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
张儒学

那沉睡了一冬的水田里，

农人打着牛走过，一行行散发

着泥土味的诗句，就从春天那

美好的意境里，飘了出来。

那弯曲缠绵的乡间小道

上，恋人相依相偎，踏青的脚

步，在春天那浓浓的气息里，

构成浪漫的风景。

村 口 那 一 条 清 澈 透 明

的小河边，女人们用爽朗的

笑声，将春天描绘得淋漓尽

致……

那小桥流水旁，那古道芳

草边，那宽阔平坦的公路上，

那高楼林立的闹市里，都无不

留下春的问候语，留下春的脚

步声……

春，让梦境受孕。

春，让希望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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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郑州牞历史悠久牞远在 ８０００
多年前牞居住在新郑、密县一带的裴
李岗人 牗因１９７７年首先在新郑市裴
李岗村发现牞故称裴李岗人牘牞就已进
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在生产劳动中

发明了原始农业。裴李岗人不仅使

用的石斧、石铲、石镰通体磨光牞制作
精致牞而且塑制了陶猪、陶羊等原始
艺术品。收获的粮食用石磨盘和石

棒去壳皮。野猪、野羊已被驯化成家

畜。原始农业和原始饲养业是裴李

岗人主要的生产活动。制陶是重要

的原始手工业。比如１９７７年在密县
沟北岗出土的一件陶塑老人头像牞扁
头方脸牞前额较平牞粗壮的眉脊骨左
右相逢牞宽鼻深目牞下颏前突牞形象生
动逼真牞是件珍贵的艺术品。

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牞河南是夏商
奴隶制王朝的统治中心。夏禹的都

城在阳城牗今登封告成镇附近牘。１９５０
年在郑州市发现的商代遗址牞是商代
中期的一座都。那时郑州商城周长

约７公里牞面积达２５平方公里。城内
北部和东北部发掘出三座宫殿遗

址。城外有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

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在西城墙

外地面下近６米深处牞出土了许多陶

器、石器、骨器、原始瓷器等大批文

物牞尤其出土的两件大型铜方鼎和一
件大型铜圆鼎牞造型深厚牞纹饰华美牞
气势磅礴牞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

春秋时期牞有人从郑国国都牗今
新郑牘送信给秦穆公说牶“我现在掌管
有郑国城门的钥匙。如若派兵偷袭

郑国牞我可做内应打开城门占领郑
国。”秦穆公大喜牞随将大臣蹇叔找来
商议。蹇叔说牶“长途奔袭牞兴师动众牞
难免走漏消息牞偷袭不会成功。”雄心
勃勃的秦穆公不听劝告牞便派孟明
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率兵偷袭郑

国。当秦军到达今偃师时牞被在那里
的郑国商人弦高得知了这一消息。

他便一边派人回国送信牞一边冒充郑
国国君的使者牞将自己的１２头牛慰
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得知消息有

了防备牞便改变计划牞决定班师回国。
“螳螂扑蝉牞黄雀在后”，谁知晋

襄公得知秦军东进中原的消息后牞为
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牞便派兵埋伏在
山的险要关口牗今陕县东部牘牞待机而
动。当秦军撤兵进入包围圈后牞一声
令下牞晋军伏兵四起牞将秦军全部歼
灭牞有效地遏制了秦穆公称霸中原的
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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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想到了虹妤，不温不火的

