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郏县的“郏”字应属生僻之字吧，不仅
外地人对这个字觉得生疏，就连我这个土
生土长的郏县人，也是近几年才明白“郏”
字的真正含义。

查寻字典找“郏”字，上面只注：“郏
县，在河南省”。翻阅史志寻其根源，方知
郏县历史悠久，周设邑，春秋为夹邑，秦置
县，曾称郏城县，后改为郏县。而郏县的

“郏”字源于春秋战国时，楚国王郏敖（又
名熊麋）死后葬于此。郏县的“郏”便由此
而来。

郏县虽历史悠久，但因“郏”字生僻，
外人少知，倒闹出了不少笑谈。

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拿着单
位开的介绍信去外地出差，登记住宿时，
服务员目光怪异地指着上面的“郏”字问
是什么字，我说是郏（jia）字，服务员说：你
不说，我还以为是陕西的陕字呢。

把“郏”字当作陕字，邮局的人也常常
搞错。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郏县文联工

作，那时还没有邮政编码，一封从省城寄
往三门峡市陕县文联的信却送到我的办
公室里，我一看是同行的信，就买了一个
更大的信封将此信装进去寄给陕县文联
的那位同仁。又听单位的一些人讲，他们
也曾收到过误投的信件。由此想到，不知
从外地寄给我的信件有没有被寄到陕
县。为避免误投，我此后写信特意在郏县
前面加上平顶山市。

不只是旅店和邮局的工作人员，我还
听到过央视的播音员在播新闻时把郏县
误念为陕县。

“郏”字虽生僻，但在郏县人的心中是
扎了根，憾不动的。古往今来，郏县的方
方面面都不比别的地方差，用“人杰地灵，
物华天宝”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历史
上的张良、铫期、祁建华等都为郏县增添
了无限的骄傲和荣光；全国县级保存最好
的文庙——郏县文庙、苏轼归焉的三苏
园、独具特色的临沣寨、异彩纷呈的唐钧

瓷等都证
实着郏县文化
的厚重。郏县的
经 济 发 展 同 样 出
彩。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郏县的“山儿西烟”

“郏县红牛”就驰名中外。
如今，郏县的产业集聚区建设
更是如火如荼，铁锅产量占据全
国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全国铁锅
生产基地……

郏县的“郏”字虽然生僻，但郏
县人就爱这个“郏”。那是家乡的标
志，那是暖心的呼唤。对于我来说，那
就是自己温馨的家！

如今，郏县人更是把“郏”与家紧密
地联在一起，“郏县就是您的郏（家）”“欢
迎您来郏（家）”“常回郏（家）看看”……热
情好客的郏县人把“郏”与家完美融为一
体！

郏与家
◎马继军（河南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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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推开家门，走向家门
口的森林公园。这个坐落于小城边
儿上的森林公园是我儿时春游、野
炊、玩耍的乐园。幸运的是，几十年
过去，这个少年时代的乐园依然还
在，参天的大树让公园更加幽静诱
人。吾心安处是吾家，人至中年，我
终于回到家乡，把房子选在了魂牵
梦绕的森林公园边儿上。

雨后的森林公园静谧湿润，空
气中都是甜蜜馨香的味道。时间尚
早，森林还笼罩在一层淡淡的薄雾
里，早起的鸟儿和活泼可爱的小松
鼠或欢歌鸣唱，或跳跃撒欢。参天
蔽日的槐树林似一道天然屏障，将
城市的喧嚣隔离开来，外面的热闹
是他们的。

踏入静谧的森林公园，洁白的
槐花缀满枝头，徐徐微风中，片片槐
花如仙女在林间飞舞，薄薄的花儿
轻盈地落在草地上，飞上发肩，落在
心间，我陶醉在这甜美圣洁的世外
桃源，恍惚回到了呼朋引伴捋槐花
的童年。随手摘一串槐花塞入嘴
里，满口的甜香。此刻，脑海里不由
浮现出咏槐的诗句：“槐林五月漾琼
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
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诗人有他
的槐林，在漫天的花雨中，我也有自
己的槐树林，这是何等奇妙的感觉。

