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从黑暗走向澄明，无不依赖艰难探索的炬火；
人类从荒蛮走向文明，无不经历卓绝创造的实践；
人类从当下走向未来，无不需要勇于创新的精神。
洛阳得天独厚具有探索、创造与创新的历史传承。
伏羲受河图，一画开天，探索先天八卦；大禹得洛书，

二分阴阳，创作《洪范九畴》。由此开了华夏人文的先河。
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定远西域，延伸出丝绸之路的东

方起点，开辟了中西方地域文明的通道。
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与其说改变并丰富了书写的

载体，莫如说创造性地颠覆了人类文明交流的方式。
东汉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开启了人类对宇宙

的科学探索，对后世认识宇宙、顺应自然、保护环境、造福
社会，影响巨大。

唐代玄奘西天取经，舍身求法，独行五万里，历时十
七年，“截伪续真，开兹后学”，并创作了《大唐西域记》，被
鲁迅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
洛阳城，洛阳人，洛阳事，洛阳有春秋。
洛阳作为中华文明的滥觞之地，华夏文化的正始之

地，中国工业的重仓之地，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中，正是始
终伴随着广大人民和有志之士的不断探索、创造与创新，
才奠定了辉煌的历史地位；正是有了探索、创造与创新的
优质基因，才取得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卓越业绩；正
是有了探索、创造与创新的强劲动力，才激发出当今洛阳
的改革发展之势。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长久以来留存在洛阳人记忆深
处且激励洛阳人的长江漂流。20世纪80年代，一群洛阳
年轻人发起长江漂流探险活动，由此引发的长漂精神，
在当时曾与女排精神同被列为中华民族的两支精神催
化剂。

那个年代，世界四大河流之一的长江，是唯一未被漂
流探险家所征服的“河魔”。1985年，美国著名探险家
肯·沃伦高调宣布：将组队漂流长江，完成“地球上最后的
伟大征服”。

中国人不答应。为抢在美国探险队之前首漂长江，
1985年6月11日，四川青年尧茂书驾驶“龙的传人”橡皮
舟，从长江源头出发，7月24日，在完成了千里漂流后，于
金沙江口通伽峡遇难。巨浪滚滚，尸骨无存。

尧茂书遇难的消息刺痛了很多中国人。很快，洛阳
青年王茂军、雷建生、郎保洛等人组建中国洛阳长江漂流
探险队（简称洛漂队），以华夏子孙的铮铮骨气，胸怀强烈
的民族自尊，抱着首漂全江的必胜信念，各自立好生死
状，于1986年6月，从长江源头下水开漂。

长江全长6300多公里，世界第三大河，落差居世界
第一，其凶险让当年参加漂流的多支队伍付出生命代价，
中美联合长江漂流探险队队长肯·沃伦后来也望而却
步。然而，在这场人与自然的重新认识中，洛漂队冲急
流、闯险滩，劈波斩浪，尤其在4名队员遇难后，化悲痛为
力量，越挫越勇、越挫越强，最终在历时5个多月后，完成
人类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

洛阳长江漂流的英雄壮举，开了中国漂流探险的先
河。长漂队员在虎跳峡上那生死一跃，舟跌深谷，骇浪滔
天，红旗擎起，举国振奋！那水自天上来、人从云中落、船
在水里漂的画面定格，让世人领略了当代洛阳人的精神
风采，记住了当代洛阳的精神符号。

事后有媒体记者问王茂军：为什么当时全国范围内，
除了尧茂书，只有你们洛阳人首先要去漂长江？王茂军
没有回答。其实，在他的沉默里，诗人艾青替他给出了
答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

有爱，就有尊严；有爱，就有责任；有爱，就有挺身而
出。而这种挺身而出，正是洛阳赤子在冥冥中感受到了
历史的召唤，正是洛阳人的文化基因临危所凸现的使命
感，正是洛阳的探索、创造与创新的精神传承所迸发出来
的血性能量。

