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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阵风吹过，山谷里飘来阵阵花香。
春天来了，不知名的花儿盛开，漫山遍野
都是春的气息。

赵全忠老汉从山上下来，虽然没有采
到药材，但身后的竹筐里多了一些野菜，
这大好的春光，他没心思流连，要赶快回
家。

他的家就在山外不远的一个小村
庄。村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是一个小
村。自从金兵南下攻破开封，掳走徽钦二
帝，中原大地就处在金兵的铁蹄践踏之
下。国破山河碎，大宋朝廷仓皇南走，不
堪金人蹂躏的大宋子民在金人的统治下
艰难度日。村子遭金兵的破坏，村民失去
了安稳的日子，民生凋敝，食不果腹。

这天，赵全忠正在后院喂牛，他的儿
子赵根急匆匆跑进家门，跑到他的面前，
小声说：“爹，村外来了好多人马，听说是
岳家军。”

“是吗？”
赵全忠先是猛一激灵，继而精神抖

擞，压低声音对儿子说：“儿呀，咱们总算
盼来了宋军，这下打金兵有指望了。”

天擦黑，赵全忠急忙跑到村外观看。
第二天，岳家军一小波人马进山探

路，前边高头大马上坐着赵全忠。岳飞坐
在马上，紧随其后。山高路陡，地形复杂，
小路很多。勘察地形，风餐露宿，非常辛
苦。岳飞看赵全忠年龄大了，还执意与他
们一起探路，很是心疼。

清晨，天气微凉，岳飞接过随从递过
来的自己的战袍，来到赵全忠身边，拉过
他的手，要给他穿上。不容赵全忠推让，
岳飞已经把自己的战袍穿在赵全忠伸展
开的胳膊上，认真地帮他穿好，双手扶他
上马，继续他们的探路。

几天后，摸清了周围数公里的地形
后，岳飞和牛皋等人确定了诱敌深入以及
在葫芦谷围歼敌人的计划。他令岳家军
埋伏在葫芦谷谷口和两山上。

这一天，探马来报，金人约10万兵马
气势汹汹地向这里进军。岳飞派牛皋扮
作采药人前去诱敌，赵全忠也坚决要去，
岳飞便答应让他扮成樵夫模样一起去。

金兵人地两生，在山里很快就迷了
路。这时，看见山上有一位老人（牛皋）正
在半山腰挖药材，便上去打听。老人指着
一条羊肠小道说，顺这条路走，前边往左
拐就是宽阔的大路。

金兵沿着宽阔的大路走了一会儿，来
到一处三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正
在发愁，山上飘来的歌声吸引了他们。他
们循着歌声找到唱山歌的人，原来是一樵
夫（赵全忠）。赵全忠说早几天看到有军
队经过，不知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们行
进的方向，并愿意带路。赵全忠将金兵引
进了早已设好的葫芦谷埋伏圈，然后一转
身就不见了。

岳飞见时机已到，发出了行动命令。
预先埋伏在山上的士兵弓箭齐发，石头齐
扔。进入包围圈的金兵顿时乱作一团，被
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仅有少数
金兵抱头鼠窜。刚逃出包围圈，他们又被
埋伏在谷口的岳家军穷追猛打。葫芦谷
杀声震天，金兵大败而逃。

对于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屡战屡胜
的岳家军，村中群众早有耳闻。这次在家
门口痛击金兵，打了胜仗，村中百姓更是
高兴。他们纷纷杀猪宰羊慰问将士们。

二

赵全忠等几个村中长者提出要为村
子取个名字，以纪念岳飞和他所率领的岳
家军。大家一致认为，为了纪念岳家军，
为了让千秋万代铭记这一段历史，征求岳
飞意见后，将岳家军前营驻扎的村子定名
为前岳村，后营驻扎的村子定名为后岳
村。

赵全忠就是后岳村人。后岳村距离
北部太行山不足2公里。金兵掳寇的到
来，打破了后岳村的宁静，打乱了这里的
生活，使这里变得满目疮痍，不仅田园荒
芜，而且百姓流离失所。抵抗外辱，驱逐
金兵，是每一个村民埋藏在心中的仇恨。

