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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河洛

寻亲公告
本 人 梁 进

保，于 2017 年 9
月 17 日在巩义
邢村矿地磅旁拾
到一名女婴，今
年 7 岁，取名梁

佳奇。现寻其亲生父母，望其
亲生父母或知情者与本人联
系，电话：13838371584，地址：
洛阳市偃师区府店镇唐窑村。

结婚公告、结婚纪念日启事、生日祝福、寿诞、乔迁之喜、金榜题名等美好祝愿
咨询电话: 63217552 13721611416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优秀律师事务所
接待电话：0379-60850118律所地址：洛阳市洛龙区五环街中弘府邸D座102

打造中原地区社会认可、客户信赖的法律服务业品牌。

微信扫码 一键办理 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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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通知 注销公告 启事

遗失声明
●王伟平人民警察证丢

失，警号：055344，声明作废。●编号为P411032597，姓
名为吴若晴，出生日期为2016
年1月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逯鑫炜位于偃师市翟镇
镇翟西村龙腾花园 3幢 2502，
证号为洛房权证偃师字第
025006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丢
失，声明作废。●贾建国人民警察证丢
失，警号：115518，声明作废。●王长欣位于洛阳市吉利
区河阳路东段北侧区医院家属
楼四单元207室房产一套，房屋
所有权证编号为洛市房权证
（2005）字第 .X005892 号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声明作废。●法定代表人为习乐乐，
经营场所为老城集市街七栋服
装小商品城2F-B1-21#门面的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遗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10302M
A3Y7TDF6W， 注 册 号 为
410302600035482，声明作废。

在洛阳，如果搞一个市场调查——
早餐吃什么最多，异口同声的答案肯定
是：喝汤。

从市区到县城，到乡镇，甚至到有
的村里，抬头一留神，就能看到不同颜
色、不同字体、不同大小的“汤”字；低头
一留意，就能看到一大片呲呲溜溜、呼
呼噜噜喝汤的人。

堂弟力气大，是个标准的吃货。烩
面，他一顿能吃三大碗；饺子，他一顿能吃
2斤多；最不可思议的一次，他一顿居然
吃了一煎锅水煎包，那一锅至少有60个。

早上喝汤，我都是一碗汤一个烧
饼，他则是 6 个烧饼，添两三次汤。在
洛阳喝汤，添汤不用再付钱，这个地球
人都知道，可是堂弟还爱吃辣椒，喝一
次汤，他能吃人家大半碗辣椒。那辣椒
是人家把上好的油加热后，一点一点浸
润上好的辣椒面制成的。每次和堂弟
一起去喝汤，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觉得

人家卖给他的这份肯定赔本了，多次悄
悄踢他，想让他少吃点辣椒。可汤馆的老
板们都不在乎，有些熟悉的，看见堂弟来
了，还专门给他再端出来一碗辣椒。

还没有微信和支付宝的某年，有天
早上，我去喝汤，正赶上上班前的喝汤
高峰，队排得老长，我有点心急。等轮
到我时，我用50块钱买过票后，匆忙去
打汤、取烧饼，后来在很远的地方找了
个座位。

几天后，忽然想起，那天早上喝汤
没有找我钱。那时的汤是5块钱一碗，
烧饼 1 块钱一个，50 块钱能喝 8 次汤
呢。又去那家汤馆喝汤时，我试着问卖
票的老板娘，老板娘随手从旁边的抽屉
里拿出一沓钱，正好44块交给我，还向
我道歉：“对不起啊，那天早上人太多
了，我疏忽了，等腾开手后，吆喝了好几
遍，可能你喝过汤已经走了。”

据几个资深汤客说，某医院附近有

一家牛肉汤很不错，但那家汤馆有点偏
僻，也不顺路，我一直没去过。

前不久，岳父身体有点不适，在那
家医院住了十几天，有几天我陪护，我
决定去尝尝汤客们说的这家牛肉汤。

早上7点多到那里，门里门外或蹲
或坐，喝汤的人已经不少了，有七八个
人在排队等着取汤，还有四五个人正在
买票。排队期间，我观察了一下汤馆，
地方不大，只有 6 张桌子，地板、桌子、
凳子都干干净净的，桌子上摆放着辣
椒、醋、盐和一筒头朝上的筷子，墙上挂
了两幅牡丹画。操作间里，一大锅冒着
热气的汤旁边，有序地摆放着牛肉、牛杂、
葱花和佐料，灶台上明晃晃的，有点反光。

“吃肉？吃杂？”掌勺师傅问我。
“吃杂，清汤，不要辣椒，少放点佐

料。”我收回目光回答。那师傅抬头看
了我一眼，很麻利地盛了一碗汤，双手
递给我。

隔了两天，我又去那里。这次去
得有点晚，喝汤的高峰期已经过了。
我把票递给掌勺师傅，还没开口，他却
先开了口：“吃杂，清汤，不要辣椒，少放
点佐料。”

