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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一瓣馨香一瓣 跋涉在文学边缘
王之双（辉县市）

最近，我有幸参加了2024年全省基
层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鲁迅文学院常
务副院长徐可、河南文学院副院长冯杰、

《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马小淘、《十月》杂志
编辑谷禾、《都市》杂志副主编手指、《大观》
杂志主编张晓林，分别给我们讲解了小
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创作，他们的殷殷话
语仍萦绕耳畔，谆谆教导牢记在心。

从省文创班结业回来，有文友给我
发微信打电话，让我谈谈自己的文学创
作。其实，这几天的文学创作培训，老
师们的精心授课，让我受益匪浅。要谈
自己的文学创作，我还只是一个刚刚步
入文学边缘的人。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在侯
钰鑫老师主编的《村语》杂志上发表了
小说《泥土》，老师知道后，在班上表扬
了我，说我将来一定能当“作家”！这让
我在同学面前好一阵风光。

从此，“作家”两个字开始在我幼小
的心灵中萌芽了。为了生根结果，雄心
勃勃的我跑到十几里外的百泉镇初中，
找到在那里当校长的表叔，借来了巴金
的《夜》、茅盾的《虹》、周立波的《山乡巨
变》，似懂非懂地读。甚至啃起了《西游
记》，发誓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作家，似
乎除了文学再没有别的职业和出路让
我活下去。

尽管不懈努力，我的习作再没有变
成铅字，这让我觉得文学殿堂愈发神
圣，神圣得遥不可及。好在我没有气
馁，坚持读《黄河东流去》《没有纽扣的
红衬衫》等著作。最终大学没考上，作
家也没有当成。

后来，我谈了对象。第一次和姑娘

去集会上买定情物，我一头钻进书店，
出来的时候，定情物还没买成，姑娘已
不见踪影。最后，我只好无奈地回到
家，只见姑娘火冒三丈地瞪着我：“我还
没有一本书重要！”好在姑娘心地善良，
有嘴没心，不计前嫌嫁给了我。

为了静心读书写作，我腾出一间房
屋，用砖垒了一个大书架，上面摆放着各
类书籍。有梁晓声的《天若有情》、丛维熙
的《洁白的睡莲花》、柯切托夫的《青春常
在》。还有鲁迅、莫言、王安忆、高尔基的
书，都让我爱不释手。书架的左侧是一
个腌菜小缸，缸上放着块水泥板，旁边有
个吱吱呀呀的小木凳，组成一个别具一
格的写字台，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日
日夜夜不能自拔。长篇写不下去写中
篇，中篇写不好写短篇。天空、大地、山
川、河流，李大娘、张大伯、冯大嫂，逮住啥
写啥，看见谁写谁，小说不行写散文，散文
不行写诗歌，结果啥也没写成。

一天，我来到县城，到报刊亭买了一
本《奔流》杂志，忽然看到上面有侯钰鑫老
师的小说《喜鹊岭》，我骑车到文联找他。
不巧，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打听到侯
老师的住址，便找到了西关侯老师的家。

侯老师问明情况后，很热情地接待
了我，给我谈了些写作技巧，让我多阅
读，勤练笔，要有目标，不能啥都写，先
选择一种体裁，从短小写起，写自己熟
悉的生活。临走，还送我几本样刊，让
我至今想起来都感动不已。

由于我光买书，订杂志，不下地，家
里的活也不管，同床共枕的妻子也烦
我，说文学成了我的情人，而她成了“第
三者”。时不时站在厕所外，假惺惺地

捂着小肚和我吵，说我拿本书进厕所一
蹲就是大半晌，占着茅坑不拉屎，害得
别人干着急。妻子不愿和我一块去县
城，因为我不是领她到琳琅满目的商场
逛，而是带她到图书馆，一坐就是大半
天。走时再到新华书店，把舍不得吃穿
积攒的钱都毫不吝啬地买成书。

烟瘾、酒瘾我不知道啥滋味，我只
知道没书读时那种抓心挠肺的恐慌和
饥不择食的窘态。

一天，我突然收到《新乡日报》寄来
的样报，我的小说《牛劲》发表了，并很
快被《微型小说选刊》转载。我像中了
大奖，高兴地拿着样报去找侯钰鑫老
师，文联的同事告诉我，侯老师已调到
了市文联。再后来，侯老师又调到了省
文学院，正在创作“好”字系列，其中《好
爹好娘》已在央视开播。

