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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
那一夜我居住在静泊山庄
那座房子雅致而清静
那一夜月照花林，星垂平野
青草一直绿到山庄的门前
那一夜，我住着一间朝南的房子
推开窗户，外面是一片
月光空地和蔚蓝色的静湖
半夜几片叶子落在月光地
像一群乌鸦掉进雪地里
清晨窗外传来好几种
鸟的叫声，于是我顺着
鸟声寻去，鸟儿仍站在
低矮的枝头鸣叫
一只鸟叫着向天空飞去
然后在我目光拐弯的地方消失
那时湖水涌起幽蓝的波浪
湖边也有水鸟栖息在苇丛
藏匿在水草中
另一只藏匿在虚无里
昨夜,湖水一整夜奔流不息
哗哗流响，像在数着银子

黄河落日
在中牟，我看到了
最浅的一段黄河
黄河浅到裸露着泥沙
裸露着泥沙下面乌黑的礁石
像裸露着骨头
只有少量的水
缓慢缓慢地流淌
黄河按住了心里的波澜
停息了往日的汹涌和咆哮
我在岸边停下脚步
那时落日，如诗如血
落日下，一只鸟在
黄河滩以单腿站立
远处池塘，偶有蛙声
黑夜很快就要从天空落下来
归家的羊群
在河堤上奔跑
仿佛追赶一群空旷的火焰
那时落日完成了最后一次分娩
天边涌动的一片红色，一泻千里
黄河落日，如此壮美

箜篌城
箜篌城是音乐鼻祖师延的诞生地
师延以沉重坚硬的曲木作底座
用划破长空的闪电作弦
心音与天籁相融
造出了中国最早的箜篌乐器
箜篌，是一个人的箜篌
城，是一个人的城
一个废黜的王朝远去了
箜篌城已变成一个简陋的遗址
所剩下的古城墙只是一堆夯土
但像一架传世的箜篌
因为它千古，所以留下了绝唱

□作者简介
田禾,湖北大冶人，中国作协会

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诗集《温
柔的倾诉》《抒情与怀念》《竹林中的
家园》《大风口》《喊故乡》《野葵花》
《在回家的路上》等 11部。作品被选
入200多种全国重要选本和5种大学
语文教材。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诗刊》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
诗歌学会首届徐志摩诗歌奖、《十月》
诗歌奖、湖北文学奖、湖北省政府屈
原文艺奖等30多种诗歌奖项。

文风习习
诗意盎然 在中牟

□田禾

作家笔下的雁鸣湖
□杨海燕

造访雁鸣湖多次，但是如果没有阅读作家笔下的雁鸣湖，还真不知道中牟的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在海内
外著名作家、诗人的笔下，雁鸣湖已不单单是一个地方，而是中牟的象征，是中牟的代名词，雁鸣湖已经成为河
南的一个文化符号、文学记忆。

感知雁鸣湖
从参加 2016年 10月河南省作家协

会、中牟县文联举办的雁鸣湖金秋笔会
开始，《河南思客》是被邀请参与活动报
道的唯一一家自媒体。我带着《河南思
客》的部分签约作家，又先后参加了2017
年元宵节前夕作家走进绿博园民俗采风
活动，2017年 5月 11日“著名作家看中
牟”活动，2017年9月22日中牟县委宣传
部、河南省诗歌学会、河南广播电视台诗
歌朗诵协会主办，中牟县文联承办的“中
牟县首届雁鸣金秋诗歌朗诵会”，2017年
11月4日“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2018
年 1月 18日省内作家走进中牟感受现代
新型农业等活动。

