓦房村、龙兴寺村紧紧揽在怀里。石河

水从村南训狐山南侧和老虎山北侧之

间的峡谷穿过后，绕老虎山北麓行进，

后从老虎山东段折而向南。

穿过龙兴寺村东西路，来到训狐山

南坡龙兴寺，绿树掩映下的寺院内外蝉

鸣声声，老砖、老房布满了岁月沧桑，院

墙上一片片绿油油的苔藓，房顶上一簇

簇旺盛的瓦松、狗尾巴草和一些不知名

的草儿在风中摇曳着婀娜的身姿，使清

静的寺院透射出勃勃生命力。

龙兴寺总建筑面积约 0.62亩（1亩≈
666.67 平方米），第一进主体建筑为大

雄宝殿，第二进正面为大佛殿，第三进

院二门外是伽蓝殿，即吴道子绘画丹青

的华严殿；殿旁矗立的阁楼，是李白作

《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所登的

龙兴阁。北宋时，苏辙（当时任汝州太

守）捐钱重修吴画，苏轼歌吟吴画、盛赞

其弟。目前，该寺明清时期修建楼舍有

9栋，为敌楼、下过殿、斋堂、客堂、皇姑

殿、寮房、耳房、佛爷殿、西佛殿。其中，

西佛殿原为华严小殿，为明代修葺，其

余为清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年）重建。

据传，龙兴寺源起更始元年（公元

23年），刘秀在昆阳（今叶县）大败王莽

主力后，受命为破虏大将军行司隶校

尉，前往洛阳整修宫府，曾驻跸训狐

山。东汉明帝后，佛教传入中原，在京

师洛阳设立白马寺，向周边辐射；为纪

念光武帝驻军，在训狐山建龙兴寺。当

时，整个寺院占地 40 余亩，殿堂林立，

苍松翠柏，百鸟啾啾，蔚为壮观。

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 734年），李

白骑马仗剑，自湖北安陆北游，途经龙

兴寺，见这里山川秀丽，苍松叠翠，环境

幽雅，登龙兴阁，触景生情，作《夏日诸

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唐天宝元年

（公元 742 年），龙兴寺华严殿落成，住

持僧人盛邀吴道子至寺作画。吴道子

不用尺规，用黄沙糯米汤捣泥，转臂运

墨，一气呵成，留下了千古奇绝的吴道

子壁画。唐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唐

武宗时期，除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各留

两寺，同州、华州、高州、汝州各留一寺

外，其余寺院尽毁，而龙兴寺是当时奉

旨保存的寺院之一，吴道子壁画也因此

保存下来。唐兴元元年（公元 784 年）

八月三日，唐代书法家颜鲁公（颜真卿）

被李希烈囚禁于龙兴寺。之后，颜真卿

于龙兴寺殉节，遗体灵柩曾在寺内存留

五个月，至贞元元年（公元 785年）正月

十七日由陈仙奇使护送丧归京师。这

一轶事为龙兴寺增添了一道新的历史

印痕。

岁月如流，星燧贸迁。北宋年间，

时任汝州知州的苏辙，见龙兴寺屋瓦弊

漏，涂栈缺弛，几浸于风雨，吴画壁年久

失修，遂对吴画壁作保护性维修，并作

《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后来，苏轼

前往汝州，见苏辙修吴画壁如初，极为

赞赏，特作《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

壁》七言诗。

龙兴寺北 0.5公里处的镇凤塔为明

嘉靖十年（公元 1531年）修建，高 3.5米，

塔基呈 2.5 米见方的正方形，塔身第二

层、第五层为八角形，第三层为四角形，

第四层、第七层为莲花形，塔顶有塔

刹。塔身隐约有图片和石刻铭文，但已

模糊不清。

滚滚历史长河中，龙兴寺就像一艘

巨轮，载着历史风物，带着一路风尘，伴

着星辰日月，穿越时空隧道，走进了现

代人的视野。

上世纪 60年代前，每到汛期，山洪

从山口（龙兴寺水库）奔涌而下，下游河

水暴涨，殃及百姓。1958 年至 1960 年，

人们拦河筑坝，修建了龙兴寺水库。该

水库属中型水库，坝顶高 290 米，坝宽

50 米，库容 3550 万立方米，流域面积

74 平方公里。1970 年至 1973 年，当地

人战天斗地，又架渡槽修渠，引水至田

间地头，使这方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旱涝

保收田。

站在水库大坝上，沐浴着丝丝凉

风，彩霞下群山连绵起伏，波光粼粼的

水面上掠过几只小鸟、泛动几叶小舟，

让人心旷神怡。大坝东面，巨大水柱像

脱缰的野马，挟着轰鸣声从闸门喷涌而

出，落入坝下嶙峋的石丛上，飞溅起一

朵朵雪白浪花，继而下落汇成一股激

流，倏而钻入龙兴寺前峡谷中，漫行于

