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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古都洛阳，每当提起八百诸
侯会孟津的历史典故时，总让人感到古
老而神奇、曲折而动人。

孟津，因公元前 1048 年周武王会
八百诸侯于此而彪炳史册，因伯夷、叔
齐叩马而谏而闻名天下。穿过历史的
隧道看孟津，这里古老神奇；越过历史
的长河看孟津，这里人杰地灵。

近日，我们走进位于孟津区境内的
中州名镇“会盟”，在当地人带领下，来
到盼望已久的“诸侯会盟地”——扣马
村，寻觅昔日武王伐纣的踪迹。

极目望去，古战场早已烟消云散，
唯有一座水泥加固的红石碑刻“会盟
台”静静肃立。刹那间，当年的战车仿
佛在眼前奔突，昔日的战马仿佛在耳畔
嘶鸣……往事越千年，沧桑巨变。数千
年来，会盟台默立河畔古村，阅尽世事
变迁；古渡口遍长青草野菊，观大河东
去，万里不还。

今天的孟津区和会盟镇，得名皆与
“八百诸侯会盟津”有关。这里的“津”
即渡口，周武王伐纣之前，这个地方就
是黄河岸边一个繁华的渡口。武王伐

纣的行动遭到了两个人的反对，那就是
伯夷和叔齐。他们是黄河北岸孤竹国
的王子，因互让王位先后离家出走，后
在首阳山相遇。当得知武王要讨伐纣
王时，两人急忙赶到山下，拦在武王马
前苦苦劝谏。正是由于伯夷、叔齐“叩
马而谏”的故事，此地得名“扣马村”。

漫步扣马古村，给我们做向导的村
民怀揣对家乡的豪情和自信，一边指向
排排整齐的民居村舍，一边指向千年遗
留的断碑石刻，旋即又指向上书“扣马”
篆刻的寨门、古戏台等。只见他如数家
珍地讲述着扣马村发生的可喜变化，
讲述着“古会盟”在新时代焕发的勃勃
生机。环顾四周，喜看幢幢农家新楼
的金字花联，再观各种机动车辆穿梭
大街小巷的热闹场面，聆听机械设备
的律动轰鸣，又闻鸡鸭群雁婉转动听
的和谐之音，不禁使人心潮澎湃，感慨
万千。有文友诗云：“盟台文友多诗
情，踏歌会盟诵雅声；黄河滩涂今胜昔，
万亩荷塘绿浪涌；稻米泛金水乡地，金
橘贡梨好收成；鲤鱼三尺入唐诗，农业
开发大意境……”

是的，这就是“古会盟”今日的全新
风貌，也是她独具魅力的真实写照，更
是她享誉中州大地的原因所在。

黄河七津，金谷名园，龙马负图，伏
羲画卦，汉高祖绝河亡秦，冯异屯兵孟
津渡，李世民连营北邙山，和孟津有关
的古迹典史不胜枚举。古代名人姜尚、
张衡、贾谊、狄仁杰、韩愈、王维、王铎等
显达之士，有的出生在孟津，有的长期
奉职生活在孟津，创造了显赫的历史功
绩，留下了千古美名。

历史跨入新时代，孟津厚重的文化
积淀，为新中国哺育出众多英才。被
毛泽东主席誉为“洛阳才子”的雷英夫，
著名作家李凖，著名编剧赵莱静，著名诗
人王恩宇，著名作曲家刘虹、郭复善，著
名戏剧表演艺术家谢禄、李金枝，皆出自
孟津这块热土，可谓古津辈有人才出。

我边走边思，忽闻一阵悠扬的歌声
从黄河岸边传来：古老的孟津，是伏羲
画卦的地方；神奇的孟津，是神笔王铎
的家乡；八百诸侯会盟地，六朝帝京显
荣光；这里有说不完的历史故事，有道
不尽的人间沧桑；这里有唐三彩的瑰丽

多姿，有小浪底的宏伟雄壮……伴随着
歌曲美妙的旋律，仿佛穿越时空，把人
们的思绪带向诗意和远方。欣喜之余，
我们踏歌前行。

随行的导游讲，孟津过去农业落
后，阳春三月闹饥荒。如今，种地不再
是为了温饱，特色农业已成为旅游观光
的名优品牌。我们沿北邙山前行，一路
横贯东西，从滔滔黄河到逶迤邙山，从
东边滩涂到西部丘陵，但见满目青翠，
处处生机，瓜果连片，企业林立。尤其
是小浪底水利枢纽、西霞湖旅游景区，
更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

唐朝诗人高适曾饱含深情地吟咏
孟津：“孟夏桑叶肥，秾阴夹长津”；而透
过“蚕农有时节，田野无闲人”这句诗，
又让我们感知到：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
就很勤劳。

迎着新时代的阳光，推开面向世界
的窗口，今天的孟津以其独特的魅力，
展示出物华天宝的耀眼风采。孟津是
古都洛阳璀璨的明珠，也是美丽中国不
可多得的亮点。八百诸侯会盟之地，真
是古老神奇而富有魅力。

踏歌诸侯会盟地

小山村藏在豫西伏牛山余脉苍茫
的一个褶皱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
出生在这个小山村。年少时的冬天，记
忆最深的是寒风凛冽，冬夜漫长，漫长
得让人崩溃。

