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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点击我乡我土

那年那月

火柴，我们小时候叫“洋火”，是家家必备
每天都要使用的点火工具。现在人已经很少
使用了。

我家里还保存着几盒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火柴，某天偶然看见，点燃了我心中的记忆。

这是一盒工农兵牌的火柴，一面是一张工
农兵的合照，另一面是“工农兵”三个红字，两个
侧面是褐色的擦皮。

我推出里面的小方盒，满满一盒红磷头的
火柴棒。抽出一根，在擦皮上一擦，居然腾起一
团火焰，橘红色的火焰顺着火柴棒燃烧起来，棒
尽火灭化为灰烬，一缕青烟袅袅升起。

我哑然失笑。大学时，一个同学是个诗人，
诗作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很有一点名气。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目我不记得了，但“闲的
时候，我划一根火柴，看看火柴是怎样燃烧的”
这几句成为班上同学戏谑他时常引用的。我们
认为他是无病呻吟。

而今想想，诗人就是诗人，他的想象就是异
乎寻常。这也许是人无聊时的一种排遣方式，
也许是人重新燃起斗志的开端。

人在忙的时候，一切从快从简，无暇思索，
只为眼前的事烦心熬煎，只为完成当前的任务
忙得绞尽脑汁、脚不沾地，甚至因为太过繁忙感
到人生无聊。

当你真正闲下来时，会感到茫然无所事事。
当你真的划一根火柴看看火柴是怎样燃烧的时
候，你也许就会灵光一闪，明白人生的意义。

火柴棒和擦皮同处，但不接触，永远不会燃
烧。就像两个人虽然认识，但不共事，永远不会
相互了解，只有共事一场，才会知道彼此的生
活、心性和价值。同事如此，朋友如此，夫妻如
此。只有摩擦，才能了解彼此，才能加深了解和
感情。

当摩擦出火焰时，才能看到那片璀璨的火
焰，才能感受到那光和热，无论大小，都会给人
惊喜和希望！人生就像一盒火柴，在成长中不
断摩擦，不断增加认识，不断地成熟；一次次的
摩擦，一次次的发光发热，一次次的照亮前路，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点燃了希望。

闲的时候，划一根火柴吧！看看火柴是怎
样燃烧的，也许你会有所感悟，有所启发，有所
作为。

看看火柴
是怎样燃烧的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大学毕业来到
第二故乡洛阳已经 30 多年了。这些年，
我越来越感受到，洛阳是一座文化之城，
她的文化流淌在历史长河中，蕴藏在文物
和文字里，弥漫在空气中，散落在大街小
巷，融化在人们的骨髓和血液里，无时不
有、无处不在。

越了解洛阳，你就越感到这块土地的
神奇，这里到处都是故事，遍地都是文
化。如果把洛阳比作书，她就是一部卷帙
浩繁的历史文化大书，博大精深、包罗万
象，需要我们含英咀华、细读慢品。

翻开洛阳这部鸿篇巨制，我们看到，
这部书由河洛先民用五千年共同创作，分
类为河洛文化，发行范围是海内外，读者
为全球华人。该书分为13大卷，从“最早
的中国”夏开始，历经商、西周、东周、东汉、
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唐、后梁，一直
到后晋；内容有“人物篇”“历史事件篇”

“牡丹篇”“辉煌篇”等，涉及方方面面，应
有尽有；扉页上则写着司马光那句千古名
言：“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人物篇”里我们看到，洛阳的历史
文化名人灿若群星。这里，有三过家门而
不入的大禹，有辅助商汤灭夏的伊尹，有
写出《道德经》的老子，有制礼作乐的“元
圣”周公，有到西天取经的玄奘，有“最有
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汉光武
帝刘秀，有开凿隋唐大运河的隋炀帝杨

广，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武则天，有
宋太祖赵匡胤，有迁都洛阳、推行汉化的
北魏孝文帝，有“武圣”关羽，有“北宋五
子”中的邵雍、程颢和程颐，有“唐宋八大
家”中的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有

“诗魔”白居易、“诗鬼”李贺、“诗豪”刘禹
锡，有高风亮节的范仲淹，还有“身挂六国
相印”的纵横家苏秦……

“历史事件篇”告诉我们，洛阳发生过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2500 多年前，年轻
的孔子从齐鲁大地来到中原大地，在洛阳
问道于老子，这是中华文明史上儒家和道
家的首次伟大相遇。1200 多年前，“诗
仙”李白来到洛阳，在这里遇到了“诗圣”
杜甫，二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闻一多
先生曾这样评价李白和杜甫的相遇：“他
们的相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
时刻，也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能与之
媲美，仿佛太阳与月亮的相碰。”