漫步林间，翠绿的草地上点缀
着大片大片的花，红的、粉的、白的、
紫的，知名的、不知名的野花在林子
里恣意怒放，和着鸟儿的轻鸣，伴着
徐徐的清风，还有在树上蹦来蹦去
的松鼠。

太阳慢慢升起，洒下一道道金
光，多情的阳光在丛林间跳跃，穿过
密密匝匝的枝丫，洒在娇嫩的花丛
上，翠绿的草地上，还有辛勤觅食的
小鸟身上，最美的在那盈盈欲滴晶
莹剔透的露珠上……

在这晨光熹微的林间，在这花
雨漫天的槐树林，我儿时的乐园依
然生机盎然，让人沉醉不期归路。
亲爱的你啊，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
停下脚步，在这静谧的林间，抖落满
身的疲惫，听一听花开的声音吧。

槐花又绽放槐花又绽放
◎◎王宜伟王宜伟（（河南平顶山河南平顶山））

一不小心，一袭马面裙，
让我在鹳鱼湖畔的春风里与
国风撞了个满怀。

假期，文友相约鹳鱼湖
畔，游湖赏春，推荐买件马面裙
也赶一赶国潮。

一向不太喜欢追赶潮流的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网查
询，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各种色彩、多种款式的马面裙铺
天盖地，让我目不暇接。孤陋寡
闻的我方知马面裙作为传统服
饰，已成为2024年众多国人的
“新春战袍”。我精心挑选了一
件“千里江山”红色马面裙。

到货后拆开一看，红色缎
面喜气盈盈，“千里江山”跃
然裙摆，青山绿水，亭台楼
阁，祥云飞舞，汉字隽永，
正是我想要的中华韵味。

良辰美景四月天。
兴冲冲带上马面裙，奔
赴鹳鱼湖，与文友们
共赏春景。几个文

友 都 穿 着 马 面
裙，晓辉妹妹

的 白 底 青
花 ，晓 延

妹 妹
的

红底黄缎，爱军姐姐的蓝底嵌
花，一个个移步如莲，仙气飘飘，
各有风韵，让人不得不赞叹中华
传统服饰的韵味之美。

马面裙最早出现在《明宫
史》中：“曳撒，其制后襟不断，而
两傍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
面褶，往两旁起。”

“马面”其实并不是马的面
孔，而是一种古建筑的塔楼式形
状。从马面裙的发展历史看，马
面裙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韵味。宋代人为乘坐驴车或轿
子方便，发明了前后开胯的裙
子，这便是马面裙的雏形，到了
明代已成为非常流行的服饰，清
代则逐渐转化为华丽富贵的标
志性裙装，民国时又演绎为典雅
质朴、色彩素净的裙装。

一袭长裙穿越古今，传统文
化历久弥新。马面裙前后共有4
个裙门，两两重合，两条腰带可
系于腰间成蝴蝶结，可爱灵动，
也可垂于腰间两侧，飘逸如仙。
2024年春节，马面裙从历史烟云
中华丽转身成为许多人的“新春
战袍”。它的裙摆宽大，两侧百
褶温婉优雅，裙腰两端缝制腰
带，风吹裙裾翩翩起舞，旋转时
盛放如花，行走时摇曳生辉，端
坐时贤淑典雅，深受人们喜爱。

《左传·定公十年》曰：“中
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

服章之美，谓之华。”
我想，华丽、华

贵 、华

服、华美等优美词语大抵来源于
此吧。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有着
独特的民族风格，而汉服更是我
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
中华”的体现，其中的马面裙更
是花样丰富，装饰考究，或清新
淡雅，或简约大气，或华丽富贵，
或飘逸潇洒，或传统内敛，或时
尚开放，或秀丽质朴，或娴雅清
丽。色泽亦七彩斑斓，或红色吉
祥喜庆，或黄色富丽堂皇，或绿
色生机勃勃，或蓝色宁静清新，
或白色纯洁如玉，或紫色高贵浪
漫，或黑色庄重神秘。装饰图案
更是包罗万象，精彩纷呈，或嵌
牡丹富贵端庄，或印龙凤吉祥福
瑞，或缀蝴蝶飞舞花间，或植翠
竹清雅高洁，或镶荷花冰清玉
洁，或绣祥云飘然轻逸，或织百
合百年好合，或绘千里江山磅礴
如画。

