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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习习文风习习
诗意盎然诗意盎然

小秋雨淅淅沥沥，慢悠悠地飘
着，中原明珠——中牟，轻雾笼罩
的烟雨蒙蒙。

（一）
烟雨，这是王银玲非常不愿

意看到的事情。她查天气预报，
特将 2016雁鸣湖金秋笔会，为避
开雨天，提前举办笔会，不想雨又
悄悄找上门来。

其实此时的秋雨对农业生产
是好事。刚露脸儿的麦苗，碧绿
的探出地面，头顶着晶莹的雨珠
儿。细雨点儿像晶莹剔透的诗句
挂在麦苗、草叶和树枝上，煞是喜
人。麦收八十三场雨（八月、十
月、三月有雨，小麦大半要收成
好）来年定会给中牟个丰收年。
我对晓林主编说，我就是喜欢下
雨，老家干旱，一下雨听着哗哗啦
啦的雨声我就兴奋。那么雨游中
牟更会有特殊的韵味。

远看天空大地一片白茫，秋
雨洗地，中牟浑身湿漉漉，高楼大
厦、农家小院、厂房车间、朗朗校
园，青松翠竹、白杨绿柳，就连郑开
大道、绿博大道、蝴蝶兰、奥特莱斯
都被秋雨沐浴得特水灵，漂亮。空
气清新甜丝丝的，景色秀美怡人。

（二）
中牟你从西汉走来，哪像两

千多岁的样子？是新时期改革开
放的春风种在了中牟。

俗话说：种下春风望秋雨。
秋雨使你焕发了青春，生命之水
使你变得年轻。是么？你的“衣
衫”是名牌的海宁和奥特莱斯，若
干年后也将是中牟的绝版。使我
觉得小城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和时
代的宏大叙事。

在 2016雁鸣湖金秋笔会启
动仪式上，时任中牟县委副书记
的楚惠东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
欢迎辞：来吧，来吧，作家、诗人
朋友们！中牟张开温暖的双臂
拥抱你们！来吧，来落户中牟，
这儿是县城的消费，省级水平。
是的，中牟将会是大都市郑州的
后花园，中原经济隆起带上的高
点。她的发展前景和生态田园
城市建设的新篇章定格在我脑
海里。我看着细雨喷洒着鳞次
栉比的高楼、小区，出浴的中牟
像摇曳多姿典雅的少女，她像在
墨水里泡过，浑身透出浓浓文化
感，古朴幽雅的艺术质地。

农家院金黄的玉米、火红的
辣椒，大田雪白的棉花，我锁定了
深秋时节的中牟，那景色之美,像
风姿绰约的少妇成熟美,奉献美，

成功美。

（三）
平原秋早，中牟人勤。雨中

早早忙碌的脚步敲醒了小城。
街上湿漉漉的伞棚下卖鱼

的、卖肉的、卖菜的、卖早点的、卖
枣糕的……匆匆上班的人们，身
披色彩斑斓、花花绿绿、五光十色
的雨衣或持雨伞，像一幅幅迷人的
烟雨图，把中牟洇得魅力古典。

“吱吜”一声门响，把我眼光
拽过来，绾发少妇举伞挎篮儿优
雅地来到坑边，蹲在自家的门旁
洗菜。我在对岸看她美丽倒影，
按下快门……

雁鸣湖，此次采风的看点，中
牟神韵所在，她像明珠一样镶嵌
在中牟大地。此时“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简直是
对雁鸣湖的写照。

驱车来到这儿已是黄昏，晚
霞时分的脚步声，惊飞了大雁，
“啊啊啊”地扇动翅膀起飞。一眼
望不到边的湖水湿地，岸边杨柳
依依，绿草萋萋，不愧环境生态保
护的样板田。

我们走进“静泊园”，浓浓的
苏州园林风迎面扑来，古香古色的
建筑，青砖黛瓦，雕梁画栋。屋檐
滴水声声，沿小青瓦走下来的。
假山修竹，看得我流连忘返。我
在幽深的石子路上走过，如梦的
水天堂划进我的梦里。相互深情
的遥望和祝福，历史和时代因此丰
满而不朽。

（四）
作家、诗人来到这里，感受她

的心跳，握笔饱蘸浓情，倾诉中牟。
“今天是‘雁鸣湖静泊园’的节

日！”给我们带路的同志如是说。
你们写中牟的文章在全国各

地报刊发表，使默默的中牟插上腾
飞的翅膀走出去，走向大江南北、长
城内外、白山黑水、天山脚下、万泉
河边……走向世界。让人们了解中
牟、向往中牟、愿来中牟……也会让
世界朝中牟走来，走近雁鸣湖。

我们踏着岁月的青石板路，
走过小桥、假山、树林，追赶大部
队的呼喊打破了园子的静谧。

呼喊声叫醒了灯光，水红、幽
绿、金黄，霓虹到处折射着艳丽的
光辉。我登上大巴车的那一刻，
猛回头看到仿古建筑，它宠辱不
惊的安然神韵，像位漂亮的仕女。
中牟、雁鸣湖，我还没看够。无需
赞美，无需抒情，我只用愉快的脚
步叙事，面对未来的中牟，我的叙
述还未结束，现在仅仅是开始。

烟雨中牟
□李立泰

李立泰，中国作协会员，聊城市作协原副主席，山东省小
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小小说学会联盟主席团成员、

《东昌月刊》执行主编。曾获梁斌小说奖、第七届金麻雀奖、
《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一等奖等。

