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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花
山坡、田野、溪边、路畔
野花恣意，穿插四季
生长随意，摇曳随心
恍若只取悦自己

自由的模样

像极了旷野里追逐的孩童

欢乐无须额外表达

柿树

柿树入秋，叶子由绿转黄
飘零落土

橙红的果、黝黑的枝
对比醒目

适合入画

不适合联想

衣着朴素的老人

执着幼童小手

步履不一，自田野归家

溪流

我大抵知道她们的来处

云朵化身的、树叶滑落的
均为森林、土地的珍藏

流经村庄的时候

游弋的水草、小鱼
照面浣衣女子、淘气的小孩

当然，我也知道她们的去处
大海为家

再遥远的路途，也值得跋涉千里
不像邂逅的男男女女

不知从何处来，更不知往何处去

村舍

溪流恰好是时光的界线

一侧的村舍

还是土黄的墙、青黑的瓦
炊烟已无人升起

小巷也不见踱步的土狗

散落的人流

在溪流的另一侧

像村又不像村

像城又不像城

每一次在村舍穿行

我总得小心翼翼

才能掠过残垣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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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鸡
刘彦章

一

青鸡，是中原斗鸡的上品，是鸡
把式的最爱。

“一青二红三柴花， 四白五花六
杂毛。”沙颍河畔周家口的斗鸡行家，
无人不晓这口诀，意思是，中原斗鸡
青鸡第一。

“青鸡白底插花尾， 白嘴白腿水
白眼。 ”道尽其形。外行听来不解？且
听细说：青鸡通体乌黑，近观却乌中
泛青， 深黑里透出凛凛鸭绿青色，恍
若凝固的幽光。 但黑色羽下贴近皮
肉处，偏又藏了层雪白底绒———此乃

“青鸡白底”。 尾翎青碧坚挺，却意外
斜曳出一两根下掠式雪白长羽，在一
袭青黑中似隐似现———此所谓“插花
尾”是也。

总体看，青鸡墨光流转，一身黛
绿，衬着“白嘴白腿水白眼”，更显色
彩分明，加之俊朗挺拔、神采飞扬，端
的人见人爱。

再往下瞧，青鸡修长有力的胫骨
正面，纵向覆盖着三绺白铜色明瓦片
（鳞甲），如鱼鳞盔甲，护卫着钢筋铁
骨般的鸡腿。

而鸡腿最下面，四根铁钩般的白
铜色鸡爪，弯曲有致、弹跳有力，是对
打中的利器。 然常人所忽者，是腿弯
内侧斜生的一截鸡距， 或锐如钢锥，
或秃似断戟，森然内藏。 此物刚硬锋
利，一击可定对手生死。

训练有素的青鸡， 对打中讲究
“稳”“准”“狠”，致命的三招是“瞎眼”
“掉嘴”“捋拐子”，任意一招都能让对
手原地崩溃。 而“捋拐子”，就是“咔
嚓”一声，把对手的鸡距生生打掉！

二

少林寺武僧出身的徐波师傅，五
旬年纪，五短身材，双目精光蕴藏。他
养的青鸡是省斗鸡协会马会长的最

爱。
这只青鸡一窝三兄弟，是经严格

选种、育种而得，属青鸡上品。中原斗
鸡又称“中华斗鸡”，是最著名的华夏
传统斗鸡。 兄弟地市斗鸡协会的老

冯，出价十万元求购这只青鸡，老马
说：“别说买，连根鸡毛也不给！ 没有
血统纯正的母鸡，用它压一次蛋儿也
休想。 ”

为啥？ 怕乱了中原斗鸡的血统。
青鸡之美， 不仅在于其表飒爽，

更在于其烈性千年不堕： 逢敌必战，
战则宁死阵前，不退一步，不鸣一声！

周家口作为水陆码头， 回汉杂
居，商旅繁荣，文化多样，明清至今，
斗鸡“发烧友”代代相续。 这些人，不
分穷富，不讲民族，图的就是个痴好！

而斗鸡饲养，在我国已有两三千
年历史。《左传》《论语》明确记载鲁国
季氏（季平子）和■氏（■昭伯）斗鸡，
一个给斗鸡装金属尖爪（金距），一个
给斗鸡翅涂芥末（芥其鸡），双方因此
产生冲突，竟至兵戎相见。 鲁昭公逃
亡并客死齐国。 孔子闻后悲愤，厉声
谴责：“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奈追随
昭公赴齐。

