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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妒
梅桑榆

皇帝作家曹丕有言 !"文
人相轻#自古而然$ %可见咱中
国的文人&早在三国时期之前
就有相轻之病&而此病直到今
天仍有不少文人犯之$文人之
间如何相轻'无非是我瞧你那
两下子不咋的&你瞧我的文章
没水平$有的人只是在心里轻
之&有的人则要溢于言表$

文人相轻&虽然会闹出种
种不快&不利于文人之间的团
结&或是因看不到别人的长处
而夜郎自大& 影响自身的提
高&但也并无大害$著书撰文&

本来就是单兵作战 & 独立操
作&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你看
我写的不行&并不就能代表读
者也认为我写的不行$何况敢
于轻视他人作品的人&也许真
有过人之处$ 然而&文人一旦
嫉妒起来&问题可就大了$

文人之妒&也与其他行业
的人一样&逃不出东方式嫉妒
的模式&那就是无权者施尽手
段拆被嫉妒者的台&有权者利
用权力把被嫉妒者整垮$

如果被嫉妒者远在他方&

又 与 自 己
素不相识 &

不过是写写
文章贬之骂
之$ 比如易
中天先生因
在央视 (百
家论坛 )开

讲座走红之后&被人贬之为*混
嚼+,-说大书的%& 更有人恶狠
狠地骂其比恶贯满盈的杀人犯
罪恶还大& 应该打入十九层地
狱&因为他伤害了别人的灵魂&

云云$不在一地的文人&嫉妒之
火不但难以烧得很大& 而且很
容易熄灭$ 若是被嫉妒者与自
己同处一地&甚至是一个单位&

嫉妒者的一腔妒火便会熊熊燃
烧&且经久不息&并且也就在发
泄妒火方面有了用武之地$ 嫉
妒者很难有下一道命令把被嫉
妒者封杀的权力& 于是只有在
其他方面下手!或说其高傲&不
把领导和同事放在眼里. 或说
其孤僻&一般人很难与其相处.

或说其个性太强&我行我素&领
导无法驾驭/0总之是在性格
和人品方面极力将其妖魔化&

有成就的文人& 大多是不合流
俗,个性鲜明之人&经过如此这
般的宣传描绘& 也就让人们觉
得此人青面獠牙&望之生厌&而
嫉妒者也就达到了挑拨离间,

孤立其人之目的$

然而&真有实力的文人并

不怕周围人的讥贬与孤立&因
为其作品出版,发表和产生影
响&靠的是出版社 ,报刊与广
大读者& 并不靠同事捧场,上
司恩赐$于是心胸狭窄且妒火
太烈的嫉妒者便另施高招&那
就是无权者借刀杀人&有权者
对其直接实施打击$这两种人
可谓古已有之&战国时期的上
官大夫谗毁屈原,庞涓陷害孙
膑& 秦朝的李斯除去韩非&都
是中国历史上因嫉妒而借刀
杀人的故事&而爱好文学的隋
炀帝杨广杀掉诗才胜过自己
的薛道衡,王胄 &则是利用手
中权势直接除去被嫉妒者的
例证$

不过&文人乃是靠作品名
世&也即靠创作实力体现自身
的价值&嫉妒者无论使用何种
手段&只是对意志不坚强或缺
乏才气者有效&对于愈挫愈奋
且具有出众创作才能的强者
来说&种种打击压制 &反而会
不断激发其创作动力&为其提
供创作灵感& 使其自强不息&

向着既定的目标奋发进取$如
此一来& 嫉妒者的卑劣手段&

对这些人来说&反而变成了一
种激励和鞭策.而对于成就卓
著者来说&则如同用打火机去
焚泰山之石,化珠穆朗玛峰之
雪&不但无效&反而贻笑大方&

这恐怕是许多嫉妒者无法预
料到的$

叶济拦火车伸正义
朱永忠 卢玉根

据李志学, 卢功宣老人
介绍&清光绪三十二年1

!"#$

年2四月&芦汉铁路通车3 因
铁路是借贷比利时的钱修
的& 比利时就以借款合同掌
管了铁路的经营权$ 从局长
到火车司机都是洋人$ 这些
外国人既不宣传铁路安全常
识&又不派人看管道口&火车
经常在道口轧死轧伤人畜 &

