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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群山一片红，身临好似万花丛。
欢情伫立丹霞谷，心醉流连赤叶峰。
莫道尘间多烂漫，更堪天际幻无穷。
眼前铺满胭脂色，缘是秋来霜染枫。

七律·赏红叶
董建芳（邯郸市）

李洪程《随园诗话笺注》
再版问世

李连印（新乡市）

书海观澜书海观澜

我市著名诗人李洪程倾其数十年
心血潜心研究编撰的《随园诗话笺注》
一书，不久之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
式再版问世。

《随园诗话》是清代著名诗人、散文
家、文学批评家袁枚（1716 年 3 月—
1798年 1月）先生晚年在浙江钱塘（今
浙江省杭州市）随园完成的一部皇皇巨
著，全书16卷，外加补遗10卷，共计26
卷，这是袁枚先生对我国诗歌理论研究
毕生不懈追求与潜心探索的成果结
晶。《随园诗话》是袁枚先生在晚年完成
的一部学术专著，书中随手拈来所引用
的许多资料无疑多凭记忆，因此存在差
错在所难免；再加上后世多达数十种刻
本、译本、校本等繁杂版本的影响，导致
以讹传讹，谬误百出。新中国成立前，
始终没有一部较为完善的《随园诗话》
注本。

李洪程笺注《随园诗话》的动机，
萌发于他早年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
研究的喜爱。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
期，李洪程还在上大学期间就购得一
部民国时期版本的《随园诗话》，一读
便入迷如痴。后来，凡有不同版本的

《随园诗话》出版，他都尽量购买收
藏。在潜心研读的过程中，李洪程逐
渐发现了原著的一些舛误，特别是 20
世纪末期出版多种《随园诗话》的白话
译本，其译文的疏误屡见不鲜。“不辨
不足以晓明文义，不注何见得读通此
书？”于是，从那时起，李洪程便抱着一
种敬畏古籍的心态，宁愿下一番“板凳
宁坐十年冷”的苦功，决心重新笺注一
部完整的《随园诗话》。

李洪程在比较了《随园诗话》的各
种版本之后，确定以嘉庆随园藏版本
为底本，以光绪 18 年勤裕堂交著易堂
印本、民国14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民国 23 年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民
国 24 年上海新文化书社排印本、1960
年人民出版社顾学颉点校本和1993年
江苏古籍出版社《袁枚全集》本为参校
本，偶尔还涉及舒坤的《批本随园诗

话》。整个笺注过程困难重重，李洪程
尽可能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
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和钱钟书
的《谈艺录》。在参考众多版本和前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对《随园诗话》
进行笺注的过程中，李洪程主要将功
夫用在疏通诗文典故、注明诗人生平、
校正原书中的讹误及多种排印版本点
校中的失误。从正式笺注入手到全书
完成收笔，其间数易其稿。2012 年 12
月，李洪程的《随园诗话笺注》一书由台
湾兰台出版社首次印刷出版。根据出
版合同，版权截至 2020 年期满。此次
浙江古籍出版社决定再版该书之前，李
洪程又对原书进行了认真修订，对前书
原注作了增减和完善。特别是此次修
订还增加了新的按语，这等于是诗话的
诗话，是对诗话的点评。其实，这也是
对笺注图书的一种创新，责任编辑也非
常认可和重视这种创新，特意用楷书字
号印出，使按语显得更加突出和醒目。
此次修订再版的《随园诗话笺注》，全书
分上、中、下3册，累计达147.2万余字，
采用繁体字排版印刷，为中国书坛特别
是中国诗歌理论研究领域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

李洪程现年 86 岁，已是耄耋之
年，卫辉市河洼村人，1961 年毕业于
河南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曾任新乡市文联副主席、新乡市
作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先生躬耕诗
坛近七十载，出版有长篇叙事诗集

《斗天图》（与人合作）1 部、自选抒情
诗集 5 部、散文集 1 部、人物评传《成
仿吾传》（与人合作）1 部、诗歌学术理
论研究成果 5 部，连同《随园诗话笺
注》在内累计多达 13 部专著。尽管这
些著作的体裁不尽相同，但所涉及的
内容无一不与文学尤其是与诗歌创
作的理论休戚相关。纵览先生辛勤
笔耕的累累硕果，不能不让人联想到
常青树。是的，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李洪程先生不愧为中华诗坛上一
株生机盎然的常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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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野感怀牧野感怀 诗意栖居话新乡
李山（新乡市）