我一惊，这是我多年喝汤的习惯，
那么多人喝汤，我说了一遍，他居然记
住了，心里感觉一阵热乎，连忙“哎，
哎！”了两声。

不知谁给河南总结了三大怪：有衣
不穿披起来，有酒不喝吵起来，有凳不
坐蹲起来。披外套和喝酒划拳现在已
经很少见了，但蹲着喝汤的人随处可
见。卖汤的老板贴心，专门备了一些小
凳子，搬给蹲着喝汤的人，有人拿过来，
蹲在凳子上，继续喝汤。老板和喝汤的
人都笑。

汤好，是招牌；人好，是情怀。
这可能就是洛阳的汤越喝越香、滋

味悠长的原因所在吧！

汤味悠长在洛阳

爱情是一种奇妙的存在。它没有
形状，没有色彩，没有味道。

年轻的心，一旦被丘比特的神箭射
中，身体和灵魂便像着了魔，产生令人
无法预料的效果：魂不守舍，神魂颠倒，
言行每有超出常规之举。

这，大概就是爱情的魔力吧。
中国人的感情，含蓄，内敛，若是得

了相思病，对日思夜想的意中人，只会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般地思念，把爱深藏
在心里，却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

相比较，外国人则奔放、热烈得
多，一旦心有所动，或大胆地诉说，或借
助歌曲传情，或诉诸琴声表意，想方设
法把这份心思传达给对方。

欧洲中世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
的行吟诗人，经常于黄昏或夜间，在恋
人的室外独唱，或用吉他、曼陀林等弹
拨乐器演奏乐曲。这些深情优美的旋
律，缠绵、委婉，很受年轻人的喜爱，也

引起了作曲家的兴趣。
有“歌曲之王”美誉的奥地利作曲

家舒伯特，去世之前半年写就的《小夜
曲》，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我
的歌声穿过深夜，向你轻轻飞去”，三、四
小节的深情演唱后，五、六小节由小提琴
高八度重复，让人感觉出爱得如此强烈、
真挚，心情如此急迫；“在这幽静的小树
林里，爱人我等待你”，九、十两个小节
歌唱旋律又被小提琴完全重复演奏，优
美而舒展，让人仿佛看到了一位年轻男
子，手捧鲜红的玫瑰花，正弯腰曲腿，向
心爱的人深情倾诉。全曲旋律轻盈婉
转，创造了一种优美恬静的意境，很好地
诠释了爱情真诚而热烈的内涵。

法国作曲家古诺为雨果同名诗歌
谱写的《小夜曲》，一百多年来流传不
衰。歌曲优美的旋律，像一缕青烟，掠
过黄昏时分的湖面，在晚风中轻轻飘
荡。温和柔顺的氛围，烘托出爱情的纯

真和美好。
意大利作曲家托斯蒂的《小夜曲》，

采用契萨莱渥的歌词，自始至终没有一
句向恋人直接诉说的情话，却通过对月
光、星星、微风的请求，鲜明生动地表达
了主人公的爱意。旋律犹如南欧明媚
的阳光，洒脱，轻盈，抒发了主人公内心
的激情，给人十分鲜明的印象。

著名作曲家莫扎特、柴可夫斯基、
德里戈、海顿、门德尔松等人，都谱写过
小夜曲，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旋律，获得
听众的喜爱。

中国也有小夜曲，天南海北的情人
们，用自己最熟悉的腔调，表达对爱人
的柔情蜜意。最著名的，要数云南弥渡
山歌《小河淌水》。与西方流行的小夜
曲不同，《小河淌水》描写的是一位纯情
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歌词以比兴的
手法，寓情于景，词曲完美结合，创造出
抒情优美的意境，令人百听不厌。

辽阔的星空下，一声清亮、甜美、自
由舒展的“哎……”从姑娘的歌喉唱出，
声音由远而近，力度逐渐增强，天地瞬
间变得纯净而透明。这声从遥远的天
边飘来的深情呼唤，好似流水从远处缓
缓流到眼前，又似月光渐渐洒向村落，
勾起缠绵悱恻之情。“月亮出来亮汪汪，
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两个

“亮汪汪”，通过悠长自由的尾音、轻柔
委婉的口吻，重现了这对有情人当年在
大山深处、密林之中互诉衷肠的美好情
景。“哥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一句，速
度由慢及快，再由快及慢，力度由弱到
强，最后一个“走”字，声音适度拖长，倾
诉了阿妹见不到阿哥的失望，表达了阿
妹对阿哥的日思夜想。“哥啊，哥啊，哥
啊！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一连三声

“哥啊”，节奏和旋律都有变化，听得人
柔肠寸断。

《小河淌水》自问世以来，以鲜明的
节奏、优美的旋律和丰富的情感，被广
为传唱，其“清泉般的音乐”滋润着无数
人的心灵。与西方那些著名作曲家创
作的小夜曲相比，情感表达毫不逊色，
反而因民族特色浓郁，诠释异曲同工
之妙。

