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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回响岁月回响 艺苑撷英艺苑撷英

（作者简介：郭世富，1945年生，河
南新乡人，师承白石门徒李霞生，为齐
派第三代传人，1988年毕业于齐白石

艺术函授学院。现为国家一级美术
师，河南省美协会员，新乡中原书画院
副院长。其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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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垂柳河边垂柳 周俊亭周俊亭 摄摄

（作者简介：周俊亭，延津县城关南街人。1968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某部政治部干事。1982年转业，曾任新乡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公务员，
高级政工师。）

这像是一个梦，只是这个梦做得太
过于长久，走近这条国内外久负盛名的
人间天河——就是曾经被一位外国总
统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吸引了国内及
世界 138个国家和地区 580多万参观者
的、那条悬挂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的奔
流不息的人民力量的象征——红旗渠，
时光已经过去了整整 53 年。53 年！我
从懵懂世事的青春小伙，成长为满载心
事的银发老叟。而那记忆，依然新鲜。
青春的记忆，我觉得是人生各个阶段
中，最难以忘怀最纯粹的。那时候还不
知道红旗渠的修建总指挥是卫辉老乡，

《红旗渠》纪录片，就以它难以抵挡的魅
力在荧屏上征服了我，成为青春记忆里
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

1970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
纪录片《红旗渠》，我记得第一次看是次年
深秋的一天傍晚，从地里下工后，社员们
都端着大盆碗在村头老槐树下的饭场里
侃大山，忽然一个半大孩子匆匆忙忙从我
们身边跑过来。“《红旗渠》！《红旗渠》！大
队今天晚上放电影！”他给我们撂下一句
魔性十足的话。我们一群年轻人便一呼
百应地跟着，朝村落中央的大队部（那时
候叫汲县红区人民公社东风生产大队革
命委员会）狂奔而去。那时候还没看过

《红旗渠》，但除险英雄任羊成腰系长绳、
手握长钎、身悬半空、飞身排险的画面，早
已被先睹为快的人们传成了经典镜头。
以致于曾经有一段时间，村里的不少孩子
腰系绳子，绳头系在树杈上，手里拿着木
棍，想晃荡着飞身钻进停在树下的拖拉机
的拖车底下，但不少人不是被撞得满头青
肿，就是衣服被挂得稀巴烂。那大抵是一
个梦，红旗渠英雄的梦！

我记得那种感觉，看过电影后回
家，走路的身躯和脚步平添了几分硬
朗，仿佛那些神奇的一气呵成的排险功
夫从电影里出来，像春雨润无声地潜入
我尚且稚嫩的肉身里。

从此《红旗渠》便成为青年时代魔
咒般的存在，在整个青年时期，记不清
看过多少遍，为它忘掉吃饭、挑水，乃至
挨训，全都心甘情愿。从单纯欣赏那些
厉害的排险功夫，到心灵被林县人不认
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所震撼，《红旗渠》陪着我一路成长。每
每遇到坎坷，便会想起林县人民把青春
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的壮举……
特别是听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止一

次地自豪地说过:“新中国有两个奇迹，
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
渠。”他希望到中国来的各国朋友都要
去认识认识红旗渠。习仲勋等多位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专门为红旗渠题词。
尔后，当我听说汲县与林县搭界，从芳
兰村往西北走几十里便是林县，一个深
情的梦想便隐隐蛰伏在心底，那是青年
时代的梦想。

50多年后，我终于来到了梦一样存
在我心里的红旗渠！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一条“生命渠”，解得千年难。红旗渠

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在太行山上修
成的大型“引漳入林”灌溉工程。当时，林
县人民为改变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
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苦战10
年，在地势险恶的太行山腰，削平1250座
山头，架设152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
共挖掘土石1515.82万立方米，建成总干
渠长 70.6 公里、灌区渠道总长 4013.6 公
里、中小型水库和塘堰396座、库容6000
余万立方米，形成为引、蓄、提、灌、排、电
相结合的大型水利工程，解决了50多万
人的饮水生存问题。十年奋斗，十万大军
战太行，筑起的是一条生命渠，一条幸福
渠，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
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林县人
民说，红旗渠里流的不是水，而是一渠粮、
一渠油、一渠欢喜泪、一渠庆丰酒。