漂流的实质是探险，探险的实质是探索，探索的实质
是创造，创造的实质是创新。长漂不是横空出世，不是心
血来潮，不是一争先后，其精神实质乃是洛阳探索、创造
与创新基因的显现，是洛阳这座厚重城市不变的传承。
这种精神的力量和不变的传承，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融入洛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企业创新、文化传承等方
方面面，激励着这座城市各个领域的人们砥砺前行，助力
我们创造幸福的美好生活。

一座城市如果只注重物质文明，这个城市便缺少精
神文化。一座城市如果只有风俗，这个城市就少有灵
魂。一座城市如果找不到灵魂，这个城市就没有希望。
而城市的魂魄必定来自城市精神，有其历史传承，有其
独特基因，有其具象图腾。那么，我们洛阳的精神是什
么？我们洛阳的灵魂是什么？我们洛阳的向往是什
么？此三问，只能由洛阳人来回答。但无论如何，长漂
所蕴含的探索、创造与创新的精神，应该成为今日洛阳
宝贵的精神财富。

世界上的植物，都离不开丰沛的雨水、温暖
的阳光和一片适宜自己生长的土壤。作家与“作
家协会”的关系也密不可分。有人说，“作家协
会”就是作家们的土壤、阳光和家园。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特殊而又令人
振奋的时间段，当我写下“洛阳作协”这几个
字，便感觉非常亲切，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一种
支撑和一种力量。回溯到 1949 年 10 月 19 日，
洛阳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洛阳文联成立。在市
文联第一次执委会上，文学部成立了。1990 年
3 月，文学部改称洛阳市作家协会。从那以后，
洛阳作协紧跟祖国发展脚步，一起走过了不凡
的历程。

作家关仁山说：“如果把作家比喻成鸟儿，
中国作协就是那片茂盛温暖的树林。”洛阳作协，
也是洛阳作家和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树林。“一棵
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许
多树木一起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
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著名作家
贾平凹如是说。

我从小喜欢文学，我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
是我在摸索过程中遇到的作协的老师们。起初，
文学创作只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则变成了一种责任和使命。回忆我的文学
成长历程，大部分的点滴往事已渐渐淡出了记
忆，而有些，却依然那么刻骨铭心。

20世纪80年代，文学特别受追捧，不少作家
因一本书、一篇小说、一首诗而一夜成名。那时，
我20多岁，非常喜欢诗歌创作，但苦于找不到老
师。诗人李志老师令我仰慕不已，那时他已出版
多部诗集，任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很想去拜访
他。我把想法告诉了儿童文学作家姚友爱，姚老
师爽快答应了。

198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姚老师来到李
志老师家中。个子不高的李老师，非常和蔼可
亲。姚老师介绍完我的情况，我便拿出抄在稿纸
上的几首诗请李老师指正。李老师认真看着，他
拎着笔，在稿纸上圈圈点点，并指出诗作的优缺

点。最后他对我说，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把别人想写而没写出来的东西写出来，得到大家
共鸣认可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他还说，文学作
品应带给人温暖、希望和美好，它不是对生活阴
暗面的复制，而是要把人世间的美好表达出来。
我回到家后，兴奋得难以入眠，反复思考着李老
师的话，深深感动并受益匪浅。

中州中路 135 号，曾对我有着极大的诱惑。
在这里，洛阳作协原主席张文欣、艺辛，及在我市
作家群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刘金魁、孙建邦、
乔仁卯等作家、诗人都在此工作过。这里办公条
件虽简陋，对我市作家而言，却是个神圣的地
方。大家在这里谈文学，谈人生，谈创作，并以组
织采风、作品研讨、评奖等方式团结作家、鼓励创
作，让大家汲取营养，收获激情，不断地成长和进
步着。在他们的帮助下，我1982年加入洛阳市作
协，1993年加入河南省作协，2007年又加入中国
作协，这些成绩的获得与作协的引领和无私帮助
分不开。

