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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底，我参与了“河
南杂文名家走进汉字文化名
城漯河”活动，来到美丽的
水城漯河。

这次去漯河之前，我在
搜索对漯河的记忆。严格意
义上讲，我对漯河不算陌
生，这要追溯到“文革”时
期。平地一声雷，一场革命
说开始就开始了。我当时刚
大学毕业，分配单位与我所
学专业对口，踌躇满志，蒙

领导信任和高看，还让我当了机关的共青团书
记，不谦虚地说，我还真干得不错。然而，暴风
骤雨中，单位成了众矢之的，大门两侧被人贴了
白纸黑字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对联，
很刺眼。“当权派”与我无干，“反动权威”我更
不沾边儿。但是，特定背景下，我却被“庙”外
介入者屡屡呵斥，甚至被手枪吓哭。

几经折腾，我们被集体流放到西华县黄泛区
农场，一年后，又被分散到农场附近农村插队落
户。那时还没有“常回家看看”这句歌词，但远
别家人，隔段时间我就要找理由“回家看看”，
于是漯河就成了我的“中转站”。在漯河火车
站，天涯沦落人的狼狈与疲惫，候车室的不眠之
夜，满满都是苦涩酸楚，我从未品尝过一点甜。
候车间隙，我也曾去附近街道或沙河边转悠一
下，可入眼的多是萧条景象。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经历，钩沉是为了同今
天的漯河衔接，尽管属“断代”式的，折射的却
是两重天地。今天，当我走进漯河市区的时候，
我问自己：这是漯河吗？同时，我又下意识地自
我回答：是的，这是漯河。想找我往日记忆里的
街道、房舍，以及可帮助寻找记忆的参照物，却
很难。今天的漯河，已经以现代化的姿态屹立于
中原大地，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活力与魅力，正向
周边源源不断地辐射。

常识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
一系列蓝图都能变得实实在在。离开这个恒定的
法则，再美的畅想与构思，只能是空中楼阁，无
任何意义和价值。

需要提及的是，作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后，文
化当不可或缺。记得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经济的文化是沙漠文化，没有文化的经济是
流氓经济。我很感佩改革开放以来漯河市各届领
导高远的目光，他们站在理性高度，在发展经济
的同时，把文化元素糅合了进来。文化是多元
的，现实生活中，很有一些人把不伦不类的东西
以“文化”冠之，有的则庸俗不堪，甚至因此闹
出笑话。漯河则不然，当政者以理性思考和高远
目光，把文化镜头聚焦于许慎，并以此为“龙
脉”，让根须在肥田沃土里汲取营养，萌发勃勃
生机。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万岁里（今漯
河市召陵区许庄村） 人，时任太尉南阁祭酒时，
奉诏校理东观图书，在通览《易经》《尚书》《周
礼》等典籍基础上，释疑解难，统辨归一，撰写

《说文解字》一书。遗憾的是，书既成，许慎却
病了，不能亲呈朝廷，只得派其子许冲携《说文
解字》 奉上宫阙。许冲在 《进书表》 里写道：

“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
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
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凡十五卷，十三万三
千四百四十一字。”似可见《说文解字》概貌。

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编纂了《孝经孔
氏古文说》《淮南子注》《五经异义》等著作，被
尊称为“字圣”“字学宗师”“文宗字祖”，是中
国历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和伟大的文字学家，可谓
实至名归。尤其是《说文解字》，不仅是中国乃
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字典，更是一部经典文学专
著和百科全书，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古代汉语
以及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极
其重要的价值，对沟通古今汉字，规范和统一汉
字，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在中国文字史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
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便是许慎
对文字功用的高度概括与诠释。

那天，雨后初霁，天朗气清，我和同道前往
“许慎文化园”，瞻仰与拜谒“字圣”许慎。

那是一叠怎样的仿古建筑啊！古朴，厚重，
大气，风格独特，韵味无穷，无处不显现的文化
元素，或像大海波涛汹涌澎湃，或像小溪涓涓浅
吟低唱，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空间。我被深深地折
服了。某种情形下，文化的力量是惊人的，往往
会以不可替代的“软实力”，让一些强者“俯首
称臣”。“字圣”许慎在我国文字学和经学领域堪
称翘楚，“解字有本，说经无双”的杰出贡献，
是他绝对的“软实力”。但是，他没有想到，时
隔1900多年之后，在他的故里，在他墓冢的前
面，竟出现气势如此恢宏的仿古建筑群。这既是
后人对他“高山仰止”的见证，更是他彪炳史册
的必然。他长眠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化园”
里，如地下有知，他当笑慰！

