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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洁

八月的苹果
醒在秋日的光影里
它已经从岁月的井水里
攫取了足够的水分、糖分
并且将云彩的嫁妆
穿在身上

此刻
假如没有一只温柔的手
将它采摘
它就会于某个
秋风肃杀的夜晚
再也端不住
自己颤抖而炙热的内心
泪水般跌落风尘
成长为更加盛大的光阴

八月的苹果

□赵焕芳

猫，慵懒地推开门
翠绿的爬墙虎挂满墙壁

蒲扇轻抬，缓摇藤椅
一杯茶，还冒着热气
紫砂，不必。搪瓷便可以

就这样一个下午
一切跟随慢慢拉长的影子
淡淡离去，不必回忆

至于晚上
若晴
看月色朦胧
寂寞铺洒一地
若雨
听小雨敲窗
思念融入雨滴

嘘……
莫吟诗
闭上眼，在诗里睡去

莫吟诗

□刘彦卿

来漯河参加“河南杂文名家走进中国文字
文化名城”笔会，有两个许慎不时地在我的脑
海中闪现，即漯河的许慎和洛阳的许慎。

许慎出生、生长于漯河，工作、成名于洛
阳，又告老还乡于漯河。漯河与洛阳，构成许
慎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地方。

或许是在十三朝古都的洛阳，有着太多的
历史文化名人，所以，许慎在“洛阳历史文化
名人录”中，不显山不露水。洛阳人在谈到许
慎时，往往轻描淡写，甚或一笔带过。

而漯河则不然。
走进漯河，处处可见许慎遗迹：许慎祠、

许慎墓、许慎说文碑林；城内城外，满眼皆是
许慎文化符号：许慎文化园、许慎宾馆、许慎
幼儿园、许慎小学、许慎书店、许慎文化研究
中心。使得这位1900年前的历史人物，在漯河
大地上显得格外厚重和鲜活。随同许慎一起厚
重和鲜活的，自然还有他倾尽毕生精力所完成
的著作《说文解字》，以及著作背后深藏的生
生不息、传承有序的中国传统文化。

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
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基于他
对文字学做出的不朽贡献，后人尊称其为“字
圣”。漯河对许慎的重视和尊重，对字圣的敬
仰和敬畏，确实令我这个来自洛阳的书生感动
不已。

其实，洛阳对许慎的轻描淡写，丝毫不减
许慎的光环，丝毫不损洛阳对许慎的重大影
响。对许慎来说，洛阳，其地位甚至高于其家
乡汝南郡召陵县 （今漯河市召陵区）。29岁那
年，许慎只身来到京城洛阳，正值朝廷下诏选
取贤能。许慎被察举，分配到太尉府，任职南
阁祭酒。虽为“京漂一族”，许慎任职的太尉
府文书，却是一个展示自身价值的最好舞台。
因此，入京后就随著名经学大师贾逵修业，开
始潜心研究学问，并立志写作《说文解字》。

许慎在京都洛阳工作了 21 年。这 21 年，
基本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巨著的初稿。一
书草成，誉满洛阳。这才有了永初四年（公元
110年） 汉安帝命他校书东观之举。东观是东
汉皇家藏书之宝库，校书之重地，亦是著名的
宫廷学校。正是有了这一段经历，许慎才得以
通达诸子百家著作，精研天文地理，同时也用
这部书教授中官近臣习读经传，并借此不断总
结教学经验，修缮巨著，被视为群儒“无双”。

公元 121 年 8 月的一天，天气晴朗，阳光
明媚，在今漯河通往洛阳的大道上，一辆马车
快速前进，一位年轻人端坐车上。他身后放着
一只木箱子，由两个仆人小心翼翼地看护着，
马不停蹄，直奔洛阳。这个年轻人就是许慎之
子许冲，箱子里放的是许慎花了30年心血才大
功告成的皇皇巨著《说文解字》。因日夜不停