在我的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祖国发展的身
影。以铁路机车主题为例，我的作品里，从起初
抒写讴歌蒸汽机、内燃机、电力机车，到如今吟诵
领跑世界的高铁，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时代发
展的强劲脉搏，从中能深切感受到祖国快速发展
的轨迹及日新月异的变化。

再回顾我市70年来的文学路程，可以说，作
家们的作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风格和特色，这
与我国和我市的发展形势密不可分。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我市广大作家继承优良文学传统，
积极回应时代、创造创新，不论是作家队伍，还是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提升；获奖作者
及在国家级报刊发表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多，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数不断有所突破。

奋笔疾书谱华章，激流勇进铸辉煌。愿洛阳
市作协在努力前行中，不断砥砺奋进，步步留痕，
始终坚持文学人的理想和信念，守好这一方精神
家园，展现新风采、新作为，谱写洛阳文学更加绚
丽的新篇章。

秋日的阳光下，半人高的黄背草，金黄金黄，
一撮撮，一撮撮，连成片，铺满整个山坡。我用力
地把割草的镰刀抛向远处，然后无望地重重倒
下，草丛淹没了我的身躯……那是1975年的这个
时节，我13岁。一家人都在山上割草，为了修缮
家里赖以生计的草房子。

我慵懒地躺着，阳光晒热的草皮暖暖的，背
部因割草弯腰造成的酸痛，一丝丝地散去。天空
湛蓝，棉絮似的云朵，似马，如狗，或静卧，或慢慢
游走。但我无心思欣赏，脑海里总是飘荡着两个
问题：我家何时才能不住那草房子啊？我何时才
能摆脱这面朝草丛背朝天的割草生活？

当时，我在读初中，出身农民家庭，将来靠读
书寻出路，如水中月、镜中花。

草房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写得传
神，遇到连阴雨，院子里大雨飘飘，屋子里雨滴答
答。对于姊妹多、没有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来
说，就地取材、土坯做墙、杂木做椽、黄背草覆顶
的草房子，是无奈中的生存智慧。农村孩子，节
假日、每天放学后，上山割草是必选功课，腰酸背
痛、手上磨出泡是常有的事。

曾几何时，我天天盼望着，盼望着浓云能笼
罩山顶的祖师爷庙。南山戴帽，长工睡觉。下雨
了，干农活的人才可以休息。下雨了，躺在床上，
听着窗外房檐上的雨滴声，滴答，滴答……那声
音犹如滴在全身关节上的按摩油，渗入肌肤，驱
走疲劳，滋润全身。

我出生在万安山下。南边，山脚伸进村里；
东边，山岭挡住去路；北边，如馒头的禹宿谷堆遮
住了我们眺望洛阳城的视线。只有西北的地势
稍微平坦，成了我们和外边世界进行“呼吸”的唯
一通道。

村子，距李村镇十公里，上坡，下岭，翻沟，过
河，才能到镇上。逃离，是我最大的愿望。

南山戴帽，下的是自然之雨；改革开放，我们
迎来的则是让青春茁壮拔节的“命运”之雨。

我考上了高中。住校，三天回家取一次干
粮。来往学校与家庭，靠步行。每个周四，启明
星做灯，干粮包做伴，急行军似的赶到学校，不能
影响上午第一节上课。我想我不算矮的个头，也

许就是那时“急行军”练腿、上山担草练肩打下的
“基础”吧。

有一个周末，村里的拖拉机手到镇上办事，
我们下午放学刚好遇到，心想，这次可不用步行
回家了，趁趁车。拖拉机手在忙别的事情，我们
就在车旁等。从下午 5 点多，一直等到 7 点。突
突突……拖拉机终于启动了。谁知，天有不测风
云，走到半路，一场大雨飘来。没有雨伞，没有雨
鞋，个个狼狈得无以言表。泥泞的路，陡峭的坡，
拖拉机喘着粗气，还是趴窝了。弃车，步行。眼
睛不停地被雨水模糊视线，鞋子不停地被泥浆粘
掉……深一脚浅一脚，到家已经午夜时分。