平凡老兵
——怀念父亲

杨月英（新乡市）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三、一身正气，无愧天地
父亲从苦难的旧中国走来，他亲眼

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
带给广大劳苦大众的深重灾难；他迎着
黎明前的曙光，带着希望和憧憬加入革
命组织，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动融入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进而又全身心地投身伟
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在这一过
程中，他平凡如一粒沙子、一棵小草、一
片树叶，保持本色，默默坚守，从不自
傲，从不张扬；他忠诚党的事业，不忘党
的宗旨，展现了一名成熟的共产党人的
优良素养和过硬品质。作为子女，我们
为有这样可爱可敬的父亲感到骄傲和
自豪。

父亲具有坚定的信仰。他从投身革
命那一刻起，就把自己和党及民族的命运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久弥坚。他教育我
们：信仰是灵魂，信仰是方向，信仰是根本，
信仰更是检验一个人能否立身于世、成为
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大格局的人。父
亲言行一致，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
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他都能始终坚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
限热爱，“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
去”是他的精神写照，也是他全部人生的主
旋律和最亮丽的底色。父亲的这些崇高品
质深深影响着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形成，让我们受益终生。

父亲具有忠诚的品格。革命熔炉的
锤炼，不仅锻造了父亲坚如磐石的信仰，
也培育了他忠诚坚韧的品行。战争年代，
一声令下，他刀山火海敢上、枪林弹雨敢
冲，毫不畏惧；和平时期，只要有党的召
唤，他雷厉风行毫不犹豫，主动冲锋在
前。他正气存天地、清名在乾坤，无论身
处何地始终不忘自己是党的人，永远将组
织和上级的要求摆在首位；他就像一名勇
士，视死如归，精忠为国，用生命践行使
命，用血肉捍卫忠诚，时刻准备着迎接各
种挑战，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父亲具有淳朴的人品。父亲下放劳

动期间，与下放单位新乡县小冀镇拖修
厂的工人师傅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建
立起兄弟般的感情。当父亲根据规定要
回原单位时，师傅们极力挽留：“老杨，真
不舍得你走呀！”一句“不舍得”触动了父
亲内心深处最淳朴的心弦。父亲当时就
答应大家，“反正我是党的人、国家的人，
不论哪里都是我的家，留下就留下。”没
有豪言壮语，没有丝毫做作，没有瞬间迟
疑，就作出了人生重要关口的抉择。这
是高尚人品的自然反应，这是心底无私
的党员觉悟，这是纯净心灵的惯性使
然！就这样，他像一滴水般汇聚在为人
民服务的洪流中，用自己的全部热爱尽
情澎湃着伟大的革命浪潮滚滚向前。由
于干部身份的缘故，父亲的工资在当时
工作的洪门公社总是最高的，可每次符
合调级的他都主动将机会让出来，以至
于他享受处级干部待遇离休时，同单位
里晚他参加工作多年的同志的工资水平
都与他持平或略高。对此，他毫无怨言，
他说：“组织上已经给予我的太多了，与
长眠地下的英烈们相比，我很知足！”

父亲具有善良的心灵。他嫉恶如
仇，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敢于同一切违
反党、国家政策法规的人和事作坚决斗
争，但对同志、对百姓，他却像夏天般火
热，将善良的本性彰显得淋漓尽致。战
争年代，作为炮兵部队中的一员，由于受
运输条件、地形地貌的限制，他总是将不
得不拆解后火炮最重的部件主动扛在肩
上，用真情诠释着友谊；总是将危险和困
难留给自己，而将生的希望和机会留给
战友，用善心谱写人性的光辉；和平年
代，他经常以“有缘”为借口，从微薄的工

