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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是真

（代序）

新闻记录历史， 散文显现真情， 题材不同， 写法不一， 但都是

以真实为基础的。

搞新闻几十年， 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人和事。 但有些

人和事虽令人感慨， 令人难以忘怀， 可作为新闻是不容易发表的。

于是， 我萌生了写杂文， 想以此弥补不能发表的遗憾。 隔行不取

利， 这话确有道理。 天天写新闻， 猛的要写杂文， 从选题到笔法，

一直去不掉新闻上那一套真人真事的痕迹。 我发表的杂文都是有其

人有其事， 并且是我十分熟悉的人和事， 只是没写上真姓真名罢

了。 我写的杂文以 “真” 为宗旨， 靠 “实” 作支撑， 拉家常， 说

平话， 与 “阳春白雪” 相差千里。 这些不起眼的杂文， 实际上写起

来很费劲， 比写新闻难。 一日， 去平顶山碰见一位新闻界的老领

导， 他说： “你的生活散文写的不错， 报纸上发的我都看了。 文章

感人、 可信， 以后有空多写点。” 老领导的话使我深受启发， 这些

杂七杂八的文章， 把它定位于生活散文倒挺合适。

我写的所谓 “生活散文”， 都是自己亲历、 感慨、 激动、 难忘

的。 大部分文章几乎都是当时的真情实景， 没有丝毫修饰和夸张，

平平淡淡， 普普通通， 真真切切， 实实在在。 平淡是真， 平淡显真

情。 有朋友说： “你写的杂文像白开水， 虽平淡无味， 但人家还是

要看下去， 看后觉得还算行。” 鲁山县委有位同事对我说： “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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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好比是铁锅木柴熬玉米糁， 看似平平常常的饭， 但越吃觉得越

有味。” 说这些， 并不是在自吹自擂我写的文章有多好， 而是想说

明， 我写的文章太平常、 太一般了， 好赖认识几百个汉字的人都能

写出来， 只是大家没动笔写罢了。 不少熟人对我说： “你写的事我

见的也不少， 总觉得都是平常事， 有些还是发生在自己家， 我们咋

就没写呢？”

长期搞新闻， 转地方多， 见生人多， 也算属江湖一族。 但我这

人自控能力弱， 脾气直爱激动， 心里藏不住事。 你说的对， 我立马

支持， 你说的明明不正确还非要我支持， 坚决不干。 一遇见令我感

受极深的人和事， 不发表出来觉得心里有愧， 大有失职之感。 写这

些生活散文往往是激动之余， 挥笔成章。 有人说， 你多写一类这样

的文章。 我说， 不经历、 不激动， 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写不来。

鲁山景区星罗棋布， 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不少景区我都是数次

采访过。 山与山不同， 景与景不同， 把优美的景观介绍给读者， 是

记者的职责。 这几年， 我胡乱凑合了一些游记， 意在让没去过某景

区的同志心里有个大概的认识。 同时， 我凡去过的外地景区， 基本

是每到一处写一篇文章， 一则加深自己回忆， 二则让未到过的同志

有个了解。 这些游记一并收录在本书。

本书将要出版， 不想劳驾别人看稿作序， 就絮絮叨叨写了以上

这些文字， 权以此代序吧。

段孝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于鲁山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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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索道

位于鲁山县的尧山， 石奇、 林密、 水清、 景美， 乃是天赐的自

然风光。 景区耗资上亿元建成的迎枫索道， 则犹如锦上添花， 使景

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优美结合， 景区品位更上一个新台阶。

牛年春节期间， 闲暇无事， 心血来潮， 我去了一趟尧山。 景区

同志很热情， 邀我乘坐迎枫索道， 体会一下长达 ２７００ 米长索道的

快感。 坐上吊篮， 门自动关闭， 透过玻璃窗， 四周景观一览无遗。

强大的电力， 把挂在钢索上的一个个吊篮送上白云深处。 下

望， 密林层层， 景观林林， 悠哉悠哉， 惬意无比。 远眺， 群峰连

绵， 瀑布串串， 似画如图， 天姿国色。 说实话， 我去过尧山无数

次， 但都是浮光掠影看看， 从没真真切切看过尧山全貌。 坐迎枫索

道， 确有山高我为峰、 乱云在足下之感。 以前登尧山， 最大的感受

是： 累。 前些年有个朋友上尧山回来后对我说： “和谁不和睦， 劝

他登尧山， 保准累的他三天拉不动腿。” 登尧山之劳累， 由此可见

一斑。 迎枫索道的开通， 彻底解除了劳累之忧虑。 坐在吊篮舒适的

靠椅上好不自在， 慢悠悠、 乐悠悠地空中游览。 大将军、 二将军、

鸡冠石、 王母轿等等景观， 尽收眼底。 可以说， 现在游尧山， 你可

以不费吹灰之力， 索道转一遭， 啥景都看完。

景区负责人老柯是土生土长的尧山人， 自开发景区他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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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对景区情况烂熟于心。 我俩坐一个吊篮， 他不停地给我介绍各