政策的“春雨”不断地眷顾，我的命运之花也
随之挂蕾、结苞、绽放。1981年，我考入豫西师范
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教师。1997年，我
又读了河南大学研究生班。随后，又一步步成为
洛阳高校的教授。人生就如一条奔流不息的大
河，我如河面上漂浮的一片树叶，之所以没有被
岁月的风浪打翻、沉没，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国家

“大河”风平浪静的环境亦功不可没。
我的家乡也一直在沐浴着政策的“春雨”，越

变越好。家乡的路在不断变化，砂石路，水泥路；
乡间公路，市级公路。我的交通工具也跟着升级
换代，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SUV四驱城市越
野。家里的草房子早已不复存在，上山割草，镰
刀也找不到了。

万安山成了洛阳的后花园。回归，成了新的
期盼。

最近，我又登上了万安山。故地重游，直挺
挺地躺在40多年前躺过的那片草丛里。秋阳高
悬，蓝蓝的天空中云朵飘飘，似奔马，如刍狗。半
人高的黄背草发着金黄色的亮光，万安山那片暖
暖的草丛，舒服着幸福的躯体。多美的“休闲山
居图”啊！脑海里回味着一句话，是我一亲戚说
的：“近些年，发现身边人的眼睛越来越有光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有光，是内心对生
活的满足；眼睛有光，是内心对未来的笃信。眼睛
有光，才能发现美。万安山暖暖的草丛之美一直
存在，生活中的诸多美好始终伴之左右，只有在“眼
睛有光”的时代，我们才能去发现、去感受……

第二届根在河洛客家文化论坛近日在洛阳举行，专
家学者引用最多的一句古诗是：“乡书何处达？归雁洛
阳边。”这是唐代洛阳诗人王湾的诗句，当时他客居南
方，用诗句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客家文化，根在河洛，
客家儿女常常吟咏这句诗，寄托着延续千年的乡愁。

其实，在当代洛阳还生活着不少客家人，他们是从
1954 年起从南方陆续回到洛阳的。当年，国家把洛阳
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一五”计划期间，先后在洛阳投
资兴建了多家重点工业企业。为了确保这些建设任务
顺利完成，国家先后从全国各地调来 11 支各类施工队
伍，并从上海、广州等地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和产业工
人。他们迅速把洛阳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工业城市。

今年近90岁的聂先生，是客家人，1954年从江西南
昌来到洛阳工作，一晃就是近七十年，他是现代洛阳城
市建设的见证者。作为一名河洛郎，他对洛阳有一种自
然的亲情与向往，但初来时，洛阳因经长期战乱、遭到严
重摧残，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一条柏油路。但是，
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大军，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
了老城、西工、涧西三个城市区的市政建设和一批大型
厂矿的建设。

作为现代洛阳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提到洛阳的变
化，聂老爷子充满了自豪。如今，他每天早晨由小儿子
聂剑帆陪着到洛浦公园散步。公园里的绿化新貌喜
人，城市区的绿化风景宜人，聂老爷子想到刚来洛阳时
他们从谷水到白马寺种下的行道树法桐。洛阳的法桐
是从上海引进的，当年建成的金谷园路、白马寺路等道
路两侧，以及之后建成的凯旋路两侧，都种植法桐。当
年建成的景华路、纬二路（今中州西路）以及中州路

（今中州中路）的多数行道树也先后换为法桐。目前，
洛阳法桐的种植已非常普遍，好多长成了参天大树。

聂老爷子工作的单位是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这里不
仅有技术人员、产业工人，还有文化艺术工作者。著名
诗人李耀扬，也是一名客家人，他 1965 年到洛阳工作，
担任《洛拖文艺报》主编，他的成名作是作于当年国庆节
的诗作《中国情、洛阳爱》。

