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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惠泉

鲁迅故里游人如潮，刚来的
都在排队。来绍兴，如不去鲁迅
故居看看，就像去北京，没去天
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伟
人一样。鲁迅，成了绍兴的一张
名片。鲁迅的魅力，让外地人对
这座千年古城有种割舍不掉的感
情。

浙东一带自古文脉昌盛，绍兴
更是这块风水宝地上的一颗明珠，
这个地方出的名人实在是太多太
多，而鲁迅仅为一人而已。

我们大多数人是从课本上知
道鲁迅的，最初也读不懂他的文
章，甚至觉得拗口，不晓得怎么好，
把这样一个人弄到教材中去，几乎
每册都有，年年还要考试，只好硬
着头皮去读，读着读着，竟读出了
一些滋味，就像绍兴的臭豆腐，意
味深长，疗愈各种甜俗，长大后还
买了套他的全集。随着年岁的增
长，更觉得他是一个好玩儿有趣的
人，就连他严厉的外表，也觉得很
艺术。

他深刻的文字和思想，不仅仅
源于见多识广，也源于社会家庭的
变故，正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经
家族重大遭遇，看透了红尘世间的
冷暖，说是满纸荒唐言，又哪里不
是一把辛酸泪呢？周家祖上是绍
兴的望族，祖上曾做过四品的翰
林，看他家的老宅院落，可知真的
家大业大，是阔绰过的，后来家道
衰落，以至于到卖房子或日日去当
铺质换的地步，所幸他的母亲好
强，也比较有主见，努力供养孩子

读书上进。哥哥更要担负起家族
振兴的希望，到南京去上学，去日
本留学，一路奋发，也养成了浙人
峻励热忱、勇于打拼的性格。弟弟
从小多被宠爱关照，保留不少大户
子弟的习性，温室里花草的习性，
去日本上学乃至后来的生活，都有
哥哥资助的身影。二人在文学上
的成就不相上下，但文风可看出趣
味的不同。

故乡永远是故乡，孩子毕竟是
孩子。绍兴是鲁迅笔下抹不掉的
记忆，《孤独者》中的S城、《阿Q正
传》中的未庄以及《明天》里的鲁镇
等等，更有那百草园中的童年故
事。

随着层层叠叠的游人，我们
穿过一间又一间的房屋，终于来
到鲁迅写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
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还有紫
红桑椹的百草园，可惜没有听到
鸣蝉在树叶里长吟，也没看到肥
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油蛉在低
唱、蟋蟀在弹琴，我们只看到高
大的围墙和白白的围墙之上的穹
顶的蓝天。

出鲁迅故居不远，过一道石
桥，见一道黑色的竹门，院内先是
思仁堂，中式客厅，厅墙上方悬一
幅山水画，两边是俞曲园的隶书
联，联曰“君子处事有忍乃济，儒者
属辞既和且平”。这是寿家的台
门，过此屋，后面便是三味书屋
了。三间老式的木式房子，东间是
寿镜吾先生的卧室兼书房，西间大
约是会客厅，中间一间稍大，中间
后墙正上方挂着“三味书屋”行书
大字，骨力深具，神采飞扬（所谓三

味者，意思是读经味如稻粱，读史
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
醢。），下面是一幅松鹿图，两边的
柱子上有“至乐无声唯孝弟，太羹
有味是诗书”的对联，匾与联皆为
梁同书写。寿先生的讲桌在屋内
正中间，鲁迅的课桌则在东北角，
光线不是很好。他其实是先生很
看重的学生，原先坐在采光好的南
墙窗下，因为学生经常出入，不够
安静，他便主动要求把座位移到了
暗处。很多人拍照，想一睹当年先
生因为迟到被罚在桌子上刻的那
个“早”字。寿先生是“城中极方
正、质朴、博学的人”，素以严厉著
称，然先生并不死板，他鼓励学生
读《四书》《五经》之外，也讲授外面
新鲜的事物。鲁迅因比别人学得
快，常得寿先生称赞，可谓严师
高徒。从鲁迅的文字中可以看
出，他对先生的敬爱之情，以及
私塾对他的深远影响。不过，那
时书毕竟还是少，远不如现在丰
富多彩，不知寿先生教学中有无
师生互动与讨论之内容，若他思
想开放，也许会组织学生走出学
堂，多接触些自然考查之类的事
项，若在今天，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进行多媒体手段进行教学也
是有的，三味书屋如果再宽敞明
亮些，课外活动时空间也大一
些，鲁迅也许会更厉害吧。

天已晚了，鲁迅故居要闭馆
了，纪念馆和祖宅是没时间看了，
不少游人留恋此处不舍得离开，还
有不少人急匆匆地赶来。我暗想，
他们，当然也包括我，大家都在看
些什么？寻找什么呢？

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

董建成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到你住的家乡
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周末
我骑着单车，提着糖果
到你家拜访
跨过几条小溪，越过几道坡岗
就来到了你住的村庄
你的庭院就在半山坡上

忘不了你如花的脸庞
忘不了你笑的模样
忘不了送你上学的车站
忘不了在你家干活的时光

忘不了看瓜在小树林乘凉
忘不了放牛到东山岗
忘不了秋天犁红薯摘花生
忘不了雪夜里送你回故乡

美好经常被露水打湿
真爱也会受世俗阻挡
为了你的梦想
也为我今后的去向
我们还是天各一方

爱可以是心灵的聚首
爱也可以是成全对方
毕竟我们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彼此默默地祝福
分开也是地久天长

爱是欢笑不断
爱是热泪两行
只要彼此爱过
一生无憾荣光

陈奕扬诗三首

高楼长城见抗日烈士墓

银鳞映远山，
铁臂卷青云。
芳草掩忠骨，
巨龙抚英魂。

酒泉望沙

旧梦葬黄沙，
游子东不还。
大漠苍生苦，
肃州何来甘？

游嘉峪关

祁连雪照古时关，
残垣横斩翰海宽。
不闻汉唐驼铃响，
唯见明清重门斑。

记者从确山县文联获悉，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进一步推动驻马店市文学创
作的发展，并扩大王奎山小小说
的品牌影响力，确山县于近日正
式启动了第六届“王奎山文学
奖”评选征文活动。该活动由河
南省小小说学会、驻马店市作家
协会指导，中共确山县委宣传
部、确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确山县教育局联合主办。

本届文学奖设置了王奎山
小小说理论奖和王奎山文学征
文奖两大类，旨在鼓励广大文学
创作爱好者围绕王奎山作品的
特色和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和创

作。理论奖要求参赛者撰写不
少于3000字的理论文章，而征
文奖则分为散文、诗歌、小说、报
告文学四类，要求作品主题鲜
明，内容充实，能够展现新时代
驻马店现代化建设的成效和确
山县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
的新面貌。

征文活动面向驻马店市的文
学创作爱好者，征稿时间自即日
起至2024年10月31日止。所
有参赛作品需为原创首发，严禁
抄袭，文责自负。投稿方式采用
电子稿形式，通过指定邮箱进行
提交（qswy99886@126.com）。

评选工作将分为初评和终评

两个阶段，由主办方邀请省市知
名作家、诗人、教师等组成评委会
进行评审。获奖作品将择优推荐
给省、市报刊或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表，并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金
和荣誉证书。

此次征文活动的举办，不仅
是对王奎山先生文学创作精神的
传承和弘扬，更是对驻马店市文
学创作事业的一次有力推动。相
信在广大文学创作爱好者的积极
参与下，本届“王奎山文学奖”将
涌现出更多优秀作品，为驻马店
市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
力。

(李贺建)

确山县第六届“王奎山文学奖”征文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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