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雨
钟声
赵宗宪

一场春雨终于过了颍河

傍晚!在一阵南风催促下

一场春雨终于过了颍河

我像看见庞大的人群

说说笑笑地一齐登上北岸

我站在村头的槐树下

迎接回家的亲人

无数的雨点被南风数着

让我记下丰收的账

春雨是游子的串串热泪呀

不仅把故乡淋湿

还把希望!鼓励和悄悄话

一起带给了家乡父老

乡村小学的钟声

乡村小学的钟声在早晨响起

让家家的希望从梦中醒来

我对那钟声特别敏感

尽管我早已不是小学生了

听到伴我天天起床的钟声

我总会想到背过的唐诗

悠扬的钟声!好听的钟声

钟声一响!小女儿就说!老师叫我哩

其实老师也是在叫我哩

叫我不要忘记上学的日子

乡村小学的钟声在早晨响起

乡村处处被钟声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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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花园
杜玉芝

我爱养花!并且爱到骨子里去了"哥
哥说我#真是女人的小资情调$ 我知道!

他这句话和他常说我的%成不了大事&如
出一辙' 我并不生气!他开他的公司!我
养我的花!他摇头叹息!我却乐此不疲"

因此!我家的阳台上养着很多种花#

粉紫的紫罗兰!白色的茉莉!蓝色的蝴蝶
兰!火红的蔷薇!还有一年四季不开花却
绿意盎然的草本类! 就连含羞草和吸毒
草也有!像一个小小的花园" 碰上朋友家
半死不活的花!我也会收养!经过我的精
心呵护!它们会慢慢好转!直到用更蓬勃
的生机回报我的虔诚" 看着那鲜活的生
命!我会流泪!会兴高采烈!会欢呼雀跃!

和它们一起感受生命的壮丽和多彩!犹
如找回了年少时的纯真"

尤其看着一棵棵很小的苗一天天
长大! 真的是一种无以言喻的快乐!不
说开花!单就那青翠欲滴的绿色!足以
让自己一天的心情美好起来" 但我并不
偏爱我的每一棵花草" 我不会像历史上
的皇帝面对自己众多的美丽妃子!常常
顾此失彼! 失宠者必须忍受深宫的寂
寞" 而我绝对让自己喜爱的花草有同等
待遇! 给它们各自所需的呵护与关爱!

我也从中得到了很多快乐与美的享受"

因为这份爱已刻在骨子
里!无论工作与生活多么繁忙!

都构不成让我放弃养花的理
由"因为花是具有灵性的!像难
得的知己" 为感恩于培养自己
的人!它会努力地生长!努力地
开花" 我有一件与花有关的难
忘经历#我刚来郑州时!住在父

亲的平房里!爱养花的我自是不改初衷!

养了大盆小盆的花" 父亲因为非常关注
我的婚姻!又尊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观念左右着我的自学理想! 这使我们父
女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分歧! 他一气之下
把我的花全送人了!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
有多么悲伤' 直到那一年父亲病危!按照
他的意愿把他送回老家!刚过几天!家人
打电话说父亲想念我!我心疼!内心又隐
着一丝(报复&的快乐!等我迟两天请假
回去时!父亲已在我赶到前去世了' 多年
后的今天! 我都认为自己还不如花有良
知! 至少它会尽力绽放自己的笑靥驱散
人的寂寞!净化人的心灵' 从此!我加倍
养花! 我努力地工作和生活! 不只为自
己! 更为了不辜负生养我的父母和那些
信任并帮助过自己的人'

不久我将搬入新居!将会有更多的
空间养更多的花! 不一定是奇花异草!

但我有能力让它们一定旺盛' 当我工作
一天回到家里!心情会变得舒畅)空闲
时静坐在它们身边看书作文! 诗意融
融!岂不妙哉* 因此!我执著地营造自己
美丽的花园!只为让眼睛和心灵都感受
绿意与芬芳! 让生活中多一些情调!少
一些烦恼'

任城王台
李景会

任城王台是三国
时期一座台的名字 !

