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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武

柳事

老子与洛阳
□许宜兰

黄手环

别拿下辈子说事

夕
花
朝
拾>

>
>

情
爱
画
廊>

>
>

小河两岸已经看不到依依杨柳，那些关
于柳树的美丽风景，只留在了记忆中。

□张晓峰

有了这个黄手环后，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它为母亲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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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最好的表现，是用
一生一世去证明自己对她的爱。

□李爱华

在儿时的记忆里，从开春，我们
这些孩子一直与柳树为伴。

柳芽初生的时候，我们竞相比
着用柳枝做柳笛。先截取没有分
叉、没有棱角、粗细适中的一截柳
枝，两手各握着一端，反方向扭转
（不可太用力，防止把柳枝外皮扭
坏），听到叭的一声，柳皮就脱落了；
轻轻将黄白的枝条取出，就成功获
得了完整的柳皮；用锋利的小刀将
柳皮一端的外皮轻轻削去，露出内
层黄白的皮即可。这样，一个柳笛
就大功告成。那个时节，大街小巷
都能听到孩子们吹的柳笛声。

捉蝉是盛夏的一大乐事。那些
知了特别喜欢在柳枝上栖息。我们
捉蝉有很多种方法，比如用竹竿的
一头粘上事先用小麦面做好的面筋
粘知了，或是用头上装有小网套的
竹竿捉知了等。到了晚上，我们还
会用手电光去照知了。那些知了白
天很机灵，但到了晚上，它们就老实
得很。手电光照在它身上，手已经
触到它了，它还在睡梦中。

盛夏，戴着柳条帽做游戏，是我
们男孩子最爱做的事。折五六根
柳树枝，编成麻花辫，然后按头围
做成帽子圈，套在头上，“埋伏”在

灌木丛中，严密监视“敌人”的动
静。那时，我们最崇拜邱少云，有
时假装眼前着火了，自己匍匐在地
上一动不动，“任凭大火烧着自己
的身体”。

柳树不但给我们的童年带来欢
乐，还有实用功能。饥荒年代，人们
曾把柳芽加麸皮拌一下蒸着吃；那
些柔软的柳枝，则被用来编成篓子、
提篮或笊篱等生活用品。

可惜的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
人们无节制地砍伐，小河两岸已经
看不到依依杨柳，那些关于柳树的
美丽风景，只留在了记忆中。

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即
老年痴呆症），说话颠三倒四，含混
不清，常常刚吃过饭又让做饭，吃过
了药还要再吃。

这些还都是小事，最让人头疼
的是，我们搬到县城后，她常常找不
到回家的路。有一次，她出去后找
不到家了，竟然一个人走到了汽车
站，被一个老乡送上了回老家的班
车。我急坏了到处寻找，天快黑的
时候，哥哥才打电话过来，说母亲回
了老家。我和妻子天天为这件事发
愁：让她出去吧，容易走失；她天天

一个人闷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前段时间有个电视节目正在关

注老年痴呆症患者。中国人口福利
基金会专门设计了一种黄手环，上面
写着老人的基本情况和家人的联系
电话，走失的老人可以很快得到帮助。

由于目前黄手环投放的数量非
常有限，根本满足不了社会需求，我
想请外地的朋友弄一个，妻子却说：

“我看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们自
己制作一个算了。”说做就做，妻子
到街上买了一个黄色的宽皮筋，又
给母亲制作了小名牌，上面写有我

们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以及母亲
的简单病史。怕名牌破损，妻子又
让人过了塑，在名牌打了眼儿，用细
绳子绑在宽皮筋上。这样，一个简
易的黄手环就做好了。我们跟母亲
说：“您戴上这个，找不到家的时候
让人家看，人家就会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会去接您回家。”母亲欣然戴
上了。

有了这个黄手环后，我们心里
踏实多了，虽然它暂时还没有发挥
作用，但它为母亲的健康和安全提
供了保障。

电视剧里，男主人公情深意切
地对女主人公说：“这辈子我们是没
缘分了，下辈子我一定报答你。”