在日常生活中，我慢慢领悟到，文
学创作需要生活的积累，功到自然成，
所以多年来我从未改变对文学的痴迷，
不管再苦，决不放弃。

经过努力，我在《人民日报》《北京文
学》《河南日报》《新乡日报》《故事会》等多
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 300 余篇
（首）。《青年文摘》《意林》《格言》《小小说选
刊》《微型小说选刊》《法制博览》《大河报》
等都有转载，并有获奖或收入选本，有小
说、散文入选初中语文中考试卷。不久
前，我还出版了小说集《坏男人好女人》。

如今，走在大街上，人们大老远喊我
“作家”“诗人”。其实诗人、作家我都不
是，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白天种庄
稼，晚上种文字，种庄稼五谷丰登，种文字
却不保收，虽劳而无功，却收获了喜悦。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新乡是我小时候去过的第一座大
城市。记得当时跟着父母坐长途汽车，
到一个不太走动的亲戚那里。一路上，
汽车跑跑停停，感觉挺远的；到了以后，
觉得地方很大。直到高中毕业后到新
乡上学，我才算正式认识了新乡。

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对文化和城
市尚未培养起探究的兴趣，认识也自然
肤浅。记得学校似乎每月组织我们到
文化路（现文化街）北尽头处的新城影
院看一次电影，或者周末几个同学结伴
凑热闹，到路南端的大型机床厂外看露
天电影，算是当时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了。再一个去处就是距离学校不远、新
乡彼时唯一的公园——人民公园，几个
懵懂少年在月光中游逛，海阔天空地胡
拉乱扯，为课余消遣、挥发意气之最文
艺的一种方式。记得当时南干道（现金
穗大道）与胜利路（现胜利街）街口刚兴
起摊位稀疏的夜市，在夜市上要一碗馄
饨、一个烧饼，打打牙祭，也为当年惬
意、奢侈之一种。

毕业后回家乡工作，新乡也是经常
去的。许是太熟悉了，再无新异之感，
觉得与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直到几
年前有一次去新乡，无意间看见新扩宽
的劳动中街修路时被保护下来的那棵
千年古槐，我才有所触动。觉得它的保
留，是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一种
平衡，倾注了较多的人文色彩，故而对
这个城市滋生了一些好感。

促使我对新乡彻底转变印象并产
生书写动力的，是来自那年冬天在新乡
参加一个活动时，连续两次晚饭后散步
的所见所及。

晚间饭后茶余，从宾馆所处的北干
道（现宏力大道）中段信步拐入小街，看
见“北街口站”“老十字站”等站牌名，感
觉这是老城的中心，心中暗生一股莫名

的兴奋。继而又依稀见“关帝庙历史街
区”等字样，就更为好奇，这是先前没有
听过见过的。及至第二次晚饭后细看，
方知此街区有一座“关岳庙”,是关羽与
岳飞的合祀庙，里面有三座大的建筑，
分别是元、明、清时期的。庙的左右新
建了仿古建筑，前面仍是深深的老街。
街边的房子也大多是旧房子，房基都是
用石头砌成的，那石头可能来自城市西
北郊不远的太行山。这就更激起了我
的兴趣，便顺势走下去。

因是旧街，不宽，走不远，便有窄窄
的胡同向两边岔开去。走着走着，看似
走不通了，会有一个圆拱门把你引向另
一条街巷。街角处或一些院落中有一
些大树挺立着。间隔不远，有三座干净
的公厕，且有编号，写在涂漆的牌子上，
并 在“ 男 ”“ 女 ”处 分 别 加 注 了 英 文

“Male”“Female”。
新乡市的市花是石榴花，这些街巷

中石榴树自然也最多。“南圪垱巷街”
“东圪垱巷街”“驿后街”“南小街”，这些
质朴的名字顿时使我产生亲近、熟悉之
感，也自然生发出有关官道古驿、旧街
繁闹等不少想象。“清真歪小辫烧饼”

“封丘卷尖”“鲁丘牛肉”，这些极具地方
特色的吃食小店让我不由自主地游目、
停驻。而“黄河口”“饮马口”“牧野公
园”“牧村”等指示牌，则使我生出不少
关于地理和历史的沧桑之叹。

这里还有整洁的茶文化街，有清真
寺，有东岳庙，有七世同堂坊……像中
国不少城市那样，它们被周围的高楼大
厦和宽阔马路包围着，往往需要人们

“曲径找寻”。特别是汽车、轻轨和地铁
成为城市代步工具后，那些新区可能更
受人们的青睐。但人是有记忆的，也是
需要旧的东西给心灵以抚慰的。当人
们在高楼大厦间感觉单调疲倦时，会不