地著述而重病在家的许慎，让儿子专程到洛阳
献书于皇上，以表一片赤心。果然，这部《说
文解字》在京城一面世，便不同凡响，顿时誉
满天下，影响至今。

洛阳对许慎太重要了，可当遇到学术原则
问题时，许慎还是宁愿离开洛阳、蜗居家乡偏
居一隅，也不肯让步。许慎离开洛阳，表面看
来是因为当时全国接连发生大地震，朝廷命三
公属下有能力的官出补州县官令，许慎被任命
为今安徽固镇县令后，不愿做官，以年老体弱
为由，回归故里，倾尽一生智慧续修《说文解
字》。其实是与他的书生气和不善于逢迎溜须
有关。

在 《说文解字》 中，许慎解释“窦”字，
为“孔，洞”，并且解说“狗窦”就是“狗
洞”，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窦太后。尊崇的“窦
姓”怎么可能是“狗洞”之意呢？立马让许慎
收拾铺盖滚回老家。可许慎就是硬脾气，坚持
真理，宁折不弯，说这“窦”姓就是与“狗”
和“狗洞”有关，而且还与洛阳有关。并搬出
当年太康失国、太康的老婆后缗钻“狗窦”逃
回娘家后生下儿子少康之证据，据理力争。告
知学界，少康后来复国，让他留在老家的两个
儿子抒、宠姓窦，世代相传，这才形成窦氏。

许慎的离开，对洛阳也许不算什么，但却
成就了漯河今天的“中国汉字文化名城”。由
于漯河各级部门的重视，许慎在漯河的故事可
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慎文化在漯河传承
有序，硕果累累。

而在洛阳，许慎的故事同样丰富多彩，精
美绝伦，只不过是深藏闺中无人晓罢了。因
此，徜徉在漯河的街巷，我总在考虑，如何把
漯河的许慎与洛阳的许慎融合起来，让许慎的
形象更加丰满，让许慎的故事更加生动，让

“中国汉字文化名城”更加出彩。
其实，洛阳的汉字文化有许多是可以补缺

漯河的。
譬如，许慎当年的老师兼伯乐贾逵、马融

等许多学界泰斗，都是洛阳名人，在洛阳留有
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许慎初到洛阳时，著名
的经学大师贾逵正在白虎观以及洛阳南宫的云
台定点定时讲述五经，许慎带着三分试探三分
自信三分尊敬和一分不忿到了白虎观，听贾逵
讲经，结果很快就成了贾逵忠实的粉丝和心悦
诚服的弟子。

譬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先提到
的是黄帝史官仓颉。仓颉造字之后，并没有把
造字的密码公布于世，人们在使用起来很不方
便，是许慎发现了汉字密码并著书立说，将其
公之于世、泽被后世。所以，后人将仓颉和许
慎均称为“字圣”。一个是造字之圣，一个为
解字之圣。仓颉造字的地方据说有多处，其中
洛阳就是其中最为可靠的一处。在今天的洛阳
市洛宁县阳峪河畔半坡上，至今尚存有一个被

荒草淹没的土台和一个古旧石碑，上书“仓颉
造字台遗址”，这便是当年仓颉歇脚斗龟、从
龟痕鸟迹中突发灵感造出文字的地方。

譬如，与许慎说文解字有着极强关联性的
洛阳人物还有以造纸闻名于世的蔡伦。蔡侯纸
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而许慎的《说文解
字》 这部书，有学者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
明”。

譬如，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被发掘
出来后，国内许多顶级专家学者都在考虑禹和
夏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古史
辨”运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就是从《说
文解字》中找到“禹”字和“虫”的关联性，
推测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进而找
到了禹和夏王朝之联系，并得出“禹为神”的
观点。

其实，在我看来，洛阳对许慎的轻描淡
写，并不代表洛阳“有眼不识许慎”，而是因
为洛阳的名人实在太多，不知该把许慎放到什
么位置为好，不知该从哪里着手弘扬许慎文化
才好。

1985年4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
语言学会、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联合举办“全
国首届纪念许慎学术研讨会”，筹备“许慎研
究会”，为许慎重新立碑，并在许慎墓地举行
了谒墓揭碑仪式。就在“重修许慎墓碑记”在
漯河许慎墓前立下不久，200公里外的洛阳城
内，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改建的洛阳市图书馆新
馆落成。也许是心有灵犀，洛阳图书馆新馆门
前，敬立的一尊巨型雕塑，就是许慎塑像。

