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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七夕节，我不禁想起杜牧
《秋夕》中的诗句：“银烛秋光冷画屏，轻
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
牵牛织女星。”这些诗句如同钥匙，轻轻
旋开了小扇轻摇、夏夜星空的童年记忆
之门。

童年的夏夜，总是那么美好而难
忘。当夜幕降临，母亲便会在庭院中
铺开一张凉席，我依偎在她身旁。母
亲轻轻摇动着那把旧蒲扇，为我驱走
夏日的炎热与蚊虫的侵扰，同时给我
讲述牛郎织女一年一度跨越银河鹊桥
相会的故事。我抬头望向夜空，母亲
的手指为我指出那璀璨的银河两旁、
牛郎与织女的身影，引领我走进了一
个神奇的梦境。

然而，岁月如梭，那个躺在母亲身旁
听故事的我，也已为人父。而母亲渐渐
老去，依旧默默地为我们操劳着，她用自

己的方式诠释着母爱的伟大与无私。她
不仅帮我照顾孩子，还承担了家中一切
琐碎的事务，让我们夫妻能够安心工
作。我们总以为，给予母亲物质上的满
足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直到有一天，
我无意间听到了母亲与父亲的通话，我
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孝”的理解是
多么片面与肤浅。

那日，我提前回家，恰逢母亲在阳台
上背朝着我与父亲通话。只听见母亲
说：“老头子，我知道你丢三落四的毛病，
可别忘记按时吃药。出了问题我可没时
间照顾你。”电话那端声音虽然低些，但
母亲的手机是免提状态，我还是清晰地
听到了。父亲说：“老婆子，你还怕我出
问题？你待在儿媳那里享清福，多少年
了，难得回来一次，这乡下老屋你就不要
了？”

母亲叹了气说：“老头子，可我也没

有办法啊，儿子和儿媳每天忙着上班，趁
着我身体还好好的，就给他们帮衬帮
衬。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伺候你。”
父亲说：“你这话说了多少次了，我耳朵
都听起茧子了。”

母亲的背影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
孤独与无奈，父亲的言语间也透露出对
母亲的依赖。那一刻，我愧疚于自己忽
视了母亲的感受，更愧疚于自己成为了
他们相聚的阻碍。

晚上我和妻子商量，决定把父亲接
过来，让父母过一个属于他们的温馨七
夕节。这不仅是对父母爱情的致敬，也
是对他们多年辛勤付出的感激。然后，
我们将遵循二老的意愿，是在我这儿一
直住，还是他们一起回老家。无论哪一
种选择，都确保父母再也不分开，相互陪
伴、相互照顾，天天都像过七夕节一样幸
福美满。

又是一年下雨季，窗外“哗哗哗”地
下着瓢泼大雨，刹那间小区里的水便如
小溪般流淌。看着这雨，往事便如电影
般一幕幕地涌上心头。

我的家乡坐落在沁河之畔，紧紧地
依偎着沁河大堤。沁河，这条生命之河，
一年四季不停地流淌着。有时，它像可
爱温顺的小猫，乖乖地流进引水渠，滋养
着两岸的良田，带来丰收的希望；有时，
它如发怒的猛兽，急湍奔腾、咆哮怒吼，
带着上游的树木、猪、羊、鸡……直流而
下，那场面令人胆战心惊。更让人恐怖
的是，它一旦冲开大堤，便会淹没大面积
的良田和村庄，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灾难。

为防患于未然，每个依堤而立的村
庄都有护堤人在坚守。长福伯，便是我
们村的护堤员。他个子高大魁梧，说话
声如洪钟，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曾参
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斗中英勇
奋战多次立功。退伍后，他毅然回到家
乡，担当起了守护大堤这一重要任务。

大堤上的防汛小屋里放着许多防汛
工具，仅有的一点地方放着一张小床。
屋外的敞棚下有一个大木架子，上面挂
着一口大钟。每当钟声响起，便有紧急
情况发生。

春天，沁河的水缓缓流淌，河堤两岸
绿草如茵，野花绽放。长福伯沿着堤岸
仔细巡查，查看堤坡有无裂缝，堤脚有无
渗漏。他用粗糙的双手抚摸着堤身，仿
佛在与大堤交流，感受它的每一丝变化。

