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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忙对他说!我见宁宫卫欺负
二房!实在看不过去!今天趁着爹爹
的寿辰!来劝他回心转意" 但二人言
语不和!起了争执!扭打当中!不知怎
的就拿了剑!并非有意伤害三弟" 卫
成英不知如何是好!便找了他母亲商
量" 三妹是个至孝的人!她说二弟早
亡!三弟又死了!如果我再吃官司丢
了性命" 老太爷一定受不了这个打
击"况且!我若离开宁府!她大侄子远
在广州! 无人能够撑起这个家来!将
来宁府一定要衰落!那就更对不起列
祖列宗了" 所以她就答应替我顶罪"

外甥卫成英听了!又哭着要为她母亲
顶罪" 三个人商量之后!便想出卫成
英因抗奸反抗!将三弟刺死的情节"

我们到了前院正房! 将真相瞒
去!却将抗奸杀人的事说了" 当时大
家乱作一团!都不愿意让卫成英吃官
司" 最后还是姑爷卫文德有主意!提
出将现场弄成盗贼杀人的样子"大家
都觉得可行!便伪装了现场" 卫文德
又怕官府查出卫成英杀死三弟的所
谓真相" 提出了卫成英先避于大泽
山! 我们在家烤尸!

用推后发案时间的
方法造成卫成英案
发时不在现场的证
据 " 因大家一致赞
成!我与妹妹也不好
反对!只好答应" #

三十四

张问陶问出真
相!将宁宫安锁拿归
案" 三人回到府衙!

已是戌亥相交时分
$晚上九点%!月明星
稀 !华灯初上 !这才
觉出腹中饥饿!在西花厅摆了一桌酒
宴&

酒菜上齐之后!钱博堂对张问陶
和陈文伟道'(张大人找出二疑犯在
前!陈文伟辨出一真凶在后& 都是好
断家!钱某十分佩服& 只是有一处案
情学生实在是搞不明白!还要请教& #

张问陶道')你讲" *

)既然宁宫安与宁成高都是左撇
子!都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 陈兄
为何认定宁宫安是真凶!而非宁成高
呢, *

陈文伟自斟了一杯酒道')能让
卫家母子顶罪的!只有宁宫安才会有
这个面子!有这个才情!有这个理由-

如果真是宁孟氏主仆两个做的事情!

凭着宁孟氏在宁府中的地位以及宁
成高一个管家的身份!他们早就被人
供出来了-更不要说会有人替他们顶
罪了& 唉!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全让
宁宫安利用了! 但终究是天网恢恢!

难逃法网- *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三十五

嘉庆九年七月二十日!地处莱州
府招远县的一个小庄园&

残阳如血!暑风似浪& 层层叠叠
的瓦屋谯楼. 纵横交错的田园阡陌!

都被抹上一层浓浓的血红色!浸在七
月黄昏的最后一波暑热中!散发着燃
烧般的气息&

晚霞中!一个
!"

多岁的中年人!

一手持斧! 一手拿一个未点着的灯
笼!走向一座孤零零的古宅&

他轻轻地推开院门!年久失修的
木门发出刺耳的嘎嘎声&中年人穿过
没膝的乱草!走到古宅门前& 他将灯
笼放下!举起斧来!只几下便将屋门
的锈锁劈开&

他轻轻地将屋门推开&

嗖嗖嗖!响声起处!三支利箭直
插入中年人的喉.胸.腹处&那中年人
只哼了一声!便倒在血泊之中&

第二日下午将近申时的时候$快
到下午三点的时间%! 张问陶带着陈
文伟.钱博堂匆匆赶到&

当地知县尤焕可早在庄园外五
里地处就候着了!见了张问陶!急忙
上前递了手板!施礼道')大人一路辛
苦了& *

张 问 陶 笑 道 '

)何必远迎& *又见尤
焕可身边还有一个
#"

岁出头的年轻官
员 ! 穿着八蟒五爪
袍! 套鸬鹚补服!头
戴白涅玻璃顶子!是
个六品官员!却是面
生的很&

张 问 陶 问 道 '

)这位是, *

那年轻官员走
上前来行个礼道 '

)下官常柘松! 顺天
府大兴县知县! 是这个庄园的主人&

今年三月丁父忧在家!因身体一直不
好!尚未来得及拜见大人& *

)不是说刚刚死去的中年人姜兰
是这个庄园的主人吗,怎么又有了第
二家主人& *

)回大人的话& 这个庄园原来是
先父一直经营着&先父早在前几年就
立了遗嘱!要将庄园的五分之一分给
管家姜兰& 今年先父突然病亡!便按
着遗嘱将庄园西北边的一块分给了
他!所以就有了两个庄园& *

)原来如此! 出事的古宅就在
姜兰的庄园吗,*

)正是&*

)姜家怎么没有来人啊,*

)姜兰的儿子去省府准备秋试!