小夜曲诉衷情

小区的老槐树下，陡然竖起了一个阅报栏，不锈钢的
边框，泛着熠熠的银光。围了不少人，有的还戴着老花
镜；有默默阅读的，有小声议论的；有看时政新闻的，有看
文学副刊的……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当年。记得厂里那个阅报栏，正
对着我车间的大门，是个木质的，边框刷着淡黄的透明
漆。我是厂里的通讯员，车间里再忙，每天也要抽空去阅
报栏那里看一眼，因为我有上稿任务，年底还要评比，压
力山大。为完成任务，我常常眼涩头涨地熬到半夜，写了
寄，寄了写，多是泥牛入海。没招了就发急，抓住啥写啥，
心存侥幸，想撞大运，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黑暗中摸索，阅报栏，就成了我希望的灯塔。于
是，我就天天盯着阅报栏，盼着能撞上大运，盼着日子赶
紧翻过去，跳到阅报栏上有我名字出现的那一天。

手写，最麻烦的是誊写好了，却“复恐匆匆说不尽，行
人临发又开封”，只好用改正纸。有时改得多了，一行摞
好几层，跟垒了道河堤似的；一页稿纸，垒出好几道，就成
了一张“战洪图”。我寄的时候都不好意思，但又没办法，
来不及了。没想到，竟接到了编辑的来信，说从垒的高
度，看到了我的认真，并予以热情鼓励。这对我的震动很
大，也让我想了很久。

阅报栏无言，却是一面镜子。照不见你，那是你做错
了，空白，是它的表达方式。要学会从反向看问题，多维
思考。如我“垒河堤”是无奈，编辑看到的却是认真。“横
看成岭侧成峰”，别老顺着成功的直线走，心浮气躁，心存
侥幸，要从空白处找到错的地方，把它修补起来。

后来，我专职搞宣传，阅报栏也归我管。每次换新报
纸前，我总要把阅报栏玻璃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换
报纸对我来说，有很重的仪式感，因为它是我的“老师”。

再后来，厂区扩大，绿化，在手机上也能看报了，阅
报栏也就销声匿迹了。没想到，时隔多年，“老师”一身
新装，竟立在了我的家门口。“称名忆旧容”，真有很多
感慨。当年站在阅报栏下，工友庆贺，大呼小叫、吆喝
请客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历历在目。正是洛城好风景，
初秋时节又逢君。

“老师”这次归来，像一位回家的旅人，一身靓装，
神采奕奕。老槐树，历经沧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

“老师”往树下一站，既有时代的风范，又有传统文化的
底蕴，又像一首古体诗，娓娓诉说着一路旅游的故事，
句式跳跃，意出象外，含蓄蕴藉，五彩缤纷，包罗万象，
又意味深长。

从阅报栏的制式和做工的精良，以及准时换报，我知
道，“老师”要扎根儿了，它将以一种更加成熟、更加坚韧
的姿态，携我同行。

阅报栏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自豪地称自己
为河洛郎。他们的故土，在那古老而美丽的洛阳。

洛阳，这座承载着五千余年历史的古都，宛如一颗璀
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光芒。黄河与洛水交汇于河洛
大地，仿佛是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灵魂纽带，连接着历
史的悠长。那滔滔的黄河水，雄浑壮阔，凝聚着河洛郎的
豪迈气魄和坚强；那悠悠的洛河水，温婉细腻，蕴含着河
洛郎的柔情与智慧的光芒。

伏牛山与熊耳山巍峨耸立，撑起了河洛大地的一片
天空，如同坚实的脊梁。在这山水之间，河图洛书开启了
华夏文明的曙光。那神秘的图案，是祖先智慧的结晶，肇
造了伟大的华夏民族，炎黄子孙从此在这里繁衍成长。

河洛郎，他们以神都洛阳为家乡，心中满是骄傲与自
强。十三朝都会的辉煌历史，如同绚丽多彩的华章。三
教祖庭散发着古老的韵味，深深镌刻在每一块青砖、每一
座石桥、每一缕晨曦之上。

牡丹，是洛阳的象征，也是河洛郎心中的骄傲，那娇
艳的花朵，美名远扬。丝路花语通天下，仿佛是一条连接
着世界的纽带，把洛阳的美丽与魅力传播到远方。运河
之水，滚滚翻涌着波浪，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荣光。衣冠
南渡，成就了客家的传奇故事，万里茶道上，留下了河洛
郎的足迹和风光。

河洛郎，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乡。他们是华夏文明
的守护者，是河洛文化的形象。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心中始
终装着那片故土，那个永远的家——洛阳。

河洛郎，故土情长

□郭德诚

□高学鸿

□宋光耀

□邓世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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