以李耀扬为代表的洛阳诗人写了很多正能量诗
篇，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团队就有已故著名的
洛阳诗人殷浩。殷浩也是客家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洛
阳，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写下了很多讴歌洛阳的诗
篇，留下了《燃烧的旅程》《生命的沉思》《殷皓短诗
选》《殷皓诗文集》四部著作。

多年前，殷浩去世后，李耀扬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文
中写道：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如今，我的这篇短
笺，何处送达？你是一个客家的游子，回到故乡洛阳。
你一生都在讴歌故乡！你把诗歌献给河洛大地，这里到
处是你灵感的触角触摸的地方……你的诗歌是河洛儿
女的绝唱。因为你的诗歌是精神的写照，是心灵的坦
白，是情感的灼热，是新洛阳的豪情与奔放。在流星雨
般的诗歌场域，你的诗歌是值得留存的诗歌，将会不
朽。因为，这里是《诗经》的故里、唐诗宋词的故乡！这
就是古今荟萃的诗和远方，故乡洛阳！你用你的诗歌，
告诉大家，什么是当代的洛阳！

殷浩生前在洛阳园林系统工作，我和他是朋友。
有一次我谈到洛阳园林，他说，古人有名句“天下名园重
洛阳”“万家流水一城花”，希望当代的洛阳，要打造成

“人文荟萃新洛阳”，采用古中有今、新旧交融的文化视
野，让巍巍古都惊世重生，让古今时尚崭新诠释。遗憾
的是，殷浩英年早逝，他未能看到洛阳今日的变化！但
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正如聂老爷子感叹的：几十年来，
洛阳的公园越来越多，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园林城市、牡
丹花城。

深入骨子的爱是深沉的，融入血液的传承是持续的。
聂老爷子的大女儿在国外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主
要是推介洛阳。他的小儿子聂剑帆毕业于南方的一所
高校，由于有厚重的洛阳情结，毕业后回到洛阳，投身
洛阳城市建设，先后参与了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
玉川古寨的建设等大型项目。目前，他正投入洛阳客
家水镇规划和设计的有关工作中，这个小镇的规划主
题正是“归雁洛阳边”。

记得初中时，意外在新华书店发现一本《龙门二十
品》的字帖，那奇逸的结体、厚重的线条令我激动不已、爱
不释手，买回后成了我正式练习书法的第一本入门字
帖。通过这本字帖我知道了魏碑书法的代表《龙门二十
品》就在我们洛阳，也使我逐步对洛阳书法历史文化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成了一名专业书画艺术工作者。

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地，古书记载的“仓颉造
字”“河出图，洛出书”及洛阳出土的刻画陶文、金文等，都
是河洛文明的象征，那些代表着时代风范的金文、行书、
章草、今草、飞白书、真书、魏碑等书体，在洛阳问世或变
革，诸多历史人物纷纷在洛阳留下书迹，这足以让我们立
足在河洛大地的书法家为之自豪。中国书法在洛阳留下
了丰厚遗存，其品类多、数量大、艺术价值高，令全国书坛
同道羡慕不已。

有着如此厚重文化积淀的洛阳，在新中国成立后，洛
阳书法事业逐步完善，走向了新的辉煌。河洛书坛名家
辈出，并涌现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张海，河南省书
协名誉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等从洛阳走出的书
坛名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原大地书法“墨
海弄潮”的兴起，洛阳书法名家李进学、王鸣、张鹤岭、倪
水通等纷纷参与其中，展现了河洛书家之风采。

1983年，洛阳市书法家协会正式成立，洛阳的广大
书法家终于有了一个以弘扬书法艺术为己任的专业书法
团体。此后，洛阳优秀的书法家及书法作品开始不断涌
现，“全国魏碑书法研讨会”“中日友好书法笔会”等大型
书法活动异彩纷呈，洛阳书法取得了可喜成绩。近年洛
阳书坛，书法事业发展更为迅速，在中国书法兰亭奖、全
国书法篆刻展、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等国家级重要书法

