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今日汝州》副刊2021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

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体裁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

件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学生作文。小学生作文不

超过500字，初高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

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

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

文化风貌。 邮箱：jinriruzhoufukan@126.com

刊副池杯流

过生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小小

生日，却包含着为人成长的纪念、岁月的留

痕和对母亲的感恩。

年轻时过生日，欢欢喜喜、兴高采烈，一

圈挚友亲朋、一众夸奖祝福，成了天天盼、夜

夜想的幸福日子；老年时过生日，心中往往

泛起一股苦味，每过一个生日，意味着向衰

老又迈进一步。生日的聚餐，虽然也是暖意

融融，但难掩心中戚戚、难言之隐，甚至会念

叨：不过也罢！

生日，母亲往往记得最清。小时候过生

日，母亲提前几天就在念叨。生日那天的中

午，母亲会早早地和好面，用长擀面杖咚、咚

地擀出长长的面条，特意做一顿有臊子的

“浇面条”，而不是平常的“蒜面条”。过生日

呢，不能太将就了。生日面就是“长寿面”，面

条筋道绵长，寓意着寿长体健。再后来，有了

轧面机和挂面，但生日的“浇面条”还是少不

了的，只是随着经济的改善，“浇头”里油水

的成分逐渐增大，甚至会加几个菜，喝两杯

酒。

这些年，西风东渐，过生日的主角慢慢

变为了洋气的“蛋糕”。蛋糕造型新颖、味道

甜美，还能辅以插花、水果，写上表达自己心

意的话语，最后还能戴金冠、点蜡烛，唱生日

歌、许下心愿，仪式感满满，不但孩子们喜

欢，大人们也乐意享受这种温馨的气氛。

刚过了50岁生日时，感觉还不大明显，

但已开始留意50这个字眼。

这几天的网络上，有几篇标题为“52岁

老汉”的新闻让我心中吃惊不小，评论区虽

然有人对此不忿，但我深以为然。急忙镜中

端详，发现皮肤色泽变暗、已有松弛之相，慨

叹容颜易老，岁月从来没有亏待过任何人，

我———确实已经不再年轻。

转眼又到了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又一

年，在应对疫情的匆忙中悄然滑过，我的51

岁生日又到了。

这次，我选择了“强制性”忘记，不再像

以前一样，故意“提醒”家人们。

说来也怪，平常到了这个时间前一天，

总会有家人会在微信群里说一声，于是飘起

一阵红包雨，第二天晚上约大家吃顿饭。但

这次，直到当天中午，群里仍然没有动静。

11点多，有好友叫我一起吃饭，就急忙

答应而去。忘了就忘了吧，省得老惦记自己

成了老家伙（老汉还暂时接受不了）。饭菜很

丰盛，吃的开心，也还真忘了自己今天生日。

只是到了主食环节，朋友问我吃不吃面条，

猛然想起，就说“今天这个必须得吃”。聪明

的朋友三问两不问，就知道是我的生日到

了，非要去订蛋糕、加菜。怎么拦也拦不住

他，还是加了条鱼、送来了大蛋糕，感动的我

差点掉下泪来。可正要打开时，五个朋友中

间有三个都称血糖不稳（包括我在内），即使

饿着也不敢吃蛋糕，何况到了饭局尾声，肚

子已基本抚慰完毕，坚持不让打开。最终，蛋

糕连彩绳也没解就被我掂回了家。

晚上，孩子们放学回来，看到蛋糕，高兴

得手舞足蹈，开心地吹蜡烛、唱生日歌、录视

频，好不热闹。而我怕血糖超标，蛋糕一口没

敢吃，也不想吃，还是让老娘又做了顿“浇面

条”，吃得满头大汗、心满意足。问起母亲，母

亲说没有忘记我的生日，而是她们中午已做

了面条等我去吃，但我在外吃饭没有回来。

一下子，让我羞愧不已。

外来的东西，还是适应不了咱们的传

统，虽然外表华丽、味道华美，但一不留神就

会损害健康。比如国家制度，西方的“三权分

立”曾经迷倒一部分民众，向往心中的“灯

塔”、迷恋“自由的女神”，结果一场大疫，高

下立现。

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面条，能够适应咱

们的肠胃，不会影响血糖、不会损害健康。咱