她，在他梦中却脚步匆匆，一定有什

么事情吧？

晨风中又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风

铃声，还有一声嘶哑的老鸦鸣叫———

它们，打碎了牛钮深长杂乱的回

想———

齐苏勒
弊绝风清，正人先正己
齐苏勒两天前来到了开封，本来

是路过开封到武陟去的，可开封府河

道同知要让他看看河滩里的一个工

程，忙和了两天。

齐苏勒，字笃之，姓纳喇氏，满洲

正白旗人。那一年，官学选天文生，他

去参加了考试，一考就考中了钦天监

博士。他非常正直勤勉，不久，他就官

迁灵台郎、擢内务府主事、授永定河

分司，连连升迁，惹人羡慕。

雍正元年正月，河道总督陈鹏年

生生累死在马家营治河工地上，皇上

征求牛钮看谁能继任河道总督。牛钮

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齐苏勒。没想到雍

正属意的人选也正是他，于是，齐苏

勒成了河道总督。

经过几年整饬，

河道官员们渐渐懔懔

奉法了，不再像当年那

样整天价吃吃喝喝、拉

拉扯扯，治河工地的效

率高起来，工程质量也

越来越好起来。

他把影响河道官

员风气的陋规裁革彻

底之后，四个河标行

营的官兵，原有的坐

粮、馀金都没有了，那

些本来不富裕的河标

们，要修造墩台、制换

衣甲、购置器械……

杂七杂八的开支，的确有困难。

于是，驻扎在黄河北岸的怀河

营、驻扎在黄河南岸的豫河营的千

总、把总们，战战兢兢来找到了齐苏

勒，绕了很大的圈子，还是不敢说出

来意……

闲聊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不

久，齐苏勒知道了缘由，三天之内就

把银两拨到了位，数千名河标感激涕

零，燃鞭炮、吹鼓乐、庆贺、感谢……

齐苏勒骑在高头大马上奔向怀

庆府武陟县嘉应观，天明那儿要举行

一个盛大庆典。他边走边想，“一碗

河水半碗沙”的黄河，竟然延绵千余

里清澈见底，也算咄咄怪事了！

从心里说，在这点上他佩服并讨

厌田文镜———弄了个折子，搜肠刮

肚，引经据典，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

承之能事。皇上嘴里打着哈哈，说那

是民众的造化，是臣工的努力云云。

实际上，皇上心里，都高兴到云彩眼

里去了。

雍 正
皇上给朝臣算命

雍正皇帝最近老是胡梦颠倒的，

乱七八糟的梦让他惶惶不可终日，气

色越来越差了。

“我怎么会这样做梦？你说怪不

怪？”他问过内侍太监，也煞有介事地

对躺在身边的爱妃说，“不对劲啊，我

怎么总是担心要发生什么事呢？”

“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万岁爷，西

北战事胜利了，阿其那、塞思黑、年羹

尧、隆科多收拾了，黄河、淮河、永定

河治好了，漕运正常了，百姓生活安

定了，还忧心什么呢？”他们都很会说

话，太监和皇妃们在不同场合，却异

口同声对他说，“没事的，皇上。主要

是您啊，操劳国事太上心了。”