个景观的特点， 我听得津津有味。 忽然， 他指着吊篮下一小片开阔

地， 说： “你看， 这里过去住过一户姓赫连的， 就老俩口， 现在还

有根角石。” 我一细看， 果然有两间房子的根角石， 但房子早已荡

然无存。 老柯接着说： “解放初期， 有个土匪头子被解放军追得无

处藏， 最后逃到了这户人家。 赫连家和这个土匪头子多少有点亲

戚， 所以土匪头子对他们比较放心。 老俩口将土匪头子安排在西边

山上的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前是密林， 进洞非常困难， 不到跟前，

根本看不出有洞。 土匪头子自以为这里万无一失， 叫老俩口每天晚

上给他送一次饭。 老俩口知道他是土匪头子， 罪大恶极， 早就想叫

解放军抓住他。 连过几天， 土匪头子见非常平安， 暗自高兴， 放松

了警惕。 一天夜里， 赫连老汉摸黑下山， 跑到当时的二郎庙乡政府

报告。 解放军闻讯， 派了一个连的兵力， 火速上山， 四面包围， 终

将这个土匪头子活捉。”

眼观四处美景， 耳听传奇故事， 我如痴如醉， 不知不觉就来到

了山顶。 在山上转了转， 我们又乘坐索道返回， 前前后后不到一小

时。 千米崎岖路， 当今空中行， 毫不费力气， 景区就游完了。 坐迎

枫索道游尧山， 太轻松了。

（原载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平顶山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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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石人山瀑布

石人山风景美， 美得让人无可挑剔。 奇石、 密林、 秀水， 天然

神工给人们创造了极其理想的休闲乐园。

无数次游石人山， 我看石人山最美的当数这里的瀑布。 高山秀

水流， 瀑布随处见。 数百瀑布给石人山增添了无限的灵气。 可前一

段持续无雨， 溪水断流， 瀑布往日风光不再， 令游人多少有点

遗憾。

最近， 接连下雨， 水量充沛， 石人山的瀑布又 “牛” 了起来。

趁星期天， 忙里偷闲， 去石人山又领略了一次瀑布的神采。

白龙潭瀑布是石人山有名的瀑布之一。 顺着 “哗哗” 的瀑布声

响， 我们一行来到了白龙潭。 骄阳下， 密林间， 瀑布犹如一条白

练， 从天而降。 瀑布并不是一泻直下， 而是弯弯曲曲， 但弯得妖

娆， 曲得自然， 似神女轻舒长袖， 悠哉乐哉。 瀑布弯曲缘于石壁中

间有洞， 洞有多深， 没人上去探过。 石洞出自滴水穿石之 “杰作”。

万千年的冲击， 柔水将坚硬的石壁 “凿” 出了累累洞穴， 秀水的威

力在此可见一斑。 弯曲的瀑布构成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

落九天” 的美妙画卷。 瀑布冲入水潭， 激起巨大的浪花， 似白烟、

如银雾， 万分娇媚， 极其好看。 俯身掬一捧潭水， 清凉清凉。 水潭

周围， 密林遮日， 河水欢歌， 凉凉爽爽， 十分惬意。 没有山下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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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蒸腾， 没有城市繁杂的喧闹， 在白龙潭边坐坐、 歇歇， 一个