们的国家，曾经被一帮愤青出逃、抛弃，现在

却成了避难的“诺亚方舟”，成了北京大哥口

中的“反正比你们强！”。

过生日，还得吃咱的长寿面。

脚踏“三省石”，“一脚踏三省”。

在白浪镇白浪街的中央，有一座三柱碑

亭。亭心竖着一块不大的三尖形青石，青石

的三个棱面分别刻着豫、鄂、陕，对应着三个

省的方位，人称“三省石”。一脚踏上去，这个

愿望便实现了。

一愿三十年，初见荆紫关。双脚踏在荆

紫关的土地上的那一刻，我的心在欢快地扑

腾着，我的眼睛在贪婪地张望着，久闻大名

的荆紫关啊，我终于来了。从看到荆紫关的

名字，到踏上荆紫关的土地，我用了将近三

十年的时间。呆呆地站在荆紫关的大街上，

脑海里竟然一片空白，难道是不相信自己终

于梦想成真了吗？

荆紫关里古韵长。荆紫关是豫西名镇，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于唐代，兴盛于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从小处讲，

它脊倚群山，面临丹江，背负青山，下临清

流；从大处说，则西接秦川，南通鄂渚，三省

交界，丹江穿境而过，位置绝佳，乃历代商贾

云集和兵家逐鹿之地。

尽管成名久矣，但作家贾平凹的妙笔生

花，让荆紫关声名鹊起，更是功不可没。上世

纪八十年代，作家贾平凹的作品风靡全国。

从贾平凹的作品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荆紫关

这个名字。小说《小月前本》的主人公，就生

活在与荆紫关隔河相望的村子里。因为喜爱

作家的作品，所以喜欢上了作品中的地名。

像我这样喜欢在文学作品中旅游的人，

应该不少吧。

鸡鸣三省的荆紫关，一脚踏三省的荆紫

关，位于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

历史上曾数易其名。据传，春秋战国时，荆紫

关属楚国管辖，楚太子荆曾镇守此地，故得

其名荆子口，又称荆子关；又据传，盛夏时节

漫山紫荆花开，花香四溢，故改名为荆紫关。

荆紫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是秦国

和楚国的分界线，成语“朝秦暮楚”就是源自

这里。楚汉争战时，刘邦就是通过荆紫关而

率先入关的；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

义军，在陕西商洛地区与官军战后突出重

围，也是在荆紫关休整并恢复元气的。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荆紫关之所以称

之为“关”，是因荆紫关镇的月亮湾，有一个

两山对峙而形成的关口，关外为八百里秦

川，关内为开阔的中原。八百里丹江穿境而

过，古代时水陆并通，为南北往来之要塞。

荆紫关不仅是交通要塞，而且还是商业

重镇。唐代航运的发展，让处在丹江口的荆紫

关成为全国交通中转站。安史之乱后，因藩镇

割据，阻断了淮河和汴河的漕运，当时的唐朝

政府只得通过丹江航运来转运江淮至关中地

区的货物，丹江航运逐渐繁荣，位于丹江流域

的荆紫关镇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了著名的商

业古镇。明清的荆紫关登上了它的历史巅峰，

史中记载明朝前期的荆紫关是：“康衢数里，

巨室千家，码头上百艇接樯，千蹄接踵，熙熙

攘攘，异常繁华。”清末的荆紫关更有“小上

海”之称，成为豫、鄂、陕附近七省商贾云集之

地，曾出现“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十大骡马店

和二十四大商号”的繁荣景象。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荆紫关，是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文化底蕴丰厚。在荆紫关镇南

街最南端，精美的古关门保存完好。砖石结

构，跨街而立，中间是拱门，顶部有砖砌斗

拱，门楣上书“荆紫关”三字。进入关门，古代

建筑群便映入眼帘,那里有古码头、古房屋、

古街道、古雕刻、古壁画、古彩绘……

荆紫关的古街道呈南北走向，俗称“清

代一条街”。狭长的古街全长2.5公里，当地

人称“五里长街”，分南、北、中三街，据说还

保存着明清时代房舍2200多间和店铺700多

间。平浪宫、禹王宫、湖广会馆（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山陕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