他听了爱妃的话，心中的百花刹

那间绽放开来，连面部肌肉都开始往

笑的方向运动了。可是，正当他端起

参茶碗，掀开碗盖子，想喝一口时，一

个细节从他失落的记忆缝隙中蹿蹦

出来。

他仿佛看见了，那个连连梦见的

人，他仙风道骨、鹤发

童颜、白须飘拂、目光

如电。连那人在梦中

对他说的话儿，都在

耳畔轰鸣起来。

于是，他叫来了

内侍太监，吩咐他赶

快拿来在皇陵上采来

的 祥 瑞———一 把 蓍

草———据说，那种草

神奇得很，只有创造

了八卦的伏羲墓上，

才长出过它们。而人

们都说，用蓍草来推

演周易，通天地之幽

径，集日月之光华，明三才之大道，知

天地之法则。

所以，当马兰峪总兵范时绎禀报

说，皇爷爷陵墓上长了蓍草时，他竟

然激动并感动得热泪盈眶……于是，

他让钦天监看了个黄道吉日，亲自去

拜祭了皇爷爷，还采了一把祥瑞的蓍

草。那么，那些蓍草跟他又有什么瓜

葛呢？

说自己会算命的江湖骗子多得

海了去，但是，他们肯定没听说过皇

帝算命！可是，他是皇帝，他会算命，

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会算命的皇

帝。

他给李卫算命、给田文镜算命、

给鄂尔泰算命、给年羹尧算命。凡是

比较亲近的大员，他看着顺眼的大

员，他都给他们算过命。用人之前，

先看看他的命造如何、大限怎样，看

他命里有没有官星、财星、印星，看

他是自己的吉星还是凶

星。然后，他根据上面那些

来衡量能不能委之以官。

紫禁城内，此刻哭得最凶的是老

奴魏忠贤，他的干儿子多得数不清，

但心底最爱的只有朱由校，他才是自

己真正的儿子！

六

公元 １６２７年隆冬，小主人死后
仅三个月，魏忠贤就被紫禁城的新主

人踢出大门，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

香。在一道道冰冷紧闭的大门夹缝

中，魏忠贤默默地穿越京城，行至河

北阜城，传来皇帝派锦衣卫追杀他的

消息，农历十一月初六，亲兵散尽，魏

忠贤独坐驿站，隔壁传来一首小曲

《桂枝儿》：“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

……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这是魏忠贤在人间听到的最后

声音。

在他身后，帝国文官们又开始了

势如水火的斗争：阉党、东林党、邪

党、正党……

更多的文人，索性放弃了政治，

他们远离紫禁城，在家具、瓷器、诗文

以及秦淮河的灯火中品味并创造着

生活，无与伦比的精致，后人只能望

其项背。

第十章 黑色鸟群

一

乌鸦是满族的

神鸟。据说，努尔哈

赤羽翼未丰的时候，

遭到敌人追杀，无力

逃脱扑倒泥潭，数不

清的乌鸦落到他的

身上，使追兵误以为

那是一具腐尸，得以

存活。从此，爱新觉

罗的屋宇建到哪里，

哪里必竖一高竿，上

置碎肉以献祭神鸟。

所以，像波涛一样汹

涌的黑色鸟群，总是与铁甲八旗如影

随形。

公元 １６４４年，它们整齐地悬挂
在紫禁城的上空。

崇祯皇帝朱由检不会喜欢这种

景象，在汉地文化里，乌鸦是死神的

一副面具。

闯王李自成更不会喜欢这种景

象，在农民的眼睛里，乌鸦是庄稼的

一场噩梦。

然而，无论如何，在这一年的春

天，他们都看到了遮天蔽日的黑色鸟

群，它们的羽翼像泛滥的洪水，它们

的鸣叫像呼啸的咒语，紫禁城的一个

时代被湮没了。

公元 １６４４年农历三月二十一
日，李自成身着标志性的毡笠缥衣，

纵马驰入北京城。

这年正月，他在陕西西安称大顺

王，然后挥师东进，两个月的时间，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有诚意的抵抗，穿

越山西、河北两省，直入北京。

那些在最后关头被崇祯皇帝寄

予厚望，送上城头守卫的宦官们，

无一例外选择了叛主。

春风拂面，两个月来顺风顺水

的李自成心情好极了，在紫禁城承

天门前他停了下来。

承天门就是天安门，这个亿万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要等到七

年后，公元 １６５１年，由紫禁城的新
主人顺治皇帝来赐予。此刻，它矗

立在李自成面前，默默承接着新的

天运。

他指着承天门 （天安门）匾额

上的 “天”字，对属下说： “如果

我射中 ‘天’，必得一统天下！”说

着弯弓搭箭，可惜只是射到了 “天”

字下方。一属下宽慰他： “有天命

者任自为。”

