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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影玲珑雪半藏，手机留照细端祥。
水晶宫里娇儿笑，犹觉呢喃送暗香。

腊 梅
★严寄音

纷扬瑞雪皑，
园树玉肌腮。
疑似梅花绽，
清香暗自来。

咏 雪
★李剑友

枯莲低下头，
落叶水上游。
鱼儿翔浅底，
岸边风摆柳。

冬日观荷
★武沐衡

天降玉沙逢小年，
人间疾苦灶神传。
莫言春色无寻处，
一树寒梅雪里妍。

小年值雪
★王跃奇

不是所有的秋色

都能挤进这个季节

站着的白杨

伸开无语的树冠

看远山一片空濛

鸟巢筑起的村庄

无规则的格局

原野的苍茫

这是北方

寒霜初降

雁阵便急急地撤离现场

绿色的麦田

依旧凝聚着蓬勃向上的力量

父亲汗水滋养的农谚

被籽粒饱满的果实采摘

在母亲谷垛般的目光里收藏

这是北方

狗尾草晃动着残破不堪的旗帜

身边的落叶

极不情愿地翻晒着太阳

西伯利亚的寒流

挥舞着翅膀

肆意制造一种贪婪的欲望

潮起潮落

潮落潮涨

冬眠的蛙族蛇类

仔细聆听冰凌初绽的花事

在瘦峭的河岸

深深浅浅地开放

这是北方

丝瓜藤爬满枯萎的院墙

围炉而坐的父母

看院内院外的雪花飘满

小猫轻哼着不知名的童谣

依偎在小姑娘的怀里

一只小狗

正在偷吃那只小猫咪的食粮

草屋里一头安详的老牛

咀嚼与反刍着春夏秋冬的日日夜夜

沧桑的眸子里

漫出青草般的光芒

这是北方

一只孤独的鸟

在一根电线杆上

独坐如莲

一位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子

在这个清寂的冬天

站成一棵情丝悠悠的白杨

冬 天 写 生
★赵国玺

随着一年一度正月十三马街书会日子的临近，马街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

“马街村距宝丰县城7.5公里，是一处历史悠久的人类聚落。古时宛洛大道经此，有人开店建

肆，始称马渡店。东南不远，是滍阳镇；西北不远，又有历史名镇大营；大营北去就是著名水寨半

扎店了。串珠成链，聚集了千载一脉的繁华人烟。马渡店商贾云集发展成马渡街，简称马街。而

最终让马街成为八百里伏牛东麓第一村的，是一年一度绵延了700多年的马街书会。”

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日子的白马又跨过了十余年光阴。如今的马街，除了“马街书会”作为

