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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生命的礼赞与人性的思索
———读刘彦章《鳝王》有感

张雪风

我品读周口作家刘彦章老师的
散文《鳝王》时，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
生机与神秘的水世界。他那细腻的笔
触、生动的描绘，如同轻柔的风缓缓
吹起了我内心深处对生命与自然的
敬畏。

刘老师以细腻且生动的笔法，为
我们描绘了捕鱼者高超的技巧及不
同时期鳝鱼的灵动身姿。《鳝王》不仅
是一篇关于鳝鱼的描绘，更是一次对
生命的深度探寻和对人性的微妙洞
察。

“被咬后， 刘国平不再想试验这
个绝招， 更不想把这个绝技传给后
人 ！ 从此以后， 他坚持春天不捉黄
鳝！”作者如此描述，无疑是在向人们
传话“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
腹中”，也是引发人们对生命、人性，
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唯心
慈念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善待生

灵，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鳝王》 首先在描写手法上展现

了高超的写作技艺。作者对鳝王的刻
画细致入微，也写出了逮鱼人精彩绝
伦的技巧。 从鳝王的外形、动作到生
活习性，作者都描绘得栩栩如生。 那
“滑溜溜的身子”“灵动的穿梭”，它的
身躯“粗壮如手臂”，行动“敏捷而又
威严”， 让人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它
威风凛凛的形象，仿佛能够看到鳝鱼
在水中的活泼姿态。这种生动的描写
不仅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细致入微的
观察，更使读者能够沉浸在文章所营
造的充满生机的水世界中。

《鳝王》行文流畅，布局巧妙。 作
者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引出了鳝王，写
鳝王的与众不同， 写它的智慧与力
量， 让人感受鳝王充满传奇的一生。
它不仅仅是一条鳝鱼，更成为了一种
象征，象征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鳝

王在面对人类的捕捉时展现出的机
智与勇敢，让我们对生命的坚韧有了
更深的认识。

然而，这篇散文的魅力远不止于
此。它更深层次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
关系。 人们对鳝王的追逐与渴望，反
映出了人性中的贪婪与欲望。而鳝王
的反抗与挣扎，则是自然对人类过度
索取的一种抗议。作者通过这样的对
比，让我们反思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角
色和行为， 提醒我们要尊重生命、敬
畏自然。

文中对鳝王的捕捉和放生，折射
出了人性的复杂与心底的善良。人们
捉鱼是出于对美食的追求，还是满足
自己的征服欲？这种对人性的揭示让
我们不禁反思：在面对自然界的生命
时，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
待？ 是尊重和保护，还是肆意掠夺和
破坏？

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看，刘彦章
老师的语言简洁而富有韵味。文字间
流露出的乡土气息，使作品更具亲和
力和感染力。 同时，作者巧妙地运用
了象征、对比等修辞手法，增强了文
章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 此外，
这篇散文的结构也十分精巧，以“鳝
王”为题目，将水乡的故事、人们的生
活及对生命的思考有机地串联在一
起，使文章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总的来说， 刘彦章老师的 《鳝
王 》 是一篇具有深度和魅力的散
文 。 它以鳝鱼的故事为载体 ，引发
了我们对生命 、人性 、自然的诸多
思考 。 《鳝王 》 不仅是一篇文学佳
作 ，更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 ，宛如
一股清泉 ，洗净了我们心灵上的尘
埃 ，让我们在阅读中重新审视人与
自然的关系 ，更加珍惜和尊重每一
个生命。

