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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观澜

前几天路过市区的和平西街，看到鳞次栉比

的高楼、川流不息的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不由想起

近百年前曾在这里开店营生的曾祖父，他以一己之力

开店数十年，伴随焦作成长，不仅赢得众口赞誉，而且

深深镌刻进了寻常百姓的记忆之中。

曾祖父的店是一家小店，却是早期焦作城市印象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世纪30年代，在焦作福中街与

东马市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名为东新街，

后来改名黄楝街、协盛和街，现如今叫和平西街，在当

时是比较繁华的商业街，两旁有众多餐馆饭店、杂货摊

铺等，平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曾祖父的店，就是其

中的一个，位于东新街东向北侧，旁边是范家戏园（后

更名为大舞台）。店面有两间房大小，主营羊肉汤、油

酥饼。饭店规模不大，但滋味不错，据2019年6月15日

《焦作日报》报道：新中国成立前，东新街最热闹的地

方，曾有4家驰名焦作的饭店和小吃店，分别是张三包

子、邢家羊肉汤、蒋家油条豆浆和五福楼饭庄。曾祖父

的小店就是邢家羊肉汤，在当时称得上有口皆碑，换成

现在恐怕早就是美食攻略上的网红店了。

“

曾祖父熬制的羊肉汤，之所以
驰名焦作，在于手法专心、材料上
乘。曾祖父首先以新鲜羊骨大火熬
煮，待骨汤初具规模再佐配羊肉继
续熬煮，故而汤白肉香，闻之令人垂
涎欲滴。这样的白汤，用羊肉片打
底，抓把香菜，淋上红红的辣椒油，
可以说是色香味上佳，每天都吸引
众多食客光顾。与肉汤搭配的还有
独家制作的油酥饼，两者相得益彰，
回味无穷。油酥饼制作比较烦琐，
需要先用油炒香面粉，再揉搓形成
油酥面，然后团揉成饼进行烘烤，这
样做出来的油酥饼咬一口酥脆焦
香，让人回味。曾祖父之后，没有子
女再从事饮食行业，油酥饼这项技
术后来传授给徒弟（也是我三奶
奶），她长期在服务楼工作，退休之
后于上世纪90年代还在焦南摆摊售
卖过一段时间。

曾祖父名叫邢喜胜，祖籍新乡
长垣，那里是著名的烹饪之乡，现如
今长垣烹饪职业技术学院便是明
证。这块热土走出过许许多多为生
计而奔波他乡的平凡劳动者，曾祖
父就是其中一员。曾祖父生于清光
绪三十三年（1907年），族内虽然出
过读书人，但家境于乡间闾巷总是
一般，高祖父以细木工为业，为乡民
雕花凿木讨生活。清末民初，社会
动荡，百业凋敝，高祖父这样的细木
工常常无以为生，有一日活计才有
一日吃食，找到活计待到晚间回家
方有一小袋小米可以熬粥果腹，可
现实最多的却是一句“都睡吧”，叹
息之余，全家老小就明白当晚是一
粒米都没的下锅，只能饥肠辘辘地
闭眼睡觉。家乡没有活路，曾祖父
只能外出谋生，上世纪20年代末，他
随同乡到开封当学徒，学到了厨师
手艺，后来听说焦作兴建煤矿，比较
繁华，就来到方兴未艾的焦作矿区，
开设了专卖羊肉汤和油酥饼的小饭
店，用高热量的肉食来满足重体力
煤矿工人的需求。从老照片看，小
店属于近代砖石建筑，当时已属于
有些档次的洋房了。现在看来，曾
祖父还是有些商业眼光的，比如门
面选址注重客流量，当时街口的东
部、北部是福中矿务大学（今河南理
工大学北校区所在地）、福中总公
司，学生、职工都是潜在顾客，旁边
是范家戏园，散场后观众正好可以
来吃个宵夜。

曾祖父为人和善，同情穷人，不
畏黑恶势力。1942年，河南遭遇大
饥荒，“水旱蝗汤”（黄河花园口决

口、旱灾、蝗灾、汤恩伯部劫掠）轮番
上阵，灾民四处逃荒。曾祖父守着
小饭店经常救济逃难的灾民。某
日，有一位老人因饥饿一头栽倒在
路旁，曾祖父将他扶到店内，给他喝
汤吃饼，临走时还用包袱装了几十
个油酥饼给他。老人身无分文，再
三感谢，最后把跟随他而来的一条
大黑狗留在了店内看门。这条大黑
狗健壮勇猛，看门忠心耿耿，取名唤
作大黑。当年大土匪刘某趁灾流窜
到焦作城区劫掠，他携情妇去戏园
看戏，路过店门口，其情妇旗袍被大
黑咬破。刘匪怪癖发作，不以为怒
反觉得这条黑狗勇猛好玩。实际上
在刘匪眼里，情妇好找，好狗难寻，
于是大嚷着要把狗拉走。他手下的
土匪去抓狗，却被狂叫的大黑吓得
不敢上前。见强抢不成，刘匪又假
意说掏大洋买狗，让曾祖父拿绳子
先把狗拴起来。曾祖父不为所动，
淡然拒绝。刘匪因着急看戏，只好
骂骂咧咧悻悻而去。后来大约因为
别的事耽搁或者忘了此事才没有再
来报复。大黑狗老死之后，狗皮被
曾祖父做成褥子留作念想，传承几
代至今。小时候我还亲手摸过，黑
毛柔光华亮，让人不禁想起那往昔
的岁月。

