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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鸿寨的红叶，似乎不同于其他的地方。

因为它摇曳在我的家乡，更有着独特的人

文情韵。

那是去年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十余位文

友相约去大鸿寨访秋，确切地说，是为了访红

叶。

大鸿寨的红叶，对于我，已经有过很多次

的到访，但每次来总有不一样的收获，就像我

们每天看到冉冉升起的朝阳，却总带给我们不

一样的感觉。

游客并不多的样子，或许大家已经对此有

了审美疲劳，或者这山太高峻了，几万天兵藏

匿其间，也就是撒了几粒豆子而已。身处火红

的树林，红叶触手可及，抬头望天，片段式的天

空飘着一片两片闲云，除了身边文友的欢声笑

语，林子里一片宁静，红色的大鸿寨更让人心

旷神怡。

这红叶，或者只一株，鹤立鸡群般站在一

丛黄叶之间，宛若一位独舞的红衣女郎，一曲

曼妙的翩翩起舞，引得周围的锦衣观众满堂喝

彩；或者三三两两驻足在小小山冈之上，被隽

秀起伏的大鸿山所倾倒，频频点头，窃窃私语；

或者群贤毕至，聚集在平坦的山坡，似乎在讨

论国之大事，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头

上的红缨亦自飘然若云；或者身披红色战袍的

将军，率先抵临峭壁之下，攻城拔寨指日可待。

在这层林尽染的红叶之中，你是无法步履

匆匆的。有蜿蜒曲折、若隐若现、柳暗花明的小

径，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

立体美景，你的脚步不得不变作徜徉的速度。

秋阳透过密密匝匝的红叶，在弯弯曲曲

的野径洒下斑斑驳驳跃动的黑白音符，让你

的思绪抑制不住地摇荡起伏。你会想到，在这

绚烂的红叶林里，曾经发生了多少美丽的故

事，仿佛那每一片叶子，都记录着一个美丽的

画面。

从传说中取黄涧河水抟土造人的女娲，到

历经千百磨难、遵从天意与娲妹滚石成婚的伏

羲；从高山之巅筑寨安民的大鸿氏，到藏兵练

武、振兴大唐王朝的樊梨花，到挖取高岭土、泥

与火淬炼成瓷的工匠，这个古老的山脉总是能

演绎出它不朽的神话。

或许，你一不小心踩落的一块山石，就是

当年女娲补天遗落的彩石；或许，你兀然将欲

摔倒而攀扶的一株栗树，就是当年伏羲为撬动

山石而折枝的那一株；或许，你在山谷间捡到

的那片瓷片，就是当年“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

千门次第开”的汝窑开炉遗留的一块珍品；或

许，你临时歇脚的地方，就是当年樊梨花一个

观察哨所的旧址；或许，你驻足观望的那个不

起眼的山洞，就是当年八路军的一个藏兵洞。

从古到今层层重叠的记忆，宛如片片染红的红

叶，摇曳在你的思绪里，让你觉得这山充满了

人文的神秘色彩。

通往山顶的路很多，走捷径需攀援几乎直

立的峭壁。走过一段茂密的红叶林，连接着一

个荒草没膝的大草甸。蚰子、蟋蟀在草丛里竞

相唱着歌儿，当你靠近他们的时候，它们又突

然销声匿迹，和你玩起了捉迷藏。你刚刚走过，

他们又调皮地齐声放歌。

经过一块巨大的晒经石，山路变得陡峭和

不可捉摸起来。似乎没有了路，又似乎有痕迹

可寻。当文友们你捞我推，攀附着草根树枝终

于爬到崖顶的时候，回望谷底的红叶，已变换

了新的风景。

一团一团的红花，在仲秋刚过、擦着深秋

边儿的自由自在地绽放着，在黄叶的衬托下分

外扎眼。在崖顶，你已看不到那些红叶的枝桠，

给你的只是一团一团诗意般的红色。近处的，

烈焰一般升腾跃动，远处的，油画一般朦朦胧

胧。

居高临下，你不由把自己幻想成一只大鸟

或者一片硕大的羽毛，轻轻而又舒畅地飘飞在

这断断续续却又无边无际的红色海洋之上，幻

想那羽毛轻轻划过海洋的肌肤，该是怎样的一

种愉悦。

而更让你愉悦的是，当你翻过一个山头，

才发现原来山顶还在很远的地方。高峡出平

湖，半山腰的山坳间忽然就出现了一个溪泉汇

聚成的碧湖。湖面看起来并不小，两三千平方

米的样子，足可以乘舟其上。

翡翠一般纯净的湖水，在瓦蓝瓦蓝天空的

映衬下，更显得幽静而神秘。碧湖的南北两岸,

起起伏伏的两道山岭，红叶如繁星点缀，仿佛

两条舞动着身躯的巨型火龙，环抱着一颗泛着

蓝光的玉珠。

穿行在更加茂密的红叶林，早已迷失了方

向，凭着感觉向山顶躬行。地上一层层陈年的

红叶，早已褪色变得黑黄。偶尔一片新的红叶

飘落，让人眼睛一亮。在这样一个幽静的所在，

忽然就想到杜牧《山行》的妙趣：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

于二月花。

在这人迹罕至的远山中，肯定会有人家

的，他们虽然没有隐者寄情山水的雅致，却祖

祖辈辈早已习惯了依山而居的生活。当我终于

登上大鸿寨的最高峰，站在可以一脚踏三县的

巨石旁，回望脚下的山川沟壑，果然发现了几