清真寺等清代建筑群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

道两侧，使古镇成为一处古建筑大观园。

平浪宫，始建于清代荆紫关码头极盛时

期，取“风平浪静”之意，是由船工、船商集资

建成的。据说，行船之前，船工们会先到平浪

宫拜拜，祈求出行平安。

山陕会馆是荆紫关镇最大的建筑群，建

于清道光年间，是山西和陕西两省商人集资

创建，面积四千平方米。现存建筑六座，房屋

二十九间，皆在中轴线上，依次有大门楼、戏

楼、过道楼、钟楼、春秋阁（中殿）、后殿、卷棚

等。坐东向西，面临丹江。对研究古代的历

史、经济和文化，都有重要的价值。

在古街与丹江之间，有一道细细的水渠，

是用来发电和灌溉用的。站在渠岸，前面是被

卵石布满了的宽阔的丹江河滩，后面是破败

古老的吊脚楼，斜前方有一座桥。听同行的当

地朋友讲，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上游运过来的

原木、山货就是从桥头上岸，再运往各地去

的。看看脚下清清的丹江水，看看干涸的丹

江，再看看充满了南国风情的吊脚楼……

来到荆紫关，除了古街，我最想去的还是

“一脚踏三省”的地方。逛完古街，离开了荆紫

关镇，来到了白浪镇。在白浪街的中央，河南

的荆紫关镇、湖北的白浪镇、陕西的白浪镇在

这里交错，有一个三棱形小宝塔状的亭子，上

面镶嵌着三块黑色大理石碑，分别朝向三省

辖地。碑下有一块露出地面的三棱尖石，此石

就是“三省石”，以此石为界，西归陕西，东北

归河南，东南归湖北。站在石上，脚踏三省，气

吞九州，便在须臾之间。因此，来荆紫关的许

多游人，纷纷在石上踩一下，拍照以作留念，

更是亲身体验“一脚踏三省”的豪迈。

绕着亭子慢慢地正转一圈，倒转一圈，

不过几秒钟时间。看着亭子内兴高采烈脚踩

踏“三省石”的游人，再看看尖尖的三省石，

我的心里特别不舒服，总觉得他们好像踩在

了某个生命的头上。

我下不去脚，也很茫然。既然是“一脚踏

三省”，为什么不设计成一个卡通脚印，照起

相来也好看。

带着遗憾，远远地，对着亭子照了一张

照片，以作纪念。

八百里丹江，源于秦岭，归于汉江。荆紫

关是丹江上游最后一个码头重镇，早在战国

时期就已通航，唐代航运的发展让处在丹江

口的荆紫关成为全国交通中转站，而明清的

荆紫关登上了它的历史巅峰。成也战争，败

也战争，战争让荆紫关走向辉煌，战争也摧

毁了荆紫关的繁华，使其走向没落。荆紫关

度过了他无比辉煌青壮年时期，如今早已入

耄耋之年；曾经壮阔的丹江也完成了历史使

命，早已褪去昔日的喧哗；曾经繁华的荆紫

关古街，如同一位冬日暖阳下的老人，享受

着繁华中的寂静。

历史的脚步匆匆，把水路运输留给了过

去；社会的发展提速，让高速公路成了时代

的宠儿。曾经浓墨重彩的荆紫关早已不是交

通要塞、商业重镇，冷清的古街早已没有了

喧哗热闹，只有温暖的阳光斜斜地照着，把

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贾平凹的散文就刻在陕西地界的一面

墙上，文章洋洋洒洒，语言轻松，意境很美，

写尽三省人文与习俗，差异与相通，虽语言

不同性格不同风俗不同但心相连爱相同。

关心荆紫关的人很多，如果都能像他那

样关心荆紫关，相信荆紫关一定能早日焕发

青春，旧貌换新颜。祝愿作者早日梦想成真，

祝愿我的梦想早日成真。盼望着下次的相

会，能见到一个充满活力的荆紫关。

离开荆紫关之后，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

静。不经意中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在白

浪村驻村的朋友写的。他和我一样,也是从

贾先生的作品中认识了荆紫关，有幸的是，

他竟然被派驻到了那里。荆紫关的过去令他

向往，荆紫关的今天让他遗憾。荆紫关的发

展之路在何方？希望在哪里？他很有想法。他

觉得，荆紫关的旅游区位优势明显，位于三

省毗邻的三个地级市南阳、十堰、商州的中

心，公路交通都在一百二十里内，郧十高速、

呼北高速相距不远，他希望开发边地文化旅

游，边地旅游火起来，无论是河南省的荆紫

关也好，湖北、陕西的白浪镇也好，荆紫关的

未来，还用愁吗？

朋友的文章让我感动，更让我感动的，

是他那一颗炽热的心。从感情上讲，我自认

对荆紫关的感情和他比并不少，但对于荆紫

关来说，我，只是一个过客，而他，是主人。

诗坛内外豪情共
玉振金声颂汝城

———祝贺汝州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诗词选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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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根不仅仅是文化的传承，更是品

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归宿。

郭鸿志的寻根苦旅，不是一时冲动，而

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

在“寻根”文化文学思潮的激励下，郭鸿

志的寻根意识被唤醒并不断得以强化，并通

过自我的生动实践来完成文化寻根与华夏

认同。在民族意识与自我精神气质的规约

下，他对于女娲文化的研究较为主观化与理

想化，从“寻根”到“归根”的精神苦旅促使了

他寻根主体意识的形成，既卓尔不同又富有

民族认同感。

郭鸿志自2008年创作的兼具历史考证、

文学游记特色的《走进湖浪山》一书，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在汝州引起较大轰动后，他历