焦作被日伪占据时期，特务横
行，到处残害百姓，曾祖父对他们也
是愤恨有加，导致被特务怀疑。一
次，一个便衣特务假装聊天在路上
拦住曾祖父，拉着他往偏僻处走，意
图秘密逮捕。二人正在纠缠之时，
高祖母见状急中生智，上前故意大
声斥责曾祖父：“你这个掌柜咋当
的？店里边那么忙，你还有空在这
儿闲喷？”趁特务愣神的工夫，高祖
母拉着曾祖父就回店里。晚上又赶
紧让曾祖父扒煤车逃往开封，找亲
戚躲避，等待大半年风声过了才返
回焦作。

就这样，小店在旧社会艰难生
存了2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邢家
羊肉汤店响应“公私合营”号召，并
入了国营食堂。曾祖父曾就职于服
务楼、四海春等饭店，成为国家的主
人公，从此有了安稳的工作，不再担
惊受怕。他爱岗敬业、勤恳工作，一
生任劳任怨，在上世纪60年代末因
病去世。

曾祖父的小店，见证了焦作从
一个矿区一步步成长为煤城，甚至
它本身就是焦作成长的一部分，就
像被时代大潮推动的一枚小小贝
壳，见证了雄奇与秀美，一转身却又
融入大海，化作了大海里的一朵浪
花。

一

提及怀川地理现代诗的创作，自然引出诗歌
地理、地理诗歌、诗歌与地域的关系。我国第一
部诗歌总集《诗经》，就与地域构成“血肉难分”的
密切关联。从地理的角度观察，《诗经》开启了中
国诗歌地理的源头。15个诸侯国的“国风”基因
里，无不遗传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地域性特征、地
域印记。王保友的《石头就是石头》，就是当下地
理诗写作，尤其是对焦作市（旧称怀庆府，统称怀
川）的现代诗创作提供了可资研读的文本。

也许是他过于内敛与低调、不事张扬的缘
故，在很多人眼里，王保友只是蜚声医界的现代
医院管理运营的操盘手、工商管理方向高级职业
经理人，直至通览其出版的诸多文学著作，才将
其与现代诗坛中原宿将画上了等号。

王保友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一普通
家庭，1987年发表诗歌处女作，从此一发而不可
收拾，成为中原诗坛的一颗新星。上世纪90年
代，他在鲁迅文学院参加了中国新诗讲习所举办
的全国诗人笔会，受到我国文坛老前辈谢冰心、
艾青、臧克家接见，谢冰心、臧克家前辈曾亲笔为
他的诗集《黎明潮》及散文诗集《青春风景线》题
签。

二

我认识的王保友很忙，抽烟很凶，但不嗜酒，

平素静处，藏书万卷，以其40余年的跋涉足迹，在
多个行业、多个领域成功跨界。上世纪80年代，
他参加工作后，从厂医、团干、办公室主任、生产
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到全县轻工业系统最年
轻的厂长，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由中专、大专、
MBA，到工商管理方向高级职业经理人，成为自
学成才的标兵；自旧纸堆里研究商周历史、明清
历史、地方党史，于地方史志、历史档案、田野调
查中，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宝库；作为
特约记者、通讯员，从事新闻报道，重磅稿件频
频亮相于官方主流媒体；深耕丝网印刷、教育
学、养殖学，著书立说，发表学术论文；为工业企
业新上项目，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以借调
的身份，走进县委机关大院，从事地方组织史、党
史编研……

2000年4月，他就职于公立二甲中医医院，
毕力投身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创新，肇始的

“五优工程”经验被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管
理》杂志刊发。2008年2月，时年44岁的王保友
勇毅下海，辗转江苏、湖南、云南、山东、安徽、贵
州、四川、河南等地，执掌多家民营妇产医院、骨
科医院、综合性医院、中医肿瘤医院。由他独著、
主编、编著的10余部医院管理、运营、医学著作，
在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他的父母目不识丁，梦想就是让其能成为文
化人。而王保友的梦想，就是能成为家族里的

“文曲星”。他先后加入中国诗歌学会、河南省作
家协会，深造于河南省文学院首届高级作家研修
班，历任新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乡市诗歌学
会副会长。其诗歌作品先后入编《中国诗歌排行
榜》《中国诗人年度诗歌选集》《中国朦胧诗》《中
国民间诗歌读本》《贵州诗人四十年》《河南省文
学作品选》等年度诗歌选本。部分诗作在新加
坡、瑞士等发表、出版和翻译，获得“诗探索·中国
诗歌发现奖”等奖项。