被害人告到州衙& 知州不敢
立案&乡民怨声载道$

叶济&清末浙江杭州人&

举人出身& 清光绪三十一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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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 八月至民国
&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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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 任郑州直隶州知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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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州改县他
又留任知事$ 他既是清末郑
州最后一任知州& 又是民国
郑县第一个知县$ 他连续接
到火车轧死人畜的状纸后 &

就带着状纸和保镖找路局交
涉$ 洋局长轻描淡写地说&火
车是机器操作& 跑起来刹不
住车啊4 叶济听罢大怒&强压
怒火回到县衙& 决定为中国
人讨回公道$

次日& 叶济带着全副执

事来到车站道口& 往路边一
坐&标头李志德命人抬起大半
截钢轨&放在道口上&又搬来
几块大石头挡住钢轨$ 洋站长
闻讯& 急忙请求搬掉障碍物&

有话好商量$ 叶济理也不理&

单等火车到来$ 双方正在僵持
时&远方火车飞奔而来&站长
急忙发出停车信号$ 司机也发
现情况&急忙刹车$ 叶济一使

眼色&副镖头李志学一把将洋
司机揪了下来$ 司机胆怯的来
到叶济面前$ 叶济平和地说&

你们局长不是说火车跑起来
刹不住车吗' 站长点头哈腰地
说&局长没把话说清&火车在
紧急情况下是会刹住车的$ 这
时洋局长闻讯也赶来$ 经过针
锋相对的交涉后&局长答应妥
善解决以往轧死轧伤人畜的
事件$ 并答应在道口设立哨
卡& 行车时司机要勤瞭望,火
车过道口时要鸣笛示警&如遇
紧急情况要急刹车$ 叶济让洋
人签字立据& 然后撤离了道
口$ 从此&铁路道口加强安全
措施&轧死轧伤人畜的事件很
少发生$

!正说鲁迅"

传 英

长 期 以
来 &-战士 %几
乎成了指称鲁
迅的一个僵化
的符号$ 这一
形象是如此深
入人心乃至招
人反感&在它上面又附加了鲁迅心胸
狭隘,不讲宽容,语言暴力等等负面
的议论$ 后来&大概是出于消解这一
单调的战士形象的需求&许多人转而
津津乐道于鲁迅的私生活$ 然而&一
个被文化市场消费了的鲁迅&就是真
实的鲁迅吗'

或许正是有鉴于此& 北大中文系
的孔庆东教授& 把他在央视百家讲坛
关于鲁迅的讲稿整理成书时& 大胆地
题名为(正说鲁迅)&表明它与一切猎奇
传闻绝缘$ 孔庆东匠心独运地将他的
拿手好戏555对武侠文化的理解555

引入到对鲁迅的讲述中& 为我们塑造
了一个"侠士鲁迅%$"侠士%和"战士%虽
只一字之差& 内涵却大不相同&"侠士%

在战斗之外&还有着"快意恩仇%的一
面."侠士%的内心常充满着难以明言的

寂寞与哀感 &

可同时又不能
放弃人间的大
爱$ 借助 "侠
士%的形象&我
们理解了鲁迅
战斗背后的情

感依托&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翻阅全书&孔庆东对鲁迅 "重出
江湖%一章的讲述特别精彩$ 在老孔
看来& 埋头抄了十年古碑的鲁迅&就
像是在深山古庙中潜心修炼的得道
高人&在世事一无可为的情形下寂寞
度日&只是用空负的一身绝学慰藉自
己$ 然而他终于不能抵挡人世的呼
唤&不能放弃自己的道德承担&毅然
踏入风波险恶的江湖&虽然最终仍不
免寂寞&却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不朽的
传奇$ 而他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中间得
到了淋漓酣畅的释放$ 用孔庆东的话
来说

(

"鲁迅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简单的
文化斗士&而是这么有人情味的一个
人$ %如此&鲁迅的人格魅力才真正地
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

银发诲人
苏 鸯

大凡上把年纪的人&都有个习惯!

爱管闲事$ 那天&我坐公交车出行$ 途
中&一青年女子上了车&在下车门旁站
定后& 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包子吃了
起来& 接连把包子的馅渣随口吐在地
板上$ 油腻的污物同崭新的车厢&形成
极不相称的反差$ 我与她相距不足两
米&又是面对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俩
的视线相交了四五回$ 我投去的目光
里&包含着善意的嗔怪和恳切的期待.