田畴村舍。此情此景，让人顿生逝者如

斯夫的感觉。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循着

古人的足迹，我们看到了山清水秀的训

狐山、古韵悠长的龙兴寺，这山水草木、

砖瓦文画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故事，散

发着思想文化的芬芳，也为今人探索千

年历史打开了一扇大门。

夕阳西下，倦鸟归巢。途中，回想

起前营乡小店头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赵

军亮的话：“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千年

古刹，有名胜古迹，有圣贤诗画，有美丽

传说。我们一定要把龙兴寺这颗历史

文化明珠擦得更亮，并借助得天独厚的

地理历史文化优势，建设和美乡村，让

大家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也

坚信，这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富饶。

◇ 郭明远

夏游龙兴寺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地，令人

终生难忘，留下太多太多的故事和

回忆。

上世纪 60年代初，我出生在群山

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盆窑村，

这里出土过东周铲币、古陶俑、古象牙

化石、古瓷窑残片及器皿等。

盆窑村小，分河东、河西、石灰窑

3 个村民组，只有 1000 多口人。俺家

住河东，只有一个生产队，150 来口

人。建筑坐北朝南，靠山沟土崖而

立。房屋结构当属明末清初建筑，规

划统一，布局整齐，高低一致。房屋

主体多为青砖砌柱，蓝瓦封顶，白坯

做墙，注脚丈三有余，高台阶、大门

楼，甚为壮观。

每个临街房顶都起有大小龙脊，

装有五脊六兽，还有鲫鱼、海马之类的

饰品，雅致气派。房子集中而建，属撅

屁股宅，有前后门之分。前门出路在

南，后门出路在北，一门三宅，彼此相通

相连。后人多才逐步隔开居住，相背出

行。每处宅宽约三丈，纵深九丈有余，

用深宅大院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居住者多为张姓家族，有南院、北

院之分。前门大街打有水井一口，为

全村人的生活用水。村周围筑有寨

墙，村南、村西都设有门楼，也叫寨门，

应为防匪患所建，在当时的三里五村

是数一数二的气派。

我 们 家 是 一 通 三 宅 ，近 三 十 丈

深。后来为了便于出行，同前门的宅

子隔断居住。我们家的两处宅子走的

是北门，前边的宅子靠南，走前门大

街，共有 12 间瓦屋、2 间平房，住着大

大小小 32口人，居住条件可想而知。

我爷爷有弟兄两个，分家时房产

平均分配，我爷爷分得后宅 3间客房，

北宅 1间平房、3间东厢房。爷爷生下

4男 1女，姑姑走得早，4个男孩娶妻成

家生育有 19个子女，房子特别紧巴。

我家有 4 个孩子，加上父母 6 口

人。爷爷给 4个儿子分房时对我家特

殊照顾，分配了 2间堂房、1间厢房，共

3间瓦屋。

小时候，我和父母住一起，两个姐

姐住堂房内室，哥哥大一点，住堂房一

间。几大家子的厨房都是借用风道、

闲余的地方搭起的临时棚子，想喂个

猪、养个羊都是奢望。

1960 年 ，国 家 遭 受 三 年 自 然 灾

害。1963年后，尽管日子有所缓解，但

依然艰苦，人们想改善居住条件更是

痴心妄想。一来是没有经济实力，二

来是没有地方建，那时候还不允许打

宅基地。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我们一个个

逐渐长大。加之我三叔四叔家弟弟妹

妹不断增多，居住空间越发压缩，于是

便出现了串房檐借居生活。

七十年代初，我同父亲住进了生

产队的牛院牛窑洞里。那时候牛院有

5 亩大小，牛院内打有 3 个孔窑，每个

窑洞都有三四间房那么大，而且洞与

洞之间相通。牛槽建在窑洞中间，每

个窑洞门口都垒砌有床，方便牛把子

晚上照顾牲口。

每个窑洞里都喂有一头牛。父亲

是牛把子队长，当然要承担起看养牲

口的任务。大牲口同人一样，每天三

顿都需要喂草用料，夜间进食多、用时

长，住窑洞冬暖夏凉，并非坏事。

冬天的窑洞很红火，队里的会议

多半在这里开。往往是八点开会，九

点人才到，一言不合还会吵闹不休，甚

至大打出手。这可苦了我这个学生

娃。有时睡得正香被他们吵醒，或被

他们烤玉米秸秆熏呛得不行，弄得第

二天起不来，上学无精打采。

