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古之后，五帝之前，

位尊三皇，拯地补天。

抟土造人，建立婚姻，

创制笙簧，衍化人间。

生生不息，瓜瓞绵绵，

我皇赐佑，万世仰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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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银杏，源于亘古，历石炭冰川而独存华夏大

地，传西欧东瀛而环球生生不息。经历风雨而虚怀若

谷，沐雪凌霜而玉骨冰肌。一柄两叶，深藏禅意，高耸入

云，和谐统一，阅尽沧桑，无限生机，东方灵树，佛心菩

提。

身居山野而胸怀天下，沁人心魂；身居古寺则浸润

佛境，教化与人；身居街道观世间繁华，不骄不躁；身居

公园而明媚绮丽，人间胜景。

春来清露润精灵，一树新芽次第生；翡翠妆成千柄

扇，东风吹绽玉玲珑。夏蕴凉荫遮烈日，梅花小扇送清

风；蝉虫弹奏高洁曲，满目葱茏耀眼明。秋风妩媚黄蝶

舞，满树金光梦幻生；灵动辉煌书壮丽，倾听叶落悟禅

声。叶落无声意味长，季节交替话沧桑；花开花谢平常

事，坦然恬静傲雪霜。春有碧叶玲珑扇，秋去黄蝶绚丽

姿；莫问四时谁最美，一年好景宛如诗。真乃春之柔嫩，

夏之葱茏，秋之辉煌，冬之蕴藏，四季如诗，俊逸仙姿。

银杏，爱情之象征。一柄两叶，两心相爱牵手一生；

叶片心形，比翼双飞忠贞忠诚；白果玲珑，喜得贵子爱

情结晶；叶落归根，双双化蝶至真至圣；银杏守护，爱情

长久幸福终生。

银杏，长寿之代称。千年不老，见证岁月峥嵘。如智

慧老人，看淡世事纷争，化解凡尘困扰，静默福荫守护

众生，普洒清幽恬淡，内心静谧安宁。

银杏，百病之克星。延缓衰老，敛肺定喘，降低血

压，通畅血管，增强记忆力，加快血液循环，治疗糖尿

病，改善更年期综合征，令精神舒缓，疗心宁不安，兼滋

阴养颜。

银杏，灵魂之交融。风来，迎风傲霜，雨来，吸取营

养，风云变幻见证世事沧桑，雷电交加兀自巍然昂扬。

困难坎坷默默承受看淡释然，心灵升华灵魂净化心志

高远。

叶生繁茂不张扬，叶落凋零亦欢唱，叶生枝条蓬勃

向上，叶落躯干储存能量。存大志于心胸，酝智慧于思

考，付追求于行动，认识自我，保持自我，超越自我。在

宁静中积累，在幽静中收获。

伟哉银杏！任狂风暴雨亦傲然挺立，任岁月侵蚀亦

皓月朗然。世事难料兮人生无常，坚持不懈兮意志刚

强，厚积薄发兮一飞冲天，托举生命兮灵魂高尚。

安哉银杏！不喧哗张扬，默默坚守初心，不夸夸其

谈，丰盈情感灵魂。安在不贪，安在淡泊，安在知足，安

在无争，安在如父如兄，庇护生灵，安在如佛如圣，福荫

众生。儒雅精神，禅意之风，心之安然，魂之安宁！

旭日东升，薄雾迷离。

柔软的秋阳，在丹江边的古镇荆紫关，缓缓地升腾

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所有的行程目的地充满

了不确定性。匆匆到达位于河南省西南边陲的淅川县

荆紫关古镇时，已是暮色苍茫的黄昏时分。

此时，古镇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刚刚拉开夜幕的

高潮。

一行人顾不得洗漱歇息，趁着暮色急遽赶往一河

之隔的白浪街，一睹“三省石”的风采。

一切安在。仍是那贾平凹曾描述过的白浪街，仍是

那见怪不怪的街民，仍是那栉风沐雨的“三省石”。

一棵老柳树斜倚着碑亭。这是一座不多见的三角

亭，亭内一块露出地面的三棱石，一面朝西，一面朝东

南，一面朝东北，朝相对的方向分别刻着“豫”“陕”“鄂”

