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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自妖娆
云苓 摄

□冯曼顺

张有道先生走了，他带着对
亲人的不舍，带着对朋友的深
情，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带着对
书法艺术的执着……走了，永远
地走了。

先生走得突然，走得叫人心
疼，走得叫人难以置信，好好的
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亲
人在等着与他团聚，朋友在等着
与他相逢，再想听到他爽朗的笑
声，再想看到他笔走龙蛇的书
法，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了奢望，
成了永远的遗憾。

先生是个正派人，是个热心
肠的人，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
做人有原则，办事讲公道，做官
两袖清风，做人严以律己，退休
发挥余热，一生奉献社会。

我认识先生是在 1987 年平
陆部官桃花会上，当时我因工作
在平陆交叉检查，正值先生在那
里举办书法展，才知道先生是夏
县人，时任平陆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尽管没有与先生说话，
但知道先生是夏县人，而且在我
的家乡埝掌镇担任过党委书记，
后又听家兄说起先生还是他当
年夏中同学，这样就更感觉我们
之间有了亲近感。

我 和 先 生 直 接 接 触 是 在
2006 年春，我当时所在单位搞
了一次大型“税企共建廉政文化
书画展”活动，单位邀请了县四
大班子领导参加指导。先生时
任夏县人大主任，请柬是我送
的，我登门说明来意，并简单向
先生汇报了办展筹备情况。先
生听后很感兴趣，并对这次办展
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至今我还
记忆犹新。

我儿子 2012 年结婚，我不
想给先生添麻烦，儿子结婚的前
两天，张孟吉老兄（他的亲家）告
诉我，先生要参加你孩子的婚
礼，我听后深受感动，特意到先
生家里邀请他参加儿子的婚
礼。那天先生特别高兴，并说
道：“曼顺，这就对了，我要参加
你儿子的婚礼，还要当证婚人，
要讲话。”当时我感动得一时说
不出话来。儿子结婚的那天，他
早早地来到婚礼现场，做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对他这样一贯能
出口成章的领导，居然还写了一
个讲话稿，足以说明他对我儿子
婚礼的重视。他讲话的开场白
是：很高兴参加曼顺孩子的结婚
典礼，退休已经好几年，很少人
前来发言，曼顺子婚我喜欢，送
来祝贺吉祥添。先生那风趣幽
默的四六句，引得亲朋好友阵阵
喝彩，使得婚礼现场气氛更加热
烈。最后，他还给一对新人提出

了几点希望和要求，令我们全家
十分感动，至今不忘。

我和先生的交往更直接的
原因是和书画有关。先生作为
书法名家，闲时给我讲书法，还
多次给我赠送各种书法册子，由
于对书法和诗文的共同爱好，使
我们之间很容易沟通。先生赠
我的书法作品内容，都是他个人
亲自编写的诗，很有针对性，很
有哲理，使我感到情感浓厚，趣
味无穷。

先生退休后，偶尔有老朋友
来夏县看望他，如果是和我熟悉
的，他都会打电话邀请我来作
陪。先生不大好酒，席间偶有小
酌，常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让
我感到十分快乐和惬意。先生
与我交往这么多年，更多时候都
是在微信上用“顺口溜”或是“打
油诗”的形式与我交流。我记得
2015 年 10 月份他在北京办书
展，我因工作忙未能前去参加，
我给先生发一条微信：“君在京
华办展忙，且保身体防寒霜。平
日念您心头上，返程归来品酒
香。”先生回复我：“花红缘在春
湿润，诗韵贵在逢知己。其实素
日常缄默，激情多在翰墨里。”后
又补了两句：“你看我情有独钟，
其实乃普通一兵。”

2015 年 1 月 16 日，我给先
生发了一条微信：“周复一周又
周末，大地微微起寒波。最是书
艺心头暖，时念仁兄才艺多。”他
回复我：“年复一年日如梭，岁月
匆匆回忆多。最是令人难忘事，
你的收藏视野阔。”

2018 年 7 月 3 日，先生在夏
县温泉瑶池宫举办金婚纪念及

《难忘亲情》一书发行座谈会。
先生让我参与了庆典的有关筹
备事宜，整个展厅布置由我和其
他几位朋友提前进行了详细的
策划，先生看后非常满意。当日
我编了一首诗赠先生：“著书挥
毫名不虚，唐诗宋韵觅知音。
更有金婚万千爱，正直严谨启
后人。”先生回复我：“老兄一
辈无大为，常把亲情视为珍。
德孝仁礼不能忘，愿做人间大
写人。”这些年来，我与先生交
往多多，互相发诗多多，可惜
手机丢失，许多原诗难以找
回，仅凭原存的一些笔记撷取
了点滴，甚为憾矣。

2022 年 10 月的一天，我和
夏县作协主席李恩虎，夏中老师
赵爱萍、郭立平，还有财政局干
部曹保国等诸友前去水头常村
先生老家看望先生及老嫂，先生
和老伴高兴异常。那天中午，老
嫂还在家亲自给我们炸油条，炸
院子里种的薄荷，准备了丰盛的
午餐，热情招待了我们，使我们

几个大享口福。我们对老嫂的
厨艺赞不绝口，其间我们还参观
了先生的工作室及书法长卷等
作品。在看作品时，先生兴致很
高，把作品的内容，创作的经过
一一给我们做了详细介绍。尤
其叫人感动的是先生有颗感恩
的心，他在自家墙上悬挂了他的
母亲、叔父、大姐、大哥四位已故
亲人的相片，并用诗的形式分别
在四块板面上给每人写了一段
话，讲述了他（她）们各自对大家
庭的贡献。先生讲着讲着，泣不
成声，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
容。临走时，先生还给我们每个
人赠送了一幅他的书法作品，我
们视若珍宝，认真收藏。