妻子姜成氏悲伤过度不能来迎! 还
望大人恕罪&*

)伤亲悲故!人之常情- 无可责
备- 走!先去出事的老宅那里看看& *

)大人远行而至 ! 天气酷热 !

鞍马劳顿! 请先到我府上
歇息一下 ! 再去查案不
迟&*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
!"

号 邮编!

#$%""&

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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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社办公室
&*&$$))) &*&$$$#$

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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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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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的存活!如同一幕跌宕
的戏剧& 孩子的母亲!就是那个强征
入宫!并被误记为)纪妙善*的瑶族女
人&

以她悲惨而低贱的出身!起初只
能充当最下等的宫女& 然而!她的美
丽和聪慧使她晋升为管理内廷书库
的女官!而内廷书库又是皇帝常常驾
临的地方& 终于在一次愉悦的对话
后!皇帝临幸了纪氏&

纪氏宁静的宫中生活在那一夜
后终结了&

纪氏顺理成章地怀孕!万贵妃送
来了堕胎药!朱见深保持了沉默& 然
而!这个未成形的孩子并未顺理成章
地死去&

纪氏的小腹一天天隆起!太监张
敏向万贵妃解释说' 那是一种怪病&

于是!纪氏也被送到了北海西侧的安
乐堂&

在那里!孩子降生& 母亲对着赶
来探望的太监张敏说')把孩子抱走!

溺死*&张敏说')皇帝还没有儿子!怎
么能就这样丢弃呢, *

这个孩子两次
躲过死亡! 而生养
他保护他的人们 !

从此每天都要面对
死亡&不久!又一个
女人加入了这场极
度危险的游戏 !几
年前被废至此的吴
皇后! 在这个孩子
身上看到了一丝希
望& 两个未曾绝望
的女人哺育孩子一
天天长大&

宝贝! 父亲的
金马车总有一天会
接你回家! 带你到
那座金色的大房子!那里有金色的蜜
饯金色的衣裳/0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父亲派来的
金马车前! 纪氏抱住孩子哭泣'1儿
去!吾不得生

$

*在为孩子穿上新衣服
后! 母亲嘱咐道'1儿见黄袍有须者!

即儿父也& *

孩子张开小手!迎着阳光奔向紫
禁城&自从出生从未剪过的胎发高高
飘扬!如同一面黑色的旗帜!突兀!怪
异而又凌厉地插在紫禁城的心脏上&

朱见深抱起孩子看了很久!流泪
说'1是我的儿子!像我!像我00*

以上故事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
最权威的官方史书2明史3中+

故事还没有结束//

五

纪氏死了!在儿子得见天日的一
个月后+

这本是纪氏灾难重重的一生中!

最美好的一个月+她和儿子被接回紫
禁城! 朱见深时常看望她们母子!与
她牵手叙旧!共饮美酒+ 皇帝为她挑

选的住所位于西六宫最南端!这里是
距离皇帝寝宫乾清宫最近的一处院
落!明初叫做长乐宫!后来才易名永
寿宫+

然而!纪氏在这里!既没能长乐!

更没有永寿+

关于她的死因!2明史3 这样写
道'1或曰$万%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
也+ *差不多同时!太监张敏也吞金自
杀了+

皇帝的妃嫔们其实在入宫的那
一刻起!就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明
代实施殉葬之制+

明代妃嫔殉葬制度终结于英宗!

这位大起大落的皇帝与妃嫔们曾经
患难与共!弥留之际一纸遗诏!赦免
了这些可怜的女人+

殉葬之外! 还有许多妃嫔宫人!

死于皇帝的怒火+

公元
%!&'

年! 明宣宗朱瞻基执
政的最后一年!一批在紫禁城服役多
年的朝鲜籍宫女被恩准回归故乡!金
黑也在其列!这位年届花甲的老人已
经在异国的皇宫里生活了

()

多年!

侍奉过三代帝王!当
年她是陪伴女儿韩
氏一起来到中国!回
归时却孑然一身+

金黑的女儿在
%*

年前作为殉葬品
留在了永乐皇帝的
陵墓里+

女儿死前!不停
对母亲哭喊着'1娘!