其旧址在今郑州市中
牟县县城北边! 这座
台是三国时期魏国的
曹楷命人修建的' 当
时!曹楷是中牟王!因
为中牟地处中原!土地平坦!他为了能够登高
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 就选择了县城北边的
开阔之地!让能工巧匠精心设计和施工!修建
了一座高台!台下凿有水池!池水清澈!碧波
荡漾!伫立在台上眺望远处!生动的原野风光
尽收眼底'

三国时期的魏国黄初二年+

!!"

年,!魏文
帝曹丕以曹彰有显赫的功劳!就下了诏书!赐
曹彰进爵位为公' 黄初三年+

!!!

年,!又下诏
书封曹彰为任城王! 其最初的封地并不在郑
州市的中牟县!而在今山东省济宁一带'黄初
四年+

!!#

年,!曹彰到当时魏国的京城洛阳
朝见文帝曹丕的时候!因患急病而死于洛阳'

曹丕顾念手足之情!就特地下了一道诏书!命
曹彰之子曹楷承袭任城王的爵位! 并把他的
封地迁徙到中牟县!封中牟为中牟王国!曹楷
称为中牟王' 曹楷为人洒脱!喜欢自然风光!

在中牟为王的日子里! 他常常率领随从到原
野里欣赏风景!流连忘返' 在游赏的过程中!

他看到中牟城北地势开阔!风景迷人!就命令
工匠为他筑造了一座高台!台高

#

层!初名为
%层台-!后来又因为他被改封为任城国王!故
称%任城王台&' 任城王台在东晋时期尚保存
完好!台下的水池还在!那时依然清流淙淙!

古代的有关史籍中记载说#%晋永嘉三年+

#$%

年,! 中牟县城任城王台下池中有汉时铁锥!

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可动!止月朔

自正 ! 以为晋氏中兴之
瑞' &遗憾的是!曹楷这个
性情洒脱的中牟王! 在中
牟县只生活了一年的时
间! 就离开这里到山东去
了' 三国时期魏国黄初五
年 +

!!&

年 ,!曹楷又奉诏
徙封任城县!中牟王国的封地被取消!复改中
牟王国为中牟县' 这里!留下了一座高高耸立
的任城王台!在晨曦和暮色中沉默无语' 任城
王台究竟毁于何时!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史籍
中提到的任城王台下面池中的铁锥究竟是何
物.它的用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池水
中.后来这个铁锥又留存到了何处.至今也还
是一个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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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娘说#%好闺女!识事理!明大
义!额娘喜欢你* -

花小尤叫了一声%额娘-!扑到额
娘的怀里!抽泣不止'

慕雨潇此时才完完全全认清花
小尤!他眼含着泪水!仰脸向天!谢老
天赐给自己这样一个好媳妇'

第七章

大年初一!思琳病倒了'

昨晚一把%天火-烧去了窗户纸!

寒风肆无忌惮地吹进来!小耳房立时
变得冰窖一般'思琳把屋里所有能保
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浑身
发抖' 天刚亮!就发起了高烧'

思琳在炕上躺了整整五天!一口
饭没吃!一口水也没喝'整整五天!没
有一个人来看她'

初六早上!洪顺嫂回来了!放下
东西就来看思琳' 她在窗外喊了几
声!屋里没有一点动静!她趴着窗子
往里一看!顿时心凉了半截!忙叫来
阿古!把门打开'

只见思琳半睁着眼睛!微弱地喘
着气! 已经说不出
话来了'

洪顺嫂也不跟
阿古说什么!一溜小
跑进了里院!见关老
爷就跪在地上!哭着
说#%关老爷!快想办
法吧! 那姑娘不行
了!正月里死人是不
吉利的呀* -

关老爷一听这
话! 把怀里的小老
虎交给夫人! 随洪
顺嫂来到小耳房'

关老爷进屋就
打了个冷战! 摸摸
炕!冰凉!再看看满屋的寒霜!又打了
一个冷战' 他伸手摸摸思琳的额头!