为了省灯油省电，吃过晚饭奶奶就
嚷嚷着要拉灯睡觉。我提出强烈抗议，
想多看会儿书。奶奶却说，大晚上不睡
觉，熬油费电干什么？我只能叹一口
气，一次次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把自己
像烙饼一样在床上左翻右翻。

姊妹中我排行最小，奶奶去世后，

我仍和父母一起住在上屋，总梦想着有
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可以和心爱的书
相伴。后来姐姐们出嫁，哥考上大学，
我如愿拥有了自己的小屋。我把窗户
纸钉紧，屋内打扫干净，在木板床上放
好铺盖。四处透风的小屋虽然很冷，但
我相信身上洋溢的青春火焰可以抵抗
严寒。西北风发出尖叫声，屋里几乎和
外面一样冷，我全然不顾，心在自己喜
欢的文字里徜徉。

我睡觉不脱衣服，整夜蜷着腿，两
只脚轮流取暖，直到两腿蜷得酸疼，但

这些一点儿也不影响我阅读的激情、文
学的梦想。

冬夜因着我的阅读而不再漫长。
那时候村里电很不正常，夜晚常突然停
电。停电了我点起一盏小油灯，额头被
灯烟熏黑了，刘海被烧焦了，发出咝咝
声。从亲戚家借回《红楼梦》，因约定了
还书时间，我通夜读，心里期盼着，这本
书读完再出太阳。

有一天晚上，我读到《红楼梦》第四
十回，凤姐儿和鸳鸯要拿刘姥姥取笑。

“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头蒜”

“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刘姥姥的淳
朴、机智、幽默，引逗得我放声大笑。笑
声刚好被半夜开完会回家的父亲听见，
父亲大声咳着提醒我，我吓得赶紧止住
了笑，吹灭了灯。父亲站在小屋前自言
自语：“这闺女看书看神经了吧！”

如今，暖气房里温暖舒适，灯光明
亮柔和。吃过晚饭，我习惯性戴上老花
镜看书，但回想起年少时的冬夜，我常
会嘴角上扬，眼里含泪。我坚信，平凡
如我者，只要保持对文字的热爱，文学
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冬夜因阅读而不再漫长

从网上买了一卷云龙纸，下午从单位返回时，顺便去快
递站点取回。

包装很细心，用纸筒装得很严实。这是六尺纸，共十
张，价格不低。讲究的商家，懂得对自家产品的爱惜。

回到家里，我立即打开包装。黄灿灿的宣纸一下子展
现在面前，我的眼睛都变得亮了起来。纸的纹路清晰，色彩
均匀，做工细致。我从中取出一张，进行简单折叠后，把书
桌腾开，倒上墨汁，挥笔写下一幅大字五言律诗。纸张的吸
收性很强，墨色自然渗入纸内，线条显得很沉实、厚重。一
张好纸会带来好心情，心里感觉都是甜的。在自己喜爱的
纸上书写，很安静，很享受。我喜欢听毛笔接触纸面的声
音，也喜欢闻房间里散发的墨香。

好墨，好纸，好笔，好文，叠加在一起，不就是人生的好
时光。

写字的人，最爱惜的是时间。拿起一本字帖，对着一
张宣纸，像石头沉在水底一样，心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时光不知不觉地从身边游走，“沉醉不知归路”，一小时，
两小时……全然不觉。所以，自喜欢上写字以来，我推掉
了很多应酬。倘若不能待在书屋，几天不能伏案写字，内
心就变得空空的，有种魂不守舍的感觉。一旦拿起毛笔，
坐在案头，就会荣辱偕忘、内心安静，吃喝玩乐早都抛之
脑后了。

对普通人来说，写字的成本最低，一张书桌，一支毛笔，
一碟墨汁，一张纸，就心满意足了。但，这也是爱好的初级
阶段。时间久了，对器物也有了讲究。例如，毛笔。笔的长
短、粗细、轻重都有讲究，笔毛的种类更是各有不同，不单单
有软毫、硬毫、兼毫，还有狼毫、羊毫、紫毫、鼠须、鸡毫、猪鬃
等。我入行浅，懂的不多，也不大计较，但是大大小小的毛
笔有几十枝。

写字者，多是穷书生。即使讲究，也往往是一种穷酸。
平时，练字用的多是毛边纸，用得多，只要便宜就好。但写
久了，也总想用点好纸。纸的种类更是多得很，品相也不
一。像女人逛商场，这山望着那山高，淘来淘去，家里的纸
张就越积越多。有些是不好用的，有些是暂时用不上的，有
些是不舍得用的。

记得我有一包六尺三开的蜡染纸，打过格子，也好用，
感觉自己的字还配不上它，就束之高阁。约莫过了两年，再
打开时，这纸间竟被虫打了，那心啊，痛得不行！

为器物所困，也是写字者的一种困境。
我生在山村，有幸有份工作，有碗饭吃，早就满足了。

而能在闲暇之余，沉下心来写字，真是难得的福分。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书法自然

是闲适而高贵的艺术，而艺术是心灵的体操，游于艺，内心
怎能不丰盈！伏案写字，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
上，就是自我的成全，就是幸福的人生。能够安心写字，就
很好，我常心存感恩。

时光，在砚边消磨

我乡我土 心香一瓣

□王少辉□杨水林

往事重温

□贾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