处放牧的牛羊，因着牛羊的存在，竟然还听到

了几声山羊的咩咩和牧羊人的吆喝。

这些声音，为这无边的红色做了最生动的

禅说。

“滴答、滴答……”入夜阵阵秋雨敲打窗户

的声音不断传来。躺在床上仔细聆听着这自然

而美妙的声音，此刻倒也觉得惬意。我想秋雨，

总是能带给人无限美好的遐想，起床趴在窗边

借着昏黄的路灯，只见潇潇秋雨毫不吝啬地从

天而降，落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波纹，而一旁花坛

里的绿植正在伸展着腰肢轻盈地随风而舞。秋

雨中，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

清晨，凉风从窗户的缝隙中钻了进来，令人

顿时打了一个冷颤。一夜秋雨的清晨，秋天就这

样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中秋假期在家里猫了两

天，终于按捺不住想要赏雨的心情，在一个细雨

纷飞的下午决定出去走走，一路向南不知不觉来

到了滨河公园，此刻雨势已大，车窗玻璃上已泛

起阵阵白雾。摇开车窗，一阵凉意袭来，只见远处

层层薄雾笼罩，抬头远眺植被丰富处处绿色涌

动。旷野间，雨声阵阵，雨意迷离，在雨中，我喜欢

静静地一个人打着伞边走边看，任由思绪飞扬，

即使秋雨淋湿了衣衫，还是希望就这样一直走

着，漫无目的，只静静聆听、静静感受。公园内的

各种花草树木经过雨水的冲刷与洗礼，红的、绿

的更加耀眼、动人，就连空气里也弥漫着植物特

有的清香气息，一路穿行于滨河公园道路两侧，

发现雨中的景致更加醉人，下雨天公园里并没有

多少人，路旁一串串石榴已压弯了枝头，秋天是

一个收获的季节。而脚下由木板铺成的地面踩上

去吱吱作响，拾阶而上不知不觉走到一处小河

旁，雨水敲打着河面泛起阵阵涟漪，河道里的芦

苇、蒲草更是光亮，碧叶翻卷，水珠滚动，万绿婆

娑起伏，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地美，令我如痴如醉，

久久不愿离去。漫步在公园里看眼前的一切，再

回忆这里以前的样子，让人恍若在梦里。

这时公园里，偶尔有几只小鸟飞过，传来

几声动听的鸟鸣声。一路沉浸在美景里，行走

在冷风斜雨中，冰凉的雨丝倾斜而下，细细的

如一根根银针从天而降，轻轻柔柔地从高空飘

落。然而，这场让人毫无防备的雨来得确实突

然，秋雨沥沥淅淅，携韵带章，款款而来。秋景

之美，在雨中别有一番滋味，难怪古往今来不

少诗人墨客对秋雨情有独钟，借着秋雨抒发万

缕情丝，秋雨纷纷，有“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

秋雨”的娇羞，有“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的

闲适，还有“秋雨一何碧，山色倚晴空”的明快。

王维写秋雨的美，“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

果然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杜甫写秋雨的

寒，“萧萧山路穷秋雨，淅淅溪风一岸蒲”，以韵

取胜，妙在如淡墨一点而四围皆到；李清照写

秋雨的愁绪，“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

滴。”秋雨绵绵，雨滴空廊。此时赏着美景，吟诵

着有关秋雨的诗词，体会着诗人秋雨中的自

怜、闲适，在这个秋雨时节，种种情思一齐袭上

心头，别有一番韵味。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依然带给我十足的惬

意，我想，秋天最吸引人的除了秋色，想必就是

这缠绵的秋雨了吧！站在雨中，仰望天空，任雨

水拍打在脸上，带来丝丝的凉爽。不过最近连续

几天的阴雨天气之后，也让人期盼着雨后天晴，

期盼着蔚蓝的天空，期盼着淡淡的白云，更期盼

着早日看到经过风雨后的彩虹。

恩师亭（新韵）
●樊忠义

日转星移六秩情，恩师形象脑中萦。

严冬酷暑精施教，沥血呕心善启蒙。

担水施肥苗木壮，解疑授业智能升。

耆生约定倾怀愿，共立熊山纪念亭。

注：许心清老师（1924———2007），汝州市米

庙镇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离开平原地区学

校，毅然赴大峪山区执教，与学生结下深厚情

谊。2012年，一百多位学子自发捐款，在天熊山

景区附近，为纪念许老师修了恩师亭。

东营村赞
●史庚申

夏日骄阳卉草菁，诗朋词友聚东营。

奖牌满壁夺人目，惊叹村容异彩呈。

发展谋划民为本，乡村战略启航程。

凝心创建新天地，羞我无言颂伟功。

纪念建党九十八周年
●李新立

南湖擎纛挽狂澜，斗转星移尧舜天。

改革开放邦寨欲，倡廉反腐党群欢。

飞船寰宇巡天探，航母海疆御深蓝。

协力齐心同追梦，复兴盛世绘锦篇。

秋游紫云山