资中拿出一部分照顾百姓或同事，即使
是拾荒者，只要他碰到也决不袖手旁观，
用赤诚、善良和火热的情怀不断为党旗、
党徽增光添彩。

父亲具有顽强的斗志。昂扬奋进是
父亲人生字典里的高频词汇，永远奋斗
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他说：“人一路走
来你可以哭，但决不能认怂；努力奋斗是
累，但没死就要继续干。”无论是在战争
年代接受每一次战斗考验，还是在和平
年代执行每一次急难险重任务，他永远
是人群中最美的一道风景，从不退缩，舍
生忘死。在一次配合乡政府的施工任务
中，车辆刚刚卸完数吨重的生石灰，瓢泼
大雨就倾盆而下，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就
将造成严重损失。关键时刻，父亲迅速
组织人员冒雨架网挖坑，然后不顾生石
灰遇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巨热带来
的风险，脚蹬长筒胶鞋，没有半点迟疑就
跳进了灰池，通过踩踏加快溶解速度。
最终一车石灰石保住了，可他因为过于
专注，长筒胶鞋灌满了石灰浆也浑然不
觉，致使双腿膝盖以下被烫伤。每当我
们看着他不分春夏秋冬、毫无怨言地自
行涂抺包扎时，就问他：“值得吗？后悔
吗？”他坦然地摇摇头说：“不后悔！”他经
常教育孩子们：“做人要有血性，做事要
有韧性，要永远锚定目标，决不轻言放
弃。”这是他的人生感悟，更是对我们的
殷切期望。他为掌握炮兵技术，利用一
切时间逼自己从大字不识几个到可以流
利撰写炮兵战斗经验教程；他为胜任本
职工作，当好拖拉机站的“掌门人”，硬是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成长为人人
佩服的技术能手。

父亲具有深沉的情感。他爱祖国、
爱社会、爱家人，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但
这种爱很难从他的言语中感受得到，只
能从他默默望着你的眼神中、从对自己
苛刻的自律中、从对子女爱护的日常中
才能体会得到。我们见证过父亲接到上
级通知立刻放下碗筷匆匆离去的背影，
见证过因家中急需拿单位一颗螺丝钉硬
让母亲补上两角钱的场景，见证过同事
患病时他焦急的神情，也多次见证了他
对家人的尊重、理解和包容。他谆谆嘱
托我们：“一念之喜，景星庆云；一念之
怒，雷霆暴雨；一念之慈，和风甘露；一念
之严，烈日秋霜。要和善待人，控制好自
己的喜怒哀乐，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充
满正能量的人。”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很严
厉，有时甚至让我们难以接受。他说：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捷径都是深坑；
做人不能懒惰，懒惰将为你酿就最有味
道的苦果。”他常常采取“一人犯错、姊弟
同错”的做法来教育我们，我们时常不满
和抱怨，但当我们理解了他的初衷时，就
在感动中释然了。可能我是家中长女、
也是唯一一个女孩的原因吧，父亲对我
的关怀更甚于我的三个弟弟。记得上小
学二年级时，我由于接种牛痘疫苗感染
而被迫辍学一年。这一年里，父亲像犯
了错的孩子一样对我百般迁就，我就像
一朵花蕊被父亲时时亲吻着、安慰着，他
穷尽办法为我寻找当时很紧缺的青霉素
注射剂，最后联系到一位从部队转业到
地方医院的医生，我才通过对症治疗得
以康复。

父亲是上苍赐予我们的心灵寄托和
精神支柱，我们在他浓烈炽热的关爱中
得以健康成长，我们在他的百般呵护万
千疼爱中迈过了人生中一个又一个沟
坎，我们在他的言传身教中真切感受到
了亲情、友情、大爱、真爱，他是奋斗、奉
献、忠诚和善良的践行者，让我们的良心
找到了可以寄托的归宿。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记着您、敬仰
您、爱戴您、怀念您！

本报讯 日前，我市著名书画家郭德
林收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文
化艺术中心等部门颁发的“联合国文化
艺术勋章”及荣誉证书。截至目前，“联
合国文化艺术勋章”全球只颁发给50位
在各国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和影响力的
艺术家，2024 年颁发给 10 位中国艺术
家。获此奖项的艺术家，将有机会赴联
合国总部参加2025年世界和平大会。

郭德林祖籍安徽省泗县，自幼痴迷
书法艺术，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终身理
事、国家一级书法师，曾被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等单位授予中国书画终身
成就奖，并与沈鹏、孙晓云3人合作出版
画册《三巨头》。 （新文）