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这些相对简陋的
小街陋巷，甚至是有些拥挤的小房子。
这种返璞归真、怀旧和尚简的情感，正
在城市人群中滋生蔓延开来。

城市在哪里扎根是有讲究的，起决
定作用的是地脉或曰灵气，但最根本的
一条是适合人居住。要不，你看这里居
住的大多是本地居民吧。他们世世代
代居住于斯，风风雨雨，油盐酱醋，日兮
月兮，四季轮回，把城市勤劳朴实、崇德
厚善、不温不火、淡定从容的风俗品格
自然赓续下来了。

新乡西北依太行，东南面黄河，是
一个扼山据河、东出平原的咽喉之处。
这从“黄河口”“饮马口”等地名即可感
知。因其气候湿润，四季分明，土地肥
沃，适耕宜居，便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等各类文化遗存，留下了孟庄遗址、青
堆遗址、宜丘遗址、浮丘店遗址等。历
史上也有众多古国存在，如鄘国、胙国、
封父国、淳于国、共国、南燕国、卫国等；
发生过许多彪炳史册的大事件，如长丘
之战、桂陵之战、围魏救赵、张良刺秦、
官渡大战、陈桥兵变等。

三千年前，著名的牧野之战便是在
老城北郊打响，这在《诗经·大雅》里有
详细记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
牧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
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说到新乡，就不能不提孟姜女河。
孟姜女河有两支：西孟姜女河源于武陟
城郊莲花池，沿古黄河汉堤北侧，经获
嘉县、新乡县，在新乡市西郊入卫河；东
孟姜女河经新乡县、延津县，自卫辉入
卫河。史籍记载，东孟姜女河一度曾为
沁河故道，古沁河由此向东，一直到封
丘县城，再向东入海。

孟姜女河穿过新乡市中心而东，沿

河的街道就叫孟姜女路。孟姜女哭长
城为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流传广
泛，为何新乡有孟姜女河和孟姜女路
呢？可能是她哭的“长城”离此不远；或
许她“哭长城”时路经此处，留下了掌
故；又或者她就是当时新乡一带的女
子。以河、路冠名，在保存历史记忆的
同时，彰显了新乡人民反抗压迫、追求
幸福的执着情怀。

除此，《诗经·国风》中有不少内容
是表述、记载古新乡人民生活的。丰厚
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也催生了众多古代
杰出人物，如关龙逄、比干、姜子牙、蘧
瑗、宁武子、宁戚、毛遂、周勃、周亚夫、
张苍、杜诗、关播、娄师德、崔荛、班宏、
杨再思、魏仁浦、吕大防、贺铸、韦思谦、
王恽等。

查阅有关史料，新乡起始于汉高祖
二年的新中乡，成名于隋开皇年间的新
乡县，隆盛于近现代以降京汉铁路与道
清铁路的交会而为市，遂成豫北交通重
镇。近年来，随着京港澳高速公路、京港
高铁，新菏、新晋线铁路交通，郑济高铁、
长济高速公路、新晋高速公路等的建设
实施，更突显其区位交通的重要，由地区
行署到以市带县，遂成屹立于太行山下、
卫河源畔的明珠之城……

每个城市都有灵魂。新乡的灵魂
不是宽敞阔大、花木森然的原平原省省
会旧址，也不是旧新乡八景中的“卫水
金波”和“故城络丝”，而应是立于劳动
中街的那棵千年古槐。修路时它被保
护下来。那里原来应该是一个让新乡
市民瞻拜敬畏的地方，也是老城的中
心，城市的血脉就从那里向四周发散。
古槐的根系深深地扎于土地之中，枝杈
代代传续，一直至今。新乡人保护它，
也是在保护自己，保护家园，保护这种
生生不息、枝叶相属的精气神儿。

再识新乡
李山（封丘县） 5 年前，我在黄河滩修控导工程，

一起干活的农民工有 20 多个，大部分
都是周围村庄的人。

黄河管理处为方便管理，在黄河
大堤外面起了伙。在工地干活的人，
都在一起吃饭。从工地到伙房，要翻
过大堤，走路大约需要20多分钟。

我们工程队有一名队长，是黄河管
理处的一名科长兼任。下面分 3 个小
组，自然有3个小组长。小组长都是有
一定技术和威望的人担任，平时也一起
干活，工钱估计比一般农民工多点。还
有一名技术员，平顶山人，工作认真，为
人和善。他是我们中唯一的外地人。

