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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英雄气
芷兰

我崇拜英雄岳飞，也景仰文人岳
飞。

岳飞的《满江红》是千古传诵的
爱国名篇。 每到国难当头、民族危亡
之际，《满江红》 是战歌，“还我河山”
是口号、是旗帜。“精（尽）忠报国忠孝
传家”的岳飞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代代传承，激发了根植于华夏儿
女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

力量。 而《古文观止》收录的《五岳祠
盟记》，可谓是《满江红》的姊妹篇。

宋高宗建炎三年， 金军大举南
侵，占领建康，并继续南下。 次年，岳
飞移师宜兴， 独自率军在建康东南
一带阻击金军，连战连捷，收复建康。
六月十五日，岳飞回师宜兴。 在宜兴
西南张渚镇五岳祠内， 时年 28 岁的
岳飞题写了这篇《五岳祠盟记》。 “自
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
自相台。 总发从军，历二百馀战。 ”彼
时， 岳飞一腔豪情， 志在全歼敌人，
“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
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 ”面对五
岳祠、面对“神明”，岳飞所立的誓言，
也是他毕生的追求。 这篇气壮山河
的短文，是英雄的誓言、战斗的檄文，
千载后读之，仍能感受他那种与敌人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纯正不曲，书
如其人。”岳飞是武将，本不以文辞名
世，但若提笔，忠肝义胆，流于行间，
《五岳祠盟记》 如此，《满江红》 亦如
此。

岳飞一生东征西讨、 南征北战，
性格刚直，想来他是孤独的。 那首作
于绍兴八年（1138 年）宋金议和之时
的《小重山》，每每读来，令人神伤。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
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
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
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
谁听？

绍兴六年十一月至绍兴七年，岳
飞率军第三次北伐，收复黄河以南大
片国土，形成西起川陕、东到淮北的
抗金战线，准备大举收复中原，北上

灭金。但宋高宗赵构却起用极力主和
的秦桧为相， 力主与金国谈判议和，
并迫害主战派。 秦桧大权在握，朝野
上下一片议和之声。 岳飞将内心的
极度郁闷、极度愤慨，以及无可奈何
的复杂心情写于《小重山》中。著名历
史学家、文学家缪钺在《灵■词说·论
岳飞词》 中评论说：“将军佳作世争
传，三十功名路八千。 一种壮怀能蕴
藉，诸君细读《小重山》。 ”

《满江红》慷慨激昂，《小重山》明
丽婉转，虽然格调不同，但是不满和
议、反对投降、收复中原的主题不变。
《小重山》含蓄委婉地道出岳飞心事，
抑扬顿挫，却悲凉悱恻之至。 龙榆生
《唐五代宋词选》 载：“一种激昂忠愤
之气，读之使人慷慨。推其志，虽与日
月争光可也。 ”宋人杨在《古今词
话》中亦言：“其《小重山》词，梦想旧
山，悲凉悱恻之至。 ”

故国怕回首。 梦想旧山，难归故
土，回不去了，此生再也回不去了，空
悲切！

对历史， 仿佛有与生俱来的兴
趣，自少年时代我就有着浓厚的英雄
情结，这种情愫一直影响着我。 岳飞
是英雄，毋庸置疑。 岳母刺字，“尽忠
报国”四字不只刺在岳飞背上，更刻
在了他的心里。 高宗手书 “精忠岳
飞”，是对岳飞的最高褒奖，也是岳家
军的荣耀。 第四次北伐时，岳家军浴
血奋战，收复失地；梁兴会合太行山
的忠义民兵和两河地区的英雄豪杰，
配合岳飞对金作战，收复中原是民心
所向，中兴有望。然而，宋高宗和秦桧
一日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下令班师，
北伐功败垂成。岳飞愤惋泣下，“十年
之力，毁于一旦”。心灰意冷的岳飞数
次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可即便他什
么都不争， 高宗和秦桧也容不下他。
在狱中，面对秦桧等人的迫害，岳飞
唯有 “天日昭心天日昭心” 八个字。
《满江红》中的“臣子恨，何时灭”，一
语成谶。此恨，是宗泽之恨，是岳飞之
恨，也是陆游 、辛弃疾之恨 ；此恨悠
悠，延续百年，直至 1234 年南宋联合
蒙古灭金，然而此时离南宋灭亡已经