夏秋两季天气变化异常，河水变化
莫测，有时平静如镜，有时会突然猛涨。
为了确保安全，长福伯住在大堤上的防

汛小屋里，日夜守卫着大堤。数不清的
日夜，他冒着烈烈炎日、顶着狂风暴雨巡
视着大堤。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劳累了
一天的乡亲们早已进入梦乡。长福伯
警惕地听着河水流动的声音，忽然听到
远处有河水的轰鸣声，他立马起床，发
现河水一个劲地上涨，便意识到沁河上
游下了暴雨而使河水猛涨。他身披蓑
衣，手拎着马灯巡看大堤，看到水位超
过了警戒线，大堤一处有渗水的情
况。长福伯立马用力敲响大钟，那急
促的钟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惊醒
了沉睡的村民。他又马上采取紧急措
施，用沙袋堆在渗水的地方并用高大的
身体紧紧地顶住沙袋。村民们听到钟
声，纷纷拿着防汛工具直奔大堤。当乡
亲们把长福伯从渗水的地方拉出来时，
他已经成了一个泥人。但他还一直说：

“快堵上！快堵上……”大家从堤内和堤
外同时堵渗水的地方，经过一番紧张的
奋战，终于防止了一次水灾的发生。

冬天，沁河的水安静了许多，但长福
伯闲不住，每天拿着扫把将河堤上打扫
得干干净净。即使在覆盖着厚厚积雪的
日子，长福伯依然每天巡逻，查看堤岸是
否有薄弱的地方，为来年的防汛工作提
前谋划。

长福伯几十年如一日，认真负责地
守护着大堤，多次被县里评为防汛模
范。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退伍军
人的责任与担当，守护了家乡的安宁。
他的身影，如同那坚固的大堤，永远矗立
在我们心中。

那天晚上，孙子和他爸妈商量
着要外出旅游。我在旁边也非常支
持，毕竟孙子今年刚经历过紧张的
高考，并且成绩还不错。但我考虑
到近期的天气情况，提出明早先去
一趟缝山公园再说。

孙子很听话，也很懂事，当场就
答应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床，等待和
孙子一起游缝山公园。

自从南太行·花海公园建成后，
我有几年没去缝山公园了，几年来的
变化会是什么样子，还真一无所知。

经历了一夜的狂风暴雨，天上
还笼罩着一片片乌云，也警示着随
时还有下雨的可能。我准备好雨
具，带上饮料和孙子一起出发了。

我家离缝山公园很近，很快就
到了目的地。孙子说：“您走得慢，
我到上面等您。”我交代了几句，转
眼间就不见了孙子的身影。

我慢慢地一步一个台阶往上
爬，当到达第二个海拔高度提示点
的时候，我回头望去，一幢幢高楼大
厦、一块块齐整的绿地，把焦作市装
扮得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再向前
看，满目的苍山翠绿，一个个跌宕起
伏的山峰，真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过去
这里只见石头不见林、只有炮声和
沙尘，如今变成了人们健身休闲的
美好乐园。

看着、想着，不知不觉到了山
顶，只见孙子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他看到我懊悔地说：“我跑太快了。”
我知道他一定累了，赶快将饮料递
过去，心疼带责备地说：“谁让你不
听我的话。”“我只用9分钟就上来
了。”孙子说。刚坐一会儿，他就被
蚊虫咬了，我忙拿出风油精让他涂
抹。看着满脸稚嫩的孙子，我心里
有种无以名状的喜悦。

头上的乌云越来越多，在我们返
回的路上，下起了零星小雨。一路
上，我跟孙子讲黄山、泰山、华山、峨
眉山、九寨沟等祖国的名山大川以及
大自然的无穷奥秘，令他心驰神往。

我说：“你马上就要进入大学殿
堂，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认真去领
略更高层次的知识内涵，丰富自己、
武装自己，开辟出一片属于你的知
识领地，为祖国增添一抹新绿。”他
点点头。

我说着，他听着，雨下着，到家
了。

悄悄，荷叶上的露珠
偷了花瓣的红
欣喜跳跃
无意间惊醒沉睡的蝉

怀揣心事
紧随小草追赶东方那轮红
匆匆
鼓声震动，急且密
看绿迅速蔓延每个角落
浓荫装点古道
在驿站的流年里沁芳
拴马石上，谁还在拉长
思念

霞光辉映的大门
依旧向远方敞开
饮一杯清露
织一片柔情
独留世间一片清爽
路的尽头——
荷塘摇乱了云朵、芳香
瞧
夏在等谁

乡村振兴喜事添，
普建公益红娘团。
相亲台网信息聚，
解困青年婚恋难。
鹊桥牵线觅佳偶，
联谊交友助脱单。
倡树文明抛旧俗，
婚嫁新风润怀川。

家乡护堤人
□陈丽娟

瞧 夏
□浮 云

赞公益红娘团
□朱立明

游缝山公园
□李康礼

投稿邮箱：jzwbwq@163.com（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让父母过个
温馨的七夕节

□杨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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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 毛

引 子

1938年夏天的重庆，天气出奇得
糟糕，又湿又热，比往年更加令人难以
忍受。

在江边的一孔桥洞下边，有两个
乞丐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他们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身材
不高，面容瘦削，虽是气息微弱，却也
别有气度。老妇人不失利落，从那一
双眼睛上看她过去一定是位大美女。