我们的任务很紧，中午吃饭时间
只有一个半小时，花在来回路上的时
间就接近个把小时，所以，吃饭时间也
就半个小时的样子。

每次回来吃饭，许多人都拥挤在
一起。在外人看来，这很不文明。没
办法，如果遇到吃面条，要一筷子一筷
子挑，费时更多。后面的人如果动作
再慢点，就别吃了，时间肯定不够。

我发现，技术员从工地回来最晚，
但是总是第一个吃完。一开始我认为
他吃饭快，吃得少。后来才发现，他碗
里的饭菜并不少，而是有人早早把汤
给他打好了。不像我们喝着刚从锅里
盛出来的汤，烧嘴烫牙。

我们伙房有个习惯，就餐人员快到
了才烧火做汤。领导这样安排，可能是
想让大伙每顿饭都能喝上热汤吧。这
样好是好，但也有个缺点，每次盛在碗
里的汤都滚烫烧嘴。技术员的汤早早
有人打好，在一边凉着。这样他回来喝
的时候，不会因为烫嘴耽误时间。

给他打汤的人不固定，有时候是
老张，有时候是老李。甚至有时候是
组长、队长。我很是奇怪。技术员不
算领导，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乐意提前
给他打汤呢。

我们工程队里，请假是个大问
题。工程紧的时候，队里不让请假。
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时不时要有人
请假。干活的人里面，每家都种着地，
春耕夏收，红白喜事，都想回家。我们
的假由组长、队长批准，有时候批，有
时候不批。技术员其实没什么权力，
他就是队长的技术参谋和顾问。按
说，老张老李去巴结队长、组长才对，
没必要去巴结技术员。

后来想想也不对。说老张老李巴
结，说得过去，那组长、队长给技术员
打汤，难道他们也是讨好巴结吗，说不
过去。

我是个本分人，掏力干活，不懂得
讨巧。也就是说，我不会给技术员打
汤。我只干好分给我的活。不落后，也
不先进。每月的工钱也能全额到手。我
的母亲有病，看病抓药就指望这个钱。
黄河滩地里的收成，只够填饱肚子。

我们所做的控导工程，属于千年
工程。加固黄河大堤，几辈子的人都
在做。我们工程期限都不固定，每年
的雨季之前，都要来做一阵。有时一
两个月，有时半年一年。工地晚上有
人值班。

有一天，轮到我值班。天很晚了，
有人喊我。我一看，是技术员。技术
员平时在滩区外租房住，离工地有十
多里地。技术员让我回家，他要替我
值班。我已经躺下了，就劝技术员回
去。技术员一个劲儿道歉，他说去别
的地方办个事耽误点时间，回来晚
了。他一个人，在哪住都是住，说我回
去也许能帮家里做点事。

本来是在帮我，他却道起歉来，让
我很不好意思。我把夜班给了他，心
里有些感激。

后来，帮技术员打汤的人都在变
换，看来他的人缘真的不错。但是，我
始终没有给他打过一回。

冬天的时候，黄河滩下了一场
雪。我们的施工停了两天。可是，就
在这两天里，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
技术员听说之后，捧着一个花圈过来
吊孝。他是我们工地第一个来给我母
亲吊孝的人，走时留下 200 块钱，不要
不行。

处理完母亲的丧事，我又上了工
地。

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想请技
术员吃个饭。技术员爽快答应了。晚
上下工之后，我叫上两名工友，陪技术
员喝酒。

