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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我的娘家在太行山脚下的北孔庄。

一个小村庄静静地卧在雄伟壮观、连绵
不绝的太行山脚下。无影踪的山雾，无
从说起、无从追逐，只留下一丛魅影让
人想象。乡愁何尝不是如此，它在，它一
直都在，在你我的心中，现实和过往互
相依偎在一起，看风往哪里吹，被遗忘
的故事和正发生的事情就展现出它的
痕迹。

我在千万人中走着，乡愁的风吹过
来时，我是不知道的。而这些带着老家
味道的、有温度的风，只要有一样就会
轻易地唤醒我的记忆，就像家里厨房门
口的小号水缸，满满一缸水，用两只手
扶住缸沿用力一蹾，水面慢慢长出来细
细长长的波纹，发出嗡嗡的回音。我用
力再拍，水纹此消彼长。这种带有乡土
气息的游戏，现如今无法与之重逢了，
那口小水缸在这时显出来的是满足和
自得。因为这是我家，人最初扎根的地
方，风一吹，记忆还像当时那么新鲜。

我家和姥姥家同一个村，舅舅家门
口有一口吃水井，经常有人在井台打
水。光滑的井台，不时滴水的井绳，闪出
金属特有亮光的挂钩，这一切构成了一
幅会晃动的图片。这吸引着胆小的我，
而好奇心会让我拉着大人的手探头朝
井深处深深一瞥。深不见底的井壁，滑
腻腻的绿色苔藓给我带来的恐惧很快
就蔓延至胸口，先是腿发抖赶紧小步走
开，离开井口四五步，紧张地跑到远处。
大人们会发出笑声。这时候的我怎么也
不会想到一口井带来的恐惧记忆会延
伸至我的成年，记忆使得长大的我依旧
如此害怕看到水井。

我和姥姥家门口这口水井的故事
还没结束。在我八岁那年，一个秋天的
下午，我午睡起来，大人们不知去哪块
地里干活了，我的姐姐们也不知去哪里
玩了，我一个人无聊地坐在姥姥家门口
的青石凳上，突然望见那口水井，它也
是孤独的，两两相望，我竟然没有升出
想跑开的念头，只是呆呆坐着。愣神之
际，突然从村头传出一阵哀乐，突起的
哭泣声像一根绳子把我和孤独、恐惧捆
绑在一起。我竟然大声哭了起来，哭过
了，揉揉眼睛，忽然就笑了起来，再望望
那口井，还静静待在那里，我竟然不那
么怕它了，也许是它见证了我的哭声，
没怕也没躲避，这好像是我们独有的秘
密吧。

不言不语，不悲不喜，给予人间烟
火最初和最重要的起点。

乡村和我们纠缠了那么久，我们在
她的眼皮底下一个个地溜了出来，原本
想着不再会被牵绊，可没有想到，不管
我走多远，“乡愁”这两个汉字，一直紧
紧地拽着我的手。

走进北孔庄文化合作社大院，
磨石坡村老党员、韩秩吾事迹陈列
馆馆长韩满常羡慕不已。只见占地
几千平方米的大院气势宏伟，正中
央是一个大舞台，两边的文化长廊
墙壁上镶嵌着“孔子七十二弟子”巨
幅浮雕。一长溜展板，详尽介绍了
北孔庄文化合作社各个分社的组织
架构和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情况。

据北孔庄村委、文化干事刘海
玲介绍，北孔庄文化合作社成立于
2021年3月，目前下辖儿童经典诵
读、舞蹈、诗经合唱、书法绘画等四
个分社，拥有社员100余人，已组织
各类公益性文化服务活动80余场
次，辅导和培训文艺骨干及文艺爱
好者5000余人。“随着各项文化活
动的开展，村民们的幸福感大大增
加，婆媳关系和谐了，小学生登台展

示才艺的勇气也增长了……总之，
村民的正能量和村里的文化气息十
分浓郁。”刘海玲说。

闻讯赶来的北孔庄村党支部书
记杨勇，一见面就紧紧握住韩继明的
手表示欢迎，并对磨石坡村大力弘扬
红色文化，村民自筹资金建设韩秩吾
事迹陈列馆的做法表示由衷敬佩。
由于本报《红色磨石坡》专刊与《问礼
北孔庄》专刊分别是由这两个村协助
出版的，两个专刊总是同一天见报，
所以两位党支部书记对彼此村庄的
文化建设活动早已从报上熟知。今
天二人初次见面，自然是分外热情。

从两位村支书的交谈情况可
知，两个村的文化建设是各有所
长。磨石坡侧重于弘扬红色文化，
赓续红色基因；北孔庄侧重于传承
历史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两个村

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交流互动，反映
了老区红色文化与古村传统文化的
一种交融和村民群众在文化创新上
的一种自觉。

谈了自己对北孔庄文化合作社
的感受后，韩满常表示收获颇多。
他激动地说：“习总书记提出，在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认
为，我们两个村的积极实践，完全符
合中央有关文化建设‘两个结合’精
神的要求，大方向上没有错，应该一
如既往地搞下去。”