字样。下边有渠水穿街心而过，人称“三省溪”。自古以

来，以三棱石中心为起点，朝西的一面归陕西管；朝东

南的一面归湖北管；朝东北的一面归河南管。于是，一

条三省混居的不足百十户人的小街，就成为全国闻名

遐迩的“鸡鸣闻三省”的去处，而街中央这块神奇的三

棱石，便被称作“三省石”。

同伴迫不及待地将脚踏了上去，笑称，终于“一脚

踏三省”了。

在“三省客栈”的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一脚踏三

省舒心满志，半杯醉众宾荡气回肠。”左右的墙上还挂

着“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荆紫关”等牌匾，以及贾平凹的

散文《白浪街》。亭边小卖店的老板和路上的居民已经

对如此好奇的客人司空见惯了，只是漠然地看着一行

人拿着手机从各个角度对着神奇的三棱石狂拍。

夜幕渐渐降了下来，没有路灯的街面空荡荡、黑黢

黢的，心满意足的一行人摸黑赶往河那边的荆紫关。与

冷清的白浪街相比，这里灯火正旺。

匆匆吃饭歇息，一夜无话。清晨起身，在古街上溜

达一圈，才有幸一睹荆紫关全貌。

荆紫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据传公元前

304年，此地属于楚国管辖，楚王派太子荆来镇守，于是

此地就取名叫“荆子口”。到了明朝中叶，明王朝派官兵

千余人来驻守，并改“荆子口”为“荆子堡”。因为这里漫

山遍野盛开着紫色的荆花。清朝初年，当地人又把“荆

子堡”改为“荆子关”，从此便一直沿用至今。

白居易曾写有一首叫《晚春重到集贤院》的诗，曰：

“满砌荆花铺紫毯，隔墙榆荚撒青钱。”这里常见的这种

小花，正如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春天开花，花呈紫红色，

布满全枝，连成一片，烂漫如朝霞。

当地人时常把荆紫关叫“荆关”，并不无自豪地称，

“除了县城，我们这里最热闹”。

荆紫关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黄金地带，素有

“鸡鸣三省荆紫关”之称。其兴起与发展与丹江有着不

解之缘。丹江穿境而过，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

地。这里西去600里的商于古道直通关中，东出直下南

阳到荆襄。历史上的丹江，曾是一条沟通华夏大地南北

交通的黄金水道，“北接秦川、南通鄂渚。”淅川地势险

要，古战乱时期易守难攻，有“中原未战，淅境兵动”之

称。

这条古街，紧贴丹江依势而建。通过过道，能直抵

江边。站在街上，就能听到丹江昼夜不息的流水声。

据记载，这条古街形成于公元1772年前后。该街依

丹江东岸走势南北延伸五华里，街道两旁有房舍楼阁

2200多间。1500余间清代建筑门面，房门多木板嵌成，

昼抽夜闭。门面之后多是一进几个院落，两侧有对称的

厢房。厢房一般都是后墙高，前墙低，一个坡面，屋深很

浅（便于利用狭窄的空地搞对称建筑）。每一院落的门

面房两侧，都有白墙灰瓦封火山高叠。其意在阻断意外

的火灾，也增添了房舍的美观程度。

踏着青褐色石板，走在黑白色调翘檐雕饰、古色古

香长约五里的廊檐下，一块块合拢关闭的黑木板嵌成

的房门，门楣上悬挂着经过风雨冲刷模糊了店名的牌

匾，以及墙角斑驳、残破的青砖和土坯向我们诉说着荆

紫关从唐朝就开始的繁盛。彼时，长安的物资很大程度

要靠丹江的河运。荆紫关作为丹江的中转之地，码头上

每天都是船来船往，热闹非凡。到了明代，荆紫关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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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惊醒古镇沉睡中的历史，这里注定要依水而

