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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间那一坑莲藕已经成熟，这
是大黄村的黄银行承包的。收获的季
节到了，老黄的心头反倒添了一丝愁
绪。

黄银行小时候家里穷，父母给他
起名字叫“银行”，就是希望他将来富
裕得像是家里开着银行一样。 可是，
黄银行夫妻俩平常就是靠打工挣点

钱，日子过得拮据，儿子初中毕业后，
跟着舅舅去了工地，学习电器安装技
术，工资也不是很高。

黄银行刚把嘴里的香烟吐掉，驻
村书记小赵就来了。“银行叔，这十来
亩莲藕可以卖了，今年争取在经济上
打个翻身仗啊。 ”小赵说。

小赵是县委宣传部派到大黄驻

村的，叫赵爱民。到村里后，小赵每个
月都把每一家每一户走访一遍，对村
里的情况熟悉得就像自己家情况一

样。
“赵书记，不瞒你说，咱村过去都

种藕，据说古时候种植的藕都是进贡
用的，所以也叫贡藕。 咱家的莲藕香
脆甘甜， 掉在地上会像玉一样碎掉，
入口即化， 别的村种不出这样的藕
来，可就是由于村子偏，卖着有点儿
难。 ”黄银行声音里带着焦虑。

小赵说：“夏天莲花开的时候，媒
体的朋友到咱村采访，你种莲藕的事
情已经上报纸了，当时就有人联系记
者说要帮你销售。我刚刚帮你联系了
一个收购商， 估计这两天就有信儿
了。 ”

这几天，小赵很忙，村里成立了
合作社，种了 500 亩菊花，下过订单
的客商上门收购来了， 采摘菊花的
村民天天把笑声洒满田野。 小赵这
时候还能想着自己， 让黄银行感动
不已。

黄银行有点儿后悔没听小赵的

话，今年让他种菊花他不肯，地里种
的还是小豆，产量一般，卖不上好价
钱。 看着别人种菊花挣到了大钱，他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过了两天，收藕的来了，价钱也
谈成了， 十多亩藕可以收入十来万
元，去掉成本和承包费，也还有七八
万元的收入。

黄银行乐坏了，钱一到手，就给

小赵封了个 2000 元的红包。 小赵正
在做晚饭，看见黄银行过来，说：“银
行叔，正有个事想和你商量。 菊花和
莲藕销售的时候，客商都说咱村的交
通不便。村委会商量准备把村里的路
全部硬化，有一段路太窄，加宽的话
需要占十几户人家的地头，其中就有
你家的，你看咋补偿合适？ ”

黄银行拿出红包，说：“这个是你
帮我卖藕的辛苦费。 地的事，人家咋
着咱咋着。 ”

“这钱我可不能收，收了你的钱，
那党员和普通群众有啥区别呢？ ”小
赵拒绝了老黄， 说，“你要感谢我也
行，就帮我做做那几户群众的思想工
作，咱早点把路修好。 ”

黄银行忽然间对党有了直观的

感受，他觉得小赵靠得住，他要帮小
赵。

“赵书记， 这次修路我要带个好
头，需要占我家的地，我不要补偿。 ”
黄银行十分认真地说。

村里人视土地如生命，地边儿都
种上了庄稼，过去为了一个地边儿村
里人还打过架。这次修路占地最多的
就是黄银行家，黄银行这样说，让小
赵十分感动。他握住黄银行的手，说：
“非常感谢你支持我的工作。 古时候
有三尺巷的故事，你这觉悟我得在咱
村老少爷们儿面前讲一讲，号召大家
向你学习！ 另外，还有几个客商联系
要买你的藕， 看来市场空间还很大。
明年计划在咱村四周大坑里也种上

莲藕， 莲花开的时候咱举办个莲花
节， 莲藕熟的时候咱举办个收获节，
争取发一下莲藕财。 ”

黄银行一听，十分高兴，眼前仿
佛盛开了片片莲花，整个村子仙气飘
飘……

村里的路很快修好了，修路肩也
需要占地，黄银行又主动挖了自家的
土。

看着小赵带着村民还在路边种

上了桂花树，黄银行心里有着说不出
的满足感。

那天傍晚，黄银行拨通了儿子的
电话：“听说村里准备举办入党积极
分子培训，我想参加。你爹文化浅，你
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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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上怀古
露白