“爽” 字概括了全部。

告别白龙潭， 驱车上行， 著名的黑龙潭瀑布就在眼前。 黑龙潭

瀑布比白龙潭瀑布更高、 更大， 气势更壮观。 站在黑龙潭边， 只见

大将军隐隐约约， 更加神秘， 一道瀑布仿佛从天而来。 和白龙潭相

同的是， 黑龙潭瀑布也是弯曲不直， 有人称此瀑为九曲瀑。 光滑的

石壁上， “哗哗” 的水流你追我赶， 争相前行， 形成了万马奔腾的

磅礴气势。 远看， 似一匹白绸， 晶莹剔透， 直铺水潭。 黑龙潭里的

碧水清澈见底， 游鱼清晰。 高山出平湖， 更添新景观。 黑龙潭瀑布

是石人山著名景点之一， 到石人山的游客几乎没有不看黑龙潭瀑布

的。 由于是双休日， 加上天气放晴， 雨催瀑布， 这天到黑龙潭看瀑

布的人特别多。 来自安阳的几十名游客， 一看黑龙潭瀑布高兴得不

得了， 以瀑布为背景， 争相拍照。 一位 ６０ 多岁的安阳游客说： “我

到过不少地方游玩， 看过不少瀑布， 可像黑龙潭瀑布这么壮观的还

真没见过。” 震耳欲聋的瀑布， 给游人带来了欢乐， 带来了快感，

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 观看一下壮观的瀑布， 苦恼、 疲劳全抛九霄

云外。 难怪不少游客在此流连忘返， 久久不愿走开。

下山了， 走远了， 可我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石人山的飞瀑， 耳边

一直鸣响着飞瀑激起的阵阵水涛。

（原载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平顶山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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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荡漾昭平湖

位于鲁山县城西 １０ 公里的昭平湖， 烟波浩淼， 山清水秀， 是

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 中华刘姓祖源地。 总面积

４０ 余平方公里。 近日， 记者又一次去了一趟昭平湖， 看风景， 听

介绍， 对它有了更深的了解。

昭平湖， 原名昭平台水库， 是一座大型人工湖。 昭平台的由来

是因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此筑台招兵中兴汉室而得名。 在气势磅礴的

昭平湖大坝北端， 有座郁郁苍苍、 松柏滴翠的突兀山峰， 海拔 ２１８

米， 面积约 ４ 平方公里。 刘秀起事之初， 将大旗插在山峰上， 动员

民众从军。 后来， 刘秀匡复汉室， 建立了东汉王朝， 人们将此山称

为 “招兵台山”。 上世纪 ５０ 年代， 国家批准在这里修建大型水库，

取其平安、 明净、 祥和之意， 就将水库起名为昭平台水库。

高峡出平湖， 南北锁蛟龙。 巍巍大坝将上游沙河、 荡泽河等诸

多河流的肆虐洪水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碧水荡漾的万顷绿波。 平

时， 快艇飞梭， 载着游人赏湖戏水， 好不快活。 捕捞时节， 千帆游

弋， 渔网张张， 肥鱼拖进舱， 渔民喜洋洋。 近几年， 昭平湖景区游

人火爆， 景区的旅游设施也日臻完善。 或乘快艇、 或去垂钓、 或跨

飞渡、 或洗温泉、 或炖鲜鱼、 或吃烧烤， 玩有玩， 吃有吃， 自自在

在， 潇潇洒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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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游昭平湖， 最重要的还是去参观刘累陵园。 世界刘氏发祥地

在鲁山， 刘姓始祖刘累葬于昭平湖畔。 刘姓自夏朝而得姓。 据 《左

传》 记载， 刘累是尧帝后裔， 服务于夏后孔甲， 因养龙有功， 受到

孔甲赐氏的最高奖赏。 后因一龙死， 累惧怕而迁徙鲁县 （今鲁山县

昭平湖景区） 以避难， 死后葬于此。 刘氏便从鲁山这片古老的土地

发祥， 进而发展成一个子孙遍布世界的中国第四大姓， 目前约有

８０００ 余万人。 为给海内外刘氏后裔提供良好的祭祖地和联谊条件，

河南省旅游局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批准修建刘累陵园。 刘累陵园总体兴

建设计为明清风格建筑群， 占地 ３． ５ 万平方米。 包括墓区及墓前

广场、 始祖殿、 纪念馆、 刘氏会馆、 一万平方米广场、 钟楼、 鼓

楼、 牌楼、 碑林等， 目前， 大部分建筑已完工。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９ 日， 世界刘氏第四届联谊 （寻根） 大会在这里举办。 来自海