李自成没有听懂这句文绉绉的

奉承，以为对方讥笑自己，大怒。

幸亏擅拍马屁的牛金星及时赶到：

“箭射在 ‘天’字下，必定会中分天

下！”李自成这才转怒为喜，继续前

行，从承天门 （天安门）匾额下直

入紫禁城。

二

李自成穿越承天

门 （天安门）的时

候，太监们提醒他，

这座门是皇帝颁诏于

天下的地方。您老人

家登基做皇帝的消

息，应该从这里传遍

四方。李自成反应平

淡，对于在紫禁城登

基的事情，他或许还

没有想清楚。

三

一入午门，李自

成愣住了。

前方是 内 金 水

河，这条蜿蜒于太和门 （奉天门）

广场上的河流，取义天河银汉。崇

祯初年，朝气蓬勃的朱由检命人向

河里播撒种子、鱼苗。当夏风拂动，

河面上荷花摇曳，宛似江南。

现在正值春寒料峭，荷花未开，

河面上浮动的是宫女的尸体，一具、

两具……上百具！碧波耀眼，而女

孩们的眼睛已如岩石一般坚硬。

这是李自成入北京以来，第一

次直面死亡。

对于死亡，李自成本不陌生，同

其他农民军首领一样，他向来视人命

如草芥。民国以前无论正史野史，对

其评价都不甚高。

改变李自成形象的，是崇祯十三年

加盟农民军的李信、牛金星等人。这些

举人出身的谋士绝不会永远甘心为贼，

他们劝导李自成不要滥开杀戒，而要整

肃军纪笼络民心，方能得天下。牛金星

为李自成撰写布告，教育农

民军善待百姓：“杀一人如杀

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

连 载

２７

５

声声拜年醉人心
黄忠富

每到过年，我们总能听到一声声亲切的

“拜年”，在家里，在门口，在村头，在路途。在

这一片“拜年”声中，最能让人感觉出亲情乡

情，使人陶醉在浓浓的年味中。

乡下人不会吝啬给别人拜年。按规矩，

拜年是从正月初一开始的，可是有人在腊月

底就在给人拜年了。如遇见了外地外村的熟

人，估计年后不一定能遇得上，一般人一见

面都会客气地来一句：“好啊！给你提前拜个

早年。”这一个早年会拜得人心潮滚滚，即入

年境，感

激得立马

就 会 回

应：“不敢

当！不敢

当！回拜！

回拜！年

在 你 家

啦！”

正月初一的早上起了床，打开门放鞭

炮，家里就有了一片的“拜年”声。“给太爷拜

年！”“给太奶奶拜年！”“给爷爷拜年！”“给

奶奶拜年！”“给爹拜年！”“给妈拜年！”“给

伯伯拜年！”“给大妈拜年！”“给叔叔拜年！”

“给婶婶拜年！”“给哥哥拜年！”“给嫂嫂拜

年！”一辈一辈的拜，老的兄弟们，少的兄弟

姐妹们一圈拜下来，家里过年的气氛就已经

达到了高潮。在过去，给所有长辈拜年是要

磕头的。特别是给至亲的长辈拜年，还必须

得把头磕下去碰着地面磕出响声来，谓之

“磕响头”，以感谢至亲长辈的养育之恩。不

过，对于接受那些还未成年晚辈的响头，长

辈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是要说祝福他们的

话，至少也要说一句：“恭喜你又长了一岁。”

二是必须要给未成年晚辈红包，以示对他们

的亲切和关爱。至于给平辈的兄嫂拜年，则

不需要下跪磕头，只要平举双手作揖相拜就

可以了。

一家鞭炮起，接二连三的鞭炮就炸开了

锅，整个村子就都沸腾起来了。开了门，无论

见到了谁，只要不是晚辈都要给人家拜个

年。“早，拜年！”“早，给你拜个年！”一声起，

几十、几百声就会跟着起，似乎要掀起一个

拜年的大高潮。

“拜年了！”“拜年了！”属小孩们闹腾得

最厉害。他们家家户户的去串门拜年。一进

门就跪着磕头：“给爷拜年！”“给奶拜年！”

