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谭艺君FUKAN

副刊
17作品

□卞 卡

炎夏酷暑，最热的那几天，我到
大山里去了。

我去的那架山属太行山系，那里
山高沟深，过去不通公路，只有缠绕
在山半腰的羊肠小道，山民出山很不
方便，基本上属于封闭状态，很原
始，当然也很落后。山的皱褶里藏着
一些村子，大的村子二十来户，小的
只有三五户，因有山岭沟壑隔着，村
与村之间，看着很近，走着却很远。
那架山多奇峰和怪石，林木葱郁，花
草茂密，还有瀑布、山泉、小溪流和
聚水而成的潭。这些原本就是自然形
态的景观。十多年前，为改变深山区
面貌，一条盘山公路开始往那里修，
劈山削岭，凿洞架桥，总算修通了。
对原始的景致进行规划修整，铺路修
台阶，既可远望，又可近观。与此同
时，又在方圆几里内修了一些游乐设
施，这样那里就被开发成了风景游览
区。山民憨厚朴实又不乏聪明智慧，
当进山公路绕经一个小山村时，他们
看到了商机，便在村西临近公路的地
方，平沟整地盖房子，或开设“山货
小卖部”，或开简易“饭店”，供游人
食宿。

我在一家“客栈” 住下后，就去
原来的老村里转悠。同别的村子一
样，那个村子的村民住得比较零散，
没有几家相连的，这家和那家，都有
一条小路通着。村北和村西有高山，
离村相对较远，远望可见青色或褐色
山石，有的裸露着，有的被林木遮
掩。村南有条沟，沟里和沟南的坡
上，长满杂七杂八的树木，沟里的石
头多而不大，受山洪经年累月冲刷，
鹅卵石居多。村里房子的墙壁基本上
都是石头垒砌的，房顶盖的多为石
板。石砌的院墙内，多有石板支起的
桌子，凳子是几块较规则的石头。牛

槽是石头凿的，猪圈、狗窝、鸡舍也
是石头垒砌的。村里的石碾、石磨和
舂米的石臼，至今仍被村民使用着。
有几座房顶上落了厚厚的土，呈乌色
或黑色，上面长着蒿草和苔藓。村子
显得很破旧，给人的感觉是苍凉而古
老。

我在村中遇见一位老汉，他背的
箩筐里装了几根粗糙而扭曲的野山药
和几把野韭菜，他说在山坡上挖的。
他还跟我说，公路未修通前，村里只
有一条缠在山半腰的小路通往山外，
有一段路还得在山缝里钻来钻去。山
高路窄，走在上边有点险，夏天遇大
雨，如果山体滑坡，把路堵了，就出
不了山，冬天大雪封山，就更难出山
了。老汉面色黑红，除背略微有点驼
外，看来身体很结实。他看出我像是
来旅游的，就说：“俺这儿空气好，水
是从山缝里流出来的，不带杂质，喝
着带甜味。山上放的山羊，吃的是中
草药，喝的是矿泉水，屙的是‘六味
地黄丸’。”说罢，兀自嘿嘿笑起来。
山里的花草自生自长，很有一些可以
入药，而且是上好的药材，山泉带有
矿物质，不污染，这都是事实。可
是，他不知从哪听到的新词，把这说
得很形象。这老汉朴实如山里的石
头，说话还怪幽默哩！见我笑了，他
接着又说：“上午日头毒，晒得慌，有
点热，少出来转；清早和天黑后很凉
快，要是再有点风，就更凉快了。路
通了，进山容易了，热天可多城里人
来山里玩，要说吃和住，没法和城里
比，图啥呢？就图个凉快，还能吸点
新鲜空气。”他说得很实在，我很喜欢
这个老汉。

回到住处，我向房东谈了在村里
转悠时的所见所闻。他感慨地说：“这
里是深山区，过去不知多少年，生存
和生活环境实在太差了，祖祖辈辈都
穷。因为穷，山外的姑娘不愿往山里

嫁，山里的姑娘生法嫁到山外边，男
孩子长大娶不来媳妇，好多村里都有
老中青三代光棍儿，可是又没办法改
变这种现实。”

房东还给我说，近二十年前，为
了解决深山居民长期贫困问题，县里
曾研究决定，分期分批将部分深山住
户搬迁到山外，补贴盖房，划出土地
让他们耕种。他这个村原有 22 户人
家，走了 10 户。我问他为什么没走，
他说不光他家，没走的人家都觉得人
老几辈在这里生，在这里长，祖宗几
代的坟都在这里，虽说穷，生活艰
难，却对这里的山石草木有感情，走
了有点舍不得。不是没有犹豫过，想
来想去，还是没有走。他还说，今天
来看，没走或许是对的。山里为啥
穷？就是因为路不畅通，同外边隔绝
了，山里的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东
西运不进来，不能流通。公路修到山
里后，出山方便了，生活就活泛多
了。现如今，留下的人家，好几家都
开了饭店，还能留人住宿，条件虽说
简陋，会慢慢改善的；有几户人家还
办了山货店，卖药材、柿饼、核桃、
山楂和晒干的野菜，日子好过得多
了。看到生活有了奔头，迁到山外的
又回来4家，有的开饭店，有的收购山
货往外运，俺这小山村开始热闹了!