三

作为豫北沃壤成长起来的知名作家、诗人，
王保友至今已公开出版了诗集《骨骼里最柔软的
部分》《每一个时刻都有许多种表情》《长安风诗
歌十人选》《石头就是石头》，散文集《年轮上的花
朵》，长篇小说《人人都有中央眼》，非虚构文学
《通向健康王国的抗癌号高铁》，长篇传记文学
《治瘤王传奇》，地方文史著作《小董乡村史话》
《董永故里影像志》等。

王保友业余吟诗，首创与倡导新羁旅诗创
作，在江南、湖湘、齐鲁、徽皖、云贵川、豫西北等
地长达17年的羁旅体验，创作诸多力作。2019
年8月，他重返豫北故土，创作激情未减，诗集《石
头就是石头》收录的200余首诗作，便是他对焦作
市武陟县黄河文化之乡、沁河情怀、董永故里的
诗性表达。

“我是寂静山谷里散落的一块石头。”王保友
对石头情有独钟。在谈到《石头就是石头》的创
作感受时，他说，石头、水、阳光，都是人类最亲密

的朋友。作为一种诗歌意象，石头比水和阳光有
着更复杂、更深邃的内涵。石头意味着坚定、坚
硬、坚固，意味着沉重、沉着、沉稳，意味着宁静、
安详、淡泊，意味着恒久忍耐、谦卑包容等。人的
一生，也在石头和石头之间……

作为一所二级中医肿瘤专科医院的操盘手，
王保友以一个诗人的思维感悟生命，其诗作同样
也充盈着医学的人文关怀光芒。正如《中国医
药导报》副总编辑、知名作家刘志学先生所言，
王保友“在对历史与现实、职业与表达、语言与
意象、情感与信仰的诗话同构中，开辟了属于他
自己的诗歌世界”。小说家、诗人、文化评论人
周瑟瑟先生说，“王保友的诗歌语言，有中药一
样的成色，生命意识的博大，个体情感的温良，向
内纵深的表达，触碰到了精神的高度，这是典型
的中国诗歌……看到了火种与灰烬，感受到了忧
伤与温暖”。

四

在长达 16 年的外省工作与生活中，在王
保友诗写生涯中，贮存了许多地域生活经验，
在实践地理诗创作中，大量的诗歌作品充分体
现出地域、自然、人文对诗人的思想观念、性格
气质、审美取向等的影响。这些关涉地理主题
的新羁旅诗创作，不仅展现了诗人个体生命与
自然交融中的自觉性，还给读者带来了更多感
受。

2016年3月，他的《新羁旅诗创作和羁旅诗
人的流寓状态与精神诉求——以诗人王保友的
新羁旅诗创作为例》文论，获得“诗探索·中国诗
歌发现奖评论奖”。依我的研究，王保友的诗歌
创作可约分为4个时间节点，一是20世纪80年
代中后期步入诗坛的发声期，二是21世纪初年诗
歌创作的成长期，三是21世纪10年代新羁旅诗
创作的密集期，四是2013年以来新羁旅诗创作
的井喷期。诗歌质量得到奇崛的提升，呈现爆发
状态。

医之博大精深与诗的浩瀚深邃——两者的
复合、叠加、杂糅，使得10余年流寓状态下的王保
友“用及物的、有力道的、有心性和有质感的诉
说”，呈现具有生命质感、生存厚度的精神诉求，
在身处异乡为异客的境遇里，所获得的强烈、真
挚、极为精细而又复杂、矛盾、痛苦的生命体验，
饱含着新鲜、切肤的疼痛感和悲怆，间或弥漫着
那分挥之不去的乡愁。

王保友以其30余年的创作履历，饱经风霜的
个人化体验和诗的敏感触角，对世间人、事、物、
象加以长镜头、微焦距的关注，打开了新羁旅诗
的无限视域。于此而言，王保友无疑是一个“忍
痛的写作者”和“不懈的行者”。

左上图 王保友。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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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友《石头就是石

头》及其他的新羁旅诗创作
□笑 程

转瞬青丝白，回首已旧人；久居

怀川地，从兹歇羁旅。”中国新羁旅诗首创

人、践行者、诗人王保友，6年寓居河南省焦

作市武陟县董永故里。

以董永故里、德孝之乡而名闻遐迩的小

董乡，是武陟县红色革命的“西柏坡”。“古二

十四孝”之一的董永，卖身葬父，槐树为媒，

留下天仙配的爱情佳话。古朴的传统古村

落，迤逦的沁河风光，悠扬的田园牧歌，神奇

魅力的“四大怀药”原产地，无不激发王保友

的澎湃诗情，一首首濡染了怀川地理元素的

现代诗被收入他最新出版的诗集《石头就是

石头》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