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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我和《周口日报》副刊的缘
何辉

1990 年 《周口日报》 创刊之
初，就有一个版是文艺副刊，名《沙
颍文艺》，是周口文学阵地，也是文
学爱好者的一方精神沃土。三十多
年来，《周口日报》几经改版，很多
专刊因时代变化有的调整了，有的
不再出版 ， 独有副刊一直保留 。
2022 年 ，文艺副刊由 《沙颍文艺 》
改为《道源》，更显周口厚重文化底
蕴。我是副刊的老读者、老作者，看
到第一期《道源》的时候，感到很惊
奇。

我还记得，《周口日报》就副刊
更名，在显著位置发表文化文艺编
辑部的《致读者》：“地面上的河流，
百川交汇，奔腾到海。 思想上的河
流，蜿蜒成诗，奔流成文，走向博大
与深邃。 很自然让人想到一个字：
道。 更名为《道源》，也是一种自然
而然吧，就像哪一条河流最终都会
归入大海……”看文风，就感觉应
该出自文化文艺编辑部主任董雪
丹的手笔。

首期 《道源》， 刊登了四篇文

章：王虹建老师的散文《在慈母的
背影里》、路雨老师的诗歌《捧读荷
花》、王科军老师的随笔《法桐树》、
红鸟老师的小小说《乡村爱情》，文
体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翻开一年来
的副刊版面，变化到底在哪里？ 我
一直在思考。

文体形式上更清楚了 。 2023
年 8 月 25 日， 副刊刊登有三个体
裁的五篇文章。 散文 《鹿上怀古》
《七月七》，诗歌《问荷》《感怀》，小
小说《莲》，每篇文章都有标注，一
目了然。 我最喜欢的是散文，几乎
是每期必看、篇篇拜读，看到好的
散文，还会写读后随感。

内容更贴近百姓生活了。写作
本身来源于生活，只有讲述百姓的
故事，才能绘就生活的画卷。 只有
文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才能永
远同人民在一起。 2023 年 8 月 18
日， 副刊刊登的秋煦老师的散文
《故乡的水和月》，抒发对故乡的水
和月的热爱，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为时代而作，为中医而赞，刘俊宏

老师的诗歌 《我们是新时代中医
人》和王志冰老师的诗歌《传承中
医药，我们在行动》就是献给中国
医师节、 向医务工作者致敬的力
作，很接地气，很有代表性。

文章更有深度了 。 我常常思
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 著
名评论家何弘老师的一段话 ，让
我很受启发：“……写作者应该对
时代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体验进
行有深度的表达。 写作关乎的是
精神信仰问题， 要追究到终极的
问题上去， 要对人类的生命安全
提供自己的帮助。 ”因此，我们应
努力关注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重
要因素。 周口市被评为中国文学
之乡，于是，《道源》推出了“‘文学

之乡 ’抒怀 ”栏目 ，2023 年 8 月 4
日， 刊登了田军老师的诗歌 《周
口，我的文学之乡》。 还有，李晶的
随笔 《慈善公园漫笔 》、曾威的散
文 《独坐沙河岸 》、翟赞华的组诗
《周口荷花节 》等 ，介绍大美周口
的点点滴滴。 我们热爱周口，更应
该赞美周口， 为周口的一草一木
而歌。 副刊上既有名家作品，也有
文学爱好者的佳作， 可谓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

这里再为《道源》赋打油诗一
首：

文艺副刊说变迁，
贴近周口贵在变。
力争篇篇是精品，
道源版面受称赞。

他们的血性让天地动容
曹新旺

“十一 ”长假 ，当有人在高速 、
在景区堵得心烦意乱时 ，我平静地
坐在了电影院 ，等待电影开始……

电影 《志愿军 ：存亡之战 》讲述
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原阻击
战。 1951 年 5 月 ，随着朝鲜战争第
五次战役的深入 ，我军后勤补给不
足的问题愈发明显。 “联合国军”总
司令李奇微从中发现了我军作战
的弱点 ，集中了 14 个师的兵力 ，在
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向我军全线反
攻 ，企图乘我军粮弹缺乏 、士兵疲
劳之际 ，用所谓的 “磁性战术 ”粘住
我军 ，将我军主力全歼在三八线以
南地区。

