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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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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纪乐购买东方明珠
59-01房款收据丢失，收据编
号：9068903，金额：1000000
元，声明作废。●洛阳市西工区人爱内衣
店（受让）税务登记证副本丢
失，证号：410305630124054，
声明作废。●栾川县全顺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豫CU506挂（黄色）车辆
的营运证遗失，道路运输证号：
豫交运管洛字410324005804，
声明作废。●编号为 I410609581，姓

名为蔡思远，出生日期为2008
年8月2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T410661310，姓
名为任艺妍，出生日期为2019
年5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偃师市翟镇帅杰针织配
件门市部（申请人李宏军）坐落
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翟镇镇
行政路与规划路交叉口西南角
的不动产权证丢失，权证号：201
80001041，受理编号：2308030
0036，声明作废。●编号为M410146711，姓

名为孙翘楚，出生日期为2012
年6月1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编号为Q410477872，姓
名为马梓淇，出生日期为2016
年9月12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寻亲公告
我辖区居民

洛宁县河底镇茶坊
村民张录（电话：
13213664387） 于
2016年 7月 10日
早上在河底镇茶坊

加油站北40米处的路边，捡到
一名被弃女婴，现已7岁，取名
张玉婷，望认领人与河底镇派
出所联系，做DNA鉴定后认领。

洛宁县公安局河底派出所
2023年8月4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洛阳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

站、洛阳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
站、洛阳市建设工程造价定额

站、洛阳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拟
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23年8月1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洛阳玄天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322099206593P）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将注册资本由伍
仟万元减为贰仟伍佰壹拾万
元，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新安县仓头镇幼儿园（登
记证号：52410323MJF92822
7H）现决定清算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联系处理相关事宜。联系
人 ：左 静 静 ，联 系 电 话 ：
13271535556。

遗失声明

我常常在午夜时分，坐在到处堆放
着书籍的房间里，独享一个人的宁静，尽
情体验着阅读带来的欢愉与得益。

“缺乏读书的童年是残缺的童年，没
有书读的童年是苦涩的童年。”儿时开始
接触的连环画，是我人生中启蒙课之一。
这类图文并茂的连环画，又被我们称为小
画书，曾经是一个时代的阅读记忆。

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不像今天有这
么多的儿童读物，能看的书少之又少，除
了看露天电影、听说书、听收音机、听故
事，几乎没有其他阅读活动，看小画书就
成了那时的奢侈品。那年头，这种寓教
于乐的读物很便宜，一角多钱就能买一
本很不错的，什么《小兵张嘎》《闪闪的红
星》《龙江颂》《羊城暗哨》《黑三角》……
可乡下孩子，还是买不起的。想买，就得
就去捡知了壳，或是养几只长毛兔子，然
后拿到供销社卖掉，买两本小画书，和小
伙伴们交换着看。

印象较深的是，弟弟和我相差两岁，
小时候总泡在一起，都是连环画的铁杆
粉丝和收藏者。回想起来，我俩合伙买
了不少连环画，谁出的钱多，谁就有支配
权。一般情况下，没有谁愿意少出钱。
倘若出的钱一样多，那就来“剪子锤子
布”，三打两胜者先看。想一想，往昔兄
弟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场“争书大战”，
也无法统计撕毁了多少本连环画。

小画书读完后，还有个谁来保管的
问题，弟兄俩都想保管，怎么办？对此，
爸爸特意为我俩制作了两个小书箱，存
放各自的书籍。假若小画书是合伙买
的，那就轮流保管，规则很明确。书分好
了，还有“防盗”事宜，有时弟弟会“偷”我
的书；遇到我特别喜爱的，我也会“偷”他
的。结果，也不知道相互做了多少回“盗
书贼”，发生了多少次“你死我活”的战争。

那时，无论是放学后还是课间，只要
看到有一群孩子安静地围在一起，那
肯定是在看小画书。连环画在那个年
代，是我们唯一的可以吸收养分的课外
读物。

除了“偷”弟弟的书，我还“偷”过舅
舅的书。外婆家和我家是邻村，来去很
方便，因此去“偷”舅舅的书是我的首选，
即便被发现顶多也只是自我安慰：外甥
拿舅舅的东西天经地义。记忆中，很多
次趁人不注意便拿两本小画书别在裤腰
间，用衣服掩住，尔后借故扬长而去。