不远了。
我崇拜岳飞， 为他的文韬武略，

为他的赤胆忠心，为他的“敌未灭，何
以家为”，为他的“文官不爱钱，武官
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冻死不拆屋，
饿死不掳掠”，岳飞治军纪律严明，亦
关爱将士， 把朝廷封赏全部分给部
下。他喜爱贤能，礼遇士人，恭顺谦和
得就像一介书生。 这样的岳飞，襟怀
坦荡，光风霁月。

在我的家乡周口，闻名全国的太
昊陵里就有岳忠武祠。我曾在阳城某
个乡镇的一座庙宇中看到岳飞像，即
便是在门口的偏房，即便偏房有些简
陋，我依然很震撼。 为何周口人民对
岳飞的感情这么深？

甲辰年，端午时节，直奔太昊陵
岳忠武祠。

始建于明代的岳忠武祠俗称“岳
飞观”，主殿为硬山式前出廊，面阔三
间， 进深三间。 殿前檐柱刻有楹联：
“旧容新貌羲陵美景增辉， 爱国尽忠
武穆英灵长在。 ”正殿横匾为岳飞手
书“还我河山”，下为岳飞塑像，威风
凛凛。 殿外西墙嵌有岳飞手书诸葛
亮《出师表》石刻 37 方和明太祖朱元
璋书“纯正不曲”“书如其人”石刻 2
方。

主殿旁是“岳飞事迹展”。关于岳
飞生平，我在《宋史》中曾走马观花读
过数遍，然而，却不如在岳飞观看到
的更直接。 我想知道的关于“陈州大
捷”的记载就在墙上，图文并茂，仿佛
它们已经等了几百年， 一直在等我
来。

绍兴十年 （1140 年 ）五月 ，金将
兀术率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向河南
各地大举进兵，东京汴梁陷落，陈州
沦于金军之手。据《淮阳县志》载：“绍
兴十年六月，金兀术入东京（今河南
开封），淮宁（即陈州，今河南淮阳）知
府李正民以城降金。 岳飞遣部将张
宪收复淮宁府， 令统制赵秉渊知州
事。金兵复围淮宁，赵秉渊弃走。岳飞
遣孙显大破金兵于陈、蔡之间，李山、
史贵、韩直败金人于淮宁。”岳飞抓住
时机，乘胜前进，遣张宪一举收复陈

州，取得了“陈州大捷”。
想来“陈州大捷”为后人之称。宋

徽宗宣和元年 （1119 年 ），陈州升淮
宁府，属京西北路，辖境相当于今周
口市淮阳、沈丘、项城、商水等地。 金
复为陈州。因此，我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南宋被称为淮宁府，后被金人称为
陈州。南宋初年，岳家军与金军作战，
数次收复淮宁府，可是在金军的强烈
攻势下，淮宁府又一次次失陷。

我在《宋史·高宗本纪》中也读到
关于淮宁府的记载：绍兴十年，六月
二十日，岳飞派遣统制张宪大败金将
韩常，收复颍昌府，二十四日收复淮
宁府。然，七月二十三日，金军围攻淮
宁府，守将赵秉渊弃城南逃……绍兴
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金军围攻淮
宁府，守将陈亨祖战死。二十二日，金
军攻陷淮宁府，统领戴归战死。

两宋之交，陈州这片土地上的人
民惨遭金人蹂躏，故，岳飞三复陈州
为世人所铭记。 后人为纪念岳飞，在
太昊陵内建岳忠武祠。

岳忠武祠主殿对面， 靠着南墙，
曾有秦桧、王氏、王俊、张俊、万俟卨
五人的跪像。 如今，被世人唾骂拍打
的跪像已然不在。搬走秦桧等人的跪
像也好，少了尘世的喧嚣，岳飞可以
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这里有人祖伏
羲庇佑，他不孤单。

