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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里究竟装了什么药
王高峰（新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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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红旗（新乡市）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一年到底有多长有多快，如果用节
气来表达：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
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
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
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如果简化成顺口溜，就是：春雨惊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如果用心行走二十四节气，与一年
中的 24 个值勤者伴行，半月一轮岗，简
直是催你没商量。一年这样被度过，实
在快得很！时间感有了形状，如条，如
块。不信，你试试。

我就这样，数年间，如心、随心地融
入二十四个节气，被二十四节气的颜色
熏染……于是，有了今天的这本小书，
还请您多批评。

我对节气的敏感，始于《大地上的
事情》。当时我在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读比较新闻学。学新闻的我，很不
务正业或者是不误正业，读了不少文学
书，因此我是我们那届图书借阅量最多
的毕业生。《大地上的事情》不是在图书
馆遇上的，是在乌鲁木齐市南门的新华
书店一眼相中的。我就买了，就读着，
步行三站回到学校，在校门口对面的

“山东饺子”馆匆忙吃了饭，就回到研究
生院四楼的一个教室，认认真真地自习
一个晚上，把那本书读完！然后我就决
定选择自己的视角：描述诞生二十四节
气的中原的一片土地上的物候，白描下
来，并在当天的基本同一时间为我所观
察到的人、草木、庄稼、鸟兽等拍照定

格，以求对比一年中这片土地上日月如
梭的流转变化。

可惜，毕业回来后忙于俗务，不能
真正实现我的“现场写作”。我就用分
行的字，或者权且不脸红地称为诗，表
达了对当年二十四个节气的写照，当时
为2009年。节气当天，我有时到选中的
那片地头转转；有时就是根据心情和天
气，站在楼顶远望一下；有时干脆就坐
在办公室里，看着台历的节气写就。不
算深刻，还得加个修饰的副词：很。

第二年，2010 年的二十四节气，我
是认真地按照我的计划实施的：照片，
文字，感觉，均在当日发表在博客上，原
真地记述了节气当天那片土地上的庄
稼、树木、虫鸟、男女，特别是我的所见
所思所叹。

2013 年，我以二十四节气为名，写
了一组纯乡土的小说。

就这样，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数年
间，分别以诗歌、散文、小说的形式，进
行了我的二十四节气的表达。

在这一过程中，我以麦子等植物为
主要观察对象，写了《我的麦子记》等篇
什；以有关民俗、老物件等为主要参考
对象，写了《我的袁店河辞典》等。算是

“间作”，或者“套种”，另有小获。
在这一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文

友、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河南省文学院
的冯杰老师为我的这一努力题词：倾听
大地上的事情。

写着，发表着，这些文字散见于各
地报刊。《农业·农村·农民》《中外读点》

杂志很豪放地为我的二十四篇散文开
了专栏。有关小说多在《短篇小说》《百
花园》《小说月刊》《羊城晚报》等报刊发
表。

这是我历时数年的现场写作，基于
北中原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每年节气的
同一时间、地点，我进行观察，以照片、文
字等的表达，发在当日的博客上，24首诗
歌、24篇散文、24篇小说。“我的”独特的
书写中，乡心深深，乡愁浓浓……我想写
出一些文化，写出乡野的雅。

我想说的是，有些雅致、雅趣、雅
观、雅正、雅兴、雅典，有些文明、文化、
文史、文教、文质、文静、文献，还是保存
一点好。如这二十四节气，每一个都是
祖先通过长期实践后的诗情画意般地
表达，是中华传统农业文明的智慧，是
我们和自然、社会相处的秘密。

原谅我深深的农民胎痕，这些文字
算是我对一片土地的怀念。之所以说
得如此悲壮，因为我所观察的那片土
地，已经被城镇化或者新型社区化了，
千百年来的亘古绿色和温软被灰色和
坚硬完全征服与打倒！站在我蛰居的
楼顶，可以看到那片土地上的繁忙景
象，极为生动地印证了中国后现代化的
迅猛发展进程。

但是，这一进程中，我们的一些传
统和传统文化被急切地抛弃，甚至遗
忘。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春种、
夏耘、秋收、冬藏。时代的发展已然使
很多人和自然渐渐远离，但是人们还是
在隐秘地遵循着其中的规律。所以，我

以“我的”视角、表达，进行了这一努力
的印证。

有两家出版社曾经组稿，想出版
《我的二十四节气》，虽然再无音信，但
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今天，《我的二十四节气》终于得以
出版，很开心。