其时还没有学过《孔乙己》一文，还
真有点做贼心虚，回家路上常常觉得身
后有人盯着，生怕被人发现，心里扑通扑
通直跳，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到家。

读到四年级，我“贼胆”壮了，心也贪
了，眼也亮了，小画书已不能满足我的

“胃口”，于是，《红岩》《林海雪原》《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等读本也成了我“行窃”
的目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保
尔，也认识了高玉宝，也知道了《老共青
团员》和《平原游击队》……

读初中那两年，我的作文本上泛起
了许多“红波浪”，语文老师夸我用词好、
句子好，很有文采。我曾读过一段描写
秋天丰收情景的文章，用词很生动、很形
象。恰巧，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秋天
的作文，顺手牵羊，我就借用了其中的一
段，并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进行了组合。
老师看后，觉得太神了，怀疑是我从别处
抄袭而来的，可他找遍了身边的作文书，
也没有我写的类型。后来，我把我写这
篇作文的来龙去脉讲给老师听，老师不
仅表扬了我，还让我担任语文课代表。
直到我成年后从事文字编辑工作，才明
白童年“偷”书读的魔力。

几十年的读书与积累，如今，门类
众多的经典文学和期刊，堆满了我宽敞
的书房，与存放连环画的小书箱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古人云：一日无书，百事
荒芜。读余秋雨的《千年一叹》，我在厚
重雄浑的尼罗河畔仰望金字塔，感悟世
界文明的博大精深；读《白鹿原》、读《皮
皮鲁与鲁西西》、读《梁实秋散文》、读

《骆驼祥子》……与书有缘的人是幸福
的，唯有书，可以与你相伴，与你的生命
同在。

难忘“偷”书

蝉，俗称知了，传统文化中，认为它餐风饮露，
是立身高洁的象征，常作为诗人们的吟咏对象。
然而对我来说，那是深藏于心底的对故乡、对童年
的回忆与寄托。

“知了——知了——”蝉在枝头唱，也在我心
头响，响声荡漾开去，我回到童年的时光里了。

那时，我常和小伙伴一起摸蝉猴、寻蝉蜕。蝉
猴是蝉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听说能在地下待上三
年五年甚或十几年时间，只有在将要羽化变作
成蝉时才于黄昏及夜间钻出地面，爬到树上脱
壳。因此，那时摸蝉猴我们常在晚饭后天黑下
来时进行。

吃了晚饭，几个小伙伴像事先约好般在我家
门前打麦场上集合，端上预备收集蝉猴的破旧搪
瓷缸，寻了树干一棵棵摸将过去。那时差不多家
家都有手电筒，我们却不用，一来不愿被大人骂，
二来也实在用不着。就那般用眼睛觑着夜色一
瞧，哪棵树上的蝉猴也无所遁形。摸到了一声欢
呼，先拿在手里玩一会儿，任它在手掌指端来回
爬，顺带逗弄两下，然后放到搪瓷缸里，接着搜索
下一个目标，直到尽兴而归。

有时我们也会在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到树
上去捉刚脱了壳的早蝉，这时便和寻蝉蜕一块
进行。刚脱壳的蝉尚不会飞，有的即便能飞也
飞不了很远。来到树下，发现了目标，三下两下
噌噌爬上 树 ，拢 了 右 手 扑 去 ，往 往 便 捉 个 正
着。偶有飞离的，飞个三五米远也就落在地下，
我们便下树跟着跑去捉来。同时不忘顺手将蝉
蜕摘下。

那会儿村子里蝉很多，几乎棵棵树上都能见
到，因此蝉蜕得来非常容易，往往顷刻间便可寻得
十来只。放在胳膊上、手掌心里玩，痒痒的，将蝉
蜕的前半部分截下，独独留下尾部，拿了来一一套
在手指尖上，犹似天然的指套，很是有趣。

炎炎夏日正午，尽管有着大人们的再三叮嘱
或呵斥，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
逃避睡觉，一个个拿了弹弓，赤脚从家里跑出来。

“知了——知了——”树上的蝉在叫。鸣蝉叫着的
树下不一会儿已满是抬头仰望的小脑袋。

“看，就在那里！”“好，咱们就先拿它试试
准头！”