鹿上，就像柏举 、鸡父和壶丘一
样， 因了一个事件而被载于春秋，随
后又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与后三
者不同的是，鹿上的出现，不是因为
一次战争，而是因为一次会盟。 鹿上
会盟的遗址在今阜南县公桥乡阮城

村。 当时它属于宋之鹿上邑。
前年，我与友人把臂而行 ，登上

遗址所在的一处高台， 也学了前人，
于剪剪春风里，一番过、一番怀古。

那天中午，我们在公桥集上品尝
了当地的名吃———展沟烧饼，又一人
吃了一碗牛肉面，即驱车往阮城的方
向去。 大约走了五公里，一个高大的
土台子就出现在我们左前方。

台子距公路大约三百米，甫一走
近，即望见台上三个红色的大字———
会盟台。 字是由铁皮焊接而成的，用
铁架子支撑着，给人的感觉是，与一
处荒台、一处故垒、一处废墟应有的
荒凉、萧索、衰败的景象极不相称，就
像一件千年的古陶插入一朵艳丽的

塑料花。 台子前是一个长方形的湖，
从岸边的垂柳看，应该是新挖的。 由
此推测，台子的历史也不长。 但无论
如何，满眼春莎离离、野花点点的景
象也给人一种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
代衣冠成古丘”的沧桑之感。

我们从西南角攀上高台，放眼望
去，才发现它的面积比一个足球场似
乎要大得多，这让我们放弃了绕台一
周的想法。

站在台子一角，望着两边绿树遮

映的村庄，想象着八百里岸曲波清的
淮河，遥思千年的历史，我们不禁感
慨万端。

公元前 639 年，在一个也是莎草
放茵、杨柳吐翠的春天，一支队伍，车
马飞尘，干戈映日，旌旗飘扬，从宋之
都城也即今之商丘，经薄（今亳州），
经胡（今阜阳），一路向南，风驰电掣
一般行进。 队伍中，一辆驷马高车上
端坐着一位峨冠博带、面带矜色的国
君，他就是被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为
“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

四年前， 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
国家陷于一片混乱。 在宋襄公的帮助
下，齐桓公的二儿子公子昭夺取了王
位。 这个本来有些偶然的事件，却大
大激扬了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统领天

下、做一代霸主的雄心壮志。 鹿上之
行，是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如此这
般，淮河之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时
旌旗猎猎，笳鼓喧喧，直惊得雏燕离
巢，新莺坠树。 它们哪里知道，几个威
名赫赫的人物会在这里登临送目、指
点江山呢。

在宋襄公到达鹿上的同时，齐孝
公（也就是当年的公子昭）和楚成王
也到了。 宋襄公知道，此时的天下其
实就是宋、齐、楚三国称雄的天下。 齐
孝公是自己扶持的，再把楚国这个小
南蛮降服了，那么，天下不就是自己
的了吗？

诸侯盟，谁执牛耳？ 作为召集人，
宋襄公当仁不让。 再说，宋是公爵，齐

是侯爵，楚是子爵，按周礼，他有这个
资格。 但他不知道，楚成王，这个弑兄
上位的人， 眼里有什么四方六合、司
徒冢宰的概念！ 何况，楚国早有了问
鼎中原的实力和野心。

因此，鹿上之盟在为宋襄公挣足
荣耀的同时，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
笔。 正如他的异母兄目夷———极具远

见卓识却因为是庶出而让位———此

前所说：“以小国之力会合诸侯是祸
患。 ”

对一个缺少理智、欲望膨胀的人
来说，别人的告诫总是多余的。 当年
秋天，宋襄公又召集诸侯在今睢县境
内一个叫盂的地方会盟。 这一次，楚
成王不再客气，在陈、蔡、许、曹、郑几
国诸侯都在的情况下， 亲驾战车，突
入宋的大营，虏获宋襄公。 直到当年
冬天诸侯再会于薄（今亳州）的时候，
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国才将这个公
爵级的国君释放。