桥洞下的环境恶劣到了极点。酷
暑高温之下，蚊虫叮咬，粪臭熏天，时
不时有野狗出没。

比这环境更坏的是老夫妇的心
情。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悲愤。

老夫妇悲愤，不是因为他们自己
的命运，而是因为国家。日寇肆意侵
略中国，而政府抗战的态度却十分暧
昧，正面战场上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坏。

老头名叫杜严，生于1875年，字
友梅，河南省博爱县人。

眼下的杜严行将饿死，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杜严曾是名满华夏的实业
家、教育家、官员、大儒。幼年时期的
杜严，当了10年的乞丐，很意外没有
被饿死。晚年时期的杜严又一次沦为
乞丐，不出意外地要挨饿而死。

杜严由一个富甲一方的豪绅变成
不名一文，完全是因为他裸捐了全部
家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侵华日
军在很短时间内占领京津冀，攻入河
南。

对于日寇的侵略行径，杜严义愤
填膺。此时的杜严年逾六旬，已经赋
闲居住在博爱老家10多年。

杜严决定，尽自己所能，支持抗
战，尽数变卖家产，所获3.6万大洋。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全部捐献
给国民党省府。

1938年2月17日，新乡失守，18
日日寇攻陷修武，19日攻陷焦作，20
日攻陷博爱。

此处的杜严，完全失去了容身之
地，于博爱县城破之前携老伴出逃，先
到南阳，后到武汉，最后来到重庆。

杜严夫妇仅有的一点盘缠很快用
尽，二人沦为乞丐。

杜严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终
于到了横卧不起的地步。

国民党抗战，兵败如山倒。一个
消息传来，国民党军贪挪军费现象严
重，自己捐献的3.6万大洋也被挪用，
杜严更是忧愤满腔。

老伴外出讨饭一整天，只讨得半
块馍，服侍杜严食用。

杜严予以拒绝。他要用饿死自己
表达最后的愤懑。

杜严觉得对不起老伴。老伴本是
大家闺秀，跟着自己一辈子，最后竟沦

为一个乞丐。
造化弄人，也体现在自己身上。

自己幼年曾讨饭10年，一辈子苦苦奋
争，终于功成名就，不成想于晚年再一
次成了一个乞丐。

杜严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迷
糊。他们相互依偎，迎接生命的大限。

杜严这一生，可谓恢宏壮阔，跌宕
起伏。他是一个大开大合的人物。家
国大爱，他并不排斥烟火人生。

民以食为天。杜严把吃饭看作天
大的事，把烹饪也看作天一样的大事。

杜严是一位顶流的烹饪高手，他
精研烹饪，追求人间的味觉审美。

这也难怪。幼年时期的杜严长期
挣扎在饥饿的生死线上，一生之中，他
也看到过太多太多饿死人的现象。他
觉得，一个人挨饿而死，是极为凄惨
的。

杜严气若游丝。老伴有太多的不
解，自己的先生一生追求“食为天”，偏
偏还是被饿死；一生追求救国图存，偏
偏还是国破家亡。

杜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个重大
的人生节点。在每一个节点，杜严有
意无意总选取一种独特的载体作为纪
念。

这种载体就是美食。杜严具有超
强的创意能力，他精心烹饪，留下了许
多有故事、有意境的特色美食。这些
美食，是杜严一辈子的记录和写照，也
是他一辈子的偏心和挚爱。

此时此刻的杜严，反而没有了饥
饿感。

杜严的思绪像白云一样在飘飞。
这些色香味俱佳的美食，像过电影一
样，映现在他的脑海，映现在自己眼
前。

与其说杜严是在欣赏自己的美食
作品，不如说是在回顾他不平凡的一
生。

杜严依稀看到，一份热气腾腾的
酸香浆水面端呈到自己面前，陆陆续
续还有七方千金糕、怀商杂派饭、清化
姜糖糕、加官摇钱菜、怀庆土信面、太
守玉兰片、博爱汤水席等，让自己目不
暇接。

酸香浆水面避免了自己被“易子
而食”，曾经挽救了自己幼小的生命。

七方千金糕彰显了七方姑娘的心
灵之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七方姑
娘不用相”，从而成就了自己完美的爱
情。

怀商杂派饭作为自己发明的别出
心裁的“征信系统”，成就了自己怀商
人生的起点。

清化姜糖糕，来源于杜严倡导的
教育革新。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缺少一
种灵魂，就是科创灵魂。教育救国必
须高度重视现代科技。生姜有还魂药
之称，怀姜乃生姜极品。清化姜糖糕
是杜严重视教育救国、科创救国的见