我行走在“六书广场”。整块花岗岩切割雕
琢而成的“六书”石柱，造型独特而别致，柱石
上分别镌刻着由许慎确立的关于指事、象形、形
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定义和字例，代表着我
国的四种造字方法和两种用字方法，可谓匠心独
运。

“汉字大道”的铺设更令人惊叹不已！这条
全长80米的大道，寓意中华文字自发掘出土最
早的契刻符号至今已走过八千年
的历史。黑色大理石作面，灰色
花岗岩作基座，两边置水道，以
书画卷轴形式由南向北铺展，中

间则镌刻文字。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出现不同字体
和书体，因此，刻制的时候，就按四个阶段由古
及今依次排列，字体以阴刻为主，符号、甲骨文
段采用进口米黄大理石仿制模型加以展示；金
文、简帛文部分及宋体字用铜腐蚀字展示，使整
个汉字大道古朴典雅，错落有致，既表现了汉字
的博大精深，又极富书法观赏价值，置身其间，
仿佛游历于宽阔的汉字文化长河之中。

在“许慎文化园”里，不论亲临叔重堂、辞
书博物馆、字圣碑林、字形牌坊、字圣殿、说文
馆、状元堂，还是徜徉在“故事长廊”，无处不
显文字的脉动，浓重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文化
的魅力张扬得淋漓尽致。

因为许慎，我在漯河享受了一次文字和文化
大餐。

还不仅仅如此。当我步入许慎小学校园的时
候，首先感受到的是一派古风雅韵。灰瓦翘角的
楼檐，古香古色；高大的许慎像，庄严肃穆；精
美的汉白玉上雕刻着许慎《说文解字·叙》；“字
苑”大道以无声的语言，彰显着汉字的神奇与魅
力；英才园内修竹吐翠，桂树葱郁；藤萝环绕的
长廊，枝繁叶茂，韵致无穷……在这样的氛围
中，孩子们品书香人生，悟生活情趣，与圣贤对
话，和先哲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经典文化的
熏陶。

至于校园建设和教学设施，当然都是一流
的。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目前在国内我所见到的
一所最令人艳羡的小学。

在书画室里，孩子们的绘画、摄影、书法、
手工制作，琳琅满目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观看品
赏，我不由得动情动容了。孩子们聪颖、智慧和
灵动的小手，加之园丁们所凝聚、泼洒的心血汗
水，使得朵朵鲜花，在沙澧河畔次第绽放。

漯河文化的厚重，除《说文解字》，还有贾
湖文化、三国文化、小商桥文化，以及近代红色
文化等。凡此，由《说文解字》统领，一切都活
泛起来，熠熠生辉，使载誉文化名城的漯河声名
远播。

经济与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漯河
两日，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风貌感动并感染着我，
璀璨的历史文化浸淫
并吸引着我，充满活
力的漯河深深嵌
印 在 我 的 脑
际，昔日破陋
小 城 的 影
像 ， 作 为
一 种 记
忆 ， 尽 管
难 以 忘
记 ， 但 已
经 随 着 时
间 的 迁
延 ， 渐 行
渐远……

一座城市的文化魅力 □陈德启

虎头鞋

一双猫鞋
对面笑着
画了胡须，奶奶真逗

拨浪鼓

明明是幸福
为何摇头
两张笑脸不够？

七夕

丝瓜架下
藏个娃娃
儿童不宜，奶奶说了

秋千

许你的发卡，开在藤上，三朵
秋千，在花架下
荡着葫芦娃，两个

风筝

你在天上
我在田野
分手为何递根线给我

旗袍

月牙领，镶丝绒边
琵琶扣，摆七星阵
分明是旗袍，却忘了开叉

诺言

许你的桃花源，用诗堆砌
指点江山，把笔给你
你若愿意，我愿意

微型诗一组

□婉冰

是火，抬高了火
是火星和灰烬
在你高挑的腰身
不停地开落
像一种深刻，加深着
另一种深刻

而此刻，纵火者
奋不顾身跃入这浩荡的
无根之火
盛开为其中最大的一朵

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