展赛和奖项上，洛阳书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经过不断努力，洛阳书法团体逐步发展壮大，现有

中国书协会员140余名，省级书协会员1500余名，市级
书协会员 2500 余名。在全国书法之乡评选中，洛阳偃
师市、新安县、孟津县、洛宁县先后被授予“中国书法之
乡”称号，令全国书法界为之瞩目。在洛阳主办的魏碑
圣地——全国魏碑书法大赛暨魏碑书法论坛，更是在
全国引发了新的魏碑学习、研究热潮。市文联、市书
协还组织主办了首届“河洛书风”洛阳书法大展、首届
洛阳市电视书法大赛、洛阳市首届中国书协会员优秀
作品展等大型展赛，承办了国内数项全国展赛；连年
组织洛阳书法新秀参加河南省群众书展，成绩多次居
全省地市首位……我市书法艺术活动实现了经常化、
专业化、规模化。

洛阳的广大书法家还热心于公益事业，致力于书法
的教育与普及，相继开展了“中国书法进万家活动”等系
列活动。以市书协主席团成员为主的书法家奔赴县区、
乡镇、军营、学校等地，举办公益讲座、笔会，讲授知识，点
评作品；多年来坚持开展义写春联活动，送出春联数万
幅，受到广大群众和书法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在全市书
法家共同努力下，市书协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为“中国书
法进万家活动”全国先进集体。

洛阳是片萌动着书法艺术种子的厚重热土，必将不
断收获丰硕的果实。展望未来，洛阳书法事业必将走向
新的高度，洛阳优秀的书法艺术必将和龙门石窟、牡丹一
样，成为古都的一道亮丽风景，洛阳书法也必将以其巨大
的潜力和不可替代的地域优势，成为一张绚丽的城市文
化名片。

1977年，我出生在伊川靠西南的一个村庄，离洛阳
市区五六十公里。就这么个距离，我八岁前却从未去
过洛阳市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洛阳是繁华的代名
词，洛阳就是远方。

八岁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听老师讲了一个鱼跃龙
门的故事。老师说，过了龙门就是洛阳城。我的心像火
一样烧着，我想跃过龙门，看一眼山那边的世界。

当晚回到家，我就央求父亲，希望他带我去一趟
洛阳。那时，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力，母亲和两个姐姐
只能算是帮手。父亲忙起来就没完没了，常常是灰头土
脸的不给我们好脸色看。

而这次，父亲不但没有责怪我，还对母亲说：“也该去
看看娃儿的大姑了，顺便让娃儿出去看看。”说着，他随手
拿了个蛇皮袋子出了门，半个小时后，扛着一袋青玉米棒
子回来。父亲把靠在院子角落的“二八”自行车充了气，
还在链条上膏了膏油，说，娃儿，明早就去。

第二天，天蒙蒙亮时，母亲把我唤醒，给我和父亲打
了两碗鸡蛋茶，帮我换了干净的衣裳。我注意到父亲也
换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上衣。

父亲把那袋玉米放在车子后架上，让我坐在前面的
车梁上，就这样出发了。

农村的黎明格外静，不时传来鸡鸣狗叫声。高低不
平的村路，迫使父亲多数时间都要推着车子走，父亲不舍
得我走路，让我始终坐在车上，我清晰地听见父亲粗粗的
喘气声。

当太阳老高的时候，我们上了柏油路。我是多么兴
奋啊！柏油路可比村里的路开阔平整多了，不断有马车、
驴车或人拉车经过，偶尔还有鸣着汽笛的解放车呼啸而
过。每当这时，我都会多看几眼。父亲说，那个解放车能
拉好几吨重的东西。

中午时分，父亲说已经到了龙门山脚下，他把自行车
扎在路边一个写着“商店”的草屋边，一边用衣领扇着风，
一边指着前面的山说：“这就是龙门山，过了山就是洛阳，
你大姑家就在洛阳的东北方向。我是骑不动了，你跟我
一起走吧！”