热得烫人' 说#%赶紧找大夫!找最好
的大夫* -

思琳就像花小尤撒种在慕雨潇
家西墙下那野草%死不了-一样!就是
齐根给斩了一遍! 可过几天你再看!

崭新的小芽尖又冒了出来'

思琳五六天滴水未进!高烧烧得
嘴唇发白!眼窝发黑!只剩下一口短
气在颤巍巍地游动'却只一副汤药下
肚!就活转过来'

思琳总忘不了娘死前说的那句
话#%你要好好地活着!一定要找到你
的哥哥! 等到你和哥哥团聚的那一
天!爹娘也就含笑九泉了' -所以!她
咬着牙挺着!硬挺着'

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再有几个
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一想到这!思琳
心里就有些恐慌' 孩子真要出世了!

关屏山能认吗. 关家人能认吗.

关老爷责打关屏山!思琳在小耳
房里都听见了!她万没想到关屏山连
进她的小屋都不敢承认!钥匙都被搜

出来了!还硬着嘴不认!还指望他认
自己的孩子吗.思琳对关屏山彻底失
望了'

关屏山的两个老婆都是大家闺
秀!娘家有钱!也有势力' 可自己呢.

窑姐出身!家世不清不白!还曾被十
个怪人祸害过!这样的娘生下的孩子
能被人瞧得起吗.那句你妈如何如何
的话会永远跟着他! 甩都甩不掉!一
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与其生下来就将痛苦一生!屈辱
一生!还不如干脆不让他面世*

思琳决定不要这个孩子!她把这
想法跟洪顺嫂说了'

洪顺嫂坚决不同意!说#%你怎么
这么糊涂呢. 孩子生下来!你在关家
就有地位了' -

思琳哭着说#%生下来又能怎么
样!你看关屏山这个样!他能认这个
孩子吗. -

阿古晚上又来了!哼着唱着!关上
房门!刚转过身!思琳像疯子一样冲过
来!照他脸上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这就是思琳想
出的办法! 她要激怒
阿古! 使阿古盛怒之
下一脚把自己踢飞!

最好能像上次怀孕时
都里悠她一样!狠狠
地撞到墙上!那孩子
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可让她没想到
的是!阿古竟然没生
气!摸了摸被打得火
辣辣的脸!说#%还真
没见过你发泼的样
子!有点意思 !有点
意思' -

思琳见一招没
有奏效! 照阿古膝上又是一脚! 说#

%跪下!你这个阉狗* -

阿古笑嘻嘻地说#%遵命!我的小
姑奶奶' -说着!真就跪下了'

思琳左右开弓! 狠劲打他的脸!

她不信激不怒他!可打来打去!手都
打疼了!阿古还是嬉皮笑脸的'

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晚上!思琳累
得筋疲力尽!阿古一手没还!把思琳
气得蒙头大哭!比阿古折磨她时哭得
都厉害'

第二天晚上!阿古又来了!进屋
就跪在了地上!说#%小姑奶奶!你再
打吧!这么多天!我头一次睡觉睡安
生了!再打吧!狠狠打' -

思琳简直要被气糊涂了!真没见
过这种人!找着挨打'挨了打还乐!还
喊舒服!还能睡好觉'

思琳拿绳子把阿古的腿脚和手
都紧紧地捆上! 又把他的嘴也勒上'

然后!脱下他的鞋子!拿出锥子!朝他
的大脚趾甲处扎进去 !阿
古一声惨叫! 身子都哆嗦
起来'

医徒道#%死者浑身俱被大火烧
伤!乍看之下!确似死于火中!然而口
鼻内均无烟灰吸入!况且木梁倒下砸
中死者那一击并不足以致命!死者是
因肋骨折断!刺中心脏而亡' 由此可
见!死者是死后被人推入火场' -

一语未竟!家臣务光急匆匆走进
来! 禀道#%今晨澧水冲出来一具女
尸!系被人杀害后弃尸水中' 臣已将
尸身暂厝在偏厅!请主君示下' -

吴句卑听说又出了一桩命案!惊
愕地瞪大了眼睛'

叶公面沉似水!说道#%一连三起
命案!倒有些意思*吴句卑!你也一同
去看看' -

三人同归叶公府邸! 径至偏厅!