但遭此大辱的宋襄公不知反思。
次年冬天，他率军攻打支持楚成王做
霸主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 楚国
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宋国。 宋襄公
只好从郑国撤退， 宋楚两军在泓水
（在今柘城西北） 相遇。 以下发生的
事，凡是对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印象无
不深刻：楚军开始渡河时，目夷建议
出击，宋襄公说，我是一向主张仁义
的，怎么能在人家渡河渡了一半之时
就袭击呢？ 很快，楚军过了河，开始在
岸边布阵。目夷说，可以进攻了。宋襄

公却道，我们怎能袭击人家未布好阵
势的军队呢？ 结果，楚军想不胜利都
不行，除非他们也有一个仁义得更为
离谱的统帅。

宋襄公为自己的自负、为自己的
狂妄、为自己的颟顸、为自己的愚不
可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他中了一
箭，并于次年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襄公之仁贻笑千秋，但正如唐代
李宗闵所评，“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
随”，不自量力，骄横自大，才是他根
本的错误。 往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
宋襄公自然是历史的笑柄，然而可悲
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
只有极少数人将其奉为圭臬，而重蹈
覆辙的故事则史不绝书。

草色带朝雨，滩声兼夜钟。 一千
年后，当南渡的诸人在新亭之畔宴饮
时，以雅望而享盛名的周顗，面对风
和日丽的春景，不禁喟然一叹：“风景
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的确，暮雨
朝云，花香草色，以及淮水的波光、野
寺的钟声，年年依旧，岁岁不改，唯一
变化了的是人事。

我惭愧不能写出 “西风残照，汉
家陵阙”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这样的绝唱，但“怅望千秋一洒泪”之
下，也不揣浅陋，率成一律，聊作此文
的结束。 诗曰：

坡莎岸柳戏春风，
宋楚当年此会盟。
欲步强齐统天下，
那知一战霸图空。 ③22

散文

七月七
胡天喜

七月七 ， 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
子。

晚上， 村里文化大舞台有戏，民
间剧团无偿演出《朝阳沟》。 爹和娘丢
下饭碗就听戏去了，嫂子在厨房里刷
锅洗碗，八岁的侄女巧儿不知跑到哪
里去了，只有我坐在院子里的大杏树
下，望着天上的星星出神。

扑棱棱！ 一个黑影落到头顶的杏
树梢上，碰得树枝一阵乱颤，接着传
来叫声：“喳，喳喳！ ”

都说七月七这天喜鹊全都上天

替牛郎和织女搭桥了，这一只咋没去
呢？

“喳，喳喳！ ”随着叫声，远处又飞
来一只，落到杏树尖上。 两只凑到一
起，你一声我一声，叫得更欢了。

我心里一阵烦躁 ，站起身 ，抓起
一个小土块，使劲朝树上扔去。

“哟，这是生谁的气呀？ ”不知啥
时候，嫂子站在了我的身后。

我心里一阵发慌，忙说：“该死的
虫子，尿了我一脸。 ”

“脸朝天看啥呢？ 看牛郎织女？ ”
嫂子一边说，一边哧哧地笑。

我心里更慌了，莫非我和柱子的
事儿她知道了？ 她耳朵真长，我连爹
娘都瞒着哩，她是怎么知道的？

“牛郎也是 ，”嫂子仰望天 ，像自
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天都这时候
了，还不过来与织女相会，不知道人
家织女心里有多着急呢！ ”

听话听音，难道今晚我和柱子约
会的事她也知道了？ 于是我转移话题
问：“嫂子，听说深圳来电话了？ ”

“是吗？ 我咋不知道？ ”嫂子揣着
明白装糊涂，转身进了屋。

哥哥在深圳打工，嫂子在家操持
家务，一年也见不了三次面。 前些日
子哥哥说要回乡创业，却总也不见回
来。 虽然嫂子嘴上不说，但看她坐立
不安的样子，估计快急死了。

我又想起柱子。 柱子前几年也去
外地打工了， 看到家乡的政策好，去
年回来就没有再走， 承包了几亩地，
建了几个塑料大棚种蔬菜，一天到晚
守在那里。 下午见他的时候，我对他
说，趁晚上都去听戏了，家里没人，让
他来找我。 当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咋
还不来呢？ 他呀，啥都好，身体壮实，
心眼灵透，踏实能干，就是人太老实，
话也少，不会甜言蜜语，只会用两只
虎灵灵的大眼看人。