我在那里住了六天，其中三天，
在公路边搭乘进山的车，去游几个景
点，其余时间，就在附近山坡上游
走，欣赏夏日里山野间的风光。那里
没有嘈杂，没有喧嚣，没有污染，心
境平复，有时甚至进入一种物我两忘
的境界。

从山里回来后，有朋友问我进山
的感受，我从休闲角度，讲了山的威
严和深邃，天的湛蓝，云的洁白，水
的清澈，阳光的妩媚，空气的清新，
还有漫山遍野烂漫的山花。朋友诺
诺，好像在分享我的轻松与惬意。

扫描小山村扫描小山村

□王建章

今年5月29日上午，我们一行来到许慎墓，墓园坐落在许
慎文化园内，位于许慎故里漯河市召陵区姬石乡许庄村东的土
岗上。墓高5米，底径16米，墓前立有清碑两通，一通是康熙
四十六年 （1707年） 郾城知县温德裕立的《汉孝廉许公之墓》，
另一通为光绪二年 （1876年） 郾城知县王凤森立的《许夫子从
祀文庙碑记》碑，还有就是1985年新立《重修许慎墓碑记》碑
一通。我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字圣许慎 （约58年~约
147年），字叔重，就长眠在这里。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儒家典籍如 《诗》《书》《礼》
《易》《春秋》《论语》等都被烧毁。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以来，这些经学渐渐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汉代
经学书籍有两种：一是凭记忆，靠背诵，口耳相传下来的，汉
人把它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另一种是从地下或墙
壁里挖掘出来的古书，是用先秦六国文字记录的。汉代把前一
种用隶书写的传本叫“今文经”，后一种用六国古文字写的叫

“古文经”。这两种传本，本来只有纪录文字的不同，但研究者
观点上、方法上的不同，却形成了两个派别，即今文经学派和
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随心所欲
地解释经书、解释文字，使经学的原本面貌越来越混淆了。当
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工具，要有
固定的音形义，它不是任何人能随意更改的。于是许慎便萌发
了写一部字书的想法。许慎认为，如果能统一文字的结构、读
音及其意义，就完全有可能统一大家对经学的理解和应用了。

于是他系统地研究六书理论——即象形、会意、指示、转
注、假借、形声等六种造字方法，另一方面，为了拓宽知识，
他还对上古社会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知识进行
大量收集。写书时，为搞清楚一个字的准确意义，他要翻阅大
量的文献，或者向有学问的人请教，甚至还要进行实地考察。
有时对一个字的解释不满意，他就茶不思饭不香，满脑子装着
这个字，一旦想通了，又欣喜若狂。解释汉字是一门实实在在
的学问。对每一个汉字，不管是在字形编排、构形分析，还是
在释义、注音等方面都应有规则。举例来说：“自，鼻也，象鼻
形。”为什么“自”与“鼻”有关系？因为人在指认自己时，都
是手指自己的鼻子。

三十余年过去了，他的头发花白了，身体也熬垮了，终于
在公元121年撰成了永载史册的《说文解字》。全书共收字9353
个，所有文字按540个部首排列，是我国第一部乃至世界第一部
字典！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不可缺少的桥梁。当时这是
震惊朝野的大事，汉安帝给予大力褒奖并赐予白布40匹。《说文
解字》 包括各种含义的字的解释，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
文化、风俗习惯等，它还是关于我国上古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
书。比如长期以来，生物界一直想揭开猛禽如何捕食小动物的
秘密。经过艰苦观察终于找到答案，并摄制了科教影片。原来
猫头鹰吃老鼠一类小动物是整个儿吞下去的，吃完之后皮毛一
齐吐出。这一发现被人们视为揭开了生物界的一个奥秘。其
实，这一问题许慎早已解决，《说文》九卷下“丸”部：“鸷鸟
食已，吐其皮毛如丸。从丸呙声。读若骫（wěi）。”直到今天
我们的字典中部首查字法还是沿用了 《说文解字》 的编排方
法；我们按部首归类的方法学生字，查字不仅快而且准。恐怕
连许慎自己也没想到，他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思想
为我们解决汉字输入电脑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五笔字
型”发明人王永民教授从研究《说文解字》入手，创立了“五
笔数码”输入法，使汉字的输入效率超过了西洋文字，使古老
的文字焕发了新的生机。