时13年，行程上万公里，先后把自己的考察

著书立说，《重彩褪色的记忆—三皇五帝与

大洪水》《重走三皇五帝路》等著作不仅成为

我们研究汝文化、女娲文化的重要依据，更

加坚定了我们对汝州这片中华文化重要发

源地的认同和自豪，也进一步丰富了汝文化

的内涵。

而他，成为中华寻根文化研究的“苦行

僧”。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

其源。”谁读懂了生命的来龙去脉，生命也就

成了一部深刻的书。中国人重视饮水思源，

不忘祖宗先人。千年来，人们把祖宗的世系

和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子孙，以此证明家族的

存在，延续家族的血脉。

一些学者对于民族文化沦落的焦灼之

情，往往会使得他们主体意识的建构显得更

“合情合理”。郭鸿志几经文化身份的转变，

才皈依了华夏祖根，他在“寻根”文学思潮中

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在精神探寻的道路上实

现的。

易经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

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故“人文化成”是为文化。一言

以蔽之，文化即自然（物质）之外人的伦理

（精神）构建。

郭鸿志的这部作品，一种浓浓的寻根意

识跃然纸上。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和自然山

水置于人文寻根的层面上，从中探寻华夏始

祖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数千年的文化

内涵。开启了人们的人文省思，开拓了当今

女娲文化的天空，为国人了解女娲，世界了

解女娲搭建了桥梁。

时空之旅，寻根路险。当初怀着探访释

疑的热忱，轻装上路，走得远了、久了，一不

小心，他自己也成了要去拜访的人。文化的

寻根，在广阔的天地和无垠的时间里，陡然

成了文明的寻根，地理格局和时空格局让他

做了中间的“跋涉者”。

在“寻根”之前，郭鸿志跋涉在中原大地

的文学创作中，不乏浪漫抒情与精神寄托。

纵观他的创作历程及精神人格走向，正是在

“寻根文学”思潮催化下，他才建构起契合于

他精神气质、可供他安身立命的主体意识。

本文试图从主体的民族意识觉醒、主体对于

自我民族意识的主观阐述、主体的精神苦旅

等三个方面，来论述13年来他的主体意识的

建构，从整体上更好地廓清他创作转型的发

展轨迹。

朝朝暮暮，字如虹，书卷如根。年年岁

岁，风雨路，苦旅不苦。

在他的这部作品中寻根，其实无从读

起，因为，华夏文明无处有根又处处是根

……只有当枝条将头扎入沃土中，在土里生

长，才能长成一棵新树的根：那种奉献的品

质，对生活的态度，宽广的胸怀，谦逊的品格

和感恩……

历史滚滚，世态万变，根脉文化的血脉

如涓涓细流，看似绵远悠长，实则羸小脆弱。

她既容易充当统治者的意志，又容易作为造

谣者的误传。动辄千年的时间跨度，连依附

的卷帙都已泛黄不堪。若是没有壮士断腕的

决心去赤诚求索，寻根文化，实在让人亲近

不起来。郭鸿志的这部寻根文化作品，蕴意