这还好说，有时父亲不在那儿睡，

半夜里我被尿憋醒，就得光着身子壮

着胆子起来方便。时不时听到一两声

猫头鹰叫，令人不寒而栗，头发梢直

竖，加之窑洞里刺鼻的气味，让人有种

说不出的难受。但又无奈，只好钻进

被窝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到了夏天，所有的牲口都弄到了

牛院里喂养，晚上窑洞里阴凉无法睡，

只能躺在牛车上过夜。晚上尤其到了

后半夜，村里几声狗叫、鸡鸣都会让人

从睡梦中惊醒。夏天的早晨有潮气，

被子湿黏，起得晚浑身不舒服，但就这

样日复一日地过着。

八十年代，生产队散了伙，犁耧锄

耙分户到家，牲口被分掉，我也没了去

处。那时候，哥哥是生产队会计，村东

头坡高崖陡处有块叫羊脑的地，队里

建有打麦场，三面都是庄稼。场地边

上建有三间平房，被称为场房屋。两

间用作生产队的仓库，一间用于生产

队办公。哥哥平时在那儿办公走账，

放一张单床就寝。

从此，我与哥哥为伍，住进了场房

屋。那时夏天还没有电风扇、空调之

类的物品，天气热，蚊子多，大部分村

民在打麦场上乘凉。最难熬的属冬

夜，一个人摸黑去那里睡觉，深一脚浅

一脚。有时候一个人睡，北风呼呼地

刮着，野鸟不知休地叫着，瘆得人久久

不能入睡。

那些年，我连大年初一也是在这

里度过。每当早晨一阵阵鞭炮声响

起，我的心中就有种不可名状的烦扰，

期盼着早一天结束这种串房檐的日

子，拥有自己家的房子。

1980 年前后，我们家终于第一个

拿到了宅基地批文，先建起了两间房，

我和哥哥一起搬了进去。第二年，我

家在全村第一个建起三间土墙堂房。

要知道，那时候盖起三间上房是多么

的不易，全凭家人干罢生产队里的活

儿加工盖的，土都是趁月亮地儿老远

拉回来的。

如今，村里老房改造的改造，翻

新的翻新，所剩无几。自俺家搬出

后，三个伯叔都陆续打了新宅基地搬

了出来，家里的房子都留给了五叔。

五叔把老房都给扒了，盖了平房。牛

窑洞塌了，场房屋也没了，物是人非。

但这段记忆始终不离不弃，我想，它是

启迪和激励，更是人生不可丢弃的精

神财富。

◇ 张万强

家有老宅

清晨，我推开通往花园的门，惊喜异

常，一株向日葵开花了。

清风徐来，它微微摇曳，似乎在向我

点头微笑。这是我年初种下的向日葵，

没空精心培育，只是看到它们纤细的杆

茎被风吹倒、被雨淋倒、被猫咪碰倒时，

才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扶正，找了木棍插

在土壤里，用绳子把木棍和杆茎绑牢。

不过，不知道是因种植时节不对、施肥不

足，加上旁边葳蕤的李子树遮挡了大部

分阳光，还是江南本不适合种向日葵，它

们很纤弱，就如同女儿的学习成绩一样。

女儿成绩较差，而我和妻子之前一

直对她给予厚望，希望她比父母更优

秀。她读小学时，成绩还比较理想。不

过，自从我们三年前不远千里从中原老

家迁居江南，她过来读初中后，成绩开始

下滑。为此，我和妻子一直很焦虑，担心

她考不上普通高中，甚至考不上职高。

尽管老人反复开导：“咱们的任务是把孩

子抚养成人，不是非要成才，只要健康快

乐就好。”我们虽然觉得话有道理，却仍

难释然。

我欣喜这株向日葵恰恰在女儿中招

考试第一天开花，就扭头冲屋里喊：“快

来看呀，向日葵开花了，闺女今年要夺魁

了！”母女俩听到喊声，连忙跑出来。这

株向日葵虽然花盘不大，但骄傲地开着，

淡淡的花香渲染着夏日的明媚，金黄色

的花瓣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传递着温暖

和希望，我们被这绚烂的葵花鼓舞着，期

盼奇迹发生。

最终，女儿的中招成绩比平时高了

百十分，虽未达成理想目标，但还算令人

满意。仔细想想，这一切有迹可循。考

试前几天晚上，妻子让她背诵初中语文

课本上的全部古诗词，她竟然一字不差

地背下来了，令我刮目相看。而她上次

令我刮目相看还是读幼儿园时，一天，她

缠着我讲故事《睡美人》，我讲不上来，她

说：“爸爸，还是我讲给你听吧。”原来，她

很喜欢这个故事，已经听了无数遍，却还

喜欢别人讲给她听。我听她绘声绘色地

讲着，惊叹她的语言天赋，心想她或许有

一天能成为作家。然而，随着她的成绩

一落千丈，我也渐渐失望，疏于关注她的

学习。不过，我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她能

“夺魁”，也不自觉地种下了向日葵。

葵花绽放知时节。女儿就像这向日

葵，虽然不够茁壮，但还是顽强地按时盛

开了。希望她今后能像向日葵一样向阳

而生，灿烂明媚，勇敢追求幸福和理想。

◇ 白晓辉

葵花绽放知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