现在，您要看到的这些文字，散发
着泥土的味道、原野的气息；带着露珠、
月光，包裹着浓浓的乡愁……

需要说明的是，每个节气，我都标
注了当年那天的日期，以告诉自己那天
我在干什么。

不知道读到这本小书的您，是否能
忆起那天您在干什么？是否能忆起当
时您走过的路旁草木是否在发芽，或者
那天刚好飘着雪花？

后来的这些年的那一天，我们在干
什么？

那些旷野里的草木和鸟兽，又会在
干什么……

您还记得吗？那些大地上的事情。

《高来沸自传》的书稿，置于案头已
经数月了，朋友嘱我写的序仍不见一
字。我是一个不喜迁延的人，所以没有
动笔，是因为我有我的担心：我写“不
好”，我“写不好”。

说我写“不好”，是因为凡为人作序
者，大抵是较有影响的人，而我无论从
哪一个方面讲，都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我曾在部队习武，回到地方又转徙多个
岗位从事文字材料，时间在兜兜转转中
无情耗过，学武不成，学文又不成，又位
居下僚、人微言轻。我真诚地认为，应
该请一位比我强得多的人来作序，这样
才不至于拉低了高先生和这本书。

说我“写不好”，也绝不是自谦。凡
做人做文做事，即如高先生写寓言，都

需要把自己这一行打个通透，而后写出
来的文章、做出来的事情才会圆润，才
会有光，才会有趣有味，否则必是“冰泉
冷涩弦凝绝”。我知道自己差得太远
了，曾经写过材料但并不真正懂得材
料，后来学写新闻也只是一知半解，我
又哪里懂得去写序呢？

但我还是终于动笔了：既然答应
了，就一定得去做。况且我也想借这个
机会，表达一个后学者对高来沸前辈的
敬意，我还想借这个机会去进入一个关
乎人生的寓言，去探讨人生种种。

我总觉得，对于高先生来说，人生
种这么一个“葫芦”就够了，《我要的是
葫芦》已经深深影响了数亿人。这是一
个没有长大的葫芦，“小葫芦慢慢地变

黄了，一个一个都落了”，但这个葫芦分
明又长大了，它的枝枝蔓蔓爬进了人
心，一直在生长，引发了我们关于世界
和人生的很多思考：我们该怎样全面地
联系地看待事物，又该怎样听取他人的
意见，与人和世界相处？我一直认为，
这是小学阶段最早引发我哲学思考的
一篇寓言，它装满了哲思的药、人生的
药。

我最钦敬高先生的，是他的不争不
言。大概 20 年前，我初到报社工作，就
听说了高先生是《我要的是葫芦》这篇
文章的作者，当时我并未深信，因为课
本上写得很清楚作者是另一个人的名
字。这20年里，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关
于葫芦的“公案”，我曾询之于高先生的

女儿高晓荀，她只道高先生“没有说过
啥，对这些不在乎”。直到去年，我在人
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上赫然看到
了“本文作者高来沸”的字样。而这并
不是高先生和家人争取的结果，而是因
为教材编写组意外地发现，《我要的是
葫芦》早在1959年就以《种葫芦的人》的
标题，刊登在《少年文艺》第4期上，而作
者的署名为高来沸。文人逐名，高先生
为什么偏偏不争呢？在人生的葫芦里，
高先生为我们装的是看淡名利的药。

人生是一个寓言，它总在说明着什
么，而高先生就是一个深沉的寓言，他
说了，又不说。对于高先生，我表达后
学者的敬意，写下不能算是序言的序
言。

一
红旗是革命的色彩，
胜利的标识。
红旗是先锋的姿态，
担当的魄力。

忆往昔峥嵘岁月，
1927年，
新乡最早一批共产党人，
李毅之、傅德明……
在北关小学播撒先进思想，
那一刻，首面红旗，高高擎起。

1952年，
引黄人民胜利渠，
伟人视察留足迹。
战天斗地，力争上游，
那一刻，猎猎红旗，迎风飘扬。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
中原大地生机勃勃，
那一刻，风展红旗，江山如画。

进入新时代，砥砺前行，
着力打造“五面红旗”。
红旗区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二
这里环境优美、高楼林立，
这里高校众多、人才济济，
这里金融聚集、产城融合。
我们聆听关牧村演唱的《多情的土
地》，
观看刘国梁国乒队的精彩赛事，
品味王清芬豫剧《抬花轿》的神韵。

我们分享邓志军的诚信故事，
踏寻牛秀丽的调解足迹，
凝望孙红昌的忙碌身影。

见贤思齐、群贤毕至，
崇尚英雄、英雄辈出。
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三
我们坚持党建高质量引领经济社会发
展高质量。
从红旗区到红旗渠，
从安徽小岗到改革开放前沿深圳，
从南阳邓州到浙江衢州，
再到兰考重温焦裕禄精神。
我们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深入践行“四下基层”，
落实“二马”工作机制，
营商环境全省城区第三，
选人用人“三推三评”获河南组工
好评，
省级社区“五星”支部数量居全市
第一。
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高校即实验室，
企业即创新场，
城市即孵化器。
开展“五项科技行动”，
实施“五个创新体系”，
新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怎能忘记2021年抢险救灾，
党员、干部、群众筑起安全大堤。
怎能忘记持续三年的疫情防控，
天使白、志愿红、救援蓝众志成城。
怎能不爱蓝天白云清水绿岸，
政企社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冲锋在前，表率在先。
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我们阅读诗经卫风华彩乐章，
倾听京杭运河沧桑世事，
赓续红色血脉，
引领文明新风，
文化惠民春风化雨，
志愿服务向暖而行，
文明实践遍地开花，