●马素萍

步履苍苔溪涧径，万枝花簇醉林峰。

雨泽枫叶千娇态，霜染黄栌百媚生。

峭壁修心仙聚洞，悬崖养性沁园庭。

天然美景皆诗意，文苑贤达有晚晴。

刘殿臣先生，1936年出生，河南省汝州市人，号奉

君、君贤、泰瑞斋居士。

刘殿臣从事教育工作40余载，先后在河南省汝州

市（原临汝县）第七中学、第二中学、临汝县高级中学、

汝州师范工作，后调任河南省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任

教至退休。

刘殿臣退休后更加潜心研讨诗书画

印等，并到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深造学习、

培训，现场聆听欧阳中石先生讲课，得到

了姚治华校长、张同印教授及叶培贵、甘

中流等名师指点，受益匪浅。几十年来，他

从未间断临摹、临读名家碑帖，反复学习

临摹颜、柳、欧、赵的作品，并对王羲之、王

献之等各家书体深入研读，特别是对颜体

更为喜爱。

刘殿臣的作品在国内外大展中多次

获奖，其作品在《当代华人书画家创作精

品大典》《孝道杯·中国梦》《全国书画集精

品集》《中国老年书画集作品典藏》《中国

嵩山国家孝文化节书画作品集》等皆有收

录，并于2017年元月出版了作品集《梦逐翰墨》（范曾、

宋华平题写书名）。他所写的经文被少林寺、大法王

寺、风穴寺等寺庙收藏，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单位及广

大藏友珍藏，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大鸿寨的红叶
●虢郭

刘殿臣先生书法作品精选

一场秋雨情丝万缕
●吴伟伟

邱斌昌这个人本事太大了，上任没几天，就

把油泵油嘴厂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随后

就开始组织生产，当年产值实现翻番，成为正定

县四大骨干企业之一。他带来的柴油发电机项

目，成为企业的一个增长点。后来，他在正定工

作了十几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正定发展作出了

巨大贡献。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和离开正

定以后，都对他非常关心，曾经给我来过3次信，

让我注意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后来县里把他

提为正定的政协副主席，药费按月报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任县委
副书记的时候，分管精神文明建设和教育工作，

在他任县委书记之后，对这些工作仍然十分重

视。请您具体谈一谈这方面的工作。

程宝怀：近平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确实十
分重视。首先是从群众的卫生习惯抓起。正定虽

然是历史古城，但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还没

有恢复元气，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烂瓦，污水

横流，街道没人打扫，生活垃圾到处都是，很脏

很乱。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两个文明”必须一起

抓，在全县开展了“文明礼貌月”活动。他反复

讲，不能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再戴上“高产

脏县”的帽子。近平同志组织成立了“五讲四美

三热爱”办公室，在县城里修建了37个垃圾池、11

个公共厕所，在全县建立了13个乡镇文化站和45

个村俱乐部，为71个村安装了自来水。

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大

院建设，开展了“五好家庭”“模范党员”“红花少

年”评选活动，制定了乡规民约。全县评出“五好

家庭”3592户，成立青年服务队3500个。县直部门

实行了“门前三包”，划分了卫生区，县城面貌大

为改观，多次受到地区文明办表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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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草书）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陋室铭》（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