内外的近千名刘姓宗亲相聚昭平湖畔， 寻根拜祖， 畅叙亲情。 昭平

湖因刘累又一次名扬天下。

昭平湖景区的景观众多， 每一处景观都有史可查， 文化底蕴非

常深厚。 湖波环绕的姑嫂石巧夺天工； 闻名于世的墨子著经阁掩映

在苍松翠柏中； 刘氏祖庭邱公城岛随湖水时隐时现； 鲁阳公挥戈返

日的传说神秘感人； 绚丽多姿的平湖晚霞， 令人叹为观止。

（原载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平顶山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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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水清泉龙泉寺

在鲁山县， 龙泉寺是较有名气的寺院之一， 千百年来， 香火不

断。 最近几年， 随着鲁山县旅游业的火爆， 龙泉寺成了观光、 旅

游、 朝拜的地方， 天天游人如织。

龙泉寺距鲁山县城 ９ 公里， 位于熊背乡大麦王村。 寺院建在老

虎岭北麓， 寺门不大， 但 “龙泉禅寺” 的匾额却非常醒目。 与其他

寺院院门朝南相反， 龙泉寺院门朝北。 据说， 龙泉寺又名背阴寺的

缘故就在于此。

进入寺院， 院子正中是一泓碧水， 清澈见底， 还有几条游鱼。

高大的焚香炉两边， 有两口小井， 西边的一个已封填， 东边的一个

目前还使用着。 掀开井盖， 泉水离地面很近， 伸手可舀。 大殿供奉

的是观音菩萨， 菩萨像下， 还有一处泉井， 掀开布幔， 看得十分

清楚。

传说， 龙泉寺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史， 但无据可查。 可寺内现保

存有一通石碑， 上面记载了明万历三十一年 （公元 １６０３ 年） 重修

龙泉寺的经过。 清嘉庆 《鲁山县志》 载： “寺内又有观音堂、 水陆

殿碑。 袁恺撰 《云皇》 云： 明景泰年， 尼僧圆贤重建正殿， 前后两

座、 三盈。 又有尼僧本净、 本明建水陆殿于正殿之东， 以及三门厨

库， 周围垣墙悉开。 唐增修， 功起于成化壬辰 （公元 １４７２ 年）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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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民国以前， 龙泉寺香火极其旺盛， 寺内银杏树参天蔽日。

今年 ６０ 岁的释妙财， 是该县董周乡人， １９８８ 年受戒， 先在洛

阳白马寺， 后在开封相国寺， １９９３ 年应邀到龙泉寺当住持。 释妙财

告诉记者， 龙泉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寺院虽然建在高山上， 可到

处是泉眼， 离地尺余就是水， 这里的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 能治好

多种疾病， 历史上称这里的水为龙泉圣水。 天再旱， 这里泉水也没

干过， 一年四季， 天天如此。 现在寺院下边还有个龙嘴， 天天流着

清泉。 高山有古寺， 古寺有清泉， 这在全国其他寺院确实不多见。

释妙财向记者介绍， 龙泉寺过去大殿雄伟， 金碧辉煌， 房舍上

百间。 解放后， 这里成了小学。 上世纪 ５０ 年代， 群众嫌孩子们到

这里上学路远， 于是就扒掉寺庙， 另建小学， 寺院房舍毁于一旦。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 寺内有棵古老的银杏树也难逃厄运。 那棵银杏

树比文殊寺的银杏树还要古老， 据说， ６ 个人并排站在树后， 树前

面的人看不见， 胸围之大可想而知。 伐这棵银杏树时， 一般的杀条

（大锯的一种） 无法伐， 只好把 ３ 根杀条焊在一起， 可还是杀不成。

最后， 只好先伐树枝， 在树上搭架解板。 直到现在， 附近还有人用

着这棵银杏树做的案板。 目前， 龙泉寺建有几十间房舍， 这些都是

１９８８ 年由当地信奉者捐资建设的。

据释妙财住持介绍， 龙泉寺每年有 ５ 次较大的朝拜活动， 遇到

这 ５ 次大的活动， 寺院极其热闹， 大戏 ３ 天， 方圆数百里的信奉者

都要赶来， 焚香布施， 相当虔诚。

为了进一步开发龙泉寺深厚的文化底蕴， 加快旅游业发展， 熊

背乡已决定开发龙泉寺旅游区。 据熊背乡党委书记陈立新介绍， 以

龙泉寺为重点， 将老虎岭、 人工湖连成一片， 建农家乐宾馆， 使游

人观古寺、 看美景、 乘快艇、 搞垂钓、 住农家屋、 吃农家饭， 消消

闲闲， 自自在在， 轻轻松松来游玩。

（原载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平顶山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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