“中国十大民俗”之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12月马街村又获得了

“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号。

日前，笔者再次走进马街村。

久别重来，只见道路整洁，广场平阔，已不是当年土河泥路的旧模样。400多米长的应河景

观带，双桥遥遥相望。青石板、香樟树、松柏苍翠、月季娇艳。白云蓝天下，说唱艺人的雕像和塑

像神采各异。

书会主会场北侧，是一处歇山飞檐的仿古建筑，壁柱、梁枋、门窗、屏风、雕刻、彩绘，似庙宇，

如乐楼，安坐蓝天下，凝聚着鼓乐琴弦的悠悠文化气韵，收纳了中国曲艺史鸣溅千年的沧桑变

迁。血泪和激情冲荡，庙堂与民间交汇，多少话本与声腔，就在这3300平方米的展览馆里时空交

叠，这就是迄今全国唯一的中华曲艺展览馆。

慢步简繁有致、疏朗大气的民俗文化园，亮人眉眼的还有一处仿明清建筑的四合院——以刘

兰芳名字命名的艺术馆。建筑面积5530平方米，面向6699平方米的广场，中有主题艺术馆、艺术

人家馆、多功能厅等。红柱灰瓦，重檐交错，轻盈而又庄重。这是南来北往的艺人方家交流切磋

的殿堂，也是观光者节假日里聆听曲艺说唱的大书场。悠扬的是声韵，传递的是文化。

中华曲艺展览馆、刘兰芳艺术馆，已经成为马街村的新地标。

马街古镇有三条主街，分为马南、马北两个行政村。

沿着修护一新的护城河慢慢走，脚下就是古寨墙。寨墙修建于何年，已无可考，如今只剩下

荒草落叶里的几处残存。广严寺两通古碑还在，字迹已不可辨认。主殿和陪殿，时光皴染数百

年，仍与高树浅草为伴，寂静，肃穆，不声不响地吐纳着代代赓续的人烟气息。

马街不曾搬迁，各家院落依然建在居住多年的老宅上，大多是清亮簇新的混凝土楼房和平

房。其间闲散着十多处土墙黧瓦的旧房院儿，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它们的主人进城

落户，留下这些旧家舍，眨眼老成文物了。点缀着“紫气东来”“家和万事兴”的马赛克高大门楼，

是新旧交替的斑驳与斑斓。

据最新《马街村史》：目前村内留有传统建筑豫陕鄂五地委办公地旧址、杨现元老宅、卢增凡

老宅、秦基伟旧居、付永强老宅、观音堂等11处。其中有两处还有人居住。一处住着76岁的卢增

凡，另一处住的是80多岁的马秋申和他的老伴儿。经历过200多年风雨的古民居，青砖表墙、土

坯里子，黛瓦如铁，点缀着树影、云影和落叶，如同明晰在光阴里的烙画。

人随路走，鸟声清亮。马街村，除了主街南北贯通，东西小巷随家宅左转右折，宅前屋后，菜

园就是花园。初冬时节，菠菜、芫荽、雪里蕻、佛手瓜、木耳菜，还有眉豆和小芹菜，嫩乎乎的成片

成畦，看看就让人嘴馋。

据马南村的曹鲁钢介绍，年年书会期间，家家都是大锅炒菜，大锅蒸馍，过了腊月二十，免费

餐馆开张，一直开到过完正月十五。如今，两个村的常年餐饮店有八九家，应河水土好，家常的萝

卜、白菜、辣椒都比别处的好吃。散养的鸡是特色菜，一碗浆面条，半块发面锅盔，还有鲜菜饺子，

吃一回都忘不了，厚厚的都是马街的味道……

马街人的侠义和憨厚，已经随着锣镲鼓琴传遍了大江南北。马街人勤劳本分，就是这种良好

民风传承不息的根本所在。

马北、马南两村1600多户4900多人，合起来有6150亩地，保守估算，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

左右。农作物除了小麦、玉米，最吃香的是瓜果蔬菜，形成了效益可观的产业。

71岁的程老虎，种了十多年西瓜，从开封引进的“龙卷风”和“开杂”都是优良品种，红瓤、沙

甜、不黏腻。麦茬种植，掐住日子，压头、掰杈儿，几个叶子都得算好。还得及时给瓜翻身，让太阳

晒均匀，从坐胎儿到熟，前后30天。只要不下大雨，瓜不崩。一亩地800棵，一棵结一个12斤左

右的瓜，年收入五六万没问题。瓜熟的时候，城里人开车来买，不愁销路。

马街种瓜的有好多家，瓜匠大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庄稼筋。

65岁的梁下，不种瓜，种冬桃，一亩地四五千斤，两元多一斤，今年的五六亩桃已经卖完了。

年过古稀的刘玉后，种了三四十亩国光苹果，亩产5000斤，一斤两三块，也已销售一空。

马街的中青年人，除了养猪、养羊、养牛的养殖户，和60多家经营日用百货、五金电料、装修

用品、电车和服装的，大多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靠的不只是吃苦耐劳的力气，最重要的是精益

求精的专业技能。

马北村的李冠志扳着指头算了算：马街在郑州、平顶山和县城搞装修的有800多人。他们团

结互助，靠诚信和质量赢得了信誉，不用吆喝不用等，一年到头儿，活儿接不完。

另外，两个村合起来有80多台收割机，人均一亩多地，一年用不了几天。收割机的主人组织

起收割队，追着作物成熟的季节，40天到50天，从湖北一口气收到秦皇岛。收麦，一台收割机能

挣4万多元，收玉米，一台能挣6万多元，具体挣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多彩多味的马街，声名远播的马街书会，现已成为4A级旅游景区。

回味匆匆一瞥的浮光掠影，书会之外，在我心里，马街人的三餐四季，与大平原上瓜瓞绵绵的

千门万户还是有所不同。

马街很小也很大。待到疫情散尽，马街书会从线上回归线下，定会是又一场气韵深厚的文化盛宴。

多彩多味话马街
□曲令敏

劫波不过一时逢，
寒处梅花香更隆。
万里河山雪千尺，
北风渡尽是东风。

春 怀
★阿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