中原斗鸡以苏鲁豫皖为主，河南
境内以开封、郑州、洛阳、周口最盛。
三川交汇的周家口，自古饲养斗鸡成
风，至今在周边省市独领风骚！

斗鸡之道，首重“高头大咬，名门
正派”。 行家言：“人讲天分， 鸡讲窝
份！ ”窝份即斗性。 越南鸡的皮（厚
韧）、中原鸡的窝份（烈性）、泰国鸡的
骨头（刚硬）、缅甸鸡的速度（迅疾），
此乃斗鸡界对诸方名种之判词。 历
代相传，中原斗鸡中，凡怯战溃逃、失
却斗志者，格杀勿论。 为何？ 打跑的
鸡———后代都跑！

三

徐师傅对这只青鸡倾注了很多

心血。他每日五更起饲喂、训练，饲料
高粱、豌豆、玉米、小麦配比讲究，老
把式叫喂“花食儿”。更主要的是无量
功夫———晃缸、盘瓢、蹿罩、遛鸡、撵
鸡、抄鸡、传把、推把、左右摆———根

据鸡性，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通
过“喂功”与“玩功”，综合提升斗鸡战
斗力， 并将心意六合拳精髓融于训
练，步步不离鸡腿、把把不离鹰捉、式

式不离虎扑……终臻 “人鸡合一”之
境。

老徐吃住在宽敞明亮的鸡舍，他
练鸡，鸡练他，教学相长。从孵蛋到出
壳，从满月到半岁，倾尽心力。用他老
婆的话说：“老徐这辈子，养儿也没这
般上心。 ”

正因爱得赤诚，马会长与老徐惺
惺相惜，甘将数十年培育出的顶尖青
鸡赠予他。

“养斗鸡 、练武术 ，这两大爱好
既养生又强身 。 斗鸡动作 ，与心意
六合拳相仿。 斗鸡宁死不逃不叫的
品性，亦是武者崇尚之武魂。 ”老徐
说。

青鸡之粹，由形至质，表里澄澈，
刚烈如一！

徐师傅养的也有越南斗鸡，称为
“八国造”，因为越南斗鸡经无数次杂
交，早已失去传统基因，外形、品质、
技法皆已“四不像”。

老 徐 抱 出 一 只 越 南 斗 鸡 作

比———
红褐羽毛，长颈赤红无毛，如一

截血红的香肠， 鸡皮疙瘩遍布伤口，
脸尾密布血痂，似从罗马斗兽场败归
的残卒。

“杂交也有其优势。 越南鸡扛打
耐痛，持久性强，能从晨斗至昏。然打
法异于中原鸡，喜扣背打胸、缠抱贴
靠，甚至钻裆别膀。 而中原鸡光明磊
落，主攻上三路：击颌下致窒息，拉偏
脸，打斜叉，攻脑后（脑后炮）。若说中
原鸡是孔武的散打英雄，越南鸡则如
慢半拍的赖相乱咬。 ”

四

“打一场如何？ ”
“当然可以！ ”
宽敞的鸡舍外，四五平方米沙地

铺着白粗沙。 青鸡与越南鸡甫一落
地，便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青鸡猛
扑腾空，直取敌首。“这叫双风贯耳！”
老徐解说。 越南鸡低头躲过，仰头狠
啄青鸡头部。 青鸡轻灵避闪，右腿侧
扫如电，越南鸡趔趄欲倒。 青鸡趁势

叼住其头，对准其胸部猛力蹬击。“此
战法俗名‘蹬蛋’。”老徐说。越南鸡下
颌撕裂 ，鲜血殷红 ，忍痛挣脱 ，以血
颈死死别住青鸡脖项。 “这叫‘别’，
中原鸡无此打法。 ”老徐说。 青鸡转
身脱困，自后方啄向越南鸡顶心，铁
爪狠踹其后脑。 “此招可一击毙敌！ ”
老徐说着， 敏捷出手， 将两只鸡分
离。