见一具直挺挺的女尸停在那里'叶公
认出她正是在宛邑行刺的那名红衣
舞女' 她双目未闭!空洞洞的眸子里
犹含着临死前的惊惧和怨恨'

医徒已验过尸身!躬身向叶公禀
明#%死者身上并无其他致伤之痕!系
被人当胸一剑刺死' 奇怪的是!死者
身上有许多奇异文身!卑职从未曾见
过' -

叶公吩咐医徒
掀开遮盖尸身的芦
席! 见尸身上刺着
龙蛇文身'

吴 句 卑 惊 叫
道#%这是吴人的文
身* -

叶公冷冷道 #

%诸夏和楚人少有
文身之人 ! 难怪医
徒从未见过 ' 吴人
生长湖泽之国 !濒
临大海 ! 与鱼蛇为
伍! 是以有刺绣龙
蛇文身的习俗' -

务光道#%这些文身皆是旧迹!并
非最近新刺上的!看来这女子正是吴
人!不知因何潜入楚境!却被人杀害!

弃尸于此' -

吴句卑道#%这女子一身武艺!如
今身上并无与人搏斗的痕迹!又不曾
中毒!可见她定是夫概的爪牙!夫概
遣她前来刺杀主君!行刺失败后为防
事机泄漏!将她杀死灭口!弃尸水中!

谁知却被水冲出尸首来'这是上天要
败露奸贼的毒计* -

叶公点头!忽觉隐隐腐臭之气冲
入鼻端!他以袖掩鼻!问道#%厅内燃
有薰香!哪来的臭气. -

医徒答道#%死者伤口处已开始腐
烂!这种腐臭!薰香也不容易掩得住'-

叶公一怔!低头仔细查看那女尸!

脸上现出惊疑之色! 他用手拆开死者
的发髻!发现长发上沾染污浊泥垢'

叶公愤然道#%这女子确是被夫
概灭口的爪牙! 但尸体被河水冲出
来!绝非偶然!也不是什么天意'这杀

人灭口的凶案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阴
险诡诈的奸恶之徒* -

叶公唤来闾师子越!吩咐道#%今
年春荒已无法避免! 再不开仓赈灾!

眼看就会酿成饥荒!要出大乱子' 你
去找应伯升!让他即刻捐粮救灾' 我
要去方城巡视军防!叶邑诸多事务都
要劳烦你多多费心' -

三日后!叶公返回府邸!立刻叫
来吴句卑!询问离开后的情形!哪知
却是风平浪静!预料中的叛乱并未发
生'

叶公忧心忡忡地说道#%我巡视
方城!有意使叶邑造成城备空虚的假
象!奸徒蓄谋已久!情势如箭在弦上!

一触即发! 我正可借此机会诱其滋
事!然后一举擒获' 谁知那厮竟全无
动静' -

吴句卑道#%主君既已知悉夫概
暗中图谋造反!立刻将他抓来!岂不
便宜. -

叶公摇头道#%夫概虽然一心欲
置我于死地!但在他身后还隐藏着更
加险恶的奸徒' /0唉!叶邑是北疆

重镇 ! 一旦变生动
乱!将会酿成连绵祸
患' &

吴句卑听叶公
再次提起那神秘的
奸徒! 十分不解!说
道 # %主君因何断定
夫概背后另有凶徒.

恕属下愚笨!实是不
解' &

叶公道 # %澧水
上下三十里!水中皆
是沙石! 绝无泥污'

那女子发上沾染污
泥!便令人起疑' 但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尸体已开始
腐烂!可见毙命已久!并非近日遭遇
毒手' 若是夫概杀人后直接弃入水
中!尸体浸在水中!将会全身肿胀!面
目浮肿难辨! 而那女子却是脸容未
变!也没有胀大变形'由此可以推知!