散 文

父亲行状
冯剑星

记忆里第一次出现父亲的形象，
我大概三四岁。 那是春三月吧，我在
村南的塘里去抵（抽）一根一根茅草
的嫩芽吃，村里有人叫我，当我回到
家，看到坐在堂屋里的父亲，他叫了
一声我的名字。 不知怎地，我忽然控
制不住，眼泪扑簌簌滚下来，像是受
了莫大的委屈，哭得吸溜吸溜的。 他
把我揽在怀里擦泪，我觉得他的手很
大， 也很温暖， 我才感受到这是父
亲———有温度的父亲。 那是他外出
打工一年多回来。 这或许不是我关
于父亲最初的记忆。 也好像是我半
岁， 他抱着我看天上硕大的月亮，真
圆真亮； 也好像是我一岁掉进河里，
他抱着湿淋淋的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也好像是我两岁，受到惊吓，发着高
烧，他骑车带我去“叫魂”……总之 ，
这么多零零碎碎的记忆， 都无法完
整地拼凑起来， 组成一个完整的故
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记忆在
我脑海里却越来越真切。

父亲去世已经十五年了， 我无
法再一次细致全面地回忆他， 也好
像他一直就在我身边， 随时可能出
现在我面前———也许是背着药桶从
地里回来， 也许是站在房后喊我回
家吃饭，也许是才从集上回来，推着
自行车进门， 也许是拉着一车庄稼
大汗淋漓地冲刺上坡……总之 ，他
可以随时随地喊我一声，我一回头，
就可以看见他，看见他站在门口、站
在树下、站在灯前……

我常常想起父亲的很多琐事 ，
有我知道的，也有别人讲给我的。 如
说他年轻时候拉着车子出去卖盆

（我们当地烧制的瓦盆）， 过河坐船
的时候船翻了，盆全部掉进了河里，
大冬天，他跳进水里，把盆一个一个
捞上来；他一人脱坯烧砖，盖起来三
间瓦房；他在火车上跟人打赌，一次
吃下一百个变蛋等。 我见到过一次，
那是用堂哥家的水泵抗旱， 水泵卡
在了井里，父亲就把绳子系在腰上，
下井把水泵捞了出来。 我一直认为
父亲身上带着一股侠气， 这种侠气
也是一股男儿的血性， 让他能挺得
起腰 、经得起事 、立得住身 ，有为人
处世的担当。

我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满月
就夭折了。 旋即，母亲得了一种罕见
的病，父亲带她去了北京、西安、郑州
各地，倾尽家产，借遍亲友，给母亲治
病。身边的人都劝父亲放弃给母亲治
疗， 并且准备把我姐姐送给别人，父
亲决绝地说：“她活着是我的人，死了
是我的鬼。 我就是卖血， 也要给她
看。”天可怜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农村，这样一个人、一个家，是如何度
日如年地苦撑着，这种支撑根本看不
到一丝希望。 有着传奇色彩的是，准
备给母亲做截肢手术的那个夜晚，一
个素不相识的人，给母亲指了一条活
路，也救了这个家。母亲病好后，第二
年，有了我。

父亲对我极其宽容 ， 或许是中
年得子的缘故吧。 家里的院墙里有
很多鸟作巢，为了捉到鸟，我把院墙
的砖一块一块砸掉，院墙成了危墙，
他回来重新砌好。 我喜欢养鸟，他帮
我挖蚯蚓喂鸟，呵护着鸟，也呵护着
我童年的欢乐。 我要钓鱼，他把针放

在火上烤了，用钳子捏弯，用酒泡些
馒头，教我打窝。 我初中时候不务正
业，写了几十万字小说，他带着我的
书稿去省里、去北京找出路，现在想
想真难为他了。 我那个时候最讨厌
他向别人炫耀我的小成绩， 觉得简
直就是把我扒光给人看一样。 往往，
我一个人在村西边的坟头上一坐就
是一天，一个人点起火堆，直到他喊
我回去吃晚饭。 但他从不觉得我叛
逆，只是觉得我是他的一点希望，这
一点希望像小火苗一样， 他要把火
苗捂在怀里， 哪怕是火苗灼伤了他
的手，他都不敢轻易放下。