这一系列活动后，《河南思客》的签
约作家们写出了大量反映中牟自然风
光、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的文学作品，并
集中版面给予刊发，其中不乏名家、大家
的文章。截至 2018年 5月初，《河南思
客》共刊发有关中牟的稿子或中牟县作
者撰写的稿件 200多篇。这些文章刊发
后，好多文章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雁鸣湖因为这些作家，一次又一次鲜活
起来；中牟，因为这些文章，知名度大大
提高。著名诗人、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
张鲜明作为资深媒体人，不止一次说，中
牟县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投入起到了四
两拨千斤的作用，一个“雁鸣湖金秋笔
会”文化品牌所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几千
万的广告硬投入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通过这些活动，和著名作家、诗人一
起，漫步在中牟县城、雁鸣湖畔、新型社
区、绿博园内、农业园区……感知中牟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且通过这些作家
的文章，我加深了对中牟的了解，知道了
更多的有关列子、潘安等中牟历史文化
名人的故事，以及官渡古战场、寿圣寺双
塔、箜篌城遗址等中牟文化遗址遗存的
传说。

感受雁鸣湖
进一步感受雁鸣湖，是中牟县文联

主席王银玲诚恳地邀请我担任她主编的
《雁鸣金秋》诗歌卷和散文卷两本书的责
任编辑。

在没有接到邀请之前，我通过《中牟
有个王银玲》《笑声飘荡在雁鸣湖上》等
文章，知道了中牟县委宣传部有一个爽
快的王银玲。一次，王银玲大姐在电话
里说：“这几年，中牟县通过‘雁鸣湖金秋
笔会’‘著名作家看中牟’等活动，国内著
名的作家为中牟创作了不少让人感动的
文学作品，中牟县计划编辑出版一套书，
把这些佳作结集出版。你策划编辑的图
书很多，出书有经验，担任这套书的责任
编辑吧。”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经过一年多对1000多篇（首）作品的
收集、整理，编辑、校对，《雁鸣金秋·诗歌
卷》由郑州大学出版社于 2017年正式出
版，《雁鸣金秋·散文卷》也会很快面世。

通过作家的文章，我知道了牟山的
来历。在编辑散文卷的过程中，有多位
作家引用了《中牟县志》描述牟山和中牟
名称的来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牟山在

中牟的什么方位。而且看书中描述，牟
山“高一丈余”，怎么能称得上“山”？中
牟县文联的同志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从
中牟县有关部门查找资料，找到了史书
上有关中牟牟山的表述。通过史料知
道，中牟县历史上的县志不尽相同。明
朝正德十年的《中牟县志》记载的原文：
“牟山，在县治北五里，高一丈余，延数十
里，上建名山庙，县之得名以此。”清朝乾
隆年间版、同治年间版的《中牟县志》原
文一样，皆这样记载：“牟山，在县治北五
里，高丈余，长数十里，旁有牟山庙。一
统志载，中牟有牟山，在县治北，邑之得
名以此。”引用此处的作家表述五花八
门，有的引用的是明代的县志，内容却是
清代的；有的引用的是清代的，内容却是
明代的；有的作家干脆是明、清两个朝代
混合引用。为了规范使用典籍，我在编
校过程中对引用给予了统一订正。不管
怎样，毕竟是这些作家的文字让我进一
步了解了牟山，知道了更多中牟的过往
和现在。

现在的牟山已经不是原来的牟山
了。中牟县在牟山遗址附近投资建设了
郑州牟山湿地公园。公园位于郑汴新区
绿博组团以东、郑开大道以南、官渡组团
以西、中牟县城以北，在 25.8平方公里郑
汴中央公园起步区，面积 4200亩。现在
的牟山山体主峰高达153米，亦非文献中
记载的“高丈余”了。2018年5月1日，郑
州牟山湿地公园开园，相信还会吸引更
多的文人雅士前去采风体验生活。