而她的眼光也一次又一次落在我的满
头白发上$ 她终于不再吐了&最后还把
那盛包子的塑料袋丢进门边的废物篓
里$ 年轻女子到站了&我目送她下车$

不料&她站在人行道上&隔着车窗举起
胳膊&向我挥手致意&脸上露出歉疚诚
恳的表情&我亦赶紧拱手答礼$

回到家里& 回顾那戏剧性的一幕&

引出了一点感想$ 如今&"奥运%,"世博%

姐妹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在迎接她
们的日子里&我们的"硬件建设%日新月
异&但"软件建设%任重道远$ 对于前者&

我们银发之人难以再拼体格& 卖力气
了&然而对于后者&譬如在养成良好卫
生习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生态
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等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还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的$ 从自身
来说&银发诲己&自我鞭策&做出榜样.

对他人来说&银发诲人&凭借"银发优
势%可以唤起小辈的尊老天性&感悟长
者的真诚善意& 接受老人的教诲劝告$

这也许可以作为处罚手段的补充&收到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

郑州的老人有成千上万&"银发诲
人%的作用不算小啊4

他立即软了下来& 皮笑肉不笑
地说! "看在顾问的份上& 我给你
&####

元人民币卖不卖'%

这远远超出了刘文彩等人的期
望& 表示认可& 买卖成交$ 众家丁
已将虎笼抬出帐外& 钱也交付刘文
彩& 穆老三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
向刘文彩说! "你们从河南动身时&

林业部门开的通行证& 现在还有吗'

你们留着也没用& 我给你
%#

元钱&

给我算了$%

刘文彩转身去找通行证& 我借
此机会问穆老三! "你买老虎做什
么用' 要证干什么'%

他说! "这是经过驯化的动物&

我买老虎是为了看家$ 得闲时& 也
让人牵了去外地表演& 挣点给老虎
买肉的钱& 让它自己养活自己$% 回
答合情合理& 我心想& 不愧是富商&

很会盘算$ 在当前社会& 做商人就
要有经济头脑$

说来凑巧& 我在果敢有一位朋
友叫马兴隆& 他侄儿马飞腾就住在
买老虎的穆老三隔壁& 是一座二层
楼房 & 楼顶经防水
处理 & 建有水池 &

内养水草和金鱼 $

我常在日落时 & 坐
在楼顶水池边上品
茶 $ 远看群山 & 近
观金鱼& 颇感惬意$

当然 & 隔壁穆家小
院的情景也尽收眼
底 $ 老虎经悉心喂
养变得强壮多了 &

已从铁笼中放出 &

在院内高视阔步 $

我在楼上时闻虎啸&

顿时豪情满怀$ 生活在金三角& 我
虽非英雄& 但有虎胆$

不知穆老三玩什么鬼把戏& 突
然把偌大一个院落全用帆布遮蔽起
来& 殊不知欲盖弥彰& 反而引起我
的警觉$ 我先是找马飞腾要了一支
燃着的果敢牌劣质香烟& 及至跑到
楼顶& 烟头将要熄灭& 根本燃不透
厚厚的帆布$ 因为我曾向母亲起誓&

终身不吸一支烟& 所以也不能紧吸
两口& 求助马飞腾反而会暴露我自
己$ 后来& 我找了一根短树枝& 在
帆布的边沿& 撬开一条细缝& 往下
一看& 果不出我所料& 一伙戴大口
罩& 穿白隔离衣的人& 正在给老虎
动手术$ 老虎被麻醉后& 仰面躺在
桌案上& 人们正往老虎腹腔内放海
洛因$

因为知道此事的人较多& 穆老
三便摆下迷魂阵 & 早晨开车出去 &

晚上乘夜色返回$ 汽车司机和行车
路线也随时变换$ 因此& 我发出的
信息都扑空 & 检查人员深感失望 &

我也非常愧疚$

三天后& 我在街上走& 迎面碰

到曾为我开过车的孟发财匆匆走来$

我拦住他说! "为什么有车不用却
步行'%

他说! "去替人开车& 自己的
车不好存放& 所以坐一下公交车就
匆忙跑过来$%

我问! "给谁开车'%

他伸出三个手指& 压低声音说!