“给叔拜年！”“给婶拜年！”“给哥拜年！”“给

嫂拜年！”有善于幽默的人会从旁边拿出一

个笸箩来，说：“你磕满一笸箩我给你拿糖

吃。”小孩们不干了，撅着嘴嚷嚷：“磕下来的

头又看不见，咋能把笸箩装得满？”大人们往

往会呵呵一笑，端出瓜子糖果硬往孩子们兜

里装。也

有个别吝

啬的，不

把瓜子糖

果 端 出

来，孩子

们就不会

走，直嚷

着：“拜年！拜年！苞谷花上前。”直到能得到

点东西才肯离开。

家里的饺子该熟了，要回家吃饺子了。

吃了饺子，就应该出门给分了家另住的长辈

拜年。初一拜家门，是多年形成的老规矩

了。既然是分了家另住，去拜年就要拿礼

物。礼不在多少，主要是表示一个心情。

只要是离得不太远，所有亲房份的长辈都

要在一个上午里去拜完，因为下午给人拜

年是极其不礼貌的。如果今天上午没有拜

完，最好是明天上午再去拜，除非是有特

殊的情况错不开需要下午去，也要请被拜

年的长辈给予原谅。

如果下午遇见了人，当然也要拜年，但

往往要加一些谦词道歉：“不恭了，给您拜一

个晚年！”只要在新年里已经拜过了年的人，

再见面就不需要再客气了。不然，没完没了

的拜年还了得。

初二拜舅舅，初三拜姑姨，初四以后可

以拜任何亲朋。带礼物是免不了，说拜年是

免不了的，给长辈磕头在过去是免不了的。

在整个正月里去给人拜年都是不失礼的。民

间不是有一句俗谚“拜年拜到二月二”吗？

拜年的气氛，是过年里最醉人的一种氛

围。

年夜饭
王吴军

过年是一件弥漫着温馨气息的事

情，而年夜饭则是过年时的一部重头

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年夜饭是过年

的高潮。那种和家里人团圆的浓浓情

愫，在品尝年夜饭的笑逐颜开里被体现

得淋漓尽致。其实，年夜饭并不是单纯

的一桌饭菜，更重要的是一个过程。从

准备到采购到烹饪到最后端上桌子的

整个过程，都是让人快乐的。在这个过

程中，家里的每个人都能品尝到辞旧迎

新时的喜悦和团圆时的融融暖意。

说到底，年夜饭就是一顿真正意义

上的团圆饭。古人还把年夜饭称为“合

家欢”、“共欢宴”、“年根饭”。记得老家

有句俗话：“说一千，道一万，总是难忘

年夜饭。”乡下老家对于吃年夜饭非常

看重。除夕之夜，漂泊他乡的游子，只要

有一点可能，也要千里迢迢地赶回家吃

顿年夜饭，温暖家人，也温暖自己。即使

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家吃年夜饭的，家

人也要给他留一个座位，摆上一副碗

筷，表示全家团圆。我小时候，还曾经听

母亲说过这样的话：“吃了年夜饭，神鬼

不敢犯。”母亲说，年夜饭不仅有祝贺五

谷丰登和期盼团圆的意思，还饱含着驱

除邪气使身体健康、祝福来年幸福美满

的愿望。我小时候身子骨

弱，除夕之夜，母亲总是让

我多吃年夜饭，大概就是

希望我能够健康茁壮地成

长吧。

年夜饭究竟吃些什

么？每到春节我总是思考

这个问题。我觉得年夜饭

主要吃的是两方面，一个是传统，一个

是踏实。我们龙的传人对年夜饭非常讲

究，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渊源的。年夜

饭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菜肴的安排上，那

就是，年夜饭的菜肴数量一定要成双，

要是双数，这样才吉祥。比如，年夜饭若

是四道菜，取的是“四季平安”和“四季

发财”之意；六道菜，取“六六大顺”之

意；八道菜，取“要想发，不离八”之意；

十道菜，取“十全十美”之意；十二道菜，

取“月月红火”之意。而年夜饭的踏实则

体现在年夜饭的人情味上。我们龙的传

人性格实在，勤劳诚恳，办事踏实，吃年

夜饭也讲究个踏实和实在。除夕之夜，

亲人们团聚在一起，一边吃着年夜饭，

一边说着家常话，一边欣赏着欢乐的文

艺节目，实在是喜气洋洋，温情绵绵。在

选择年夜饭的菜谱方面，全家人共同参

与，烹饪时又一起动手，而且年夜饭的

菜肴有荤有素，热气腾腾，美味可口，吃

起来乐趣无穷，既实在，又实惠，还充满

了无限温暖的情感。在一年中，年夜饭

成了一顿最可口最幸福的大餐。因此，

这样过年才有味道。有人说，过年应该

成为一种感情上的幸福感受。那么，就

让幸福的日子和心情从年夜饭开始。

春联趣话
李其祥

过春节贴春联，是烘托

新年喜庆氛围的一大风景，

上世纪 ５０年代初全国刚解
放，老百姓有一种当家做主

人的感觉，过年了家家户户

贴春联，大多是“翻身不忘共

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社

会主义无限好，人民当家庆

有余”之类的对子。出人意料

的是有一户人家的对联，横

幅竟然写的是 “反对革命”，

没几天，替这一户写对联的

一位教过私塾的戴着金丝眼