“红旗宣传”全媒矩阵融合传播。
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四
我在新乡医学院，来自尼泊尔，
我在中科世华，来自深圳，
我在平安银行，来自哈密，
我在嘟嘟网络，来自北京，
我在消防大队，来自长春，
我在隆祥养老院，来自成都，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红旗人！
我们投身幸福红旗，
贡献青春力量；
我们扎根首善之区，
挥洒青春汗水。
我骄傲，我是红旗人！

五
我们是炎黄子孙，
我们是龙的传人，
甲辰龙年，时盛岁新，
我们传承“生龙活虎”的龙马精神，
秉持“龙腾虎跃”的干劲闯劲，
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我们是红旗，
红旗是我们。
以红旗为名，红旗区勇争第一，
以红旗为荣，红旗人勇争第一。

不忘初心担使命，
争做出彩红旗人，
让红旗更红！
让新乡常新！

1998年作品《松》获河南省建党美
术作品展优秀奖（郑州）。

2003年书法作品入选河南省首届
楹联展（郑州）。

2003 年书法作品入选全国文联
“中华魂”全国书画展（北京）。

2004年作品《松雀》入选中国美术
家协会“杏花村杯”首届电视中国画展
（北京）。

2008年《金丝峡之秋》入选全国山
水画作品展（西安）。

2008年《皓月》入选全国花鸟画作
品展（山东）。

200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
生院。

2010年作品《家园》入选中国美协
迎亚运全国中国画展。

2011年作品《紫气三月满乾坤》入
选中国美协“辉煌浦东”全国中国画
展。

2011年论文《也谈中西融合》发表
于《河北美术》。

2017年《素颜》入选全国花鸟画名
家作品展（成都）。

2018年作品《庭前梅开喜事多》获
中国美术家协会“江海门户通天下”全
国中国画展入会资格奖（最高奖）。

2018年作品《春声漫》获中国美协
第四届“八荒通神—哈尔滨双年展”入
会资格奖（最高奖）。

2018年作品《家国颂》入选中国美
协“神圣长白全国中国画展”。

2018年作品《远去的吐谷浑》参加
“江浙沪陕著名山水画家学术交流展”
（杭州）。

2019年作品《晚秋故事多》入选中
国美协“美好中国—24 节气全国中国
画展”（北京）。

2019年《广场上的舞者》获全国中
国画名家作品展优秀奖（郑州）。

2019年作品《紫藤》应邀参加山东
第 28 届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美术作
品展（山东菏泽）。

2019年作品《山乡喜讯》获全国第
十三届美术作品展河南省二等奖。

2020年参加“大岳放歌”—中国山
水画创作展（西安）。

2020年 5月作品《和平》应邀参加
陕西省花鸟画邀请展（陕西）。

2020 年 10 月《梅韵》获河南省第
18届花鸟画展“一等奖”（郑州）。

2020 年 10 月代表长安画派应邀
参加“长安—岭南画派”山水画名家邀
请展（广州）。

2021 年 6 月应邀参加广州市“红
色印迹越秀经典”写生展（广州）。

2021年 9月参加“花开天下，荟际
中原”中国当代花鸟画展（郑州）。

2022年 3月组织并参加陕西省第
三届“大岳放歌”优秀山水画作品展
（西安）。

2022 年 1 月书法作品应邀参加
“北京迎冬奥艺术展”（北京）。

2022 年 10 月应邀参加北京宋庄
“同心向党，艺术筑梦”庆祝党的二十大

艺术作品展（北京）。
2023年作品《大山·小村·家》参加

北京新时代、新风貌美术作品邀请展
（北京）。

2023 年 7 月作品应邀参加“红在
广州—广州革命文物国画展”。

2023年 8月应邀赴景德镇参加北
京宋庄、江西景德镇、浙江东阳三地新
联会艺术家交流活动。陶瓷作品被景
德镇市收藏。

崔来州：浓淡虚空见高格

自序：用我自己的方式怀想二十四节气
——纪念一片已经逝去的土地

赵长春（新乡市）

《云掩春山石径幽》 《鱼》

《石榴》

崔来州，1962 年生于新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历任：中国
书画鉴定管理中心理事，河南省花
鸟画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山水画
研究会太行山分会主席，西安交通
大学城市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宋庄
新联会理事等。

崔来州艺术简介

三
纤云四卷银河净，
皓月天光接水光。
凄婉笛声人伫久，
不知玉露湿衣裳。

四
轻风淡月拥烟岚，
临水石矶卧半酣。
一任柳梢时拂面，
恐因又梦到江南。

一
雨过荷塘岸柳低，
和风新月影凄迷。
小桥情侣声声细，
几只凫雏傍水栖。

二
一堤烟柳送新凉，
十里芰荷透暗香。
夜幕沉沉人去尽，
老鸦啼树月昏黄。

雨后夜游沁阳天鹅湖
刘运国（获嘉县）

徐群 摄忙趁东风放纸鸢

崔来州艺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