"穆4%

这消息比较可靠& 如果明晨出
发& 中午可达木棉渡$ 其余三条路
线都是去而复转& 那么剩下的唯一
出路& 就只有木棉渡了$ 这条路偏
僻 , 隐蔽 & 时常只有拖拉机行走 &

检查人员也不固定& 时有时无$ 我
通知有关单位在那里设卡& 果然一
举捕获& 我为此长出一口气$ 那落
难的老虎也得救了& 二次手术康复
后& 送入一家动物园& 成为公众的
宠物$

事后& 穆老三不知从哪里听说&

孟司机在街上曾与我答话& 还从谢
大夫那里知道& 我曾询问过有关情
况 & 又联想起买老虎时我也在场 &

便对我产生了怀疑 $

他将疑点报告了杨茂
良& 引起杨总司令的
警觉$ 也正是这个时
候& 杨茂良的三弟杨
茂贤因为贩毒& 在中
国被处决$ 他明知这
事与我无关& 却不肯
轻易将我放过$ 他急
于替弟弟报仇& 却找
不到复仇目标& 便迁
怒于所有外来之人 &

风声鹤唳 , 草木皆
兵$ 街市上一队队士

兵荷枪实弹& 加强了巡逻$ 给我更
换了所有卫兵& 晚上还在我住房周
围加派了岗哨$ 我再次陷入深深的
危险之中& 要脱身比登天还难$

六! 才脱虎口又入狼群

临危不惧, 遇事不慌, 保持冷
静是我多次历险& 最终转危为安的
成功经验 $ 我冥思苦想筹划对策 &

想着逃脱牢笼的万全之计$

不久后的一天黄昏 & 我从杨
茂良的亲信杜师长那里借了一辆
小车 & 并配带司机 & 借口自己的
车坏了 & 急需去南伞诊病 $ 我们
先 回 我 的 住 处 拿 东 西 & 进 去 一
转 & 随即上了车 $ 在离国门不远
的地方 & 追兵赶上来 & 将杜师长
的车围堵起来 & 及至打开车门 &

小黑穿着我平时穿的衣服 & 从车
中走出来说 ! "顾问胃肠疼得厉
害 & 行动不便 & 让我去买药速去
速回 $ 病 情 紧 急 & 耽 误 不 得 4 %

追兵向车上加派了两个人 & 坐在
小黑身旁 & 左右挟持 &

风 驰 电 掣 地 向 南 伞 驶
去 $

在美国居住的&当时除了幼邻的
几位挚交好友之外&还有我德明大伯
的儿女$ 德洁抚养的儿子志圣&也常
与我见面&还到来与我同住过一段时
间$ 志圣对我十分亲切&他称呼我为
大妈妈$ 媳妇是中国人&生了一个胖
儿子$

一家人团聚&儿子孝顺&媳妇温
柔&四个孙女活泼可爱$每日饭后&一
家三代&虽则言语不畅通&但互相之
间&学说中国话和英语$我人老&口齿
不灵&常常闹出笑话&逗得全家笑弯
了腰$

高兴之余&我又觉得还少了一点
什么$我想德邻要和我们在一起享受
天伦之乐&那才称心呢$ 他虽早来美
国&但住在新泽西州&那地方离这不
很近&几时才能见着啊4

老夫妻

不久&德邻来看我们了&一别又
是十年$ 我看他比八年前苍老得多
了$头发斑白&面容憔悴$可知他一直
是忧心忡忡的$ 我们见面&大家都有
点感叹&一时似乎说不出兴头话$ 还
是我问!"你胃病开刀之后怎样

)

一餐
吃得多少饭

*

你要保
重啊& 自家不爱惜&

谁替得你呀4 %言后&

禁不住一阵心酸$

德邻也长吁短
叹$ 我看他一生&虽
也曾风云一时&但此
时寄迹海外&落落寡
欢&想必是因为不做
官了发愁$ 别的我不
管 & 我只觉得他可
怜4

他见我难过&强
笑说 ! "你这下子可
以多享几天清福了$

何必为我担忧& 我过去保护你太少&

如今连自身也保护不了$ %又说!"我
们两人都经受了不少风霜& 不过&各
人命运又有所不同& 正所谓沧海桑
田&几经忧患$如今能够重逢&也算不
错了$ 只是&我是老大徒悲伤啊

+

%他
原想安慰我几句&说到后来&似乎怅
然若失$ 我只好不提往事&以免触起
他的心事$

于是把话题转到幼邻的事业来$

他对幼邻的事业成就感到满意$并认
为幼邻及早从商是上策$若是听他的
话&走上政界&宦海浮沉&有几个不是
心力交瘁以告终的4

这次见面之后&德邻便每月都来
家团聚$ 新泽西州其实离这里并不
远&只

&#

多分钟的汽车$ 开车的多半
是志圣$

其实真正得到同享天伦之乐&一
家团聚而又比较经常的倒还是在国
外呢$ 因为此时的丈夫&已经是个自
由人&无须为国事操心了$不过&我觉
察他在谈笑中常常无意中叹气&可见
他心中并不平静啊4