目睹了岳家军的秋毫不犯，目睹了岳
飞和他率领的岳家军的英勇善战，赵全忠
铁了心要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岳飞，让他成

为岳家军的一员，跟随岳飞打击金兵掳
寇。

岳飞很喜欢赵全忠的儿子，可考虑到
他老来得子，不忍心带走。经不住赵全忠
和赵根父子两个人的一再恳求，岳飞只得
答应。

这时，岳家军接到命令，要驰援洞庭
湖一带，赵根和村里的几个后生告别家
人，随岳家军南下。

岳家军走后，金兀术的后续兵马几十
万大军长驱直入，过了太行山，来到后岳
村。当他们得知后岳村的村名后，恼羞成
怒，转而变成肆无忌惮地报复。金兵对后
岳村百姓又一次大肆杀戮。赵全忠上山
采药，幸免一难，可是赵根的母亲惨遭金
兵杀害。赵全忠回来后，见昔日的家园变
成一片废墟，一气之下返身南下找岳飞去
了。

赵全忠找到岳飞，也见到了儿子。岳
飞听了赵全忠的诉说，恨不得马上杀回
去，收复失地，挽救同胞。岳家军中的后
岳村人也纷纷要求北上，痛打金兵，拯救
家园。无奈，人在军中，身不由己。赵根
和几个痛失亲人的后生，扼腕叹息，家仇
国恨，满腔悲愤。

三

五年后，岳飞再一次北伐。他带领20
万精兵强将，打击金兵，攻城拔寨，所到之
处，势如破竹，并很快打过了黄河，来到后
岳村。可是，赵全忠已经去世。

在家里，赵根找到了父亲的遗物，一
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战袍。岳飞见状，禁不
住潸然泪下，眼前出现了赵全忠千里奔赴
的身影，仿佛看到了赵全忠飞身上马带领
他们探路、与他们风餐露宿的一幕。

赵根手捧战袍，失声痛哭。家里缺衣
少食，可是父亲舍不得穿这件战袍。这是
父亲留给他的念想，这是父亲对那一段宝
贵记忆的珍藏。

打仗重要，建设家园重振山河同样重
要。临走的时候，岳飞将后岳村的士兵留
了下来，让他们重建家园，并留下许多军
饷和物资，供他们使用。

后岳村在几位后生的努力下，很快建
起了新房，开垦了土地，村里有了炊烟袅
袅，有了鸡鸣狗吠。

不久，传来岳飞因“莫须有”罪名惨遭
杀害的消息，后岳村全村人陷入了悲伤。
战功赫赫的岳飞，爱民如子的岳飞，精忠
报国的岳飞，出生入死的岳飞，后岳村百
姓心心念念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
杀害，他们为岳飞鸣不平，几个后生摩拳
擦掌要为岳飞报仇。

看着那件战袍，赵根想到了父亲。一
想到父亲，一想到战袍的温暖，赵根来了
精神。

一个安静的午后，赵根手捧父亲遗留
下来的战袍，来到山里，来到父亲的坟墓
前，拜了三拜，然后在父亲的坟墓旁挖了
一个坑，将战袍规规矩矩放好，掩埋。

往事越千年，后岳村与岳飞的传说，
经久不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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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因收获而欢喜，