感悟雁鸣湖
雁鸣湖是中牟县 2000年前后才开

发建设的一个景区，史书上当然是没有
记载的。通过作家的文章，我感受到了
雁鸣湖四季色彩的变化，中牟县的自然
风光。

作家笔下的雁鸣湖是圣洁的。著名
文学评论家、诗人何向阳，在参加中牟第
6届雁鸣湖金秋笔会时说：“美丽中牟是
美丽中国的缩影。”著名女作家毕淑敏，
收到战友送来的中牟大蒜后，用牛皮纸
袋装了，拿到她攻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学博士的课堂上，分赠给她的同学，成就
了一篇《博士课堂的礼物》。文中，她这
样形容中牟的大蒜：“它们是大蒜头。枚
枚外衣雪白，形态紧凑致密，硕大如儿
拳，辛香之气弥散空中。”当我在这篇文
章的最后一段读到“同学们将大蒜头珍
惜地收藏起来”这句话时，竟然激动起
来，为了中牟，为了河南。河南省直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河南思客》签约作家李
同昌，在参加了第 5届雁鸣湖金秋笔会
后，满怀激情地写出《郑州向东是中牟》，
立即在河南省文坛引起轰动，在读者中
产生共鸣，文章标题就是宣传中牟的广
告语。文人雅士们的这些锦绣文章，从
某种程度上讲，在新时代极大地丰富了
中牟县、雁鸣湖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
这些作品，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成为人们对雁鸣湖的文化记忆，如同潘
安、列子的文字，会代代相传。

诗人笔下的雁鸣湖是迷人的。“水草

丰满的地方雁才栖居/鱼米丰饶的地方雁
才欢腾//雁鸣湖 雁鸣湖/小小小小的秋日
好去处//瘦了身的浪波轻轻翻动/卸了妆
的芦苇摇曳起伏//雁鸣湖 雁鸣湖/放进一
首诗里就是好开头……”这是著名诗人
高金光笔下迷人的雁鸣湖。“渐渐地，你
看见了汪汪润润的稻田，又看见了洋洋
洒洒的蒲苇，你就知道，雁鸣湖快到了。”
这是著名女作家乔叶笔下迷人的雁鸣
湖。“走近雁鸣湖水系，不见了古时的帆
影重重，只留下残荷满塘，秋意迷人。一
丛丛蒲苇在秋日的阳光下，延绵于万顷
碧波；不时惊起的阵阵雁鸣，向游人述说
着雁鸣湖的今生前世。”这是《羊城晚报》
副刊部主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陈桥生
笔下迷人的雁鸣湖。

而雁鸣湖的姊妹湖鹭鸣湖在作家们
的笔下更是灵秀的。“鹭鸣湖谦恭而柔顺
的荷，无意长得更高。荷塘与水构成的
油画前，那些茁壮无比的芦苇却呈现出
强烈的个性，与之形成对照。”这是全国
唯一一个参加了 5届雁鸣湖金秋笔会的
河北作家高海涛眼中的鹭鸣湖。而《河
南日报》文学副刊“中原风”主编冻凤秋
眼中的鹭鸣湖，更澄澈成了一幅西洋画：
“在鹭鸣湖，拥抱随风摇曳的芦苇，凝望
如画般的残荷，和澄澈的湖水亲近，宛若
置身阿尔卑斯山下的瑞士小镇。”

感想雁鸣湖
全国各地的作家们，用他们的生花

妙笔为世人描摹出了中牟的钟灵毓秀，
雁鸣湖的美不胜收，这是这两本书最大
的看点。

《雁鸣金秋》这两本书除了著名、知
名作家的作品外，也不乏本土作者的美
文。这些文章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流作
家笔下的雁鸣湖，还检阅了当地文化名
人、文学爱好者、作家、诗人等文学创作
的水准，为读者展现了当地作家眼中的
雁鸣湖。

“此时的贾鲁河沿岸成了一片雪海，
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一疙瘩一疙瘩的
雪白的槐花从枝头泻下，不见一点绿
叶。每一棵树就像一堆雪，一堆堆连在
一起，高低起伏绵亘几十里，远远望去，
像雪海里涌动着浪花。”雁鸣湖之外，中
牟还有一个贾鲁河，这就是当地作家李
超笔下的家乡风光。“黄河南岸的豫东
乡村世代被水味儿氤氲着，水味儿中又
透出一些沙的味道，风的味道，这种混合
的味儿很真，现在还记着，仿佛记着我的
初心。”这是本土作者蒋长青笔下的家乡
味道。

作家笔下的雁鸣湖，写出了中牟的
宜居，也为读者描绘出了美丽老家河南
的影子。

□作者简介
杨海燕，河南漯河人。现供职于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思客》主编。担
任责任编辑的图书曾荣获全国优秀社
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河南省优秀社会科
学成果特等奖、河南省政府优秀图书二
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