此一回合，足斗半小时！
“此乃热身， 小试牛刀。 咱的青

鸡，能从晨斗至昏！ ”老徐说。
见我意犹未尽，老徐又抱出一只

青鸡。
两只青鸡照面即扑， 怒发冲冠，

颈羽■挲，威风凛凛。 但见双鸡跃到
空中撕咬，四爪对撞铮铮作响，一时
青羽纷飞！

外行亦能看出，青鸡对战，其打
相、战术之观赏性与规范性，远胜越
南斗鸡的百姓擂台式混战。

二虎相斗，必有一伤。 老徐迅速
将它们分开。

“‘能打重四两，不打高二指。’好
青鸡皆通四路全腿———门前腿、偏脸
腿、颌下腿、脑后腿，讲究捧打、合打、
踢打、侧打，配以钢嘴铁喙猛咬善叼，
一击可致盲甚至毙敌，比世界拳王争
霸赛更精彩……”徐师傅说。

“青鸡与越南鸡、外邦鸡，孰优？”
“您说呢？ ”徐师傅略顿，目光深

邃，“打鸡便是打人！ 背后立的，是千
年不折的魂。斗鸡欲精，种是根骨，养
是气血，驯是魂魄……种、养、驯，缺
一不可。 这功夫———水深， 深不见
底！ ”

暮色渐合，徐波师傅静立笼前。
青鸡那身泛幽光的青羽，在昏黄

光影里，如淬火青铜，亦如凝固碧血。
它默然无声，却道尽沙颍河风骨中那
点“宁碎阵前青羽，不委苟全杂尘”的
硬气。“八国造”的杂韧，是生存谋略；
青鸡的纯粹刚烈，不啻昂然挺立的脊
梁。这方寸斗场，映照的，何尝不是人
间？ 守住这抹青，便是守住血脉里那
口千年不泄的精气……

我视《周口日报》如初恋
曹来春

1989 年 10 月， 我从海军潜艇
学院转业到家乡周口。 由于曾在潜
艇学院从事新闻采写工作， 回到家
乡后， 自然就对家乡的新闻媒体比
较关注。遗憾的是，当时周口还没有
一份自己的报纸。

1990 年 5 月，我到周口地委院
内办事， 误打误撞走进了正在筹建
试刊的周口日报社，感到非常亲切。
此后，我便结合工作实际，经常向报
社投递稿件。

记得我向报社投递的第一篇稿

子发表于 1990 年 6 月 21 日。 周口
有 42 名在部队立功的退伍军人，发
起成立了退伍军人学雷锋服务队，
后有 471 名退伍军人相继加入。 这
些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 利用退伍
分配工作前的时间， 深入工厂、农
村、 街道开展为群众做好事活动，
赢得了社会广泛好评。 对此，我以
《昨日祖国卫士，今日家乡雷锋》为
题 ， 写了一篇新闻稿件投递给报
社。 看到自己学雷锋的事迹上了报
纸，退伍军人备受鼓舞。

1990 年 8 月 1 日，《周口日报》
正式创刊，我投稿的热情更高了。无
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 还是于日
常生活的点滴瞬间， 只要发现身边
有新闻价值的线索， 我都会情不自
禁拿起笔将它们化为文字。 这份执
着也得到了回报， 我的稿件陆续被
采用， 报社还给我寄发了聘请我为
特约记者的通知书。此后，我投稿的
积极性更高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 转眼间，
《周口日报》已走过 30 多个春秋。这
些年来，我的工作多次调动，但无论
岗位如何变化， 我结合工作实际向
《周口日报》 投稿的热情一直未减，