镜的老夫子被公安上抓走

了。罪名很清楚，你反对革

命，不抓你抓谁？但老夫子感

到委屈，辩解说，我不知道革

命是什么意思。公安上当然

不听他的解释，他只好乖乖

地到号子里喝稀饭了。

到 了

５０年 代 末
６０年代初，
全国出现了

饥荒，流行

的 说 法 是

“三年自然

灾害”，而后

来有人对此说法提出了质

疑，定义为三分天灾、七分人

祸。就在１９６０年春节的大年
三十，有人在自家的大门上

贴出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

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

对联贴出的第二天，也就是

大年初一，大队的支书领着

公社干部找上门来了，说他

污蔑社会主义。因为那对联

写的是缺一（衣）少十（食）。

户主不服气，说我写的都是

大实话，当然，不管你写的是

大实话也好，大假话也好，反

正你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所

以得受到惩罚。好在这一次

没有把他抓起来，只给他戴

上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

成了“五类分子”（地、富、反、

坏、右）中的一员。从此以后，

不管有什么运动，他都成了

当然的“运动员”！

要说写对联，我最佩服

的是我本家的二叔，他家每

年贴的对联都是那一副：“春

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

落迟”，几十年一贯制，从不

变换。这副对联虽然没什么

新意，但永远不会惹祸，这就

是二叔的精明之处。 与二

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隔壁的

李六爷。李六爷老两口一辈

子没生过儿女，到了老年家

里没有生气，有一年他自编

了一副对子，让人写了贴在

了大门上，道是“过一年多一

岁，过一年少一年”，横批：

“又是一年”！对联中透出了

清苦和无奈……到了文化大

革命，虽然也贴对联，但几乎

全部成了“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

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一类的政治口号了。

真正让对联百花齐放多

姿多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后。改革了，开放了，搞活

了，言为心声，人们可以把自

己心里想表达的意愿写在春

联上，比如经商的可以写“财

源茂盛通四海，生意兴隆达

三江”，祈福求寿的可以写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

不老松”，歌颂大自然的可以

写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规

划”或者“四时花似锦，万众

面皆春”……

总之，春联是一面镜子，

她能折射出社会的真实与进

步！

孔子教鹅不吃鱼虾
刘德玺

黄河边许多地方的鹅都不吃鱼虾牞仅以杂
草五谷为生。传说这是孔子教诲的结果。２５００
多年前牞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来到马渡渡口
牗今属金水区姚桥乡牘，店主听说孔夫子来了牞准
备宰鹅款待牞鹅儿闻知凄厉地叫起来。孔子对
随身弟子公冶长说牶“你不是懂得鸟言兽语吗牽
快去听听牞鹅们在说什么牽”公冶长凑近鹅寮牞只
听母鹅对小鹅说牶“儿呀牞我死后你要好好给东
家看门护院牞白天提防黄鼠狼夜间小心花狐狸牞

没娘的孩子要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小鹅对

母鹅说牶“娘呀牞俺死后你别太难过牞只当俺是个
短命的孩子。”

孔子听了公冶长的话牞感动得热泪盈眶牞说牶
“鹅儿尚念亲情牞我们岂能滥杀无辜牽你马上告
诉店主牞哪只鹅都不能杀牎不然就不在此吃饭
了。”店主立刻把鹅全放开了牞得救的鹅儿马上
跑到孔子面前点头表示感谢。孔子抚着鹅的头

朗声唱道牶“鹅呀鹅牞你想活鱼也想活牞食鱼吃虾
万不可。我为你头上按个红疙瘩牞常食青草念弥
陀牎”鹅们严遵孔子之命牞从此牞只以草菜五谷果
腹牞头上也都有个红疙瘩。

鹅成年吃斋食素牞功德圆满牞有了祛邪除怪
的本领。黄鼠狼为非作歹牞常常拖走村里的鸡
鸭牞但却十分怕鹅牞传说它的脚掌上沾了鹅的粪
便就会活活烂掉。

春光灿烂（国画） 金鸿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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