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危险 ，果
断下令我军全线后撤向北转移。 而
此时 ，“联合国军 ”总司令李奇微盯
上了铁原 ！ 当时 ，铁原既是志愿军
重要的物资补充基地 ，也是十分重
要的交通枢纽 ，如果 “联合国军 ”夺
取了铁原 ，志愿军东线十几万人的
主力部队和大量伤病员的退路将
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流着泪看完了这部电影 ，对这
段历史 ，我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灵共
鸣 。 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最惨
烈 、 令彭德怀潸然落泪的阻击战 ，
是我的老部队 、有着 “英雄铁军 ”之
称的 63 军 ，经过 13 天浴血奋战打
赢的。

上世纪 90 年代初 ， 我入伍来
到这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英雄部队 ，
在 63 军下辖的 189 师 565 团服役。
新兵连搞教育时 ，部队就给我们讲
团史 、师史 、军史 、抗美援朝史 ，其
中就有铁原阻击战。 记得有一次上
政治教育课时 ，指导员问我们 ：“知
道抗美援朝战争吗 ？ ”我们齐声回

答：“知道！ ”“知道铁原阻击战吗？ ”
大多数新兵没有回答 。 指导员说 ：
“铁原阻击战就是我们 63 军打的 ，
这里面有我们 189 师的功劳 ，也有
我们 565 团的功劳……”那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听说铁原阻击战 ，因
为不了解，印象并不深刻。

1997 年， 我从团里调到了 189
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 ，有了更多机
会接触 189 师师史 、63 军军史 ，对
这段历史 、对朝鲜战争有了更为深
刻的了解。

铁 原 阻 击 战 是 63 军 临 危 受
命、生死攸关的一战。 当时 63 军军
长傅崇碧接到军令 ：“死守铁原至
少 15 天 ，无上级命令不准撤退 。 ”
63 军是第二批入朝的，经过一个多
月的连续作战 ， 全军人数已经由
3.6 万人减至 2.4 万人，弹药已消耗
殆尽 。 而美军配备各种火炮 1300
多门 、坦克 180 余辆 ，还有空军支
援 ，人数是 63 军的近两倍 ，要枪有
枪、要炮有炮 、要食物有食物 ，敌我
力量悬殊。

据我所在的 189 师师史记载 ：
（1951 年 ）5 月 29 日 ，63 军尚未完
成部署 ，敌人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
已到 。 189 师仓促上阵 ，师正面的
敌人是美第 25 师 、 加拿大 25 旅 、
伪 9 师 、伪陆战 1 团及美骑 1 师 1
部 ， 人员武器都是 189 师的数倍 。
敌人在一个小时内向 189 师阻击
阵地上倾泻的炮弹达 4500 吨 ，航
空兵又用重磅炸弹轰炸 189 师纵
深……我无法想象当时的先辈们
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战争！

由于武器装备悬殊 ，志愿军的
抵抗效果微薄而壮烈。 先辈们的鲜
血染红了阵地 ，整营的人被打光或

所剩无几。 565 团 1 营、3 营的人几
乎被打光 ，团部干事 、炊事员 、机关
勤杂人员都加入了战斗 。 566 团整
团人几乎被打光 ，很多连队打到仅
剩一个人 ，也没有后退半步 ，直至
流完最后一滴血。

铁原阻击战的战场 ，可谓是人
间炼狱 。 189 师 14000 多人 ，最后 ，
有战斗力的仅剩 700 多人。 看着衣
衫褴褛 、身上缠满绷带还在流血的
将士们 ，师长蔡长元落泪了 ，总司
令彭德怀落泪了……

63 军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打
赢了铁原阻击战 ， 打出了国威军
威 ，打出了人民军队敢打必胜的血
性铁骨！ 我时常想，在朝鲜战场上，
打出国威军威 、打出血性铁骨的何
止是 63 军 、何止是 189 师 ，又何止
是 565 团 ，那是全体志愿军将士舍
生忘死、浴血奋战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大会上讲道 ：“这一战 ，人民军队
战斗力威震世界 ，充分展示了敢打
必胜的血性铁骨！ ”“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 ， 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 、向
死而生的民族血性。 ”