于是一个个从脖子上取下弹弓，左手执弹弓
叉，右手拇食中三指指尖紧紧捏住包裹了石子的
弹弓兜，同时用力将皮筋拉开，仰起了头觑定目
标，一只眼眯起，另一只眼瞄准，神情紧张而兴奋。

不知谁率先起头，跟着左右里石子激射如雨，
“啪啪啪啪”集中朝树干上的蝉飞去。那蝉似是感
觉到危险了，慢慢将身子转到树干背面，我们立刻
跟进，又是一阵疾射。“知——”蝉焦躁了起来，一
展翅，就要飞走，然而就在这时，一颗石子飞来，正
中它的背部，将它射落下来。树下响起我们一阵
欢呼。

欢呼声响亮而悠远，飘荡在夏日故乡的上空，
和着远近树上的阵阵蝉鸣，经久不散……

蝉唱声声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
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应
该还是青春萌动的高中时期，一篇《洛神
赋》懵懵懂懂阅读之后，引来的不仅是遐
想，更是对洛阳的向往。随后，我调入重庆
大足文物系统工作，那龙门石窟卢舍那大
佛的微笑，总是我写作绕不开的话题。

这个夏天，当我踏上洛阳的土地，一
种积压多年的眼神，闪烁的是一种期许的
目光。

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个扑
朔迷离的王朝出现在面前，那些在古籍中
叙述它的诘屈聱牙的文字，在这里，变成了
一幅幅生活场景、一件件可以近距离聆听
的器物。在难以计数的展品中，一件骨猴
的雕刻吸引我驻留下来，那极其质朴的形
象，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那位夏代的雕刻
匠人，他的名字早已消散在泥土之中，然
而，他为什么要雕刻这件骨猴器物，难道是
他与猴之间有着什么故事？抑或是想赠送
给他心仪已久之人？不管如何，当这件骨
猴器物雕刻完成之后，我可以想象，他面对
着作品的面容，是一种透彻至心底的微笑。

当弯腰走过砖石结构的甬道，站立在
一处稍微可以自由转身的室内，一幅长12

米、宽0.6米的壁画涌现在眼前。这是一
幅洛阳古墓博物馆珍藏的彩绘车骑出行
图，从那简洁的笔法、古朴的服饰及随身
的器具，一猜便是汉代的壁画。这是一个
流芳千古的王朝，一个“汉”字，不仅仅彰
显出一个国度，更是彰显出一种跨越
5000年之久的文化。我的视线沿着出行
的车骑，浏览着肥硕健壮的骏马，想起了
那开拓丝绸之路的时光。当年，那些身
负重任的将士与文官，不远万里去探寻
未知的世界。于是，骏马载来了西域的
植物，随着张骞的队伍散落在中原大地上；
也驮来了梵文的经典，在白马寺译成了
汉字……而这一切自信的微笑，都似乎洋
溢在这幅汉代出行图中人物的脸上，洋溢
在每一笔壁画的深处。

近 400 年之后，大唐的到来，开启了
盛世的诸多场景。一件驯马俑让我在其
周围走了数圈——一只前蹄悬浮半空之
中，马头往右侧扭动，显露出桀骜不驯的
目光。在它的对面，驯马的男子斜扭着
头，紧紧地凝视着马，双手摊开，一腿悬浮
于空中，似乎一种舞者的形态。在这个时
代，马匹是交通的必需品，战争、出游、迁
徙等都离不开它，在它的背上，承载着一

个盛世的力量和胸怀，以及这个时代的发
自心扉的欢歌。然而，这些都要来自驯马
人的艰辛，当一匹烈马终于被驾驭在他的
双手之中，任其驱遣，那时，他走到洛阳城
外，仰望天空时的微笑，也许，便是他人生
最美妙的瞬间。