我见德邻失意& 心中也不好受&

劝他想开些$ 明知宦海浮沉&及早上
岸吧&何必还跳进去挣扎呢

*

倒不如
趁此机会享享清福$如今虽说远走异
国&但仍可不失天伦之乐$ 只是他总
说比不上在北平那时好&那是在自己
的土地上$

男人家的事&我捉摸不透&只觉
得他憔悴得可怜&但又无法为他排解
忧愁$

幼邻经常去看望父亲&德邻在新
泽西州买了一间花园住宅$ 相当舒
适$也相当冷清$因为来时人不少$此
时带来的钱已不多&跟来的人逐渐遣
散&身边只有志圣$初时舅娘1德洁的
弟媳2年轻&跟在一起&及至她母亲和
儿子来了&舅娘也搬了出去$ 幼邻眼
见父亲寂寞&常带儿女去看望$

我和德洁&北伐以后&只在婆婆
去世之时在家乡与我见过面&此后便
再不相见了$ 我倒是有点惦着她&问
起& 才知她身患痼疾& 身心痛苦.后
来&医生诊断是癌症&说要动手术尚
来得及$ 只是德洁一则怕损了体形&

二则怕传了出去& 人家会说是报应&

以至拖延了一些时
间$ 到了

!"$%

年动手
术&癌症已是晚期$

诀别

我与德邻最后一
次见面& 是

!"$%

年
$

月初$ 记得这天&德邻
匆匆驱车到来& 幼邻
看见父亲一脸兴奋之
色& 正想问有什么好
消息& 德邻不等儿子
开口& 先说!"我已决
定回国& 但哪天走还
没决定&也不可能定$

我是随时都会碰到危
险的& 此时暗探一刻也不会放过我$

不过& 冒多大的风险我也要回中国
去&作为我最后一个心愿$ 在此做寓
公实非所愿$ %跟着说!"过去&我对共
产党理解不够&说了许多错话&做了
许多错事&如今要想补偿过去&只有
回国一条路$否则&终会老死异国&那
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

幼邻点头说!"父亲回国是明智
的&不过太危险了&那些暗探会放过
你吗

*

% 德邻微笑说!"共产党欢迎我
回去&还说可以来去自由&这个自由
我可以不要&决心回去&就不会再出
来了$ 国内总理周恩来为我做好一
切安排$ 我的第一个行程先到欧洲
小住& 时机成熟& 即便飞返祖国大
陆$ 我的一生& 出生入死不知多少
遍&都能够化险为夷&不信会死在暗
探特务手上$ 何况有人暗中保护着$

程思远亲自到苏黎世接送$他是受命
于周总理的$你们不必担心$但是&我
的行动万万不可泄漏出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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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爱
张继合

著书是一辈子的事. 藏书则是几
辈子的事& 有此嗜好者& 把书当作高
于家私, 贵于儿女的心肝宝贝$ 或清
夜展读 , 玩味无穷 . 或 "时时勤拂
拭& 莫使惹尘埃$% 每一具书架都有
来历& 每一部藏书皆有呼吸& 文人们
小心翼翼地把守着& 唯恐弄脏了, 惊
醒了它们, 碰疼了它们$ 周作人说 !

"人家的老婆与自己的文章 & 总觉得
是好的$% 藏书家的阁楼也具备这种
自负& 凭你出价两亿美元, 三亿英镑
也不换$

藏书家很小气 $ 明朝谢肇淛在
(五杂俎) 中记载了一位 "虞参政%&

他 "藏书数万卷& 贮之一楼 $% 如同
金屋藏娇一样神秘而自私& 这位虞参
政把藏书楼建筑在四面环水, 中间只
有一道独木桥相通的 "绝地%& 而且&

不到深夜不登楼& 为防万一& 还总得
在书斋门口挂上一块牌子 & 对人说 !