立，等待光阴收割，纵深的传承还持续在古老的建筑里

述说，如丹江水般随波起伏。坚硬的身板被石阶抬起，

既能在低处朴实，也可以攀上炊烟，接近历史的容颜，

展示给每个接近者。

古街上现今保存有关门、山陕会馆、禹王宫、江西

馆、平浪宫等典型建筑，和刘家大院、陈家大院等富商

住宅等。其关门建于1914年，砖石结构，二层级，单拱

门，跨街而立。其高7米，宽6米，进深1米。中间是拱门，

顶部有砖砌斗拱，门楣上书“荆紫关”三个大字。

平浪宫位于古街东侧，其形制最为古朴奇特：前宫

面阔3间，进深2间，屋檐高翘。门楣上嵌一块大理石竖

匾，上刻“平浪宫”三字；两侧墙壁各有一大圆窗，圆窗

上方左刻“风平”、右刻“浪静”；门前左右高台之上，南

钟楼北鼓楼与前宫比肩而立。两楼造型相同，四正四

方。三层木楼高叠，纯榫卯四角攒尖。尖顶砖雕花脊，顶

部安有宝珠和塔刹，上书“风调雨顺”四字。额枋上有木

雕花草，梁架做工精致。每个檐尖都装饰木雕龙头，龙

头挂风铃。两楼内各有四根大柱、十二根小柱，寓意四

季十二个月。整体看，飞檐翘角，重梁架构，古朴典雅。

一宫两楼并肩立于街中，从每个角度看皆重叠如浪。

中宫亦为硬山式建筑，正脊、垂脊均有砖雕。宫内

有水牛精、黑龙精、蛤蚌精及龟精等塑像；经中庭向东

是后宫，即杨泗神（道教水神）殿。殿柱上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江盛水水满江风平浪静”，下联是“人敬神神佑