最终我让他失望，或者说不是他
想象的结果。 那年十月，一场大雪来
得太早，下得也太大，把院中的一棵
榆树压倒，砸在了东屋上。 第三天我
接到噩耗，父亲猝然离世，那年他五
十四岁。 这一切的惊惶，让我不知如
何是好。 经过各种艰难，我背着他的
骨灰还乡，记得那天是我二十一岁的
生日。 下了车，离家还有十八里，我
背着他的骨灰走了十八里， 凛冽的
寒风吹得我已经没有知觉。 我只知
道，我每一步走得都是那么沉重，我
只知道，我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这
个家从此由我做主。 到了坟地，我把
他的骨灰放到桌子上， 结结实实磕
了几个头，放声大哭，只觉得我完成
了一种使命，如释重负。 夜里，我和
堂哥、两个同学在坟地守灵，听着呼
呼的北风，我睡得很踏实，因为父亲
就在我旁边。 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
昨天，魔幻且真实，曲折又无奈。

父亲没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 ，

有一次他想承包一座窑厂， 最后也
不了了之。 他只是最底层的农民，或
者说是万千农民工中的一个。 给他
写所谓行状并不难 ，他既无丰功伟
绩 ，也无大善厚德 ，更无只言片语
的传世文字。 但他的的确确来过这
个世界 ，认认真真爱过他的妻子儿
女 ，踏踏实实经营着一个家庭 。 他
像一只饥饿的大鸟 ， 四处捕食 ，勤
劳疲惫 ，又不敢稍歇 ，一次又一次
回到窝中 ，把食物喂给嗷嗷待哺的
雏鸟 。 他尽到了一个丈夫 、父亲应
有的责任 。 父亲去世已经十五年 ，
我的笨笔枯竭 ， 无力表述他的一
生 ， 也无法让他在我的笔下复活 。
不是因为不想写 ，是不知该从何处
说起 。 这大抵是发生的事情太多 ，
父子之间的感情太重 。 有时候 ，我
觉得他并没有走远 ， 像刚出门打
牌 ，像刚去田里看庄稼 ，像刚去集
上买农药……我随时可以听到他
的脚步响 ，听到他开门的声音 。 这
些年 ， 有时候家里发生了大事 ，我
就会想，要是父亲在该多好。

记得他去世不久，母亲对我说：
“我跟你爸过了一辈子，他长啥样我
咋想不起来了？ ”我也是一阵恍惚，
怎么努力也记不起父亲的容貌 ，但
就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气息 ，他
就在我身边，我不用回头，就知道那
是真真实实的父亲站在那里。 我常
常梦见他， 梦见他穿着那身褪色的
绿色军装，梦见他满腿都是泥泞，梦
见他雄赳赳地走路……

如果父亲还在世， 今年已经六
十九岁，属羊，名叫冯学华。

随 笔

姥姥做的手擀面
焦中耀

我姥姥， 一位再平凡不过的农村
妇女，她目不识丁，一生都在豫东那片
广袤的黄土地上耕耘。为了儿孙，为了
家庭，她不分昼夜地辛苦操劳。岁月在
她脸上雕琢出深深浅浅的皱纹， 生活
将她的双手磨砺得粗糙而厚实。 可就
是这样一双手， 却拥有着令人惊叹的
魔力，能变幻出无数美味，而那一碗香
气四溢的手擀面， 更是承载着我童年
温暖的回忆。

小时候 ， 每次迈进姥姥家的小
院 ，还未踏入屋门 ，那清脆且富有节
奏的“当当”声便悠悠地从厨房传来。
这声音仿佛带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瞬间就抓住了我的心，肚子里的小馋
虫也一下子被唤醒。 我如同一只撒欢
的小鸟，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 姥姥
微微弯着腰 ， 站在那张陈旧的案板
前，全神贯注地揉着面团。 面团在姥
姥那双布满老茧却又无比灵巧的手
中，渐渐地变得光滑而富有弹性。 细
密的汗珠缓缓地从姥姥的额头滚落，
可她的脸上始终绽放着如阳光般温
暖的笑容。