“牡丹篇”里有这样的内容：国花国色
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不单是花，还是一种
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洛阳地脉花
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洛阳牡丹“始于
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刘禹锡“惟有牡
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和白居易“花开
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诗句，生动
描述了人们倾城观花的盛况。千百年来，
文人墨客留下的那些咏颂牡丹的诗句，更
为洛阳牡丹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饮食篇”，我们知道，洛阳的文化
还体现在餐桌上。洛阳人喜欢喝汤，洛阳
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夏朝。据《尉缭
子》记载：“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
盟津。”后来，洛阳长期作为首都，南来北
往的客商又极大丰富了汤的形式和内
容。如今，喝汤不仅是洛阳人的饮食习
惯，更是独特的文化和乡愁。

洛阳水席更是一道文化大餐，其与武
则天有关，牡丹燕菜的故事妇孺皆知，广
为流传。此外，小街锅贴是宋朝延传至今的
美味小吃，相传偃师银条和伊尹有关，平乐
脯肉里有文化，洛宁酸牛肉中有故事……
这里的黄河大鲤鱼更是不同凡响，李白为
它写过诗：“黄河二尺鲤，本在孟津居。点
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如果你饮杜康美
酒，曹操为它做过这样的广告：“何以解
忧，唯有杜康”。

在“辉煌篇”里我们了解到，历史上，
洛阳曾拥有过多个“第一”：东汉时世界
上最大的大学——太学建于此，世界上
第一台地动仪发明于此，中国第一部字
典《说文解字》、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第
一部农业科技专著《齐民要术》、第一部
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等都诞生于此。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活字印
刷术和指南针都与洛阳有关。洛阳是
全球华人的文化之根、祖脉所系，是全球
1 亿多客家人的“祖根地”，中国 70%的

宗族大姓起源于此。
洛阳的文化还体现在，这里有一大批

热爱文化、学习研究文化、传承普及文化
的人。他们当中，有专家学者，更多的则
是普及志愿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不为
名、不为利，常年坚守、默默奉献，犹如一
个个火炬，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洛阳这
座城市。

著名诗人杜晓明多年来一直致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那年春天，他来到
神往已久的洛阳，在龙门石窟，凝望着卢
舍那大佛，饱含深情地说道：“来到洛阳，
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里发生的一切历
历在目，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和震撼。洛阳
是每一个华人一生必须来一次的地方。”

是的，洛阳是每一个华人一生必须来
一次的地方！中华民族，根在河洛，这里
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这里形成
的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在这里，每一个
华人都能寻到祖先留下的足迹，感受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找到自己的精神
家园。

洛阳就是这样一部书，精彩厚重、引
人入胜、百读不厌。读这部书，能滋润心
田、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开拓视野，增强
文化自信。来吧，让我们都来读洛阳这部
书，与古人交流，和历史对话，发思古幽
情，赴心灵之约。

细读慢品洛阳城

天太热了，我和姐姐、母亲坐在院子
里的树荫下，使劲摇着蒲扇，依然浑身
冒汗。

“换西瓜喽——”突然，一声吆喝从街
上传来，我和姐姐对视了一下，齐刷刷看
向了母亲。

“想吃西瓜了？”母亲站起身，边问边
往里屋走，并很快端着半盆小麦出了家

门。不一会儿，母亲回来了，盆里放着一
个又圆又大的西瓜。我和姐姐扑过去就
要切了吃，却被母亲拦住了，她拿来一个
水桶，把西瓜放了进去。

母亲让我和姐姐把西瓜抬到院中水
井边，用绳子把水桶系好放到水中。我们
虽然明白母亲的意思，但嘴中馋得难
受，等待期间，我顶着大太阳，不只一次跑

到井边转悠。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天也快要黑了，

母亲取瓜的命令终于“下达”了。我和姐
姐飞奔到井边，拉出水桶，迫不及待地抱
出了西瓜。在我双手贴到瓜皮上那一瞬
间，一阵沁人的冰凉透过掌心，不由自主
就打了一个激灵，太舒服了！

母 亲 早 已 摆 好 了 桌 子 ，我 们 放 好

西瓜，她便咔嚓、咔嚓切起来，那清脆响声
中都带着凉爽的甜味。

切好了西瓜，母亲满脸笑容地站在大
门口，招呼街坊们都来吃瓜。我拿起一
块，一口咬了下去，霎时间，感觉整个世界
都亮堂了。

几块西瓜下肚，浑身清凉，暑气全消，
我很快就跟几个小伙伴在院子里嬉戏起
来，笑声中都带着丝丝的甜味……

时光荏苒，曾经的井水早已埋没在岁
月的长河里，而今，人们的生活好了，冰箱
里什么瓜果都有。虽然冰箱西瓜吃起来
也很凉很甜，但与井水西瓜相比，明显少
了那种自然凉的脆甜。

井 水 西 瓜

□罗孝民

□宋红伟

□李弯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