秋天因多彩而瑰丽。在这个丰

收且美好的秋天，当我穿过齐

齐整整的农村公路来到后岳村

的时候，心情也舒畅起来。

这是一个千年古村。一排

排瓦房，一条条柏油路，像连绵

不断的历史长河，古韵悠悠，波

澜壮阔，蕴含着曾经的刀光剑

影，连接着今天的河清海晏。

精忠报国文化广场，风韵

天成，威风凛凛的民族英雄，幻

化成一种时不我待的民族精

神，光照千秋，一个历史文化名

村悄然呈现在眼前。

抗金历史文化项目、乡村

振兴学院项目、红薯深加工项

目、党建综合体项目、休闲农业

观光项目，一个个项目落地，一

个个项目紧锣密鼓实施，乡村

振兴如火如荼。

站在这里，浮想联翩，千百

年来，红尘滚滚，岁月沧桑，一

路走来，熙熙攘攘中，有些事，

早已淡忘；有些事，千年如昨。

后岳村与岳飞的传说，在我眼

前幻化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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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道奎《生命恋歌》有感
□李飞翔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字
有三部分：一是诗词，二是散
文随笔，三是金荣小传，内容
可谓丰富多彩。这些无疑都
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是他人
生体验的结晶。在诗词篇，我
读到了他的激情，体会到了他
的热忱，看到了他浑身满满的
正能量，用一个字概况，那就
是“情”。他的诗歌多以用深
情的词语歌颂祖国、歌颂党的
丰功伟绩；用深情的词语叙述
自己热爱的教师职业；用深情
的词语怀念自己的父母……
其情至深，在他的诗词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在散文随笔篇，
基本上都是他的日记。正如
他在序中说，岁月的河不停地
奔流着，流走了他少年梦想青
春年华，流走了他一生追求的
事业，流走了他对未来生活的
希冀和理想。在生命的长河

中，往事曾平静如水，也曾激
起小小浪花。蓦然回首，那些
往事都残存在一本本日记里，
像一位老者陈述着人生的故
事。他的日记可能是只言片
语，也可能是琐碎小事，亦或
是陈年旧事，但留下了一点点
生活的痕迹、一处处美好的风
景、一首首生命的赞歌。在金
荣小传篇，也是最令人感动的
篇章。与其说是爱妻金荣小
传，其实也是自传，既有爱妻
的相儒以沫，更有他默默行走
在文学创作之路上的身影。
我读后，曾想电话告诉他这部
分叫携手之路，后来也没有敢
打这个电话。金荣小传应该
是他对妻子表达的爱、表达的
情，岂敢改动？所以，三个篇
章都是围绕一个“情”字来展
开的，我就把它们概况为三个

“深情的篇章”。

道奎兄是个有心人，退休
后，抽闲把自己一生写的东西
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
讲的那样来个“闭门盘货”，撷
取一些在当时有价值、现在也
有意义的拿出来整理出版，给
后人留下一点精神财富，这远
比给后人单纯留下一笔钱财
的效用要大得多。《生命恋歌》
的出版，就是道奎兄文学创作
的里程碑，更是他人生的加油
站。他的作品其实就是一首
诗、一支曲、一幅画，铭刻在岁
月的长廊中，铭刻在自己的心
里。

历史长河，人生苦短，我
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大千世界
的匆匆过客。一个人来到这
个世界上，总要想到为这个世
界做点什么、留点什么，如此
才能在他临近晚年回忆往事
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
愧。道奎兄做到了这一点。
他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乐在
其中，仿佛浑然不知老之已
至。这正是退休后我学习的
楷模。

期待再读道奎兄的新作。

王道奎给我
寄来了他的新作《生命
恋歌》，厚厚实实，沉甸
甸的，洋洋洒洒近 40 万
字。这是我继读过他的
长篇《黑玫瑰》《太极名
师》《陈小旺传奇》之后，
再读他的大作。

80 多岁的王道奎，
在文学朝圣的路上，笔
耕不止，勤奋好学，属于
焦作高产作家，他的作
品我都读过。在焦作作
协举办的王道奎作品研
讨会上认识后，只要他
有新作，就会给我邮寄
过来，还谦虚地一再叮
嘱，给作品多提宝贵意

见，予以指正。其实，我
真没有提出意见的资
格，更没有指正的勇气，
他的作品我只有学习的
分了。

作为文学爱好者，
我就懒惰得太多了，除
发表几篇中篇，也没有
一篇像样的作品问世，
长篇更没敢想过。所
以，道奎兄让我写点小
文，我惶恐啊。为他的
勤奋感动，为他的宽和
为人折服，加之对他的
敬佩、对他的嘱托我自
然无理由推托，恭敬不
如从命了，就写点读后
感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