吾去!娘!吾去//*

这些心碎的文
字出自朝鲜李朝的
官方史书!中国历史
学家吴晗先生在主
编2朝鲜李朝实录中

的中国史料3时!发现了它们+

金黑等人是被祖国的使者接回
去的!出发前朝鲜使者收到了明宣宗
的一份密旨'1宫禁之事! 所当秘密+

今出来婢子等久居中朝! 凡禁掖之
事!习见详知+ 如或漏泄见露!则问
者!言者!传说者并置重法+ *

天朝大国郑重其事地向藩属国
下达圣谕! 要这些女人永远闭上嘴
巴+

金黑等人的心里究竟埋藏着什
么样的秘密呢,嫔妃殉葬其实算不上
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难道大明帝国
的内廷里!还发生了更加阴冷可怕的
事件吗,

金黑显然没有被天朝的恫吓吓
倒!一踏上自己的故国!这个勇敢的
老人就开口了+

永乐六年!一批来自朝鲜半岛的
女孩随着李朝进贡的队伍
到达明帝国的京城! 她们
作为礼物送给至高无上的
永乐皇帝!金黑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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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晃

我怕冷!不喜欢冬天+ 然而!最好的
童年记忆全在这个季节+

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限量的!粮食
每人一个月

%*

公斤! 要用粮票才能买
到4油每个月一人

*+('

公斤!有油票!做
衣服还有布票+ 到了冬天!能买的东西
就多了好多!虽然是定量!大家还是非
常兴奋+ 比如瓜子.花生!我小时候每年
都要和我家的保姆彭嫂一起去干面胡
同口一个叫1黄门*的副食店买花生!排
队时间很长!就怕排到柜台的时候东西
卖完了!所以每两分钟彭嫂就派我跑到
柜台旁边看一眼!还有多少货+ 除了瓜
子.花生!还有外地捎来的年货!比如年
糕!豆豉等等+ 我外婆是个比较小气的
南方人!她把年货囤积在一个上了锁的
小黑屋子里面!我如果听话!她就让我
进去跟她一起盘点年货!这也是冬天的
一大乐子+

小时候下雪永远是件大事! 首先!

胡同就成了滑冰场! 我们一帮孩子!先
把雪踩平做个滑道! 然后跑老远起跑!

到了滑道上收步! 两腿稍微叉开一点!

看谁能滑得最远+ 小时候的棉鞋都是白
色塑料鞋底!一下雪我们就忙着把鞋底
在石头台阶上磨平一点! 为了滑得更
远+

1文革*的时候一家人团聚的时间
不多!我爸在江西干校!我妈在湖北干
校!跟我一辈的都插队去了+ 唯独冬天
大家能回家聚在一起+ 原来以为是因
为春节!后来才知道!农村冬天没活儿
干!所以留着他们在村里非常累赘!还
得供给粮食吃!干脆放他们回家了+ 一
入冬!大家就陆续回到家里!有的时候
我们会接到电报 ! 特别简单的几个
字566几月几号哪班火车到 + 有的时
候也没有电报!突然出现!给我和在家
的老人一个大惊喜+ 一般到了穿棉袄
的时候! 我外婆就开始惦记大家什么
时候回来!到了傍晚!她和彭嫂就带着
我在门口玩! 实际上我们在等家人回
来! 我家的亲人都是我们一个一个这
么等回来的+ 一旦人到齐了! 就热闹
了 !有南方的菊花火锅 !有年糕 !这时
候我外婆会非常慷慨地把小黑屋里的
年货全部用光+

北京已经入冬了!前两天我和小平
从外面散步回到四合院门口!看见我妈
牵着我女儿的手! 在门口东张西望!等
我们回家吃饭!就像我小时候的情景在
我眼前重演一遍+

所以!对我来说!冬日最大的享受
是1家*+

&'()

长安君

在我国北方! 人们多爱
吃面食+ 在北方的面食当中!

有人爱吃饺子! 有人喜欢馒
头!而我呢!却对面条情有独
钟+

小时候!家里很穷+ 在餐
桌上 1唱主角* 的是玉米糊
涂 .窝头和红薯 !而米饭 .白
面馒头则极少1露面*+ 在六.

七十年代! 住队干部到家里
吃饭!是很光荣的事情+ 也只
有在那个时候! 母亲才做了
1鸡蛋捞面* 来招待贵客!而
我呢!常常只有看的1份儿*+

姐姐的婆母很疼爱我! 每次
去她家!都是做这样的面条!