2023年大年初一，我给先生
发了一条新春祝福，先生没有回
复我，元宵节我又给先生发了一
条微信，先生仍没有回复。我心
里在嘀咕，这不符合先生的性格
和为人呀，我预感肯定有什么事
情发生，后经打听，方知年前先
生突发脑梗，已入住运城市中心
医院治疗，于是我很快去医院看
望先生。那天，由于先生正在医
院六楼做治疗，老嫂怕他见到我
心情激动，对病情有影响，就没
有让我们见面，只是在病房从老
嫂口中了解一些先生康复的情
况。离开病房的那一刻，我与老
嫂道别，默默祈祷先生早日康
复。

天有不测风云，万万没有想
到，2023年4月30日下午，朋友
告诉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
非常震惊和悲痛。开始有点不
相信，后又问了几个朋友，知道
确实如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总
是不停地浮现在我眼前。

在吊唁先生的那一刻，望着
先生的遗像，看到他那亲切慈祥
的面容，我的心如针扎一般，眼
泪夺眶而出……

在离开他的日子里，我时常
在想，他离开平陆几十年了，吊
唁他的人群中还有那么多老朋
友、老熟人和普通百姓，还有村
里 80 多岁拄着拐杖的老人，还
有那么多书坛的同道，还有和他
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领导。

我在寻找着答案，答案就在
他对朋友的真诚里，在他为人的
善意和热情里，在他勤奋工作的
作为里，在他正直严谨的人格
里，在他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里……

转眼先生已经走了一百多
天了，我曾几次拿起笔想为先生
写一篇怀念的文章，几次拿笔，
几次放下，不知从何写起，纵有
万语千言，也难以表达我对先生
的追思之情，感念之心。

我和张有道先生

□郭卫峰

寓居圣城已近三年，
周边山峦从黝黑渐变到绿
润，城区遍布的高原柳从
翠绿蜕变到苍黄，在眼眸
的留恋中，已变化近三个
春秋。

圣城的夏天
有高原柳条的婀娜多

姿
丛山峻岭的伟岸挺拔
藏族同胞磕长头时的

顶礼膜拜
旅居客乡时的逶迤游

玩
还有藏式民居的色彩

绚烂
现代建筑的鳞次栉比
白天佛堂前酥油灯的

礼遇添加
夜晚网红桥色彩的斑

斓多姿
圣城的夏天，天气多

变，像极了小孩子的脸，
一会儿阴来一会儿晴。也
许是因为周边的山峦层层
叠叠，巍峨高耸，抑或高
峰雪山融化的冰水滋润了
仁厚的圣天，无法触摸到
大气信号，天气预报也捉
摸不透。

刚刚还白浪翻滚，气
象万千，一会儿灼热的太阳
就当空朗照，强烈的紫外线
穿过稀薄空气，直截了当地
灼烧到外露的头颅和后背，
怎一个“热”字了得！

慌乱躲进路边柳荫

下，方才感到一丝惬意上心
头。真是冰火两重天。

天边几片暗色的云朵翻
滚着，用急行军的速度向太
阳挺进，瞬间吞噬白云，占领
半边天空，大部分光芒被乌
云遮蔽，日光挣扎着从云团
缝隙倾泻而下，投射出万千
条金线，洒落在绵延起伏的
山峦上，好一幅气势磅礴、五
彩缤纷的山水画！

“山边又要下雨啦”
一边是晴空万里，一边

是骤雨如幕。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
又到了圣城的雨季，丝

丝凉意，挟裹着些许浸人的
冻感，让人搞不懂究竟是夏
天还是秋天。

圣城的夏天很美
圣城的雨水很圣洁
吾独爱圣城夏夜的雨
昨夜的雨从黄昏时开

始，电闪雷鸣，却淅淅沥沥，
不紧不慢，夜深人静了，也不
知道要拉拉扯扯、摇摇曳曳
到什么时候。

又是一个微寒的清晨！
睁开眼睛，拉开窗帘，依然没
有与太阳谋面。

对面近处的山被洁白云
雾系上了动感腰带，圣洁而
高雅，灵动而妩媚。

几缕调皮的洁白云雾，
触探掩映在高楼背后，我想
她们正浸润着古老圣城，犹
如美丽而又圣洁的仙子驾临
圣地。

圣城夏雨

□陈田媛

总有那么一个季节
异乡的灵魂
翻越高山而来
试图把自己绘成一幅

图腾
嵌进陌生的时空
神秘又不扎眼

天空的蓝 白云的白
土地的厚

包容着它的四季
苍翠着它长出荒野的
怯懦
将孤独融进这天地
生成一朵沉甸甸的
故乡的云

直到青春注满

来时的岁月
高山的另一边
还是阳光的味道

还是熟悉的人
走来走去

像那朵故乡的云
白得让人心疼

异 乡
□晓寒

大山，温暖的被窝
每个夜晚，我都钻进乡愁里
美美地睡上一觉
月光 母亲轻柔的耳语
涧水在枕边 轻轻地拍着我

南坡有向日葵的黄
北坡有棉絮吐的白

父亲在小院里打着补丁
种一块辣椒的红
种一块葡萄的紫
一到秋天
我换上一床多彩的乡愁

大山 厚重的乡情
心头上铁质的秤砣
不缺斤少两的乡愁
愚公，搬不动

大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