出岳忠武祠，看到“浩然正气”的
门楣时，蓦然惊觉，岳忠武祠是承载
中华民族浩然正气之地，我的心情突
然激动起来，不能自已。激浊扬清、弘
扬清风正气的是我，追求公平正义的
是我 ，家国情怀 、民族大义 ，归根结
底，我向往的、追求的不就是这天地
间的浩然正气吗？

出了太昊陵的大门，想起杭州西
湖忠烈祠王蘧常所撰的那副对联：奈
何铁马金戈，仅争得偏安局面；至今
山光水色，犹照见一片丹心。

读懂了岳飞，你就会明白，尽忠
报国是血性，以身殉志伟丈夫，浩然
正气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巍然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源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腊月记
常全欣

紧腊月，慢正月。 一进入腊月，日
子就像钟表拧满了发条， 一刻不停地
向前奔着。 在乡村，腊月是紧张的，更
是热烈的，是火红的，是令人想念的。

归乡，丰富了乡村的腊月风景；团
圆，寄托着人们的腊月情怀。在外打拼
一年，游子们选择腊月归乡。据央视统
计，2024 年全国春节返乡热门城市第
一名就是周口。我曾经想，在腊月的高
速公路上，您无意间的一声鸣笛，或许
就会有一位周口人听到。 游子们回到
了故乡，古朴的村子里，多了青春的面
庞，多了时尚的装扮，多了各式的小轿
车，多了蹩脚的普通话。 游子归来，偏
僻的乡村就和世界连了网、同了频、接
了轨。小小的村庄，在腊月里变了一个
模样！

吃过腊八饭，就把年来盼。 腊月，
一切都在围绕迎接新年而倒计时。 一
到腊月二十，年集就开始了。在腊月的
乡村里转转，走不多远，就会遇到一个
热气腾腾的年集。年画、窗花、春联、五
香八大味儿、咸牛肉，还有孩子们心心
念念的花衣服、压檐帽，悉数亮相在年
集上。 年集像一块磁铁， 吸引着乡亲
们。 三里五里，三五成群，刮风下雪不
能阻挡；冷了饿了，几个水煎包、一碗
胡辣汤，浑身又是满格能量。

最热闹的是腊月里的婚礼。 春天
订下的婚事，一对青年经过一年相处，
爱慕之情与日俱增， 择选吉日喜结连
理。 腊月的大多数日子里， 在乡村走
走，会发现喜事连连。欢庆的唢呐声在
乡野响起，坐花轿、烧犁铧、点麻秸火、
撒喜钱等传统婚俗，亘古不变。还有农
家宴，村里请来的厨师，虽然没有厨师
证， 但做出的饭菜， 那叫一个接地气
儿。地锅上蒸着一笼笼美食，烧鸡红鱼
大肘子，亲邻们饱了口福，更让腊月的
乡村，氤氲着丰衣足食的味道。

每家的腊月，都有不一样的往事，
但可以相信，在一个个小院里，腊八粥
的香、祭灶糖的甜、年夜饭的丰、全家
人的乐，都是一样的。这些俗世烟火的
气息，丰满着每一个家庭的小幸福。

蒸馍是腊月的重头戏。 头一天晚
上，母亲表情严肃地和面，一句话也不
说。 腊月二十六一大早，母亲先敬香，
再小心翼翼地掀开盖在面盆上的棉

被，看看面发酵得如何。蒸馍的整个过
程，母亲不允许乱说话。 有一年，快中
午了，我问为啥还不蒸，母亲大怒，咬
牙切齿瞪我一眼， 我似乎在她眼里看
到一道寒光。 只有一锅锅白白胖胖的

馒头出笼的时候， 母亲的脸上才露出
轻松的表情。

父亲喜欢写字。过了腊月二十三，
几乎每天都有乡亲拿着红纸请父亲写

春联。 父亲很热情地接待，写完了，还
多送几个“福”字给人家。 乡亲们自然
也不吝啬，散花、群喜香烟，够父亲抽
上一个正月。我喜欢这样的雅事，每年
都给父亲当帮手，偶尔也小试一手，滥
竽充数一回。但腊月二十六除外。父亲
知趣地找来笔墨红纸，写上“明天写春
联”，贴到门口，“啪”的一下把门锁上。
母亲嘿嘿一笑， 父亲立即丢掉文艺范
儿，摘掉眼镜，烧火去了。