昭然若示，重温途径鲜明，诉说长幼可为。他

的这场寻根文化苦旅，换来的应该是一次深

思，而不是一声苦叹。

我惊奇他一路走来的辛苦、惊奇他一路

走来的精彩。在风雨中，他朝着目标坚定完

成心中的这段旅程，一定是苦的，但，也一定

是甜的。

苦旅漫漫，唯身心犹健。文字无声，其实

自有深意。

行香子·汝州喜获文明城
●王志伟

昔日瓷都，重获殊荣。综合治，雷厉风行。煤川百里，

隐却真容。现市区净，乡村富，产能兴。

五湖湿地，沙滩花海。美景多、绽放心情。回归大地，

沐浴春风。看天儿蓝、水儿绿、鸟儿鸣。

文明你我心
●辛长江

迎金古邑欣，歌舞颂当今。

南北山河秀，东西姐妹亲。

城区繁华貌，郊外杏花村。

共创结丰果，文明你我心。

汝州市创文明吟
●李宋成

市场繁荣百业隆，古州旧貌换新城。

琼楼万座连天宇，广陌千条系地龙。

开放春潮三月雨，改革秋霁五粮丰。

康庄大道文明创，功若丘山四海红。

贺汝州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于俊芳

光环夺目耀梁城，古邑新颜素质升。

水碧天蓝披锦绣，习良善举溢文明。

金牌饱聚民心血，荣誉深含党策功。

创业艰辛求进取，长征路上永攀登。

贺汝州市荣获全国文朋城市称号
●焦建国

干群戮力苦拼争，梁邑今朝又获荣。

幢幢琼楼拔地起，条条巷路动车行。

北调南水千家喜，西气东输万户盈。

致富脱贫功赫显，同圆国梦业终成。

荆紫关里古韵长
●殷艳蕊

寻根苦旅
●李晓伟

蛋糕与面条
●郭亚伟

一年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其中我最喜欢

的还是初冬。

在遍地铺满白霜的初冬，或是在寒风凛冽的初冬都有引人注目

的美。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傲霜的菊花，大的、小的，黄的、白的。有的

一枝独秀，有的三五朵抱成团，有的六七朵堆成一簇，让人看见眼前

一亮。还有那青翠的竹子和挺拔的松树在这严寒的冬日里依然身披

绿衣，傲然挺立，好像一点儿也不怕这寒冷的冬日。那杨树上几片迟

迟不肯掉落的叶子，似乎在告诉我，它曾经是有多么美丽。

落雪的初冬更美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像鹅毛般飘落下来，落到

地上、屋顶上、树枝上，还有孩子们的脸上。虽然地上没有积出雪来，

可这画一般的美景还是让人们赞叹不已。雪花落到地上，马上就消

失了，好像是多年未回家的孩子，急急匆匆回到了大地妈妈的怀抱。看

着飘落的雪花，我的心中很是欢喜，想马上近距

离的去看看它，欣赏它，感受它。即使再冷也不怕，

因为它那洁白的身影，真是让人百看不厌。

啊！初冬，你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冷酷无情。

你不像春天的雷，夏天的雨，秋天的风那样喧

哗，你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你有恬静之美。

初

冬

即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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