执着追求的习惯一直未变。 特别是
到市纪委监委工作后， 每次随领导
进行工作调研， 我都会将有关情况
写成新闻稿或调研报告等投递给

《周口日报》。 有时随领导调研需要
一整天时间， 调研结束回到单位后
我立即撰写新闻稿件， 好赶在晚上
10 点之前送到报社 ， 以期次日见
报。值班编辑非常敬业，接到稿子后
迅速完成编辑工作。 每次遇到这种
情况，我都十分感动。随着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的不断加

大， 我也时常把全市反腐倡廉工作
的重要动态、 阶段性工作或专项活
动、工作亮点等，以新闻、调查报告、
理论文章等形式投递给 《周口日
报》，稿件多次被采用。而我，也正是
在持续不断的投稿中，见证了《周口
日报》的成长变化。

从事过文字工作的人， 大多有
珍藏资料的习惯。 我将刊发我稿件
的《周口日报》都珍藏了起来。最近，
我将这些报纸分类整理， 纸页虽泛
黄，墨香却依旧。当我重新翻看这些
报纸时，感慨万千。 这些文章，恰似
一道道时光密语， 宛如一个个相机
镜头， 捕捉并记录了我昔日工作的
点滴故事， 串联起我一路走来的足
迹。我打算把这些文章整理成册，永
久珍藏，因为我对《周口日报》有着
太深的情感， 且这份情感已根植于
心，难以割舍。

日报爱我三十年，我视日报如
初恋 。 虽然我已退休 ， 但积极向
《周口日报 》投稿的热情永远不会
改变 。 我会继续随 《周口日报 》砥
砺前行 ，继续以墨香见证 《周口日
报 》不断开启新的篇章 、走向新的
辉煌！

我家的信仰传承
樊朴

清晨的阳光洒在“光荣之家”的金
属门牌上，折射出温暖的光。爷爷正在
院子里修剪他心爱的盆栽， 动作依然
带着三次参加阅兵时的利落劲儿。 电
视机里传来新闻节目熟悉的开场旋

律，爷爷放下手中的花剪，擦了擦手走
进客厅。父亲闻声，放下正在阅读的报
纸，从抽屉里取出用了多年的钢笔，轻
轻旋开笔帽， 开始在党员学习笔记上
“刷刷”记录。

想起 2020 年我预备党员转正时
的场景———在社区党支部的会议室

里，爷爷坐在第一排，眼含热泪看着我
宣读入党誓词。 我仿佛看到了时光的
流转：60 年前，22 岁的爷爷在军营里
举起右拳；32 年前， 父亲在部队服役
期间光荣入党；6 年前，我也站在了鲜
红的党旗前。 三幅不同时空的画面重
叠交融， 化作同一面党旗下永不褪色
的赤诚。

我的爷爷，这位 1943 年出生的老
同志，至今保持着军人的作息习惯。每
天清晨， 家属院的老邻居们都能看见
他穿着整洁的白衬衫， 出门洒扫、晨
练。 1969 年国庆阅兵时，26 岁的他作
为国旗方队第七小队队长， 用正步丈
量过天安门前的长安街；1984 年转业
前夕 ，他又以 “1949—1984”年号方队
政委的身份，护送“共和国年轮”走过
观礼台。 这些经历化作了他眼角的皱
纹和挺拔的脊梁， 也成为我们家最珍
贵的红色记忆。

记得我预备党员转正那天，爷爷
特意换上了珍藏多年的衬衫，胸前的

党员徽章擦得锃亮 。 在鲜红的党旗
前 ，我紧张地举起右拳 ，余光瞥见爷
爷站得笔直，眼中闪着微亮的光。 那
一天，爷爷的陪伴让我想起他讲述的
1964 年新兵训练时跳进粪池为稻田
积肥的事。 “当时副连长喊我下去，我
想都没想就跳了。 ”爷爷说，“这就是
我们那代人的信念———组织需要，就
上。 ”

如今在周口交通技师学院从事教

育工作的我， 常常在组织学生活动时
想起爷爷的教诲。 每当看到学生们认
真排练红歌的样子， 我就会想起爷爷
说的当年阅兵训练时， 如何在烈日下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腿肿得裤子都脱
不下来，可心里是甜的。 ”这样朴实的
话语， 比任何说教都有力量。 在工作
中， 我努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青年学
生们，让他们理解信仰的力量。