人祥和惠安”，横额“神通广大”。屋内杨泗爷龙袍玉带，

右手宝剑，左手避水珠，两旁侍立四名虾兵蟹将。

据碑文所记，平浪宫建于清崇德三年（1638年），是

供奉水神杨泗爷的神庙。它是船工、船商集资而建，也

是船工娱乐、集会之地。

街中的山陕会馆位于古街东侧，创建于清道光年

间，是山西、陕西两省商人集资创建。现存建筑6座，房

屋29间。依次有大门楼、戏楼、过道楼、钟楼、春秋阁（中

殿）、后殿、卷棚等；还有府台衙门、禹皇宫、万寿宫……

其建筑虽然气势恢宏，但因地势所限，均面积不大。

悠久的历史，自然有优美的传说与不凡的经历。

与江南古镇相比，这里显得更为质朴和宁静，而

且，拥有更丰富多彩的古代建筑文化。千百年来，这里

七百多间明清古建筑一直保持着它的原貌。

如今的荆紫关，早已习惯与恬淡寡欲交流，挨挤着

晨烟，簇拥着暮曲，最后以一种慢，慢成干涸的丹江石，

慢成历史与历史垒成的凝重，如石头碰着石头般坚定。

越来越多的游人，越来越多的脚步声；越来越通畅

的道路，越来越近的诗与远方。街上的游人流动起来

后，恍惚间，街市就不仅仅是车水马龙了，一轴长卷《清

明上河图》，正在眼前徐徐铺展。

瞬间，光阴跌至此去经年。

“近乡情更怯。”这些年来我是越来越害怕回乡下

的故土了。非是“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缘

故。每次还乡归来，憋鼓在胸中的诸多愁绪像牧羊人的

鞭声不停地在耳鼓炸响，令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诸

多的乡愁中，大堰———那道坍塌近三十年的大堰愁思，

最最抓挠我的心肝。

我是靠小说《大堰》走出乡村的，而今又惧怕回到

乡村，更害怕见到当年助我走出乡村的那道大堰。我的

家乡曾是20世纪70年代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

那一层层被大堰缠绕的梯田，正是在那火红的岁月中，

靠着集体主义的力量修筑起来的。村里面积最大的一

块土地当属八亩园，最长最高的石堰也是非它莫属了。

八亩园大堰就着两边的山势，拦腰截断了沟壑，筑起一

道巨龙似的宏伟建筑。

我清楚地记得：孩童的我也夹在治山治水的大军

中，呼唤着“学大寨赶赵沟，赵沟人人争上游”的口号，

艰苦奋斗，筑起了一道道大堰，修起了一层层梯田，建

起了一座座水库，改观了“下雨满坡流，雨后渴死牛”的

现状。后来，土地分包到了一家一户时，由于八亩园土

地肥沃，一脚下去能踩出“油水”，所以就顺着大堰的走

势一户分到一耙宽的土地。到了一九八三年夏季，一场

洪水截腰冲断了八亩园的大堰。紧靠大堰的承包户找

队长，想靠众人的力量修复大堰。队长也很是努力了一

番，但大家伙儿各忙各的事，到底也没把众人召集起

来。大堰就一直坍塌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洪水把

八亩园从中间冲开了一条壕沟。看着沃土流失，我心痛

流泪。

1986年春我就此写了一篇小说《大堰》，发表在《河

南日报》文艺副刊。文中虚构了老支书的形象———他重

新敲响了久违的钟声，抱病带头修筑大堰，结果犯病栽

倒大堰下死了。他用生命的代价换回了集体主义精神的

回归，于是村民齐上阵，坍塌的大堰终于修复起来了。

《大堰》当年获奖，我也因此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

部，走出了小山村。时光荏苒，十年过去了。小说世界里

的大堰修复了，可现实世界中的大堰仍然坍塌着。岁月

如飞，又是十年过去了，大堰仍然坍塌着。每次还乡，窥

视断腰的大堰，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条疼痛呻吟的

巨龙形象，凝视被洪水挖走吞噬的沃土，我的心在泣血

中呻吟。

其实，这些年来乡村坍塌的大堰又何止我故乡的

那一道？这坍塌的仅仅是一道普通的大堰吗？大堰塌

了，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精神的坍塌。那坍塌

的大堰真要修复起来，或许并不难；而人的精神一旦坍

塌了，真要修复起来的确是不易哟！坍塌的大堰三十年

修筑不起来，其实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坍塌和失落，是团

结互助传统美德的缺失和沦丧。“种自己的田，吃自己

的饭，穿自己的衫，谁离了谁也扯淡！”当下的乡村世界

集体主义观念缺失，人心涣散。靠乡情、亲情、友情和团

结互助精神支撑的温馨乡村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遥

远而不可及。建设和谐家园，推动乡村振兴，我们的乡

村世界万不能丢掉互帮、互助、互爱和团结协作的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大堰坍塌32年的2015年，我从工资里挤出6000