夫在厨房里一边刷碗一边说：
“得了，别拿下辈子糊弄人了！下
辈子还不知道他在哪儿呢！”我窃
笑，是啊，常听见“下辈子我会记着
你”“下辈子我一定嫁给你”“下辈
子我们一定在一起”这样的台词或
歌词，不知这些人为何这辈子不去
珍惜，非要等到下辈子。

有个好朋友上学时曾是校花，
追求者众，其中一个男孩儿总是默
默地关心她，但就是不肯表白，最

后她一赌气嫁给了另外一个追求
者。十几年后，她的丈夫有了外
遇，他们离了婚。当年喜欢她的那
个男人找到她，说他要离婚娶她，
再也不想错过了。可她又不愿伤
害他的妻子，拒绝了他。

我对这件事有两点疑问：一
是当年男孩儿那么喜欢她，怎么
就没有勇气表白呢？非得让自己
遗憾十几年吗？二是那个女人对
嫁人的事居然还能赌气，这两个
人真正走到一起也不见得幸福。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最好的表
现，不是为了她所谓的幸福放

手，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别人
的妻子，而是用一生一世去证明
自己对她的爱。

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在生
活中，有些人、有些事错过就错过
了，年龄越大越懂得不完美其实
是生活的常态，无须再用下辈子
说事。就像谁也不知道上辈子发
生的事一样，想爱就爱，该放手就
放手……咱还是过好这辈子吧！

老子和洛阳有着深深的历史渊源。
作为我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我国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被道教尊
为教祖。

史料记载，老子在周朝当过“守藏
室之史”，并“居周久之”。就是说，老子
在洛阳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老子的
思想和学说就形成于洛阳。《史记》中
讲到了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孔子适
周，将问礼于老子”。相传，孔子曾入
洛向老子问礼。事后，孔子对弟子说：

“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
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可见孔子对老
子的尊崇。

后老子见周室衰微，遂辞官西行，
过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作《道德
五千言》，即现在人们常说的《道德经》，
又名《老子》。之后老子出关，莫知所
终。洛阳老城如今还留有孔子问礼碑、
祖师庙。

民间传说春秋末年，老子卸任“守
藏室之史”后，曾在位于洛阳北邙山翠
云峰之上的上清宫炼丹，在此创立道家
学说。洛阳上清宫所处的地方，是我国
道家和道教的发源地，是我国道教史上
有历史文化载体的最重要的道教宫观。

东汉明帝年间，隐居翠云峰修道的
张道陵，研读老子《道德经》和河洛图谶
后，离开洛阳前往巴蜀传道，创五斗米
道，以老子为教祖，《道德经》为其传道
经典。

唐代，皇帝姓李，遂与老子联宗续
谱。唐玄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对
老子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
全国各地普遍建立玄元庙，供奉老子
像。洛阳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之一，故而宫观壁画极多。唐开元二十
九年（公元741年），吴道子还在洛阳北
邙山上的玄元庙画出连环壁画《老子化
胡图》。

宋代统治者对道教也十分推崇。
史载宋代画家武宗元曾为洛阳北邙山
老子庙壁作画，堪称精绝。宋真宗也曾
三次驾临上清宫，对吴道子的大型壁画
《五圣千官图》及当时武宗元的壁画《三
十六天帝像》极其赞赏。

从现实生活中走出的老子，在历
史演化过程中逐渐走上神坛，被尊崇
为太上老君，是道教尊神之一。他在

“三清”中的地位虽比不上元始天尊，
在明清民间的地位也比不上玉皇大
帝，但因为太上老君是太上无极大

“道”的化身，为永恒的创世主，为至
高无上、无处不在的至上神灵，在历
代为道教所尊崇，在各地普遍建庙宇
进行祭祀。如今，中国的道观中一般
都有三清殿，其中供奉的就有道德天
尊像。

关于老子的传说故事后来成为历
代画家和民间艺人经常表现的题材。
明清时期，洛阳民间也流传着大量表现
太上老君身穿八卦神衣、手摇太极神扇
的神仙形象画作，他成为民众的保护
神，并在多种艺术作品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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