马面裙类型有直裰、褶裥、
百迭、宕条等，直裰宽松大气，褶
裥紧凑修身，百迭简约朴素，宕
条华丽富贵。工艺有提花、妆
花、织金、刺绣等。真是万物万
象均可入裙，世间美好尽绘衣
裙。一袭马面裙，既有文化的一
脉相承，又有深厚的历史内涵，
更包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切
期望。

民族的、传统的，才是永恒
的、世界的。

春风里，马面裙正如灿烂的
百花，绽放在中华大地，绮丽无
比。

春风里遇见马面裙
◎孙利芳（河南汝州）

清晨散步，一股淡淡的芳香钻
入鼻孔。这种味道有些熟悉，但又
想不起是什么花香。抬眼望去，不
远处有片“云霞”，浮在绿荫中，莫
非香味是从那里飘来的？我加快
脚步，芳香越来越浓烈，鼻腔都塞
满了。

原来那是一棵合抱粗的楝树，
撑着一把绿底紫花的伞站在路
旁，像一位雍容典雅的贵妇人，披
霞临风，浑身洋溢着活力，芳香果
然是她挥洒下来的。挺拔的树干，

浑圆修长，硕大的树
冠 插 满 了

紫

“流苏”，在晨风里荡悠，把诗人梅
尧臣“紫丝晖粉缀藓花，绿罗布叶
攒飞霞”的诗句挂在树梢上。琐碎
的楝花簇拥在一起，从绿荫中挣脱
出来，覆盖在枝头上，整个树冠就
是一片绿纸泼上紫灰色颜料绘制
成的风景画。微风拂过，几朵楝花
飘落下来，轻盈盈的，生怕惊扰了
路人。我捡起一朵，湿漉漉的，齐
整整的，像刚从浴缸里跳出来，虽
是落英，却依旧精致。纤弱的花朵
均匀地裂成五瓣，一头攒在花萼
里，一头向外翻卷着，白里透着粉
红；花瓣中间直挺挺地竖着一根圆
柱，柱顶雕刻着锯齿似的花边，那
是楝花的蕊房，红里泛着深紫。放

到鼻子上闻一闻，一丝淡淡的
芳香把我带回了童年。

楝花散尽，枝叶
间挂满了许多小

圆球，那就是
楝 树 的 果

实，俗称
楝

子，

一嘟噜一嘟噜的，晶莹剔透，泛着
绿光，像翡翠珠一样缀在树冠上。
到了夏天，楝子长大了，成了乡下
孩子竞技的“体育器材”。玩伴泼
猴儿似的爬到树丫上，摘下许多楝
子；我在树荫下挖出十个拳头大的
小窝窑儿，每个窝窑儿里放入十个
楝子，“石头、剪刀、布”分出输赢，
开始走窑儿。小手抓着楝子转着
圈丢过来丢过去，炎热和时间都被
丢跑了，剩下的只有童趣和快乐。
一个人走完了，就自觉让给对方
走，谁都不乱规矩。你输一盘，我
赢一局，输的是楝子，赢的是快乐，
乐此不疲。指尖磨疼了，楝子抓蔫
了，游戏仍在继续，直到天边布满
晚霞，村子里腾起炊烟，鸟妈妈喳
喳地叫着小鸟归巢，我们才从土窝
里爬起来，一溜烟跑回家。

到了冬天，楝子成熟了，翡翠
珠变成了黄铜铃，难怪楝子又叫

“金铃子”。大雪封山了，灰喜鹊找
不到食物，就飞到楝树上啄食楝
子。母亲从鸟嘴里争抢一些楝子
放在厨房里，每天早上洗脸时拿两
颗放在温水里，泡发了，挤出皮下
的脂膏涂在手上，那是母亲的“雪
花膏”，可以防止皮肤皴裂。我拿
一颗捏碎一闻，臭味刺鼻，可母亲
不嫌臭，经常用它护肤，省下的钱
供我吃饭、穿衣、读书。

楝花朴实，它的芳香却储
存在我的记忆里；楝子无华，
它的脂膏却滋养着母亲的皮
肤。

我喜欢楝花，喜欢楝
子，更喜欢像楝花一样朴
实，像楝子一样乐于奉献的
人。

楝花
◎李国献（河南舞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