大门吱扭一声开了。
他来了，我猜。 我的心咚咚直跳，

但我的身子没动，我要矜持，不能让
他看出我的惊喜。

“姑，咋不去听戏呢？ ”
啊，原来是巧儿。 我很失望，连忙

说：“我……看家，你咋没去？ ”
“嘿嘿！ ”她只是笑了笑，没有正

面回答我。
我转身看去，才发现她身后还跟

着两个和她一般大的女孩子，三个人
鬼鬼祟祟的，不知搞啥名堂。

“你们咋都不去听戏？ ”我问。
巧儿凑到我耳边说：“姑，我们准

备去偷菜！ ”
“偷菜？ ”
“嗯，包饺子。 ”
家乡的风俗 ，七月七晚上 ，女孩

子可以随便到地里偷菜。 被偷的人家
不准喊，要不，家里的姑娘媳妇都得
变傻。 菜偷回来以后，包好饺子，放到
院子里，接牛郎和织女相会时流下的
眼泪。 第二天天不亮，把湿漉漉的饺
子放到锅里煮，悄悄地吃，这样，姑娘
就会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

我用长辈的口吻说：“你们偷菜，
让看菜的抓住，就成小偷了。 ”

她们害怕了，低着头，不说话。
见她们害怕，我说：“我给你柱子

叔叔写个条子， 你们去他的大棚里
偷，保证他不会逮你们。 ”

我进屋找出纸和笔，匆匆写了几
个字：“看都几点了！素琴。 ”交给了巧
儿。

她们像喜鹊一样飞走了。
文化大舞台那边，戏正演到银环

上山那段，韵味十足的豫剧唱腔传到
院子里， 但我的心思没在听戏上，我
想起那一晚我和柱子在大棚旁边约

会的情景：月亮地儿，窝棚里，他拉着
我的手，两眼盯着我，不说话……

巧儿回来了 ， 还有她的两个伴
儿，站到我面前不说话。

“偷的菜呢？ ”我问。
巧儿扭过头，不理我。
“咋啦？ ”
巧儿连身子也扭过去了。
我急了，问：“纸条交给柱子叔叔

没有？ ”
巧儿猛地回过头，冲我嚷：“说好

的不撵 ， 一棵菜没碰就被撵回来
了！ ”说着，巧儿把一张纸条塞到我
手里。

我借着灯光把纸条打开，上面写
着：“今晚我替德林大爷看大棚……”

原来是这样，那几个黑点代表没
说出来的话， 莫非……我明白了，这
是约我去大棚呀！ 我灵机一动，对巧
儿说：“别噘嘴了，看着家，我给你们
偷菜去，看他敢撵！ ”

巧儿她们一下子乐了。
我踏着田间的小路往南走，柱子

的蔬菜大棚在那儿。
柱子正在给菜浇水， 听有响动，

老远就嚷：“谁？ ”
“喊啥！ ”我装作不耐烦地说。
“啊，是你呀！ 我……浇菜哩。 ”
“就你一个人？ ”我问。
“德林大爷爱听豫剧， 我让他听

戏去了，我……”
“真是个榆木疙瘩！ ”我心里这样

想，但没说出来。
水，哗啦啦地响着 ，土里的虫儿

轻轻地唱着。 满天的星星，一丝云彩
也没有，今天的夜，真好！

“刚才巧儿她们来 ， 你撵她们
啦？ ”我问。

“我只是吓唬吓唬她们， 可她们
当真了！ ”柱子不在乎地说。

这个傻二愣 ！ 我发狠道 ：“你撵
吧，将来让你娶个傻媳妇。 ”

“嘿嘿！嘿嘿！ ”柱子憨厚地笑了。
“就知道笑！ ”我说。
“你生气啦？ ”他走到我跟前，用

央求的口气说，“走，到我住的窝棚里
说会儿话。 ”