如今，红旗渠掩映在海浪似的峰峦
之中，多情的清澈渠水哗哗地欢唱着奔
流不息，竟是这般熟悉，我知道，我是回
到青年的梦里了。只是那时候的电影
是黒白的，眼前这鲜亮的颜色多少让我
有些恍惚。我打量着红旗渠纪念馆，它
始建于 1973 年，后经两次扩建，新馆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开馆，建筑面积 6300 余
平方米，布展面积 2950 平方米，纪念馆
馆体犹如舞动的旗、流动的水，是红旗
渠形象的表达。展览内容分为：千年旱
魔，世代抗争；红旗引领，创造奇迹；英
雄人民，太行丰碑；山河巨变，实现梦
想；继往开来，精神永恒。在565米长的
展线上，采用空间环境、雕塑、绘画、灯
光、多媒体、图片、场景模型、影像等手
段展出了历史珍贵照片 320 幅、实物
1123 件，并辅助于手机、语音导览系统
和电子签名等服务项目，全方位、多角
度展示了林县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苦战十年改造山河的壮举，突出表现

了红旗渠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光大的历
史传承。纪念馆老馆由分水苑、青年洞
等组成。分水苑建于 1970 年，扩建于
1993 年，有纪念厅、碑林、浮雕牌坊、展
示工程模型、修建场景、英雄事迹等。
青年洞展示当年在悬崖绝壁上施工的
艰难情景，刻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
词，从此处可登高远眺晋冀豫三省风
光。

好在电影里雄伟而壮丽的红旗渠瞬
间变得触手可及，想象着此时就是黑白世
界，这些渠墙流水竟然滋生出一种似曾相
识的气息。是的，是那条红旗渠，在献身
人物名录墙和一幅巨幅老照片前，我伫立
良久，仔细端详，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有
81名干部和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
的故事被林县人民世代传颂，他们的名字
被镌刻在红旗渠纪念馆的献身人物名录
墙上:吴祖太、李茂德、张运仁……巨幅老
照片纪录的是红旗渠通水庆典的宏大场
景。那是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
建成通水，数万名干部群众云集分水闸，
举行隆重的庆祝典礼。由此4月5日被确
定为通水纪念日，教育林县人民群众和子
孙后代牢记红旗渠水来之不易。

我站在献身人物名录墙前，闭上双
眼，那部反映红旗渠建设的纪录片中，
那一群戴着柳条帽、挑着扁担走在运石
大军最前边的七尺汉子们，曾经给几乎
所有的观众都留下的过目难忘的印象，
他们就是红旗渠时代的中共林县县委
一班人员。而“班长”就是时任林县县
委书记、红旗渠总设计师、出生在汲县
狮豹头乡罗圈村的杨贵。

杨贵故居我是去过的。那一年随
卫辉市老促会领导去革命老区调研，到
杨贵故居拜谒。该故居地处罗圈村中
部，在一个南北走向的胡同里。小院座
北朝南，院门朝东。主房北屋3小间，东
屋 2 小间，南屋 2 小间，皆为木石结构。
与平原房屋相比，房间小得令人咋舌。
我想像不出当年身为县委书记的他咋
一度生活在这样的小院窄房里，但墙上
挂的弥足珍贵的杨贵生平照片，住宅东
里间两张木床中间的烤火用的火盆柜
告诉我这是真的。

我没见过杨贵，但我知道他自幼参
加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担
任村支书、区委书记、区长等职，有同国
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决斗的辉煌历
史；知道他半个世纪前带领林县人民在

巍巍太行崇山峻岭中建成“人间天
河”。而今，仰望着这一座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永恒的精神坐标，听着讲解员叙
述着杨贵和红旗渠这一追梦圆梦的中
国故事，我突然想起河南省政协原主席
王全书在缅怀文章《杨贵的可贵之处》
里的话：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
李冰，今有杨贵。讲红旗渠，讲红旗渠
精神，都不能不讲杨贵。杨贵的可贵之
处在于：“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
渠”的人民情怀；“靠着彻底的唯物主义
态度，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坚强
党性；“无私无畏、敢想敢干、迎难而上”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担当精神；“行
得端、立得正”“群众吃啥我吃啥”的清
廉作风。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杨
贵老人走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无尽精神
财富，必将激励千千万万党员干部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引下，继承前人的事业，接续今天的
奋斗，实现美好的梦想，书写精彩的人
生。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到安阳考察，来到他数次褒扬
的红旗渠。他参观红旗渠纪念馆，实
地察看分水闸运行情况，并来到红旗
渠咽喉工程——青年洞。一番番饱含
深情的讲话激荡着红旗渠水，一句句谆
谆嘱托鼓舞着红旗渠精神传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
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
会过时。”