艺苑短波艺苑短波

秋的味道
是收获丰收的微笑
土地里的血汗
终于得到回报
地瓜山药苹果大枣
这些甜蜜
嚼在嘴里怎能忘掉
沉甸甸的花生
圆鼓鼓的大豆
正变成喷香的油
厨房炊烟
到处是香喷喷的味道
秋天的农民
最为骄傲
城市的人们
谁能离开
这风吹日晒的粗糙
谁能离开
这一年到头的辛劳

秋的味道
是太阳舒适的光照
这成熟的体贴

多像老妻的关照
躺在落叶柔软的怀里
享受秋日的抚慰照耀
只想长睡一觉
睡到下个金秋再次来到
啊 秋的味道
你是冬夏与春的融合
你是节气馈赠的福报

秋的味道
是山川耀眼的美貌
一片片金黄
一簇簇火红
所有瑰丽
都来报到
用五彩斑斓
渲染着秋的辉煌与骄傲
四季风景
此景最好
就连上天的画笔都为之倾倒
因为
这是大自然的杰作
上天也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

秋的味道
岳守平（新乡市）

傍晚我爬上流动的沙冈
第一次见到大漠中的清泉
形似月牙，纤尘不染
蔚蓝清澈，极致尊严
清泉四周皆是涌动的沙山
人在山顶走
仿佛骑着奔驰的骏马
撩动沙粒发出铮铮响弦
那边鸣沙山
是滚动的金山
清泉牵手沙山

沙山环抱清泉
她们像一对孪生姊妹
同心携力拉直了通往天际的

孤烟
用坚守书写茫茫戈壁云海的

浩瀚
大自然神威四射
博爱是如此庄严
再回首近在咫尺的落日
才收拾散在四方的金光
又喷发出大漠边陲满天璀璨

游敦煌月牙泉有感
裴祥旺（新乡市）

看一个地方须停下来，注目，张望，
对比；有兴趣的话，进而用脚步去丈量它
的街巷、河岸、公园，甚至走进还没有清
理的瓦砾间。那样的认识，可能才是准
确可信、继而心生感慨的。

因一段儿闲暇，准确地说是数次散
步，对当下的新乡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生出了想写写它的冲动。

一
最觉有冲击力的是新乡的绿化。种

类繁多的树木花草分布于新乡的街道两
侧、小区内外，加上卫河、孟姜女河、赵定
河、共产主义渠两岸的绿植栽培与牧野
湖、赵定湖、平原湖、人民公园的绿意延
展，偌大的市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绿
网。这是新乡的面貌，更是这座城市的

“制氧机”和“遮阳伞”，滋养和保护着栖
居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在金穗大道上看见绿化带内的两
棵榆树，高大、有光，它们都有故事。那保
护它们的人是一个联合体，它们遵守了共
同的契约。我在一个拆迁村庄的瓦砾中，
发现一棵更高大的榆树，它今后应该不会
被挪动，因为有无数双有心的眼睛关注着
它。它会是未来楼群中的一缕乡愁，更会
是炎炎夏日的一片清凉，让望见它的人生
出诗意和亮色。还有，赵定河畔高耸入云
的毛白杨与风姿绰约的乌桕……

新乡之地古称“牧野”，西北有太行
山隔阻，东南面河，沃野平畴，气候温和，
城市发轫之初就应是一个草木丰茂的地
方。这从“牧野”两字的表意即可看出。
该地又称“鄘国”，《诗经·国风·鄘风》中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的描
述，也表明古时此地就有种类繁多的植
物生长。

种植草木固然重要，而对其长久的

保护则更重要。古树是见证城市历史的
“活化石”。劳动街改造时，路中间的那
棵古槐得以妥善保护，这是文明的觉醒
和进步。每每路过，我都会多看几眼。
那枝叶间披缀的红布是敬仰者的话语与
祈祷，他们相信它会带来吉祥，因而把它
当作神祇来供奉。