早些年， 我们家腊月有一项大额
收入，那就是卖猪。本来是一件兴奋的
事，却让母亲感到几丝伤感。我清晰地
记得，每年腊月，当猪被赶走的时候，
母亲总舍不得，站在门口喊着什么，有
时候还流下眼泪。 多年之后我问母亲
当时喊些什么，母亲说，我喊着明年它
还回来，咱还喂它。 母亲的话不落空。
那些年，我们家养的猪膘肥体壮，支撑
着一年年冬去春来， 帮全家人熬过那
些艰难的日子。

乡亲们忙碌着迎接新年， 哪能忘
了一亩三分地儿？ 到腊月的田野里看
看，农民们进行田间管理，积肥堆肥，
迎接春天的到来。 绿油油的麦苗似乎
停止了生长， 但它的根在温暖的土壤
里伸展着，积蓄着生长的力量。 “花木
管时令，鸟鸣报农时。 ”动物们感知到
地球阳气回升， 喜鹊开始在老树上筑
巢，孕育新的生命，一群北归的大雁，
或许正巧飞入您远眺的视线。 而在地
头，淡淡的迎春花如星星般散落，春意
在腊月里浅现了。

在中国人的习俗里， 只有过完腊
月，一年才算过去。 单位里的团拜会、
家里的年夜饭，都会总结过去的一年。
刚刚过去的一年，有欣喜、有成长、有
跌倒、有迷茫。那些曾让你辗转反侧的
心结、那些淋过的雨、那些流过的泪，
都已经定格为心底的风景。过完腊月，
新年就来了。 新年是一年中最幸福的
时候。 有人说，接近幸福的时候，才是
最幸福的。 腊月便是。 这个月里，您不
用惦念远方的他和她， 因为他们都在
身边；您不必再为孩子的学习而抓狂，
因为他们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绩

单；您更不必困囿在严寒里，因为没有
寒冷，就到不了春天。

那就在幸福的腊月里， 和您最爱
的人一起，等待一场与春的照面。

一份来自周家口南寨的邀请
侯婷婷

接到这份邀请，我便踏上周家口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的青石板路。前段
时间写了南寨罗氏老宅，这次和周口
市图书馆的读者、川汇区作家协会的
老师一起走在古旧而悠长的街巷，发
现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点。

沿着街巷缓缓前行，霞光映在周
口大渡口码头遗址———磨盘山上，由
400 多块磨盘铺设而成的台阶与老
排桩、石墙浑然一体，穿过高大威严
的普济门， 踏着错落有致的磨盘台
阶，抚摸着河边的老排桩，想起了小
时候父亲带我玩耍的情景，不禁闭上
眼睛感受。白鹭的鸣叫声把我拉回现
实，眼前出现周口版“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景色。站
在水边， 遥想昔日周家口往来商贾，
以及摆渡人的一声声号子，仿佛穿越
到几百年前。明代熊廷弼《过周家口》
一诗中的“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
集似汉皋”， 描写了周家口的商贸繁
华。清代吴赞诚有《周家口晚眺》，“危
樯倒影布层层，樯外星河转玉绳。 浪
近黄流争作势，岸当黑夜隐生棱。 沿

桥市散嘶归马，隔水楼高见远灯。 西
望岷峨仍万里，云天何日许飞腾”，描
画了码头景色的独特和市井生活的

风貌。 还有明代张丰 《周家口道上》
“沿村郁郁树森森，一半桑阴半柘明。
莫笑农家无宝玉， 满地黄花是金簪”
所呈现出的田园风光，这一切都刻在
南寨的风景里，铭刻在周家口人的记
忆里。

我们的脚步停留在一座古老的

庙宇前， 这便是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香烟袅袅，庄严肃穆的
氛围扑面而来。金牌讲解员身着志愿
者服装，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墙壁上各
种壁画的故事。 壁画虽已略显斑驳，
但通过讲解，仍能够让我们清晰地辨
认出所描绘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
让我们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了一场
心灵的对话。 这些壁画，具有极高的
艺术价值，是研究周家口历史文化与
民俗风情的珍贵资料。