什么是血性？ 何为铁骨？
说白了 ， 就是直面一切困难 、

甚至死亡都不眨眼的勇气和骨气。
看看志愿军的血性铁骨！
我们比较熟悉的上甘岭战役 ，

其惨烈程度不亚于铁原阻击战。 美
军在 43 天的上甘岭战役中 ， 向我
军 3.7 平方公里阵地倾泻炮弹 190
余万发 、航空炸弹 5000 余枚 ，阵地
山头被削低近两米 ，我军修筑的坑
道被打短了五六米 ，高地的土石被
炸松一两米 ，成了一片焦土 ，抓一

把土就能数出数十粒金属片 ，在不
到一米的树干上就有上百个弹头
和炮弹片 。 炮击之下 ，有时一个坑
道的志愿军全部被震死 。 即使这
样 ，我军 2 个连的兵力扛住了美军
7 个营的兵力 ， 击退了敌人的 900
多次冲锋。

我军伤亡惨重！
在 43 天的战斗中 ， 拉响手榴

弹、手雷 、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
舍身炸地堡 、堵枪眼的烈士 ，留下
姓名的就有 38 位 ！ 他们虽是凡体
肉身 ，可在敌人面前他们是有血性
的中华男儿 ， 是铮铮铁骨硬汉 ，是
压不垮的钢铁战士！

堪比上甘岭战役的长津湖之
战 ，志愿军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冰雪地里同敌人作战。
有时 ， 一个连的战士全部被冻死 ，
但即使被冻成 “冰雕 ”，他们依然保
持着冲锋的姿势！ 看到这一幕的美
军士兵也默然肃立 ，这样的对手值
得他们尊重！

这样的故事在朝鲜战场上太
多太多了 ！ 这种惊天地 、泣鬼神的
壮举，是何等的惨烈！ 何等的悲壮！
何等的英勇！ 又是何等的血性！ 何
等的铁骨！

这种血性铁骨正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所在 ，更是我们打败一切来
犯之敌的力量所在！

这是一部充满血性铁骨和中
华民族气节的战争史诗！ 是一部打
出国威军威 、打出世界地位的战争
史诗！ 这部战争史诗已载入人类史
册！

致敬！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致敬！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英雄！

重阳游（外一首）

正钱

������观摩适逢秋阳暖，
一群翁媪喜空前。
新朋旧友久不聚，
欲问心态恰少年。
叶氏大宅叹富贵，
泛区体验苦与难。
五七干校讲平等，
杜岗会师红旗展。

叶氏庄园
叶氏大宅居邓城，
缘由漕渡财运生。
前后耗时五十载，
三重院落两万坪。
广厦千间何煌煌，
周遭戏称小故宫。
沧桑尽阅三百春，
国保文物列其名。

随 笔

鳝 王
刘彦章

西华县有个奉母镇，奉母镇有个前
邵村，村里 65 岁的邵枫桥，以逮黄鳝绝
技闻名乡里。年龄大，下不了水了，邵枫
桥想收个徒弟。邻村后生刘国平自幼喜
水，摸鱼捉虾扎猛子凫水，一身童子功。
一次酒罢， 老邵问他：“想学逮黄鳝不？
现场教，保证会！ ”

“想！ ”
“走，到河里去！ ”
说归说，做归做。 奉母镇古称 “孝

里”，自古尊老重贤，两人虽是朋友，但礼
数不能缺。 刘国平专门摆了个饭局，请
三五同行作陪，算是举行了拜师仪式。

这天，师徒数人开车来到颍河逍遥
段一个河汊子，师傅现场传“道”：捉黄鳝
要先学会看窝！ 黄鳝窝多在水岸相接之
处，洞口为圆形，垂直或斜向通往水下一
尺到一米深，洞长为鳝鱼身长的一倍左
右。黄鳝洞分主洞与侧洞。侧洞一般为两
个，多则三五个不等，均与主洞相通。 遇
到危险，黄鳝会根据情况，从任意一洞逃
跑，所谓“狡兔三窟”是也。 因此，水下捉
鳝，相比于在干坑泥塘更显手段。