安东巷傅家大院的那棵国槐更高
大、古老，堪称“新乡第一槐”，不过因处
于深宅大院而少有人知。一天下午，我
从新八街的居处辗转摸索，最终得以近
距离打量它。在一座古朴的民居院落
内，它静静地挺立在高高的堂屋后面，据
说树龄有六七百年。此槐有两大主枝，
朝向东南的一枝已经干枯，朝向正南的
那枝向外伸展十几米，枝繁叶茂，郁郁葱
葱，阅尽老城人间沧桑。

还有西圪垱街家属院内的那棵古皂
荚树——那是实用的树，肥皂、洗衣粉还
没流行的时候，周围的妇女们就用黑黑
的皂荚在卫河边洗衣服。今天，这棵皂
荚树仍然树冠雄伟，长势旺盛。浓密的
枝叶遮住了夏天的炎炎烈日，老人在树
荫下悠闲地喝茶聊天，孩童天真地嬉戏
玩耍，时光也在不知不觉间流淌。

我也曾在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
楼前看见几棵棕树，原本以为只可盆栽
的它们，在这里不知生长了多少年，竟有
几层楼高，枝穗纷披，让我震撼。

在城市大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下，这
些古树名木在新乡的留存，确属难能可
贵，也为新乡保留了另一张真实可亲的
面孔。而当下遍布全城的花木，转眼间
也已存活了20年、30年甚或50年，再存
活几个三五十年，不也成古树名木了
吗？可见，花木的成活、存在，的确是一
场接力赛，是代代接续的大工程。人人

秉承保护、敬畏之心，使其长大、长老，这
是作为草木的幸运，而对当下的我们、我
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又何尝不是一种
福祉！

放眼新乡，几乎已成不折不扣的植
物园，从松柏槐榆到陌生的枫杨乌桕，枝
叶茂密的白蜡，旖旎秀气的香樟，长寿的
银杏，更有楸、桂、栾、红梅、紫薇、牡丹、
月季……如果再添些豫北常见的椿树、
楝树、三春柳，或许更显亲切。

二
新乡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河流

众多。小的支流和季节性河流不说，大的
就有黄河、卫河、孟姜女河、百泉河、东大
沙河、西大沙河、赵定河等近10条主要河
流。可以说，新乡因水而城、由水而兴。

源于春秋时期卫国而得名的卫河，
为古今新乡的“母亲河”。隋代开凿大运
河，卫河又称永济渠，因濒临渠畔的新乐
城水利交通位置优越，遂于此城肇建新
乡县，“新乡”一名由此开始。永济渠西
南至洛阳，东北通冀鲁、达天津，从此，新
乡就因运河运输而愈加兴盛，成为一个
千帆竞发的重要水埠。此种境况一直延
续至上世纪60年代，“卫水金波”遂成新
乡之象征。加上其他水系的萦回贯穿，
形成了新乡街渠交织、车船并驶、桥梁众
多的城市格局。

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正是众多的水
系孕育了新乡的繁华与文明。

现在，这些河流两岸，已成公园式绿
化带，奇花异草、乔灌结合，应有尽有，各
呈其姿，真正达到了“水清、河畅、岸绿、
景美”的目标。新乡的这种水木互济、相
映成趣的情况，是否也暗合了传统五行
中“水生木”之自然规律呢？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铁路交通的问

世，开中国铁路之先河的京汉、道清铁路
线在此交会。新乡遂成铁路枢纽，其政
治、经济与文化地位迅速提升，一跃而成
豫北重镇，以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平原省省会。

现今的京深高铁、济郑高铁又于此
相交，京港澳高速、107国道与菏宝高速
纵横交织于此。北上京冀、南下鄂粤、西
跨晋陕、东达山东海滨，新乡成为中原陆
路交通中心，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新乡还是《诗经》的重要发源地，《诗
经·国风·鄘风》10篇，多出于此，自古人
文荟萃。比干剖心，忠诚可鉴；姜尚智
略，名传千秋；子夏传薪火，学以致用；张
苍会算术，计定三秦；杜诗为南阳母，贺
铸为宋梅子；进士郭淐官至礼部尚书，对
求情为官者嗤之以鼻：“此卖朝廷疆土所
得，余每痛恨之，言何至于吾耳乎？绝不
与见。”同为进士的许作梅，官至太仆寺
卿，以清直忠孝著称，一日奏三本，拯民
于水火……加上近现代的一众杰出人
物，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以非凡的文化气
质引领、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发展与进
步。当下，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汇
聚于新乡各大院校就读，书声琅琅，文脉
绵延。