而这一仰望瞬间的触动，也在我来到
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之前那个片刻。这是
一尊我曾经在书本上见过无数次的摩崖造
像，平面的纸张上，传达着一种祥和的微
笑，可总是欠缺一个心境、一种现场亲历的
心理仰望。当我沿着台阶一步步走到这尊
造像面前时，我发现，这是一种无声、无语
的对话，只有站在其下，才能体验其宏大与
壮丽，才能触动珍藏已久的心绪，在时光之
中闪烁，触动体内每一条经脉。我只有仰
望，只有从不同角度仰望。站在每一个方
位向上的凝视，都有一缕看不见的笑意，散
发在这夏季的微风之中。这是一尊烙下时
代烙印的造像，它不仅仅记载了一代女皇
的洛阳传奇，更记载了在历经数百年的演
变之后，那些书写在贝叶上的梵文身姿，在
这里演化成了华夏面容的微笑。

携带这些笑容，我站在洛阳龙门站，
聆听着伊洛河畔传来的夏风，忽然想起了

一个心愿，那就是洛阳牡丹的微笑是何模
样？同行者的一句话语，让我猛地想起那
晚在洛阳相见的“老友”，她那洋溢着激动
的话语依稀在耳。这是一位洛阳文物工
作者，与我同行，多年以前我们曾在大足
宝顶山石刻的崖壁上，商讨着文物修复设
计的点点滴滴。夕阳美好，她从洛阳城外
的一处文物发掘现场匆忙赶来，端起一杯
酒，微笑着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喝一
个！此时，我从这含蓄的表情和激动的话
语中，似乎看到了洛阳文物守护者的艰辛
与坚定！这个片刻，我不禁想起就在这个
春天，龙门石窟牵手大足石刻一次大型直
播活动，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对话，出镜
的重任落在了洛阳媒体一位年轻的女主
播身上，她短发之中飘逸着青春的气息，
灵动而充满生机。当我们行走在大足石
刻宁静的山地中，边走边向海内外直播的
同时，她充满朝气的言语与步履，向观众
传达了一种文化传播者的担当与活力！

当迈上高铁列车的那一刹那，我回首
洛阳。我想，这些文物工作与传播者的微
笑，不就是浸透着洛阳牡丹的微笑吗？不
就是在这一地带，从夏代沿袭汉唐，再至
今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微笑吗？

洛 阳 的 微 笑
天阴沉沉的，雨下起来就收不住了。心情莫

名烦躁，人软绵绵地提不起劲儿。腰肌劳损趁机
闹腾，我也变得慵懒起来。适逢有事去京，我就买
了张卧铺票，以便懒散地躺着歇息。

进到软卧包厢，3位远途乘客都已在位，其中
有两个年轻人，另一位是比我年长的老先生。

他们仨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受到感染，我也
和他们尽兴地聊了起来。

在我上铺的是名30多岁的女性，快人快语，
在北京某高新技术企业做售后技术支持，刚从陇
西出差返京。她张开双臂做了个放松动作，惬意
地说：“在卧铺上舒舒服服睡一觉，神清气爽。
用电脑办公，开视频会议，工作照常，啥都不耽
误呢！”

对面上铺是一名刚考上大学的小伙子，浑身
散发着袭人的朝气。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笑
着说：“学校开学还早，我想提前去看看北京，实地
学习近代史。还准备去北大、清华校园里转转，感
受一下名校的风采和氛围。”

“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快吗？怎么不坐高
铁？”我好奇地问。

“我是第一次去首都，慢一点儿可以尽情欣赏
沿途的风景。”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本来硬卧就
可以了，我爷爷非要我坐软卧，说人少清静，我坚
持用自己暑假打工挣的钱付了车费。还真是哦，
在这包厢里，像是进入沉浸式体验环境，比高铁宽
敞便捷。”小伙子一刻也不闲着，一会儿观景拍照，
一会儿甩胳膊、压腿地锻炼，要不就和同学隔空探
讨课题，说再把高三时参加的无人机大赛方案改
进升级一下。

“就是。”对面下铺的老先生接上话，“一路上
卧卧、动动，放慢节奏，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
到西安和一个军工单位进行项目合作攻关，来回
基本上都坐卧铺，随心自在。退休了发挥余热，充
实、开心！”看他不时地在平板电脑上操作，还真有
老骥伏枥的劲头呢！

眼前的3位旅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长者，虽
然卧着，却都见缝插针地忙着。

列车向着北京飞驰，一缕阳光照进来，我的心
中也开始跃动升腾起来。

卧着不“躺平”
□许宣知

生活空间

□张俊锋

灯下漫笔

□李小强

□赵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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