站在家门口，望着“光荣之家”的
门牌，我突然明白：7 月 1 日对我们家
而言， 是三代党员在同一面党旗下宣
誓的传承， 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精神
接力， 是爷爷用 60 年党龄书写的忠
诚、父亲用 30年基层工作诠释的担当
与我在教育事业中践行初心的交响。
这种传承不需要豪言壮语， 它就体现
在爷爷郑重佩戴党员徽章的动作里，
体现在父亲认真记录的党员学习笔记

中，体现在我用心准备的每一堂课上，
更体现在爷爷“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父亲“优秀共产党员”徽章与我的
党员徽章在阳光下交相辉映的光芒

中。

深得刘邓器重的中原虎将萧健
朱战峰

萧健，1923 年 2 月出生于周口
市商水县谭庄镇。他的革命之路，始
于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国家命运的关

切。 1935 年，萧健考入省城开封私
立济汴中学，然而，初中三年级时抗
战爆发，他毅然返乡，在外祖父家继
续学业。 1939 年初，他转学至汝南
汝宁中学。同年 5 月，在河南省确山
县竹沟镇，他进入新四军教导大队，
从此踏上了革命征程。

在教导大队， 萧健不仅接受了
军事训练，思想也得到了升华。1939
年 9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
年冬， 教导大队开赴敌人后方鄂中
京山县， 与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司
令部会合。 1940 年 1 月，萧健从教

导大队毕业后， 被分配到新四军豫
鄂游击纵队京 （山 ）应 （城 ）游击大
队，先后担任大队政治干事、政治指
导员、副教导员、教导员等职务。 在
任职期间，他积极为部队输送人才。
1940 年秋，在京山曹武乡与顽敌遭
遇的战斗中，他身体两处负伤，但依
然坚守阵地， 展现出了顽强的革命
意志。

1942 年 2 月，萧健进入边区党
委社会部（公安局）高级保卫研究班
学习。 年底毕业后，他返回京山县，
改任县委社会部秘书。 在原县委书
记、 边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刘慈恺
的直接领导下， 他成功破获了国民
党派驻京山特务组织， 抓获了其领
导人， 为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
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 萧健继续为革命
事业奋斗。 1946 年，国民党调集大
军包围中原军区部队， 中共中央电
令突围。萧健所在的独一旅一团，在
李人林副政委、 钟春林团长和郑怀
远副团长的率领下，踏上东返征途，
开始了江汉平原上的游击战争。 在
敌人的重重包围下， 部队作战 100
余次， 歼敌 2000 余人。 1947 年春
节， 部队攻占江陵附近长江渡口郝
穴镇，南渡长江，转战武陵山区。

1947 年初，萧健所在部队与第

一纵队参谋长张才千所率一纵队第

四团会合，整编为江南游击纵队。部
队在湖南澧县大堰区击退国民党军

整编第 52 师 33 旅 98 团一个营，又
与四团攻打湘北石门县的磨岗隘敌

据点，全歼两个保安大队。返回江北
后，部队整编为中原游击纵队，后改
番号为中原独立旅， 萧健任团政治
处副主任。

1947 年 8 月，萧健所在旅与刘
伯承、邓小平进军中原的大军会师，
并作为先锋向大别山挺进， 一路六
战六捷，解放多地，受到刘邓通令嘉
奖。在红安县高山铺地区，配合刘邓
主力部队设伏， 全歼了国民党军第
40 师两个旅又一个团。 此后，萧健

在江陵、监利、石首三县指挥部等地
任职， 为地方解放和建设作出了积
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 萧健继续为军
队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他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结束后，
先后调任陆军第 38 军政治部副主
任、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等职务，
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5 年
春，离职休息。

萧健的档案故事， 是一部生动
的革命历史教科书。 它让我们看到
了一位革命者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坚

定信仰和无私奉献， 也让我们深刻
认识到档案在记录历史、 传承精神
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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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珍藏于商水县档案馆的老照
片。 1969 年夏天，萧健和军长刘海
清、政委王猛视察陆军第 38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