又耍小聪明！ 上次你就是用这个
办法把我骗到棚子里的！ 但我并不生
气，反而身上产生一股热流。

我实在忍不住，一头扑到柱子的
怀里，任凭他把我抱得紧紧的。

回到家，月亮已经偏西 ，嫂子和
巧儿正坐在杏树下面叽叽咕咕。

我怕嫂子问， 抢先说：“嫂子，咋
还没睡呢？ ”

嫂子说：“戏刚散，睡不着。 ”
不用说 ，看了 《朝阳沟 》，她在想

哥哥哩。
巧儿笑着说：“姑呀，人家信也送

了，家也看了，菜呢？ 偷回来没有？ ”
菜？ 哎呀，忘记了！
嫂子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巧儿也

跟着笑，笑得我心里发毛脸发烧。
“要不是娘说， 我还不知道咋回

事呢。 ”巧儿笑道。
哎呀，这鬼机灵的娘儿俩！ 我扑

到嫂子身上，用拳头使劲擂起来。
夜深了，爹娘都睡了 ，嫂子屋里

的灯却一直亮着， 她是在想哥哥吧。
巧儿趁我和柱子在窝棚里说话的时

候偷了菜，这会儿正和几个伴儿在厨
房叽叽咕咕说着话，包着饺子。 只有
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仰脸对着满
天的星星出神。

今天是七月七。 ③22

感 怀
孟庆武

山 中

一

云中藏古径，十里一人家。
临水绕梅屋，主人爱看花。

二

时鸟催人早，夜寒晨露深。
一枝花入户，不羡武陵春。

三

山中屋两间，檐下云一朵。
早去晚归来，花开不可数。

宿船上

沙鸟已无多，收篷起棹歌。

泊舟息水上，入梦起风波。

打渔

岸村秋水上，江晓打渔舟。
起网星捞尽，一篷烟未收。

夜读

中夜虚堂静，书读第几章。
蛩声无辨处，明月上东窗。

访本家

闲日城南去，渡河来本家。
门开人未见，一地玉兰花。

汉阳道中

烟锁汉阳道，风开鹦鹉洲。
苍山与苍鬓，相对各成秋。

乡愁

清风秋夜月笼纱，又寄乡心到老家。
最忆深冬雪霁后，门前与父看梅花。

宿山寺

秋高寺古夜灯清，砌下蛩鸣胜打更。
花落隔帘声细小，亦无亦有静中听。

西江月·来彩信
久坐书斋煮茗，淡烟疏雨梧桐。

天均瑞气付春工，乐此何人与共。
睡眼惺忪初醒，欢闻消息叮咚。

音容处所过帘栊，彩信天涯相送。

一剪梅·怀父
已去三年住鹤乡。 走不商量，留

不商量。 每思空叹两隔方。 除了心
伤，还是心伤。

故里消息梦里藏。 菜已金黄，麦
已金黄。 置床月下睡南场。 风也清
凉，夜也清凉。

散文

问荷（组诗）

田军

��������东湖荷

风来过，与你耳语
雨来过，洗你尘埃
云来过，看你花开
蜻蜓来过，摇你裙摆
青蛙来过，为你而歌
我也来过，看你心底
最美的山河

夏日荷

夏风吹来时，那只小船
已解开了

缆绳

醒来的湖水荡漾着

圈圈涟漪

站在船头望

不远处，野鸭群群
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抖落一身珠玉

没有喧哗

没有嬉戏

夏日的小荷

沉醉在空旷的

天空里飞翔

隐秘的荷

游荡在湖心

被芦苇包围

头上是云朵

脚下是云朵

心里还是云朵

真是湖阔天空

谁写的

小荷才露尖尖角

拨开丛丛芦苇

我怕拍照

怕那瞬间的闪光

惊动了那只

做梦的蜻蜓

还有那只做梦的

蝴蝶

最美的伊人

租一只小船，游荡在湖心
掐一朵浪花，在湖水里
摘一朵白云，在湖水里
掬一捧碧玉，在湖水里
用晶莹晶莹的湖水

擦拭内心堆积的尘埃

心疼之后

问那欢腾的小河

涟漪纷纷

问那绽放的一朵朵小荷

阳光明媚

这个时日

微风不燥

山河静好

小荷小荷

在这碧绿碧绿的湖里

我可遇到

这世间最美的

伊人

诗歌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