龙门山上的路，盘旋回环，有时候走了许久也不曾

绕出一个圈子来。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翻过山，衣服
都被汗水湿透。父亲又把我放在车子上飞快地骑起来。

又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说，这条路是定鼎路。原本已
经昏昏沉沉的我，被眼前的繁华吸引了：映入眼帘的是两
行高大的梧桐树、整齐的两层建筑、操着普通话穿着鲜艳
校服的学生，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那一刻我才意识
到我的脚下，就是梦想中的远方。

穿过定鼎路，经过青年宫，来到东花坛，再向北三里
多，我们终于到了大姑家。大姑很疼父亲和我，赶紧给我
们做饭。我们吃过饭，夕阳已经洒满大姑家的院子。

第二天返程，大姑也像母亲那样早早地唤醒我，给我们
打了鸡蛋茶。当我和父亲回到村子里时，又是夕阳西下。

如今，我早已“鱼跃龙门”，在洛阳工作 20 多年，目
睹了洛阳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早已习惯了那些目之
所及尽是林立的高楼，习惯了脚下平坦的道路，习惯
了往来如梭的汽车。但我还会时时想起第一次来洛
阳的情景。

后来，我们也时常回老家看看，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前几天，我坐车在洛栾高速上行驶，路过伊川西时，导航
突然提示所在的位置是“龙王屯村”。这正是我们村！我
赶紧一边让司机减速，一边饥渴地隔窗张望，但见楼房层
叠，厂房遍地，道路交织，绿意盎然。哦，这不是我们村，
我小时候割草、玩耍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但这又怎能
不是我们村呢？细数那沟陵坡凹留下的童年回响，不是
都还在吗！那雄伟的西岭，神秘的南洼，还有那沧桑的邵
雍墓，不是都还在吗！那散落在夕阳下的乡愁不是都还
在吗！

倏然，我泪流满面。司机大哥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回
答。因为没有人知道30年前，我幼小心灵里那个曾经遥
远的梦想，会在多年以后变成了短短的回望。

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人民富裕了，给了我们一
个全新的空间，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空间里，我们每一个人
离梦想的距离并不遥远。

一条路，见证了城乡差距的缩短，见证了区域文明的
融合。这是一条无形的进步之路。当然，也可以是有形
的路。不信，你看一下脚下的阳光大道！

七 十 年 波 澜 壮
阔，祖国大地欣欣向
荣；七十载岁月如歌，
河洛大地生机勃勃。
勤劳勇敢、美丽善良
的河洛儿女，用执着
奉献自我，用青春挥
洒热情，用行动兑现
承诺，在举国奋进的
时代洪流中，谱写了
一曲曲优美动听的岁
月之歌。

“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洛阳人长江漂流的英
雄壮举，开了中国漂
流探险的先河，丰富
着创造历史与辉煌的

“洛阳精神”，激励着
这座城市各个领域的
人们砥砺前行；“河洛
郎”心系故土，或一生
深情讴歌故乡，为其
增光添彩，或几代人
接力投身洛阳城市建
设、不改爱之深沉，书
写着新时代浓浓的乡
愁与深情；优秀艺术
工作者不忘初心，坚
持理想和信念，挥洒
诗意和豪情，守护美
好精神家园；政策“春
雨”滋润广袤大地，一
个个心中有梦的奋斗
者“鱼跃龙门”，赢得出
彩人生，亲眼见证城市
巨变、乡村振兴……都
是这一曲曲岁月之歌
中动人的音符。

这是一个人人心
中有梦、眼中有光的
伟大新时代，这是一
个只要努力就有人生
出彩机会的伟大新时
代。让我们满怀对祖
国、对家乡的真挚之
爱，祝福祖国的明天
更辉煌，洛阳的明天
更美好，我们的生活
更幸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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