结束对北孔庄文化合作社的学
习后，磨石坡村党支部一行人还参
观了北孔庄其他文化设施的建设情
况。最后，韩继明代表磨石坡村党
支部和韩秩吾事迹陈列馆，邀请北
孔庄村两委会和文化合作社的朋友
们到磨石坡做客，就共建乡村文化、
助力乡村振兴等课题，为山区百姓
传经送宝。

图① 展望未来，北孔庄村的
文化梦想说不完。

图② 刘海玲（左一）为大家介
绍文化合作社建设情况。

图③ 谈起乡村文化建设的好
处，杨勇（左二）如数家珍。

图④ 磨石坡村党支部及韩秩
吾事迹陈列馆一行人走进北孔庄文
化合作社。

图⑤ 北孔庄的文化实践让磨
石坡的党员们眼界大开。

“文化取经”收获多
——磨石坡村党支部参观北孔庄文化合作社掠影

本报记者 李相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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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孔庄乡村文化建

设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多层

次、立体化、群众性等诸多方

面，人家把弘扬深厚的乡土

文化、历史传统文化同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相结合的做法，很值得我们

学习。”近日，率队前来马村

区待王街道北孔庄参观学习

文化合作社经验的修武县西

村乡磨石坡村党支部书记韩

继明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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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爽过后，意犹未尽。在茱萸峰见
到来云台山拍摄纪录片的郑州张先生，
他对云台山情有独钟，十年间几乎把云
台山拍遍了。我感谢他宣传焦作，冒昧
地问了一句：“子房湖你拍过吗？”他不

屑地说还真没有。我不失时机地展示
刚在子房湖拍的照片与视频。张先生
观之啧啧称奇，忙问啥时候拍的？一旁
的三妹不无自豪地说刚拍的，并告知视
频中的水上飞人就是自己。张先生跃
跃欲试，表示下午也去子房湖飒爽一
回。我为无形中成为云台山的“推介大
使”感到有点小确幸呢。

几回回游历云台山，一心心飒爽
在湖边。子房湖飒爽一回，对“飒”字
感念尤深。英姿飒爽，飒气十足，飒还
衍生出“最飒”“太飒”“超飒”“真飒”

“好飒”“很飒”等词语。这些词，我觉
得用在子房湖最为妥贴。因为这种

“飒”是一种精神，一种气质，更是一种
无畏……

用一个“爽”字形
容一件事情，已经很惬意
了，如果用“飒爽”来形容，
那肯定是“爽”的好多倍了。

20 多年间，我游历世
界地质公园云台山几十
回。每次从经典景点红石
峡上来，伫立马鞍石大桥
上，凝视着碧莹的子房湖
里快艇飞驰，犹如挥毫泼
墨，倍感洒脱。乘索道上
凤凰岭，空中俯瞰子房湖，
我称之为“镶在云台山上
的一颗玉坠”。无数次审
视，无数次观赏，在饱眼福
的同时，始终有个心结，何
时能在子房湖里畅游一
番？时常自嘲“只有不完
美，才是完美”，以此来为
自己开脱。

在《牧羊少年奇幻之
旅》中，有一句话曾振奋千
万人：“当你真心渴望某样
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
合起来帮你完成。”是啊，
情绪的能量“传染”过来，
便成全了心仪已久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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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水上超跑，浪漫一夏，这个
夏季速度与激情的不二选择，青山秀水
间的浪漫等你来解锁”的宣传特别吸引
人。芒种时节，雨后初霁，子房湖在邀
约，梦想在青山绿水间飘飞起来，成为

“解锁人”的我们，在子房湖飒爽了一
回，如在盛夏时节畅饮了一杯清凉的冰
啤，通透，得劲。

在我的意念中，云台山的水是分
“年龄”的，如果说“大瀑布”是一个身
强力壮的中年汉子，小寨沟、红石峡蹦
蹦跳跳的水是一群活泼调皮孩童的
话，那么子房湖则是一位恬静安娴的
姑娘。

子房湖起先不是湖。上世纪60年
代，修武人民战天斗地，在这里建成了
一座中型水库，山和水紧紧地拥抱在一
起，形成了湖，因湖中有一块形似马鞍
的巨石，故而叫马鞍石水库。传说汉代

张良晚年曾在此隐居，云台山开发时便
取名为子房湖。

子房湖是一座典型的高峡平湖，两
岸青山高耸，湖面夹在一条山谷之中，
与红石峡形成巨大的落差，红石峡的首
龙瀑便是由子房湖的泄水汇聚而成
的。延宕开来，闻名遐迩的微缩景观红
石峡，仿若子房湖亲密的小弟，子房湖
姐姐每天俯瞰受宠的红石峡，心里充满
温馨和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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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陈得够多了，开启飒爽之旅
吧。登上“云台山号”帆船，愉悦的心
情随着游船在湖中缓缓游曳。黛绿色
的湖面，如瓷器般温润光洁，似绸缎般
绵柔爽滑，你都不忍心打扰她。可船
头还是像春耕的犁铧，将湖面犁出银
白色的浪辙，船前、船后、船舷边翻起
的浪花，好似梨花、李花在水的枝头竞
相绽放，拂面清风略含水草气息，在周
遭飘荡。