尸体被水冲出来!绝不是偶然1天意!

而是有人刻意为之2 &

吴句卑听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追
问道#(那人如此大费周章!却不知有
何企图. &

叶公冷冷道#(正所谓3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4! 夫概一心欲置我于死地!

却不知他的行径早被人暗中监视5 夫
概行刺失败!杀爪牙灭口!将那女子埋
入土中!意图湮灭罪证"那暗中匿藏的
奸徒!却掘出尸体!抛入澧水!他有意
暴露夫概的密谋! 乃是为了转移我们
的注意!以掩盖他险恶的居心"却不料
机关算尽!终究是百密一疏!尸体上沾
染的泥土虽被水流冲去 !

发里存留的污泥! 反而暴
露了奸徒的阴谋* &

, -

!/

0

清晰认识!工业题材"变模糊了的主人公
叶延滨

当下工业题材的创作出现了 (冷
落和边缘&的现象!究其原因之一!是
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工业题材&和(产
业工人&在许多作家的视野中消失了!

这种消失是旧有的体制话语与现实话
语的矛盾! 我们多年来主流文化表现
对象的(工业题材&似乎消失了!其主
体(产业工人&形象也模糊了"

人们习惯的主流文学话语中 !把
重要社会题材分为工业题材1 农业题
材与军事题材 +包括革命历史战争题
材,!与题材划分相对应的观念是文学
主要表现的对象工人1农民与士兵" 改
革开放近三十年!军事题材与军人!概
念和对象是清楚的!几乎没有改变" 农
村题材与农民!范畴有所扩大!但(三
农&问题不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 工业
题材和产业工人主体! 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工业化进程在今天体现为城市
化的进程!城市是社会经济的重心!但
城市题材不等于工业题材! 我们说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作家何
建明也能当了全国劳模! 但写知识分

子不等于写工业题材! 写知识分子和
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城市文学作品 !

虽然反映了当代生活! 就是直接写经
济生活的作品!比方说写

'(

业 !写信
息革命! 是我们原有意义上的工业题
材吗.不是"知识分子在科技比重较大
的行业中是主体! 所写的虽然是现代
产业!但表现得更多的是知识阶层" 我
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题材和 (产业工
人&!准确讲应该是在(中国制造&的那
些产业!那些在流水线上的底层(无产
者&*

原来意义的 (工业题材& 是指中
国经济基石的国营工厂和发生在工厂
里的厂长书记和工人们的故事 " 现
在! 中国工业体系的构架是! 数量不
多但规模可观的国营大型企业和成千
上万难以计数的民营以及外资企业 "

纪实报告文学在表现和反映国营大企
业方面的成就! 充分体现和代表了国
家意志对 (公有制& 的肯定态度" 然
而! 作为社会发展和激荡的部分! 恰
恰是最大多数最基层最无产的新兴

(产业大军 & 666不仅在国营更多是
民营私企和外资生产线上的产业工
人! 我们不习惯这样称呼这两亿之众
为 (产业工人&! 我们在几十年中形
成的 (户口& 思维! 把它们称为 (农
民工&5 是的! 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
级! 他们除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外 !

连一个城市身份都没有* 但是用经典
的马克思主义对产业工人的描述! 我
们会发现! 正在中国每一个城市中出
卖劳动力的 (两亿& 劳动者! 是支撑
着中国高速发展的最根本最伟大的产
业大军5 在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就吸
纳了五千万农民工! 从而变成改革开
放的前沿* 它们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中的最大多数!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浩
浩荡荡的产业大军* 经过三十年的产
业调整!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水平据国
家统计已经达到