“你看，这是个黄鳝洞，里面肯定有
货！ ”师傅两眼放光！

徒弟半信半疑。 师傅解释道 ：“你
看，洞口浑圆，水面清亮，说明洞里的黄
鳝时不时在吐水呼吸， 漂浮物自然散
开。 如果洞口水面清亮且有油花儿，百
分之百有大货。 ”

师傅亲传指点，徒弟脱衣就干。 刘
国平伸出中指插入主洞出口，同时脚手
并用在水中打摸侧洞。当找到主洞的另
一侧时， 立即用另一只胳膊迅速插入。
一阵猛捣猛捅，黄鳝受惊出逃。说时迟，
那时快，洞中的黄鳝刚一出来，他即用
右手中指，横向铁钳般勾住鳝鱼头下寸
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洞中拔出
黄鳝，抬手向岸上甩去！

一条金黄色鳝鱼，扭动着身体被扔
上了岸。

观者一阵惊呼：漂亮！
黄鳝是杂食性肉食鱼类， 鱼虾、泥

鳅、青蛙、螺蛳都是其猎物。鳝鱼昼伏夜
出，夜深人静时到岸边游食，天亮进窝。
较小的食物，直接吞食；大的则拉进窝
洞，慢慢享受。

“白天，黄鳝一般都在窝里，头伏在
主洞口水下一拃深。黄鳝的进食方式如
蛇，张口囫囵吞下。但与蛇不同的是，蛇
上颚有镰刀型长牙，而黄鳝上下颚均有
密密麻麻锯齿般锋利的牙齿，咬合能力
很强，而且咬住就不松口！ ”师傅的话把
一众人等吓得不轻！

“不过，别怕，黄鳝咬人一般都集中
在农历三四月份产卵季节，其他时候一
般不攻击人。 春季，十条黄鳝，九条咬
人！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

大家竖起耳朵听，眼睛里满是问号。
第二年春上， 刘国平迫不及待地想

体验一下产卵季节逮黄鳝的挑战与风险。
刘国平是沟刘村人 。 村前有条小

河，名为乌江沟。 他是个憨大胆，从小在
河沟里摸爬滚打，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清明前后，天气渐暖，黄鳝开始发
情繁殖。 黄鳝卵色泽金黄，大如鱼肝油
颗粒，圆溜溜的，比一般鱼卵大很多，只
是量少，一窝多者数百枚。黄鳝是“变性
人”———先当萝莉后为大叔， 一生只能
产卵一季，一季产卵一到三次，之后，从
母鳝变性为公鳝———但从此变不回去
了，到死都是公鳝。聪明成熟的母鳝，会
选择岸边水草下做窝， 这里隐蔽性更
强、更安全。

拜师前，刘国平多在夏天捉鳝。 这
次，他想试试师傅的深浅。

初春的河水很清澈，很凉 ，冷得刺
骨。 但俗语说得好：“鱼头上有火！ ”再
冷的天，只要有鱼，逮鱼的也敢往水里
钻。

在岸边那排熟悉的水曲柳下，刘国
平发现了一个黑洞洞、 清亮亮的黄鳝
窝。 他鼓起勇气把手伸进黄鳝洞，立刻

感受到了滑溜溜的黄鳝头。就在他要用
粗壮有力的右手中指勾住这条黄鳝时，
突然感觉到一张锋利的大口袭击了自
己的指关节。 黄鳝上下颚的锋利牙齿，
像两排 U 型钢针， 尖锐地刺入他的中
指，疼得他立即松开了手，火烧火燎般
从洞中抽出了手臂。

鲜红的血液， 透过黑色的泥水，染
红了他的半只手，并很快流到了手腕处！

洞口浮出几枚青蛙卵大小的黄色
鳝卵，但很快，随着水面的波动，被吸入
洞里不见了！

母性之爱！
事前，师傅曾教过，产卵期的黄鳝

一直在洞中保持着警惕，口内会闭一口
气，随时等待出击，保护卵泡儿。但只要
在洞口用手先打打水，母鳝受惊就会吐
出那口气， 洞口随即会冒出一串水泡
儿。 此时下手捕捉，母鳝就很难再咬到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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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令到了夏天！
那排水曲柳婀娜多姿， 风摆轻扬；