“荷盖点溪三数叶，藤梢绕树几千
层。投闲更与高人约，重抱琴来听广
陵。”这应是古新乡士人临水而居、树下
听荷的诗性生活或寻常烟火。新乡古名
中即有“宁”“乐”“新”“中”“乡”这些象征
幸福吉祥而亲切的字眼；而今，居住于卫
共河渠之畔的新乡人，诵鄘卫古音，聆八
面来风，秉承绿色康养的理念，其代代传
续的恒久持守与寻常生活中的点滴呈
现，相和相谐，其情境也可称为“诗意地
栖居”吧！

金秋的晚上，明月初升，我扛着
锹，走在乡下的河堤上。我是这里的
驻村干部，不管是农忙还是农闲，到
地里走走成了习惯。堤的一侧是条
小河，夏末大雨，河水涨满河床。另
一边是庄稼地，晚熟的农作物，长势
喜人。前天的秋雨，导致堤上泥泞。
有棵老柳树，佝偻着腰，粗壮的枝干
伏岸生长，直至地下。我顺着树干走
下河堤，下面是个大水洼，风平浪静，
映照一轮明月。想起夏末的那个夜
晚，也是这样的月夜，这片水洼下面，
似乎藏着怪兽，吐出一个个盆口大的
水泡，一道道浑浊的水柱喷涌而出。
河水打着旋涡，呼啸奔涌，河堤颤抖
着，快要溃口时，我带领严阵以待的
众乡亲，将一个个沙包、一车车石块
投入激流，苦战一夜，保住了河堤，保
住了良田和村庄。

我抚摸着老柳树，当时若不抱住
它，我可能就被洪水冲走了。不舍地
离开后，我顺着田埂往前走，路边野
草齐腰，草丛中有亮光闪烁，那应该

是萤火虫，在这寂寞的晚上，照亮我
前行的路。

爬上一道连绵起伏的丘陵，那
是太行山的余脉。抗战时期，八路
军太行支队在这里打了不少胜仗，
这里是英烈鲜血染红的土地。丘陵
上是黄豆地，月光下金黄一片，我捋
把豆荚，摇摇，哗哗作响，这是丰收
的声音。

秋风吹来，金黄的豆叶铺满地，如
地毯般柔软。感冒刚愈的我，不禁打了
个寒颤，疲惫的我坐在地上，学着当地
人的样子，抓把豆叶，卷起个烟棒子，点
烟抽起，烟气氤氲弥漫，好像起雾了，恍
若仙境。

不知什么时候，一条狗站在不远
处。它或许质疑一个头戴破草帽的
人，夜里在地里干啥？我向它打了一
个“胜利”的手势。我们驻村干部经常
走村串户，为防狗咬，统一了这个是

“自己人”的暗号。果然，那狗摇着尾
巴朝我跑来，友好地在我身上蹭了蹭，
便一溜烟跑开。

雾气越来越大，我的眼前突然
出现无数只萤火虫，它们在空中飞
舞，在我身边盘旋。我感到头晕目
眩，想躺下睡个好觉。就在这时，雾
中出现个庞然大物，径直来到我的
跟前，这才看清是一头高约两米的
大牛。我问，你是老田家的牛吗？
牛 伸 出 舌 头 舔 舔 我 的 手 ，算 是 回
答。离此不远处，有一个叫鼎元的
种牛场，我常去那里，和养牛的老田
是好朋友，当然牛也认识我。牛俯
下身，让我骑上去，我骑在温暖的牛
背上，不愧是种牛，四蹄生风，直奔
驻村大队部而去。

路的前方，无数只萤火虫提着小
灯笼在前方飞翔引路，身后一条狗奔
跑断后。我顿觉两耳风声呼呼，腾云
驾雾，飘飘欲仙。到了队部，躺在床
上，想起那夜相遇，忘不了高大的老柳
树、微小的萤火虫、忠厚的狗和牛，便
安然入睡。

是夜，窗外明月高悬，竹影如画，
岁月静好。

相 遇
南山（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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