由于心存感念，免不了动起真
情。很快，我喝得有些晕乎了。

当我去结账的时候，服务员说一
个戴眼镜的人结过账了。技术员是个
大学生，戴着一副琥珀色的眼镜。

我很想报答技术员，一直没有机
会。

有一天，快下工的时候，我听到技
术员对老张说，到了食堂先帮我打碗汤
凉着，这样回去就能喝了，不耽误时间。

下工之后，我跑到了所有人的前
面，找到技术员的碗，盛了满满的一碗
汤，放到了他常坐的餐桌上。

那天是黄瓜丝紫菜鸡蛋汤，清香
味儿直往鼻孔里钻。

黄河滩的汤
原上秋（新乡市）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深春离去浅夏来”“布谷声中
夏令新”。牧野的初夏，大街小巷满
目青翠，绿意醉人。初夏的绿色清新
透亮，让人感觉是那样的凉爽和平
静。初夏的绿色又像个顽皮的孩子，
毫无顾忌地在牧野大地上，蓝天白云
间，涂抹出一幅幅带着野性的画卷，
将绿色魅力尽情展现。漫步卫河边，
绿草飞燕，柳丝拂岸，蛙鸣声里白鹭
翩舞。它们在用各自的方式欢迎夏
天的到来。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
胜开”。经新科技培育的花卉已不分
季节地盛开。在牧野大地上，你随便
望一眼，无论是路边的花坛，还是房
前屋后的小花园，到处都有色彩斑斓
的花儿盛开，它们微笑着向你招手，
慷慨地送你芬芳。再看看创新路和
创业路的花墙，你随意踏上哪一条
路，就像跳进了花海，走进了童话世
界。竞相开放的花有粉色达芬奇、黄
金庆典、胭脂红等，让你看得不知身
在何处，它们却早已做了精心准备，
等候你的到来，欢迎你打卡拍照。
看！一街蔷薇半城香，虽已立夏仍芬
芳，花墙花下闻花语，连春更接夏日
长。还有卫河公园里盛开的彩虹玫
瑰、彩虹月季，像一颗颗火热的心，在
盼着你的到来。那一阵阵芳香沁人
心脾，整个牧野大地就是一个百花盛
开的大花园。让人美了眼睛，醉了
心，虽已入夏仍似春。

因为夏天的到来，那些爱美的女
性，穿上她们喜爱的花裙子，就成了
美丽的移动的花，在牧野的大街小巷
里大朵大朵地开放。

登高望远，牧野大地夏日的美
景尽收眼底。卫河两岸一幢幢高楼
和那放着绿色光彩的树儿相挽。城
区一条条宽阔的道路人来人往，路
边花香迎面；城中一条条小巷重修
得那么雅致，凸显出北方城市特有
的胡同文化。

体育中心，是融体育、健身、娱乐、
休闲、观光、购物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建
筑，到了夏天，那里绿树成荫，男女老
少都爱到那里健身玩乐。不远处红墙
黛瓦的古建筑关帝庙始建于元代，是
我市年代最久远的古建筑群之一。远
古与现代相映，呈现出古今交融之
美。令人感受到的不仅是眼前的美
景，更是这牧野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底蕴。

在城市的街角巷尾，在卫河畔，
公园边，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自发
地组成团，喜爱跳舞的手持扇子、转
巾跳着优美的舞蹈，喜欢唱歌唱戏的
声情并茂地演唱着。还有打太极的，
遛鸟下棋的……以各种形式尽情展
示着他们的才艺和内心的喜悦。这
些画面不仅展现了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的生活场景，更是一分民族文化的
传承和延续。

夏天是个美好的季节，夜幕降
临，月光和灯光交织在一起，给夜色
披上了朦胧的外衣。久盛不衰的西
大街美食一条街，热闹的向阳新村

“重回宋潮逛夜市”美食街，小黄河岸
边……霓虹灯闪烁，好似天上银河落
凡间。三五好友，或是一家人，围坐
在路边，享受着美食，谈笑着人生。
自然的小风徐徐吹来，惬意无比，让
人完全融入到了夏夜的美景中，沉醉
在幸福里。

我爱牧野的夏天，它像一幅巨
画，大气浩然，展现出勃勃生机，多少
诗情画意，任你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
飞翔。

我爱牧野的夏天，夏天的绿色，
是宁静的色彩，是欣欣向荣的象征，
是生命的依托，是健康的保证，它能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之美。我们在享
受这绿色之美的同时，也要好好保护
我们的环境，让绿色和文明同步，展
现出千年牧野绿色新貌，让牧野的明
天更加美好！①

我爱牧野的夏天
云清（新乡市）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家网发布消
息，经中囯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
准，决定了2024年发展中囯作家协会会
员名单，我市作家王保银名列其中。

王保银，笔名一士，辉县人。生于
上世纪60年代。少时命运多舛，成年后
立志取道文学写作改变境遇。近 40 年
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
创作，笔耕不辍，终有所获。

自1986年发表作品以来，王保银共
有86篇中短小小说、49篇散文发表于国
内40余家报刊。先后出版报告文学集、
散文集、小说集共 9 部。其中长篇小说

《清坪乡纪事》获新乡市“五个一”工程
奖。小说《飘逝的彩围巾》《娘》分获中
国散文家学会二等奖和首届孙犁文学
奖等奖项。多年来，王保银累计发表纯
文学作品70余万字。

王保银是《河南文学》签约作家，新
乡市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辉县市作家
协会主席。 （新文）

我市作家王保银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日影垂高树，初蝉响矮墙。
愈嗟炎气盛，更复闷襟长。
喧屋归儿女，飘身为稻粮。
庸庸应笑我，心在水云乡。

仲夏偶感（外一首）
张含田（新乡市）

胸次难逢百事贫，
熏风一道拂归身。
故乡话出星和月，
唯有村醪不醉人。

仲夏回乡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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