去中牟
□鱼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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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玲邀请多次了。“来中牟看看呗”，她说，“中牟变化可大了”。我知道，早在
几年前，她就独力协调各方，带着三两个下属，办起了声势赫赫的雁鸣湖金秋笔
会。我一再推托，一是因为不喜热闹，二是觉得，中牟不就在郑州肋下吗？说句
“去中牟”，等于说“去街上逛逛”——抬脚就去了嘛，不着急的。但银玲也是个执
着的人，今年又喊，来中牟看看呗。我想，即便是“去街上逛逛”，老友约了，也没个
再三推的，那就去吧。

热情洋溢的东道主
银玲见面就给了一个热

辣辣的熊抱。挺晚的了，她还
在大厅亲自招呼来人。来人
里有不少本省的腕儿，还有许
多外省的作家。我心想，嘿，
这阵势还蛮大的。直接参与
办会的也不过三五个人。看
着银玲忙得脚不沾地，我忽然
觉得有些惭愧，也暗暗庆幸，
这一次总算没拂她的盛情。

然而中牟，这处在郑州肋
下的弹丸之地，这个在郑州所
属郊县中唯一没有建市的小

小县城，却着实让我大吃一
惊。看着规划城中长长的地
方史走廊和巨大的发展区划
模型，我确定中牟早已不是印
象中的破落小县了。

早些年，郑州以东实在无
处可看。每次外地来客，我带
人去看的地方总是由南而西，
由西而北——黄帝故里，嵩山
历史文化建筑群，伏羲文化遗
留，巩义的康百万庄园和北魏
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白马
寺，焦作的云台山。唯独缺了

东边。偶尔时间宽裕，向东走，
也必是直指开封，想也没想过
中牟。这个地处郑汴两市之间
的小县城，不唯外人不知道，我
这个在郑州生活了近30年的
人，也几乎毫不知情。从郑州
市区怎么才能到中牟？我这个
跑过很多远路、野路的人，一直
说不上来。这一趟一跑，嗬！
原来陇海快速路通车以后，从
我居住的中原区去中牟，竟然
是一条直路到底，一个弯不拐，
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中牟的气象淋漓呈现
及至会议过后，逐处看过

方特在此地驻扎建设的现代
化游园，仿拙政园建制的静泊
园，靠近郑东新区的绿博园，
国际品牌云集的杉杉奥特莱
斯，海宁皮革城……我对坐在
邻座的银玲说了一句心里
话。好筹划，好安排。

我说，你很知道怎么用两
天时间把中牟的气象淋漓呈
现。这也不是虚话。我曾经
有过十来年，因工作性质常

参与或负责行业接待，知道
这一番看起来顺理成章的行
程，需要费多少思量，做多少
准备，衔接多少茬口。银玲
也不虚套，说，不错吧？早说
让你来看看嘛，中牟现在是
被郑州开封抬在肩上，当然
发展得快，将来肯定会发展
得更好。她如数家珍地聊起
中牟的旧典和新闻，聊起县
里领导对笔会的支持和厚
望。聊到后来，她说，你看看

中牟现在的房价就知道中牟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都过
万了。

说到房价，银玲静了一
阵，然后开始叹息。我这人
吧，这么多年忙忙碌碌，时间
都花在这些事上，就是不知道
给自己和家人弄点钱啊，房子
啊，到现在还是啥都没有，看
看别人大把大把地赚，十套八
套地倒腾，她内心里很是不
屑，也不是滋味。

性格张扬与直率的境界
我头一次听她说这些

话。这个人性格张扬，却是直
爽人，不会说假话。

听了这话，心中戚戚。在
各种各样的场面上，我见过不
少赫赫扬扬的人，面子上敷衍
着公事，内心里打着自己的小
算盘，左牵右带，三天抬学历，
两天减年龄，往往是如鱼得
水，名利尽得，但凡自己的事，
哪儿哪儿都铺排得妥妥帖
帖。单以能力论，银玲是善于
调动人际关系的，她也有这个
资源。我曾恍惚觉得，她也是
个左右逢源的得意人。原来
竟是我的误解，我的想当然。

这次一聚，发现有一大拨
写得相当有成果的人，不是她
的老同学，就是她的老部下。

我这才意识到，于官场文场，
银玲都是老资格了。若要牟
利，她完全可以。终究，不是
不能，实是不爱。

我相信在世间这个场上，
也还有不少这样的人，整日忙
忙叨叨，操心着一宗一宗的事
情，承担着一重一重的劳累，
却压根儿没想过怎么从中取
利。或者说，这样的人往往对
获利并不敏感。说到底，这也
是生来的清爽习性，骨子里把
事情分得很清楚，公是公，私
是私，诸般不爱搅缠。我很知
道这样的人。他们自然也有
心理不平的时候。但是，嘴上
说是说，说过了，做事依然如
故，不会从此就改了秉性，摇
身一变成了钱串子。不会的。

不一样的是，多少这样的
人都在无奈中消沉下去（想
想，实在是颇为可惜的事），而
银玲为人做事的热情却一直
没有减弱。

她的愉快也没有减弱。
我很少听到这个年纪的人还
能没心没肺地嬉笑怒骂，还有
胆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出
言无忌，还能有如此这般万里
无云的晴朗心肠。或许，这就
是造物最初的深意吧——要
有光，于是有了光。

在中牟，在这正被两个城
市抬起的小小的县城，有个人
忙忙碌碌地活着，心直口快地
活着，阳光灿烂地活着。想
想，这真是值得惦念的中牟景
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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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禾，女，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已出版散文集《私人传说》《非常在》等6部。有大量散文、小
说、文艺评论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十月》《北京文学》等期刊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