我又想起杨贵。
一个在我国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

期勒紧腰带誓把林县山河重安排的县
委书记。

我试图再一次理解共产党人的品
质与担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半个
多世纪过去了，红旗渠以它非凡的魅力
和无限的激情，把林县2046平方公里的
土地挥洒成一片锦绣天地。红旗渠以
它恢弘的气势成为林县乃至今日林州
市的底蕴，所有的一切都活着。这个纪
念馆如此立体，如此深沉，如此磁性，如
此绚丽，这是一座梦之纪念碑！

（作者简介：梁东成，男，1949年12月
出生，中共党员，卫辉市太公镇政府退休
工人。曾在《人民日报》《农民日报》《河南
日报》《新乡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新闻
作品3600多篇。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梦里梦外红旗渠
——从卫辉到林州

梁东成

“三月茵陈四月蒿”。茵陈的青春
只有一、二、三，没有四。

据说华佗有次给一个黄疸患者治病，
苦无良药。一天，他发现患者好了，一问，
才知患者吃了一种青蒿，于是华佗便采来
给其他黄疸患者试服，可吃后没用。华佗
又问，吃的是啥时的蒿子，答是三月的。
华佗恍然大悟，三月阳气上升，百草发芽，
只有三月的蒿才有药性。为了摸清茵陈
的药性，他连试3年，编成一首歌曰：“三
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人切记牢。三月茵
陈治黄痨，四月青蒿当柴烧。”

到了四月，茵陈的花骨朵再好都成
了绣花枕头。在豫北乡下，如果男孩30
岁还没成家立业，人们就会说，再长就
是蒿了。

二月二，采茵陈。李时珍说：“二月
二日犹采野茵陈苗和粉作茵陈饼食之。”
风寒料峭的二月，天和地好像隔得很远，
在野地里找茵陈，这时的茵陈，还是小小
的一团，鲜嫩，似乎一掐都能掐出水来。

三月三，茵陈正好作药用。一朵一
朵，绿茵茵的，青春逼人。叶子的背面已
经开始泛白，像蒙了一层薄薄的雾，有些
朦胧之意。一朵一朵地采回来，晒干。
晒干后的茵陈异常柔软，绵绵的，所以又
称“绵茵陈”。小时候晒茵陈，把茵陈握
在手里，滑滑的，像春天里刚做完就忘记

的一场梦。
人，湿热一旦入侵，就会浑身无力，

食欲不振，像霜打的茄子，变黄发蔫，毫
无生气。刚出生的婴儿会出现“新生儿
黄疸”，全身皮肤黏膜变黄，严重时眼睛
也变成黄色。大人就是“肝炎”，甲、乙、
丙、丁都会冷不丁地冒出来报到。

很喜欢茵陈。因为它疗效好，见效
快。特别是退黄疸，立竿见影。茵陈的

“青春逼人”之气一入场，那些湿气热气
都会节节败退，直至退出原本不属于它
们的领地。湿热是什么？在中医里没
有细菌、病毒这样的名词，在这里它们
统统被称为邪。邪分六种，风、寒、暑、
湿、燥、火。六邪都可致病，如感冒发热
就是受了风寒或者风热。可以是一种
邪致病，也可以是两种合在一起致病。
湿邪和火邪纠结在一起就是湿热，湿和
风在一起就是风湿。六邪中，以湿最令
人讨厌，它若在，该病就是缠绵的，经久
不愈型，比如脚气病、肝炎、瘟病等。

有邪就有正，邪不压正。上天很会
安排，一物降一物，绵绵的茵陈正好用
以驱逐绵绵的湿气。

春天，是肝病易发的季节。因四时
之中，春属木，春三月，万物生长发育，肝
属木，《黄帝内经》曰：“春三月，此为发
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
步于庭，被发缓行，以使志生，生而勿杀，

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
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因此，四季中春
季最宜养肝。