"楼不延客& 书不借人$%

藏书家很刻薄$ 直到断气的时候
还在书页上钤印 & 告诫儿孙 ! "慎
之& 宝之$ 借书不孝$%

集藏创造了一代人的神话& 保留
这些集藏却要几代人做出悲壮的牺
牲$ 中国的私人图书馆& 风雨沧桑数
百年& 没人考证得出靡费损耗与人财
物力$ 一砖一石& 心血凝铸. 一函一
页& 哀怨尘封& 至今尚存的宁波 "天
一阁% 即私人藏书的文化奇迹$

天一阁的创始人叫范钦& 他做过
明代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 此人网
尽天下奇书& 晚年已是位无出其右的
藏书家了 $

,#

岁的范钦自觉来日无
多& 便主持分配财产& 而继承家业的
只有大儿子和二儿媳$ 分配方案却匪

夷所思! 一边是白银一万两. 另一边
是整个的藏书楼$ 结果长子范大冲选
择了后者& "就这样& 一场没完没了
的接力赛开始了$ 多少年以后& 范大
冲也会有遗嘱& 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
遗嘱00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
后代来说& 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
拜对象& 只知道诚惶诚恐地朝拜和保
护& 却不知是为什么00此间埋藏着
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
争& 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
家族& 非常值得同情$% 这篇 (风雨
天一阁) 几乎成了余秋雨先生的代表
作$ 如此感性& 又这样深刻& 这绝非
普通作家想得到并能写得出的$

毕竟& 天一阁的神话只有寥寥几
个&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即使家底殷
实& 集藏丰厚& 也未必做得了货真价
实的藏书家 $ 袁枚指责过这种人 !

"俸去书来& 落落大满 & 素谈 1左虫
右覃 2 灰丝 & 时蒙卷轴00必高束
焉& 庋藏焉$% 在他们那里 & 书是装
点门面的仪仗, 是呼来唤去的仆从 ,

是抬高身份的 "托儿%, 是随时都可
能失宠的姬妾. 可惜& 就是做不了灵
魂的主宰$

说实话& 中国人对文化的虔诚和
书的热爱始终是态度暧昧 & 目光游

移$ 不仅现代人如此& 从老祖宗开始
就是这样$ 他们口口声声礼仪之邦 ,

文化重镇. 可惜& 一轮到为文化掏腰
包, 甚至流血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就
暴露出了 "叶公好龙% 的虚伪本相 $

尤其到了仓廪危机或者 "以文犯禁 %

的时候& 书是第一个被清剿整肃的目
标$ 当代人噤若寒蝉& 古代人也要乖

乖地闭嘴$ 比如批书,禁书,烧书00

真政客夹杂着伪名士, 伪学者一同闹
将起来&什么珍品,绝品&什么孤本,善
本&有的论斤兜售.有的充当劈柴 &真
是"弃之如敝屣%&不复顾惜$

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 &就
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 %不幸的是&中
国历史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们又
要这样了$ %中国人对历史具有天生的
批判眼光&然而&一轮到自己头上 &就
糊涂$

"殷鉴不远 %&熟悉历史掌故的人
竟忽然健忘了&这个国家的舞台&总是
上演那么几出戏&不过是行头换了$ 不
管是"从众%还是"骑墙"&至少&大多数
中国人的藏书态度值得怀疑& 公众的
文化品格也有待推敲$

钱 街
阎宝峰

钱街位于巩义市西村镇罗口村
中部&街道笔直&东西长

'##

多米 $

据当地老人们讲& 钱街的名称使用
至少有

!##

年了$ 该街因在新中国
成立前是交通要道&店铺林立&繁华
热闹而得名$ 新中国成立前该街两
边有中药铺四家&木匠铺有王相,魏
春芳两家&弹花轧花有李保生,王景
育,宋嵩,康知印四家&染坊有康妇,

阎逊,康凤益三家&有阎锦江,阎果
的粮行&有王景育的日杂百货店&李
宝生的糖烟酒点心店& 郭新有的日
杂品店&有吴光庆,阎熬的酒菜馆$

其他还有理发店,打铁的,钉牲口掌
的$ 街旁边还有阎三益,孙大明等开
的四,五家煤厂转运站&还有一个露
天剧场&可容纳

!%##

多观众$ 当时

老百姓生产生活所需可以说应有尽
有&白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晚上
店铺灯火通明&非常热闹$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由于"左%的错误&该街只有一家
供销社门市部&其他店铺全部消失$

从党的开放搞活政策以来& 该街又
生隆起来$ 现在街上店馆门市有

'#

来家&每年有三个物资交流大会&每
月有三个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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