侧殿一位忙碌着的老者引起了

我们的注意。他正专注地制作木版年
画，手法娴熟，动作自然流畅。木版年

画的制作工序有十多道， 包括绘画、
雕版、打磨、油印、上色等，作品多以
“灶王”“玉皇”等为题材，构图饱满，
线条简练流畅。周家口木版年画是第
四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
位老者便是第七代传承人。木版年画
始于清代，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 老
师傅无奈地告诉我们，如今愿意学习
这门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担心
这门古老的技艺会消失在历史的长

河中。 这时，随行的小读者已拿起供
游客体验的油印操作起来，一张张笑
脸映着上色后的年画，这一刻，我们
看到了年青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和传承。
随着采风活动的深入，我们越发

感受到周家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的

独特魅力。这里有物质文化遗产的丰
富遗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蓬勃生
命力。 歌舞、戏曲、民俗等，在这座小
城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气息。在武圣广
场，我们偶遇一群正在表演传统戏曲
的民间艺人。 他们身着鲜艳的戏服，
妆容精致，唱腔婉转悠扬，表演生动

传神。尽管天气寒冷，观众并不多，但
他们依然全情投入， 每一个眼神、每
一个动作都饱含对戏曲艺术的热爱

与执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

地域发展的深厚根基。周家口南寨这
片古老的街区， 犹如一座文化宝库，
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采风团
成员有互联网平台的制作人，有文化
纪录片的摄影师， 有短视频推广者
等，大家说，一定将周家口南寨的文
化故事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让传统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与魅力。

同行的一位作家神秘地拉我再

次进入庙宇，原来她注意到了“关帝
猫”的存在。这些关帝庙的灵动风景，
晚上会精神抖擞地巡逻放哨，捕捉老
鼠，保护古建筑，这些猫咪具备绝对
的秩序感和使命感，与“故宫猫”一样
是名副其实的“带爪侍卫”。

朋友， 如果您也同样感兴趣，那
就请您接受来自周家口南寨的邀请。
采风活动虽已结束，但我们对这座城
市的文化探索刚刚开始。

散 文

散 文

随 笔

照亮我前路的一束光
吴伟

读书看报是我日常工作和生

活的一部分，《周口日报》 更是我工
作当中必不可少的伙伴。 参加工作
27 年，从上班之初的朝气蓬勃的青
年到如今鬓染白霜的老同志，我与
《周口日报》 的关系一直亲密无间。
《周口日报》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
前行的道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国。 从大年初一开始， 鹿邑县各单
位就投入到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

之中。 同志们认真负责、 不畏艰难
的工作精神感染了我、 鼓舞了我，
我决定拿起笔写一写他们的故事。
一名社区的女医生工作特别认真，
顾不得照料家中的老人，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 多次与返乡人员接触，
和男同志一样坚守工作一线，令人
感动。 于是， 我就写了篇人物通讯
《白衣战士张春燕 抗疫前线急先

锋》，发给了《周口日报》驻鹿邑工作
站站长， 他审阅后推荐给 《周口日

报》，很快就发表了。 之后，《小小善
举托起一片爱心》《隔离不孤立 走

访送温暖》等数十篇新闻稿件在《周
口日报》发表。我发表的这些新闻稿
件在同事之间相互传阅， 极大地鼓
舞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我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对《周
口日报》的副刊版面尤其喜爱，每一
期刊登的作品我都仔细品读， 从中
学习和掌握了不少写作知识。 工作
之余，我也写些散文、诗歌投给《周
口日报》。 《家乡的路》《秋思》《田野
随思》等散文和诗歌在《周口日报》
副刊陆续发表。虽然数量不多，但我
觉得这对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激

励。
《周口日报》就像一束光，照亮

了我的工作和写作之路， 激励我写
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周口日报》创刊 35 周年之际，
作为忠实读者，我祝愿《周口日报》
红红火火、越办越好！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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