不管是在漯河，还是在洛阳，许慎都已融
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融入城市的文化之中。这
不也说明，漯河与洛阳，在弘扬许慎文化方面
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吗？许慎在与我们相伴左
右的同时，可能也在时时关注着两座城市的文
化建设，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前进方向。

漯河的许慎与洛阳的许慎

□曹世友

神州八月，起狂浪，恰似钱塘翻
卷。南美里约，奥运会，看我女排夺
冠。拔寨摧城，过关斩将，淌尽英雄
汗。功勋盖世，郎平王者重返。

老队傲视排坛，独孤求败，赢得五
连冠。折戟沉沙，十二载，底事巨轮搁
浅。卧薪尝胆，扬眉吐气，再展中华
范。青龙出鞘，雄风依旧不减。

念奴娇
贺中国女排雄风再现

□兰溪

儿时的夏季白天很长，到了晚上七点多，
太阳才涨红了脸，收敛它热烈的光芒，但空气
中的燥热仍是不减。西瓜地里的小瓜棚里，一
张小床像被太阳烤熟了似的，滚烫滚烫的，不
能沾身。妈妈回家做饭，爸爸去城里卖西瓜，
还没有回。我留在地里看守。

天色暗淡下来，天边只剩下一抹暗红，远
山的墨影重重叠叠，不由分说把夜幕拉下。

天越来越暗，月亮升起，周围的婆娑树影
鬼魅似的不停摇曳，玉米伸出手不正经地互相
拉扯，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瓜棚边的小路黑
漆漆的，在玉米地与西瓜地中间，像一个幽深
的洞口，我不敢往那里看，只好侧耳细听有没
有母亲的脚步声传来。

“瑞——”是母亲柔和的呼唤。我赶忙拖
长声音回答，像要用这声音把胆怯驱散。然后
便看见母亲的身影走近。

“你爸还没有回来。”母亲喃喃地说，像是

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向我证实自己的话。
“你在路上见到有回来的人没？”母亲问。
“有几个同村的人已经卖完回来了，车空

着，很高兴。”我一一说了从城里回来的人家。
“饿了吧，你先吃饭吧，我把饭掂来了。”

母亲说着开始向父亲回来的方向张望。这让我
的内心一下子充满了担忧：是呀，这么晚了，
爸爸不会在外边出什么事吧？

在母亲张望的方向里，远远的一阵喧哗声
传来，母亲赶紧站起来看，喧哗声越来越近，
又一批卖瓜的车辆回来了，不是父亲！母亲的
焦虑越来越重。就在前几天，我们队里的大黑
和三黑弟兄俩一起出去卖瓜，被车撞了，便再
也没能回来。

黑色的树影像被风咬了一口似的，“呼
啦”一声响起来，接着是玉米叶子互相碰撞的
声响。我不由打了个寒战，白天的余热已经褪
去，夜越来越沉。

又有车轮声响起，母亲立即站起了身。未
等他们走近，便大声叫了起来：“祥，你叔咋

没有回来？”
“在后面呢！别急。我们分开时就只剩几

里地了。他走到大闫庄时，去那里的商店买东
西了。”是祥哥的声音，他和我父亲一块儿去
的。大闫庄有个大商店，十里八乡都到那里买
本村买不到的东西。

母亲的心稍稍安定了些。开始坐下来看我
吃饭。“妈，你还没吃吧？我们一起吃。”“傻
孩子，你爸不回来，我哪儿吃得下？你先吃
吧！”

又一阵车轮声响起。母亲忽地站了起来，
循着声音远远地迎去。我听到母亲惊喜地叫了
声父亲的名字，然后便是两人的窃窃私语。

月亮不知何时升了起来，上弦月的光辉淡
淡地洒在地面上，天上的繁星神秘地眨着眼
睛，仿佛偷窥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父亲和母亲
愉快地交谈着，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

第二天早上，母亲穿上了我从未曾见过的
花衬衣，脸上洋溢着幸福，在众人羡慕的目光
里笑成了一朵花。

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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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诗歌··花香水韵花香水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