1高规格*招待我+ 那样的味
道!那种慈爱的氛围!至今仍
令我难以忘怀+

上世纪
,*

年代初!在省
医学院读书时! 食堂的伙食
比较单一+ 常常是一天三顿
1炒豆芽*!或一日三餐1白菜
煮豆腐 *! 以致过了许多年
后 !我看见豆芽 .豆腐还 1反
胃*+ 只有炸酱面还对我的口
味!可是!1厨艺高超*的大师
傅们对这种大众食品似乎又
缺乏 1热情 *+ 因此 !那时的
我!很有点1骨瘦如柴*!也就
不奇怪了+

%-,.

年
%*

月 ! 我与妻
来到美丽的古都南京+ 晶莹
剔透的雨花石 !色彩斑斓的
栖霞红叶 !还有秦淮河上的
桨声灯影等等 !都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记忆 +

但是 !我们不喜欢江南的大
米饭 ! 只想吃家乡的面条 +

因此 !当我们在一条背街小
巷 !找到一家挂着 1茭白肉
丝面 *招牌的小店时 !就如
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 !感到
分外亲切+

面条! 是我们中华民族
独有的特色美食+ 在中国!上
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

山珍海味吃得! 窝头稀饭吃
得!但有谁能离开面条呢, 目
前!面条已经推广到全国!面
条的种类也很多! 常见的有
肉丝面 .炝锅面 .炸酱面 .鸡
蛋面.卤面.合烙面等+ 另外!

甘肃的兰州拉面. 陕西的羊
肉烩面!近几年也比较著名!

大有1一统华夏*之势+

炎炎夏日! 我喜欢亲自
下厨 !为全家人做 1凉面 *+

面条煮熟后 !先在凉水中浸
一浸 ! 就会变得晶莹透明 !

洁白如玉 + 然后 !再浇上西
红柿.肉末做的卤+ 最后!再
加上一缕黄瓜丝 !或者是一
点云苋菜 + 那色泽 !赤 .橙 .

黄 .绿 .青 .蓝 .紫 !斑斓绚
丽+ 那口感!清爽柔韧!软玉
温香 !回味悠长 + 看见家人
狼吞虎咽的样子 !我特有一
种成就感+

近年来!到过许多地方!

也吃过许多种类的面条+ 但
我总觉得!要吃地道的面条!

还是到我们河南! 特别是在
黄河以北+ 因为!我们河南是
小麦的主要产区!特别是在豫
北地区!小麦的产量和质量在
全国堪称一流+ 常言说!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家乡的麦子!

家乡的面粉!再由家乡的人做
出来!味道呢!就是不一般+

*+,-#./0

江 川

目前传统文化消逝的速度很快 !

原生态民歌也在其中+ 过去!音乐传播
是通过子子孙孙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来+ 而现在音乐更多的通过大众媒介
来传播! 这同时也加速了原生态民歌
的衰亡+

原生态音乐应拒绝商业性比赛

在第十二届青歌赛中!中国多个民
族.多种唱法.多种表演的民族民间歌
者们!被放在了一个被商业化.世俗化
的舞台上进行一轮轮的淘汰比赛!如
同我们挖掘一个千年的古墓!却因没
有掌握好保护的手段和措施!使古墓
里的文物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一
样!让人愤愤不平.心痛不已+

这些来自大山.旷野.草原的歌
和音乐! 绝不是被娱乐化出来的艺
术商品+ 它们是多少代人的心血和
经历所创造并保留下来的中国民族音
乐之瑰宝+ 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怎
能随便地被推上商业舞台进行无情的
淘汰比赛呢,

看着青歌赛中一个个. 一组组的
来自中国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的男女
歌者们被一轮一轮地筛选!我们想问!

到底是这个地区或民族应该战胜那个
地区或民族! 还是那种表演或唱法应
当斗赢这种表演或唱法, 我们国家有
几十个民族

/

保留下来的演唱风格各有

不同+ 这些都是它们本民族先辈们千
百年锤炼出来的! 每个音符里都包含
着他们的情感+ 如果评判者不了解这
个民族的发展过程! 不了解这些音乐
里的内涵! 你又怎么能去判别它的好
与坏!这又怎么能去比呢, 要说的只有
一句话'1文化艺术的个性化及多样化
是不可以比的+ *

