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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应邀和朋友师朝选去
了一趟他的老家——偃师市郭坟村。

他们村紧临207国道，一进村，
只见一排排新房错落有致，一条条
村道干净整齐，一个个小花池里鲜
花怒放，简直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
的画。

师朝选自豪地说，他们是前些年
搬迁过来的，他家的老宅在首阳山下
的山沟里。他说，老宅院子里有一棵
杏树，眼下杏也该熟了。他对老宅的
怀念和我对杏的渴望，让我们开车朝
老宅而去。

陡峭的山坡，急转的弯道，我们
在一个拐弯处停了下来。朝选指着
沟两边的破旧房屋说，那就是原来的
村子。

我们沿着荒凉的老街步行，街上
杂草没膝，树上野鸟鸣叫，街两边散落
着石槽和石磙，一家家破旧的大门上
挂着生锈的锁，看来，这里好久没有来
过人了。

我们在一座坐西朝东的老宅前停
了下来。朝选告诉我，这就是他家的
老宅。

打开锁，推门而进，一个荒凉的院
子呈现在我们面前，院里的荒草已有
半人多高，两孔破旧的窑洞已没了屋
门，两间厦房虚掩着门，房檐上的青瓦
已经脱落。院里的一棵石榴树开着火
红的花朵，杏树上满是开始发黄的
杏。我们尝了几个杏，酸味未退，看来
还没有熟。

朝选自从进了老宅，就这儿瞧瞧，
那儿看看，特别认真。抚摸窑洞的墙
壁，捡起遗留的生活用具，他寻找着当
年的印记。那神情分明告诉我，他已
进入陶醉状态。

临街屋的房门已经坍塌，我走过
去，看到里面放着一台散了架的老式
织布机和一张布满蜘蛛网的木式双
人床，黝黑的墙壁上贴着一张陈旧的
奖状——朝选1985年荣获偃师县劳
模称号的奖状。我向朝选问及此事，
他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神色。他说，
那时候自己年轻，胆子也大，在村里
最早办起了化工厂，最早引进了红富
士葡萄……

离开老宅时，朝选的脚步明显放
慢，几次回头张望。要知道，老宅是
他梦想起飞的地方，也是他人生的
重要坐标。从这里开始，他乘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实现了人生一次又一次
跨越。单就住宅而言，他先从偏僻
的山沟搬入设施齐全的新住宅。之
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女到洛阳做起
了生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洛阳
繁华地段买了一套复式住宅。最近
几年，他又带着儿女到郑州发展，并
帮儿子在郑州购买了一套位置优越
的学区房。

在乘车返回的路上，朝选告诉我，
他对现在的日子非常满意。如今，年
纪大了，他在学拉弦，妻子在学唱戏，
他们要妇唱夫和，讴歌新生活。

我住在洛河边，临窗可赏洛浦美景，可谓福分不
浅。不过，受大气候影响，这里免不了受空气污染和噪
声污染，有时我也很心烦。

理想如杨贵妃一样丰满，现实却像我一样骨感。
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割舍对这个城市越来越深的依
恋。这依恋来自于她的沧桑和成熟，来自于她的丰富
内涵。我常想，即使迁居到山庄或海边，我的思绪也难
免常在洛阳的大街小巷流连。

福地洛阳，久居生情。千年帝都，牡丹花城，天下
之中，中原腹地，人文之都，文化圣城……爱洛阳的理
由多得数不清！

你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多少让人浮想联翩
的地名：东有首阳山、万安山，为古城迎来朝阳、带来安
康；南有龙门山、香山，还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
鸣皋山；西有崤函之险、铁门之固，还有谷水仿佛飘着稻
谷之香；北有邙山作屏障，还有母亲河日夜在歌唱……

四维既稳，中土自旺。灵山秀水，养育贤良。城中
有周公庙、五贤街、问礼碑、厚载门、安乐窝等，城外有
甘棠村、扣马村、龙马负图村，讲述着古圣先贤的嘉言

懿行，丰富着洛阳城的人文篇章。
不管是在心绪烦乱时，还是在气定神闲时，到这些

地方走走看看，我便觉得心里分外熨帖，精神得到了很
好的滋养。

我有幸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地方，住在有凤凰城美
称的老城，时不时徜徉于长满青苔、爬满青藤、蓄满故
事的街巷，想象孔子入周问礼时的虔诚模样，还有历代
文人雅士在此吟诵诗章，深深地体会到，择吉地而居，
与贤者为邻，实在是人生幸事。