元交给当组长的堂哥，凭着这些钱的力量，堂哥召来了

村里仅有的十来个守望家乡的老弱病残者，按工发钱

总算把大堰的豁口垒砌起来。坍塌32年的大堰终于修

复如初，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坍塌的大堰虽已复原，而乡村集体主义精神真的

复还吗？每每还乡归来，乡愁久久萦绕于怀。我们的乡

村生活不能如此落寞；我们的乡村阵地不能仅靠老小

弱残者坚守；我们的乡村世界不但亟待需要修复无数

道坍塌的大堰，而且更需要即刻唤回失落的集体主义

精神和传统美德！

星期五下午第三节课下课，老师突然对我们说，想请大班长去

他家喝茶聊天。大班长听了都特别高兴，但是老师一数，觉得人太

少了，不够热闹，就决定让所有组长也都去。

晚上，我特别兴奋，想着早点睡，但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一

直熬到11点多。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就起床了。

我找到了宋文涵，一起来到吴琪美家，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消

磨着时间。终于等到8点整，姚淑文同学也来了，我们四个就坐上宋

文涵家的汽车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看见树木在向我们招手，花儿在向我们微笑，小

鸟在唱着欢快的歌，叽叽喳喳特别好听。

我打开窗户，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颊，感到轻松而惬意。一转

眼我们就来到了老师家。

已经有三个同学先到了，老师让我们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亲

切地说:“不要客气，都请坐，当成自己家就好了。”但我还是觉得既

兴奋又紧张，腿不停地在抖，总是控制不住。

等心情平静下来，我才看见桌子上放着茶壶和茶杯。

我们首先喝的是铁观音，这是我最喜欢喝的茶，泡好的茶水呈

黄绿色，还有晶莹的小泡泡在水面飘着。轻轻地闻一闻，可以闻到

一股兰花的香味。我迫不及待地品一口，一股清香的味道充满了我

的口腔，我闭上眼睛陶醉在这茶香之中。

接下来我们品的是红茶，它和铁观音就不一样了，细细的茶叶

在水中沉浮，闻一闻，有一股蜂蜜的香味。尝一尝，香甜香甜的和铁

观音一样好喝。

第三种是黑乌龙茶，喝过的同学都皱起眉头。有的说有一股很

浓的鱼腥味，有的说有一股紫菜味。我也觉得味道怪怪的，就把杯

子放下了。

老师又给我们泡了红花茶，开水刚冲进杯子里时，鲜红的茶叶

还飘在水面，后来就慢悠悠地沉下来，像小金鱼在水里游来游去。

“这种茶可真好看呀!”同学们都开心地说。并且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我们品完茶之后，老师又邀请我们到楼上玩，同学们都争先恐

后地跑了上去。

在二楼，我被一条小金鱼吸引了。它住在一个长方形的鱼缸

里，里面有非常多的彩色小石头。一盏灯发出五色的光，小金鱼就

在这五彩的水中游来游去。

我们又上了三楼，楼顶上种满了绿色的植物。突然，宋文涵同

学发现了一朵怒放的海棠，在旁边几个淡紫色花骨朵儿的衬托下，

显得格外娇艳。我拍完照片后，还不忘闻一闻，一股淡雅的清香让

我神清气爽。

随后，同学们又在老师家的院子玩了起来。

男生踢球时，吵闹声把院中的小鸟都吓跑了。我

们几个女生静静地观赏着园子里的花草，看到

好看的，就忍不住拍上一张照片。

到老师家喝茶的感觉可真好呀！希望下一

次来的人还有我！

祭祖
●闫景铂

正月十八
在家乡是祭祖的日子
在外的、在家的亲人们
放下了忙碌，摒弃了积怨
齐聚在先辈长眠的地方
燃起了爆竹，培育了新土

悄然感伤，静然祈福
那些远去的背影
再也望不到了
那些模糊的脚印
再也辨不清了
思念
划过岁月的河流
疯长在干涸的眼睛里

十月初一
在家乡也是祭祖的日子
在外的、在家的亲人们
放下了劳累，重聚了亲情
齐聚在先辈长眠的地方
潸然滴泪，默然祈愿
那些慈祥的面貌
再也触不到了
那些亲切的呼唤
再也听不到了

想念
穿过时光的隧道
泛滥在枯竭的心田里

在祭祖的日子里
岁月
老是不厌其烦地折腾着往事
翻过来，覆过去
无语也无声

女娲颂
●龚延民

到老师家喝茶
上河小学五一班 邢凯琳 辅导老师 吴占国

此去经年荆紫关
荫李晓伟

银杏赋
荫孙利芳

坍塌的大堰
荫彭忠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