扬帆起航。终于亲近子房湖，心情
自然如雨过天晴一般。移目两岸，刚刚

“出浴”的青山，小家碧玉一样清秀，蓊
郁苍翠，碧波般起伏着，吐纳静美的本
真。山势不算雄浑峻险，谷涧幽壑，张
驰着诗性和远意。清幽之地，给人一种
遗世的安宁，蕴含着妙意禅机，你不由
陡生出来晚的愧意。

山清映水秀，倒影婆娑；蓝天浮白
云，碧空明丽。这景致似乎是专为子房
湖定制的，我拿着手机狂拍不止。拍着
拍着，想起李文甫的一副对联：“绿水本
无忧，因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

头。”在自然风光的抒怀中，我隐隐读出
善缘因果的为人之道，只要心无杂念，
岁月则不老，爱心永相随。

云台帆船荡悠悠，子房湖边写春
秋。云台山水，以其秀美的丰姿绰约，
每年笑迎数百万宾朋，同时也润泽了岸
上的百姓，他们将这方山水捧在手中、
抱在怀里，与景区一道共享美好生活。
此时，黄杏飘香，石榴花红，就连驻马店
遂平的养蜂人也爱上了这里的山水，索
性在湖边安家生根。嗡嗡飞翔的小蜜
蜂爱恋上湖边的荆花、槐花的浓情蜜
意，为云台山增添了一分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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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如田野的犁铧，在慢中耕耘；
一旦坐上世界上最炫的动感飞艇，你则
领略快的爽意。慢与快，静与动，让人
在转换、交替、衔接中体会。驾驶飞艇
的小伙子事先告知，如果他伸出一根食
指在头顶转动一圈，意味着就要飘移
360度，一定要背靠、脚蹬、手拽、坐稳，
作好心理准备。

喜欢拍照的我还特意问一句：能不
能照相，留个纪念？“不可以，速度太快，
旋转起来，害怕手机掉入湖中，与桃花
水母去相亲。”工作人员回答。说起桃
花水母，早在2002年，子房湖内首次发

现桃花水母。近期再次发现，说明子房
湖的水质条件十分适宜桃花水母群生
活。桃花水母最早出现在5.5亿年前，
是名副其实的“地球活化石”“水中大熊
猫”。

暂别桃花水母，飞艇启动了。艇头
如剪似犁，“唰”一声，将“风驰电掣”演
绎得淋漓尽致。飞艇把碧绿的湖水这
块绒毯从中剪开，这时唯有微闭双眼体
验快感。这是飞艇的天下，这是飞艇的
舞台，一旦激情燃烧，它就会酣畅澎湃
地表演。飞艇的快只是垫戏，它在侧身
飞驰时让你玩个心跳。如读小说还没
读两页高潮便来到，师傅那手指如发射
天线般旋转，我们接收到信息，心里高
度紧张起来。在“提心吊胆”中，飞艇如

陀螺一般来一个360度的飞旋，恰似盛
开在湖中的一个硕大的白莲花。旋转
过后，湖水似手机拍摄的高速运动的图
案，带着模糊的线条，余韵袅袅。惊悚
过后，一片飒爽兴奋的喊声。我在舷
边，飞溅起的水花铺天盖地倾泻过来，
让我与湖水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不
顾落汤鸡的模样，我连连高呼：爽！爽！

白云飘，湖水笑，爽歪歪继续在喊
叫。看过水上飞人的表演，演员站在几
米高特殊的黑色管柱上，随着两股水柱
往下喷射，如火箭起飞一般升腾起来。
他在湖面上空自由自在地漫步，跨越，旋
转，翻腾。那么扣人心弦，那么潇洒气
派，那么引人入胜，那么闲庭信步……期
待有一天我也能潇洒飞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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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旦期待已久
的心愿将要实现，降临你身边，你又会
显得手足无措，窘态毕现。想是想，还
是有点胆怯，便撺掇三妹文清先上。

只见专业的黑衣老师穿好特殊的
靴子，在下面小游艇的配合下，站在黑
管顶端的平台上，三妹则小心翼翼站在

他前面。他俩脚踏飞轮，跟着音乐的节
拍飘来荡去，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
会儿左、一会儿右，黑衣老师架着三妹
的双臂，把她抡起来转了两圈。水面上
雾气腾腾，漂亮的水链在空中飞舞，尖
叫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真是美妙至
极。

我常说用真心写真情，所写文章不
体验、不经历肯定没有真情实感。自己
尽管胆小，且已是60岁的人了，但为了

体验还是抱着“豁出去”的心态去飒爽
一回。踏上飞轮，想象着水上芭蕾，美
丽优雅，婀娜多姿；想象着一只海鸥，自
由在空中飞翔。随着水喷射升空，脑子
如薄雾弥漫一样一片空白，幻想如老师
们轻盈地来一个潇洒的后空翻，都化成
了泡影。还没转两圈，恐高得不行，连
声要求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飒爽了
一回，实现了“水上飞人舞凌空，清波化
作霓彩虹”的梦想。

飒飒
爽爽
子
房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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