证。
加官摇钱菜，见证了杜严一生最

豪气的“争”和“取”。这个争取不同于
常人的争取，他完全是一种为了天下
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争取，一种不
是争取的争取。

怀庆土信面的土，是金木水火土
的土；怀庆土信面的信，是仁义礼智信
的信。土即是信，信即是土。土信面
构成了怀商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怀
商成为“信商”的根据。

太守玉兰片，来源于张扬。张扬
被称为“天下忠义第二人”，其忠君爱
民的节义精神丝毫不输于关公关二
爷，比张赶村的竹子还要高洁。玉兰
笋片彰显了怀商文化的“义商”内涵。
信义怀商堪称中华儒商。

博爱汤水席，吉鸿昌将军成功调
停回汉矛盾，杜严动员回民、汉民分别
送上牛肉团子、牛肉圆子，取团团圆
圆、广博有爱之意。吉鸿昌深受触动，
始有博爱县之名。

然而，杜严却一口也吃不着，在无
尽的遗憾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杜严堪称一代儒商。杜严坚持认
为，儒商，是文化认同的“儒”与身份认
同的“商”叠加而来的复合概念，是能
够把哲学意义上的“知”与商业实践上
的“行”合二为一的商人典范。

儒商既是儒又是商，他们以商业
行为践行君子人格，以儒家文化诠释
商业精神。

杜严坚持一辈子弘扬儒商文化，
始终践行以义取利，秉承家国情怀，强
调人心管理，既传承儒家文化精华，又
打造新的商业文明。

一、酸香浆水面

清光绪元年(1875年)，一场持续
的旱灾席卷整个华北地区。

即使在正常的年景，不少家庭都
会遭遇春荒的考验。只不过，通过多
种渠道调剂，一般都可以挺得过去。

然而，这次春荒却让太多的家庭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草根、树皮都
成了食物。

在怀庆府河内县，有一个十分有
名的镇子叫清化镇。这个镇的不远
处，有一个村子叫马营村。

马营村有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姓
杜，家境本就十分贫寒，灾荒来袭，更
是难以为继，被迫外出讨饭为生。雪
上加霜的是，妻子还有身孕在身。

这一天，天气闷热得厉害，杜氏夫
妇急忙往家里赶。由于长期少吃没
喝，妻子的身子骨十分虚弱。

就在这几天，妻子一直腹痛难忍，
丈夫知道，这怕是早产的预兆。

走到村西不远处，妻子连一步也
走动不了。丈夫看见道旁有两堵短墙
围成一个角，就费劲地把妻子背扶到

那里。随着一声低弱的啼哭，一个男
婴出生了。

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丈夫要把
他丢弃，妻子死命不从。他们长期讨
饭，沿途看到过太多的弃婴尸首。

夫妻二人带着孩子，来到他们破
败的家里。

孩子被饿得哇哇直哭，可是根本
没有奶水。每一天，夫妻二人用一点
点稀粥汁勉强喂养这个脆弱的小生
命。没想到，这个小生命活了下来。
孩子取名叫杜严。

两个月以后，他的母亲被活活饿
死。

杜严长到4岁，这场奇旱灾荒也
持续了4年。

光绪三年为农历丁丑年，光绪四
年为戊寅年，这场灾荒被称为“丁戊奇
荒”。灾荒波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
万灾民到外地逃荒。

这4年间，灾荒发展得一年比一
年严重，到最后竟出现“易子而食”的
惨象。

这一天掌灯时分，杜严家里来了
一位蹒跚的中年男人，把自己三四岁
的孩子交到杜严父亲手里，同时要把
杜严带走。

杜严父亲虽然饿得神志不清，但
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亲搂着杜
严，大放悲声，虽有千般不舍，虽有千
般罪责感，可这两个做父亲的也顾之
不得了。

就在杜严父子最后分别的一刻，
突然一阵酸香味扑鼻而来，不知是谁
在门口放了一罐酸香浆水面。

两对父子不顾一切地把这一罐面
分食一空。

隔日的同一时分，这对父子又一
次来到杜严家里，又是在最后分别的
时刻得到了一罐酸香浆水面。

两个孩子就这样保住了性命。
这两个苦命而又幸运的孩子后来

成为一对一辈子的好朋友，这个孩子
叫王颂文。

杜严和王颂文一辈子都有一个最
大的遗憾，他们以及他们的父亲一直
都没有搞清楚那持续送来的救命酸香
浆面是谁送的。

隔三岔五的，王颂文都要做酸香
浆面给杜严吃。他们往往会相视苦
笑，如若不是这种面食，自己就成了食
物。

按照杜严的创想，王颂文把酸香
浆面进行了很大改进和提升，以至于
成了一道当地名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