春天，只要是口苦，舌上有一层黄黄
腻腻的舌苔，抓一把茵陈泡水喝，准没错。

《本草纲目》说：“气味（茎叶）苦、
平、微寒、无毒。针对眼热红肿病用茵
陈蒿，车前子等分，煎汤，以细茶调服数
次。”又说：“茵陈，昔人多莳为蔬。”是可
以当作菜吃的。

幼时在夏天的晚上，为薰赶蚊虫，奶
奶常常将晒干的臭蒿放到屋中用麦秸引
燃，呛鼻的浓烟从门窗翻滚而出，我们去
麦场摇着蒲扇乘凉，一个时辰后回家睡
觉，一夜都不会有蚊虫骚扰。

白蒿用以蔬食，可以焯水凉拌，可
以包水饺、擀面条、蒸馒头，加上大枣还
可以煲汤，无论哪种吃法，舌尖上都有
淡淡的蒿味和清香。

神农氏用他灵敏的嗅觉，嗅到茵陈
独特的气味，随手将几片叶茎采下，弹
弹尘灰，放在嘴里嚼咬，汁液被神农氏
的肠胃化验。

“生病半个医”。日常生活中不免
会有人犯头疼脑热，人们就用心识药
草，记药性，搜集偏方土法，家里一旦有
人头疼脑热感冒了：砸七枚桃仁，加一
勺食盐，盛在瓷碗里加上水，从火炉里
挟一块通红的煤渣往碗里一放，短暂的

沸腾后，煤块取出，就是一副治疗感冒
的汤药。家里谁患了黄疸病，随意从田
埂里采一把茵陈回来熬水，喝上十天半
月即痊愈。这些疗效明显的偏方土法，
担当着守护贫苦庄稼人健康的角色。

茵陈在神农氏时代就已成名，并被
作为药草代表入选医学典籍《神农本草
经》。

三月里，茵陈，需者及时拿去，莫等
长至身高三尺时。

三月，百草萌生，万物承蒙大地孕
育，接地气，萌生命，吸春雨纳春光；三
月，阳气上升，百草在静休一冬后，萌生
根须发出新芽。诸多的野草成为人们
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让人吃的是春的阳
气、鲜味，接的是地气、纯气。

蒿草，三月为药，称茵陈；三月后为
柴，叫蒿。人的一生如果像茵陈蒿一样
多好，不管是三月的茵陈，还是深秋的
枯蒿，都无怨无悔。

（作者简介：薛宏新，男，中共党
员。曾出版《小河的梦》《婆婆是爹》《可
劲乐》等个人文集，作品散见于《人民文
学》《故事会》《故事世界》《民间文学》

《今古传奇故事版》《传奇故事》《古今故
事报》《新乡日报》《平原晚报》等多家报
刊网络平台，现供职于原阳县城管局，
原阳县乐龄书香团成员，原阳县作家协
会副主席。）

春天，不由想起了茵陈
薛宏新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一
烟花未烬孟春阑，
微雨清风消地寒。
杨柳悄声增晓绿，
桃樱挂蕾笑冬残。

二
牧野新阳暖草枯，
冬苗沐雨地如酥。
春晖一缕柔情似，
晓露千山倦意无。

七绝·春之初
黄生勤

（作者简介：黄生勤，男，河南新
乡人，1950 年６月出生，1969 年３月
入伍，1970 年３月入党，在部队历任
战士、班长、排长、参谋、参谋长、兰
州军区炮兵处长等职，上校军衔。

1994 年由部队转业，原新乡市旅游
局纪检书记、正处级调研员，2010 年
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解放
军红叶诗社社员，主要著作有《赋闲
集》等。）

日出无云也无风，
湖水不磨镜自平。
映影万物晖熠熠，
水上水下两相生。

延津玉湖晨景有感
郭清增

（作者简介：郭清增，1952年出生，中共党员，延津县商业局退休干部。）

你从冰雪中走来
披一身寒霜
携一缕暖阳
柳枝上鹅黄色的芽苞
是报春的信使
在暖阳的鼓动下
串起了翠绿珠帘
闪着动人透明的光亮
在春风里荡漾
千家万舍掩映在青烟绿雾中

鸟飞千丝
莺歌万缕
醉了诗人
迷了过客

风舞柳丝
弹着春的琴弦
唱着春的歌谣
等待紫燕归来
迎接春风十里

春柳
王秀芳

（作者简介：王秀芳，1952年出生，中共党员，新乡市牧野区司法局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