以前在定鼎路上班，我经常路过五贤街、周公庙，不
由得想起周公营建洛邑的丰功伟绩及他一饭三吐哺、一
沐三握发的贤良。现在，我在厚载门街附近上班，则会想
起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朴素哲学思想。

个人相对于社会是何等渺小，我不是闻达之人，不
能兼济天下，也知道自己无力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我有
选择的自由。在这个越来越让人无奈的世界，在一个
个让人期待又十分乏味的日子里，我只有保留一点儿
诗人的情怀（尽管我不是诗人），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曾
经充满诗意的地方。

经郑少洛高速公路赴郑州，途经伊川段时，我发现
一尊巨大的白色塑像耸立在路北，据说是宋代著名政
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像，那里是他的安息之所。

我一直想拜谒一下这位伟人，但每次都行色匆匆，
未能成行。

一个周六，偶得闲暇，我决定驱车前往。
范仲淹的墓园——范园，位于伊川县彭婆镇许营

村，开车可直行至范园门口。
范仲淹是苏州人，并未在洛阳任过职，也未在洛阳

定居过，他是因为母亲葬于伊川，所以自己也葬于伊
川。范母是河北正定人，与洛阳并无瓜葛，那么，他为
何选洛阳作为其母的长眠之地呢？带着疑问，我查阅
了相关资料，终于解开了谜团。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范墉病故，母亲谢氏为了生
计，带着他改嫁给山东富户朱文翰。继父后来到河南
商丘工作，范仲淹也跟着到了商丘应天书院上学。他
一度改姓为朱，成年后才改回祖姓。

范仲淹对母亲非常孝顺，母亲百年之后的归属，一
度是他心中无法解开的结，因为在封建社会，女人一旦
改嫁，就无法葬入原配夫家的祖坟。由于儿子范仲淹
复了范姓，她也不算朱家的媳妇，进不了朱家祠堂。若
葬回河北正定老家，则是被休妇女的待遇，低人一等。

1026年，范母辞世。因为范仲淹夫人的老家在河南
商丘（今长葛），万般无奈，范仲淹只好把母亲葬于长葛。

范仲淹在为母亲守制期间，曾应邀到登封嵩阳书
院讲学，其间范仲淹拜谒了唐代名相姚崇的墓园。姚
崇和范仲淹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姚崇也是早年丧父、
母亲改嫁，姚崇在官拜宰相后，曾问母亲百年后要不要
与父亲合葬，其母回答：人若有灵，纵隔千里也能相
知。后来，姚崇将其母葬于伊川万安山下，姚崇死后也
随母葬于此。这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启发，1031年，他将
母亲的灵柩移葬至伊川的姚崇墓园附近。

1052年，范仲淹病逝于徐州，按常理他可以葬于范
家祖坟，但他考虑到如果自己葬于范家祖坟，母亲的墓
无疑会成为一座无人祭扫的孤坟，因此生前留下遗言，
要葬于伊川万安山下与母相伴。范仲淹病故后，他的
灵柩由其子护送至伊川安葬。后来，范仲淹的子孙均
葬于此。

站在范仲淹墓前，我不禁浮想联翩，范仲淹能够成
为读书人的楷模，与他有一颗孝心是分不开的。正因
为他的孝，他才能提出“先忧后乐”的观点而被万古传
颂；正因为他的孝，他才能从参知政事的高位上被贬仍
心系社稷；正因为他的孝，他才能有“居庙堂之高，则忧
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伟大情怀。

范园原占地两百余亩，1958年被夷为平地，种植庄
稼，现有的建筑是后来重修的。墓园中的古柏、石猪和
石羊等，可能是原来的物件，它们依旧守候在墓园中，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范园的沧桑。

拜
谒
范
园

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
zhout9461@163.com

〉〉〉

范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