水面的浮萍开着黄色的碎花，散发出淡
淡的清香；荇草依摇，随波起舞；岸上青
草滴翠，羊儿低头抢食；一群家鸭呼朋
引伴，撅起屁股嘬鱼吃虾……

刘国平又来到那棵老柳树下。
水曲柳的生命力极强，在酷暑盛夏

如绿盖般撑起一团难得的浓阴。水岸连
接处，柳树发达的根系盘根错节，毛茸
茸的须根下，是鲶鱼、泥鳅、黄鳝、黄鱼、
草虾最喜欢集聚的地方。捕鱼人对此情
有独钟，却也往往失手。刘国平知道，这
里有条巨大的黄鳝，他历经 5 年，屡次
失败，原因就是水下粗粗细细曲曲折折
的根系，屏蔽了滑溜溜的鳝鱼，阻碍了
自己铁钳一般的双手。

天旱，水面下降了一米多 ，柳树的
水下根系赫然呈现。 一般情况下，黄鳝
打洞后很少挪窝儿，但会随着水面的高
低逐水下移，使洞内总保持有水。

他突然双眼如铜铃———紧贴柳树
根系外侧， 一个手腕粗的黄鳝洞口，明
澈的水面漾动着，不时泛出油花儿……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一般来说，黄鳝越大洞越粗。 这个
洞，足足能容下成人的胳膊啊！

兴奋的刘国平回村里找来一把铁
锹 ，围绕主洞 ，把侧洞周围的淤泥清
除 ，并在主洞周边一两米处 ，挖出一
个环状 “壕沟 ”，隔离开鳝洞与外围的
淤泥 。 之后 ， 将拳头插进主洞 。 “呼
哧———呼哧———”，他两臂夹击 ，用拳
奋力击打洞窝 ，那条巨大的黄鳝出现
了……

天啊！ 这条黄鳝手臂一般粗细，尾
巴尖儿就有指头粗。

他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下意识左
手按头，右手抓尾，不顾一切伸头张口
咬住鳝鱼脊背，连滚带爬，把这条从来
没见过的巨大鳝鱼“掬”到岸上。

那条脊背苍青肚腹金黄的超级大
黄鳝，蛇一样拼命扭动挣扎起来……

刘国平惊魂未定。
突然，他脑中生起一个疑问 ：洞中

是否还有一条黄鳝？
他立即拿起铁锹一阵猛刨。一团灰

白色的鸭毛赫然浮现！
他大吃一惊：难道这条巨鳝连鸭子

也吃？
黄鳝生长速度极其缓慢，一斤左右

的至少要长七八年。 事后称量，这条黄
鳝足足三斤七两！

他把巨鳝献给了师傅。
师傅惊得直摇头 ， 逮了一辈子黄

鳝，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么大的鳝
鱼啊！

最终，师徒二人，犹犹豫豫，但还是
把这条鳝王放生了！

朝歌盛景（外六首）
孟庆宽

万宇琼楼立，千街瑞彩传。
夜灯明绮梦，晨柳映清泉。
卫女歌绫绡，殷人乐黍田。
商都遗韵在，来者勇居先。

咏淇竹
风动影娉婷，清波鉴玉容。
却愁淇上竹，梦里屡相逢。

夏雨赏荷沫水河
夏雨初临沫水河，荷香漫散舞绫罗。
风摇翠叶珠玑滚，花绽娇颜意韵多。

晨安暑日
牵挂情深处，清凉问候传。

新晨迎酷热，保重祝君安。

咏淇河
淇水悠悠岁月长，源头棋子映辉光。
穿流晋豫风姿秀，泽润林丘画卷彰。
生态绝佳呈胜景，诗河风雅韵悠长。
万般妙处随心醉，六月悠游意未央。

寒露初雨
寒露初霖润晚秋，萧疏草木韵清幽。
滴珠洒落千般意，湿却尘寰万点愁。

寒露
夜至寒凝露作霜，草凋木落月生凉。
雁翔穹宇声遥逝，秋思几重韵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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