人们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 萝卜
只可以和萝卜比! 而绝不能去和白菜

比+ 也就是说'1呼麦*可以同1呼麦*去
比!1长调*可以同1长调*去赛!可今天
我们所看到的比赛算是什么, 如果非
要让这些歌者们和他们独特的音乐作
品一比高低的话! 谁能更准确地辨别
那些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的艺术
精华呢, 最有资格的!恐怕莫过于那些
曾教会纯朴孩子们歌唱的民族群众
了+ 唯有这些人!才最有资格去为他们
所熟悉的歌和音乐打分.评断+ 因为这
些歌和音乐! 早已融在他们的血脉之

中+ 而另外一些只识其表不闻其里的
所谓音乐专家.权威及学者们!并没有
充分的资格去评断那些用生命. 用真
心来表白的音乐+

保护原生态民歌是当务之急

原生态民歌目前还远远谈不到发
展的问题!抢救是第一位的+ 文化产业
的商业化运作是个双刃剑!有时!它会
为了商业利益! 毫不犹豫地破坏文化
的特性+

我们在爱护和扶植原生态音乐文
化的同时!要警惕一种模式化的可能+

现代人不要刻意地去定义原生态音
乐! 而是要努力保持它自然生命力的
创造形态. 保持它在自然空间里面自
由驰骋的生命力+

目前许多地区的原生态音乐处于
自生自灭的状态! 而有些原生态音乐
被纳入商业化洪流时已变质变味+ 保
护原生态文化! 需要的是让人们认清
问题的严峻性和找到具体保护方式 !

而不是用一个糟糕的娱乐节目把它商
业化+

对于原生态民歌的发展与保护我
有四点看法'

%0

政府应借鉴自然文化遗产保护
的经验!形成有利于保护原生态民歌
和扶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 通过政
府成立专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设
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基金等办法 !投
入资金保护原生态民歌的生存环
境+

(0

学校音乐教育在采用指令性
规范教材统一教学水准的同时!应
该规定一定量的自主性教学课!由
学校和教师立足于本地区本民族原
生态民歌! 专门进行地域特色民歌
教学! 使少年儿童不仅熟悉本民族
民歌!而且会唱原生态民族歌曲!从

而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

&0

对有些民歌!可以采用博物馆式
的保护!不能变化!一变就不是它了 +

因为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有继续发展的
可能性! 有些文化再发展就不是它自
己了+

!0

可以利用央视这样一个有力的
宣传工具! 为民族民间歌者们多办一
些1原生态*音乐节.1原生态*音乐会.

1原生态*音乐展示等鼓励他们.保护
他们并给他们自信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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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大会指的是在今郑州市荥阳境内的
一次起义军大聚会! 聚会的时间是在明朝崇
祯七年$

%1&!

年%的冬天+当时!各地农民起义
军云集在荥阳!共商推翻明朝统治的大计!历
史上称其为1荥阳大会*+ 在这次聚会上!李自
成锋芒初露!脱颖而出!他提出的作战建议受
到了大家的肯定! 由此确立了农民起义军长
时期内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也就是从这次荥
阳大会开始! 明末的农民起义运动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期+

明朝末年!吏治腐败!劣绅横行!各地农
民被迫纷纷揭竿而起+ 从公元

%1(.

年!陕西
饥民王二首先率领穷苦的农民起义开始!到
%1!!

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破北京! 明朝灭
亡为止!期间的农民起义战争长达

(.

年+ 为
了消灭当时的农民反抗!明朝崇祯七年$

%1&!

年%冬天!朝廷任命大将洪承畴为兵部尚书!

节制全国兵马+ 洪承畴颇有才
干!气势逼人+在十分不利的情
况下! 农民起义军该怎样有力
地打败明朝军队! 取得最后的
胜利! 成了各路起义军关注的
大问题+ 为了商议打败明军的
大计! 全国的农民起义军在荥
阳聚会!商议良策+根据有关史

籍记载!当时!著名的起义军领袖高迎祥.张
献忠.左金王等人都来到荥阳聚会+ 在这次大
会上! 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以卓越的军事才
能!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

就是把农民起义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
击和敌人作战! 把起义军的主力放在敌人兵
力薄弱的东面+ 李自成的远见卓识得到了大
家的肯定和同意! 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
指导作战+ 随后!高迎祥和张献忠率领起义军
的主力东进抗敌!一路节节胜利!所向披靡!

并且一举攻克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
阳!军威大振+ 荥阳大会使得李自成显示出了
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初露头角!并且指明了
农民起义军今后的战略方向! 为最终推翻明
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中国
的历史变迁中! 尤其是在农民起义的光辉历
史中!荥阳大会很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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