姥姥将揉好的面团平摊在案板
上，拿起大擀面杖，一下又一下，极富
韵律地擀动着。擀面杖与案板相碰，发
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响。 在擀面杖的
反复滚动下， 面团慢慢变成一张薄如
蝉翼的面皮。接着，姥姥小心翼翼地把
面皮折叠起来，操起菜刀，将其切成粗
细均匀的面条。那些面条根根分明，犹
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随后，姥姥着手准备配菜。大多是
自家菜园里的应季蔬菜， 有时是一把
脆嫩欲滴的豆角， 有时是几个红彤彤
的西红柿， 再佐以几瓣香气四溢的大
蒜和一些翠绿的葱花。然后，她将蔬菜
切成合适的形状，动作娴熟而利落。接

着，在锅里倒入自家压榨的花生油，待
油微微冒烟， 姥姥将配菜依次放入锅
中，快速翻炒。 锅铲与铁锅相碰，发出
清脆的声响。不一会儿，浓郁的菜香弥
漫在整个厨房，让人垂涎欲滴。

配菜炒好后， 姥姥往锅里加入适
量清水。等水沸腾，把面条轻轻放入锅
中。面条在滚水中上下翻腾，恰似灵动
的舞者在欢快地跳跃。没多久，面条煮
熟。姥姥熟练地把面条捞入碗中，再浇
上配菜的汤汁，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
鼻的手擀面便大功告成。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端起碗， 狼吞
虎咽地吃。 手擀面入口，爽滑筋道，配
菜鲜香可口， 每一口都充满了家的味
道，那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姥姥则静
静地坐在一旁，微笑着看我吃个不停，
眼神里满是慈爱与满足。

后来，我渐渐长大，为了求学和工
作， 不得不离开家乡， 奔赴远方的城
市。每次回家，姥姥总会为我端上一碗
手擀面。那碗手擀面，承载着姥姥对我
的关爱，也承载着我对家乡的思念。

然而，时光无情，姥姥不幸患上了
帕金森综合征，身体每况愈下。在一个
阴冷的秋日，姥姥永远离开了我们。记
得那天， 秋风瑟瑟， 吹落了一地的黄
叶， 这落叶好似在为姥姥的离去而哀
伤。 那一刻，我的世界崩塌，心被无尽
的悲痛和思念填满。

如今，秋风吹过，可这秋天已不再
属于姥姥。我走在城市的街头，看着熙
熙攘攘的人群， 心中满是对姥姥的思
念。 路过一家老面馆，香气扑面而来，
恍惚间， 姥姥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浮
现眼前。我不由自主地走进那家面馆，
点了一碗面，入口的瞬间，却不是姥姥
手擀面的味道。那段有姥姥、有手擀面
的温暖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我与《周口日报》的情缘
王爱民

今年的 8 月 15 日，我在瑞典的
哥德堡照看小孙子， 收到了董雪丹
编辑发来的微信，先是《〈周口日报〉
创刊 35 周年征稿启事》，随之是“王
老师，向您约稿了”。 感激之余，我有
一种义不容辞的自信。 毕竟我和《周
口日报 》朝夕相处 、情投意合 30 多
年。 它是我政研工作的助手和精神
生活的家园， 曾经给予我极大的帮
助和厚爱。

我见证了《周口日报》的成长壮
大。 从创刊初期四开四版的黑白小
报，到对开八版的彩印大报，再发展
到今天的多媒体深度融合， 成为周
口市最具权威性、 指导性的主流媒
体，它经历了“铅与火”的淬炼、“光与
电”的蝶变，再到“数与网”的升华，35
年的风雨兼程，砥砺前行，走出了一
条艰苦创业、困境突围、逆势而起的
不平凡之路。 一批批激情燃烧、勇于
探索的有志青年， 怀揣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聚集在《周口日报》的麾下，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记录
历史的征程中不忘初心， 在反映时
代的变迁中坚守使命， 为报社的发
展挥洒汗水，倾注心血，奉献青春。