站在许慎墓前，我想到《方块字》那首歌，献给我们的字
圣：“一横大无边，起笔已在那荒蛮；一竖顶破天，由上而下顺
自然；一点落山巅，点亮北斗星光闪。象形表意启文明，智慧
上下几千年。方块字啊方块字，形意音美天地间。横竖撇捺皆
骨肉，偏旁部首铸理念，篆隶楷行映日月，田字格里唱摇篮；
天人合一字典范，诗词歌赋展画卷，山川河流纸上染，人情练
达浸笔墨，世故颖异见笔端。方块字啊方块字，华夏血脉一线
牵，中华文明你承传！”

许慎墓前的追思

□唐 冰

大二的时候，我参加了系里组织
的一个演讲比赛。第一次参加，无知
无畏，也就没有什么压力，居然一路
过关斩将，拿到了第一名。心情雀
跃，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
又打电话给其他朋友，老师和同学们
都来分享我的喜悦，纷纷给我鼓励和
赞许。

晚上，就在我准备入睡的时候，
辅导员来到我的宿舍，告诉我一个更
好的消息：准备让我代表学院参加学
校的演讲大赛，并且特别指出，一同
竞赛的都有哪些人。我一听就有些胆
怯，那些名字如雷贯耳，个别还上过
电视节目，大都是俊男美女，像我这
样的丑小鸭，和他们站在一起，别说
是比赛，就算一言不发，也相形见
绌。辅导员见我咬着嘴唇不言语，拍
拍我的胳膊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实在不行就算了，还有其他选手。”

辗转一夜，我决定放弃。天刚亮
的时候，我决定给爸爸打个电话，因
为知道他在六点钟会准时起床。接通
电话，知女莫若父，爸爸很快就察觉
了我的情绪，追问之下，我告诉了他
缘由。爸爸听后沉默不语，我赶忙打
趣道：“你的起床号响过啦？出操了没
有啊老兵？”爸爸的声音严肃起来，
说：“你这样的行为算是逃兵。”我哭
笑不得，跟他说：“不至于是逃兵吧，

最多也就算是吹了个撤退号而已。”爸
爸变得更加严肃起来，说：“军号有
107种，唯独没有撤退号。”

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拿出纸和
笔，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认真记
下。”我有些无奈，知道他又要开始给
我上“远程政治课”，但也不敢懈怠，
因为从我有记忆的那天起，“政治课”
就雷打不动地定期出现在我的成长之
路上。后来我远离家乡去外地求学，
本以为“政治课”会闭幕，却没想
到，随着通讯科技日益发达，“政治
课”更加紧密地跟随着我的脚步，时
时在我耳边“开课”。

在爸爸慷慨激昂的语调里，我的
笔记本上记下这样一段话：“要有一股
气势，要有一种拼到底的劲头。就像
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
对手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他明知
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这段催人奋
进的话，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放弃了
退赛的念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

《亮剑》里主角李云龙的台词。
爸爸是行伍出身，17 岁时戴着大

红花，独自坐上征兵的卡车。我爷爷
去世得早，奶奶还要辛苦劳作，所以
新兵出发的那一天，家里没有人能抽
空去送他，他以一个军人的姿态，昂
首挺胸站在卡车的一角，看着身边的
战友们弯腰去和亲人依依惜别，当告
别的哭声此起彼伏，父亲依然镇定自
若。卡车驶离村口的时候，奶奶瘦小
的身影跌跌撞撞出现在车轮扬起的尘

土里，父亲的眼泪才如决堤般倾泻而
出。

复员后爸爸保留了军队的生活作
风和习惯，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
入睡，坚持晨跑和散步。在父亲对党
和国家的满腔热爱下，作为他的孩
子，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几乎都是爱
党爱国的正能量教育，无论在思想感
情、人格品德、生活态度以及行为规
范上，父亲都相信“言教不如身教”，
在他以身作则的影响下，从我会说话
起，就知道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而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则是《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漫长的成长道路上，爸爸那无
数次的“政治课”，如五谷杂粮一般进
入我们的身体，长成我们的血肉和骨
骼，教会我们正义、勇敢、赤诚、善
良……作为军人的后代，我将永远引
以为傲。

我家的革命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