我是 《周口日报 》的忠实读者 。
我在市委政策研究室从事文字工
作，除了学习文件之外，《周口日报》
是我了解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 、获
得各种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 在
《周口日报》 数字版没有出现之前，
我剪辑的《周口日报》重要文章有 5
大本，分门别类有领导讲话、典型经
验、理论文章、文学作品等。

我比较关注《周口日报》重要的
采访活动和重要栏目。 1998 年 8 月，
《周口日报》 推出周口黄泛区 60 周
年历史变迁的系列报道， 记述了从
昔日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 到如今
林茂粮丰的粮食主产区， 周口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 艰苦奋斗， 战天斗
地， 谱写了一曲沧桑巨变的历史赞
歌。 2022 年 9 月，《周口日报》联合开
展“豫货出海 ‘周’向世界”———周口
六条货运集装箱航线大型异地采访
活动， 全面展现周口开放前沿的港
口魅力。 同时，对周口市委、市政府
立足 “临港新城 ，开放前沿 ”的发展
定位形成了铺天盖地的宣传氛围 ，
有力配合了市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
的贯彻实施，对于形成共识、增强信

心、凝聚力量提供了舆论支持。 《周
口日报》 还开展了挖掘红色历史文
化系列活动，以身边的红色资源、革
命故事为生动载体， 通过实地踏寻
采访，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
传。 在社会舆论日趋复杂、文化思想
更加多元、 部分报纸追求时效性和
经济利益的当下，这种坚守和执着，
这种 “不畏浮云遮望眼” 的价值追
求，难能可贵。 《周口日报》“主流媒
体看周口”栏目 ，更是宣传周口、推
介周口、让周口走向世界、让世界了
解周口的最好平台。

我是《周口日报》的热心撰稿人。
30 多年来，我在《周口日报》《周口晚
报》发表调研报告、理论文章、文学作
品及周口历史文化方面的稿件 100
多篇。 有些稿件还被推荐到“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和《经济参考报》《党的
生活》《散文选刊》等。 我喜欢研究周
口的历史文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我先后在《周口日报》《周口晚
报 》发表 《周口人的先祖从哪里来 》
《老地名唤醒记忆》《周家口的商贸文
化》《周家口的柳巷笙歌》《京汉铁路
拐弯之迷》《荷花商业街的前世今生》
《周家口抗日保卫战》《三川十馆，周
家口商贸发展的高光时刻》 等 50 多
篇研究周口历史文化的文章。 2021
年 3 月 9 日，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部署会上，我做了《红色三川地，英
雄周家口》的宣讲，《周口日报》以整
版篇幅进行报道。

因为《周口日报》对我工作的支
持和帮助， 我被推选为周口市第七
批 （社科类 ）拔尖人才 ，成为河南省
作家协会会员、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市委宣传部新闻阅评员。 退休后，我
成为市委宣传部、 市社科联特聘研
究员，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等。 我
这些成绩的取得，《周口日报》 功不
可没。

转眼之间，《周口日报》 走过近
35 年的风雨历程， 伴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一起成长， 见证着民主法治建
设日臻完善， 忠实记录着改革开放
伟大实践和非凡历程。 它也是记录
我成长和收获的珍贵报纸， 陪伴我
从青年走向老年。 我愿一如既往，关
注支持 《周口日报 》，为 《周口日报 》
发展壮大贡献绵薄之力。 谨以此文
祝贺《周口日报》35 周年华诞。

桂花飘香
王伟

秋风又吹起
吹得蟋蟀吟唱
吹得菊花怒放
吹来了桂花飘香
吹来了遍地秋霜

秋风又吹起
吹来了玉米的馨香
吹来了灶屋的炊烟
吹来了母亲的呼唤
吹得游子心中升起惆怅

秋风又吹起
吹红枫叶 吹黄茱萸
曾经一起登高的兄弟
正在城市漂泊
是否还记得家的方向

秋风又吹起
那个心仪已久的姑娘
今在何方
她楚楚动人的身影
让谁的心中充满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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