&)*

5 中国未来的希
望何在. 就在于今后中国的城市能继
续吸纳这两亿来自农村的 (强劳力 &

及其他们的家庭 +按一个农民工供养
一个半人,! 那么就是五亿农民将变

成城市人 * 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变
革666几亿乡下人用血和汗去换取城
市人资格的进程! 何等伟大! 何等惊
心! 何等悲壮* 关注两亿农民工! 就
是关注世界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变迁革
命! 就是关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上
亿人命运变迁的轨迹5 当然! 已经有
人在关心了! 但若仅仅把它当作 (打
工文学&! 当作 (关心弱势群体&! 那
么! 我们就丢失了一次真正抓住巨大
变革中最可贵的机会*

写工业题材说到底是写工人 !写
创造着历史的底层劳动者5 传统的计
划经济下的产业工人逐渐退出了历史
舞台! 作家们关注和写下了 (下岗失
业&断臂之痛中的工人命运5 两亿乡下
人离乡背井!到城市追寻幸福之梦!他
们面对的不是书记厂长和铁饭碗 !而
是千差万别的老板和流水线上的血汗
拼搏与底层向上的挣扎! 这是身份变
更的蜕变之痛! 社会却依然认定他们
是农民* 当然! 他们的户口还写着农
民! 正如华西村的吴仁宝揣着农民户
口却领导着一个巨大的现代工贸商一
体的公司5 当我们变化一下自己的眼
光!就会发现!两亿城市(农民工&确实
又是一个农业题材5 请留心!中国城市
的命运和农村的命运都系于他们之
身!难道不是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题材.

他们难道不是文学最应该却关注不够
的(最大多数&.*

#江宁织造与曹家$

传 英

江宁织造是康熙朝历史中一个
绕不过去的话题! 不独皇帝六次南
巡五次驻跸! 更因织造曹家出了一
个旷世绝代的曹雪芹! 写了一部惊
天动地的7红楼梦85 过往的红学专
著!多聚焦曹家(大落&对曹雪芹的
影响!实则(大起&中也有令人好奇
之处

+

曹家三代把持江宁织造近六十
年!荣宠备至!奢华生活!究竟在大
观园中残留几分.

7江宁织造与曹家8解说其中关

窍! 有独辟
蹊 径 的 味
道5 书中最
堪琢磨的 !

是曹氏给康
熙9 雍正所
上奏折及皇

帝朱批数件' 皇室与曹家关系的微
妙!从中可见一斑' 曹家的工作并非
只是织造!他们不断提供当地天气1

民情1吏治等情况给皇帝!充当耳报
神!银两结余则填充内帑!用作皇帝
私财!还结纳各方名士!为朝廷获取
人心'

但也因皇帝器重! 曹氏难免恃
宠邀利!而康熙一面恩赏有加!一面
也有意无意限制曹家的权势! 及至
雍正上台!终于借故抄家' 曹家一时

上天!一时入地!关键一点!无非于
皇帝之利有无助益' 从雍正御批中
可见其咬牙切齿! 更能想见曹氏的
胆战心惊!对比7红楼梦8中曲笔隐
晦!竟有可怖之感!正是现实比文学
痛切所在'

此书前半部重于考证! 后半部
重于推断' 江宁织造府衙中的景致1

楹联1器物等等!在作者看来!多曾
现于7红楼梦8中!或被直写!或暗含
字里行间' 曹雪芹在南京的行状资
料极少!书中所引资料7龙之帝国 8

中说! 其曾因偷听外国人对其父讲
莎士比亚戏剧而挨打! 此类资料仍
然存疑' 然假使曹雪芹确曾目睹江
宁生活种种!7红楼梦8里辛酸泪!为
谁而流!又可生出无数话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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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官的来历
先 圣

(父母官&是旧时百姓对州1县
官的尊称' 这一称呼究竟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的呢.

7汉书:循史传 8载 !西汉元帝
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字翁卿!九
江寿春人5 (其治视民如子&!劝民农
桑!去末归本!为政勤勉有计谋!(好
为民兴利&!他亲自指导农耕!常出
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5 (百姓归之!

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5 (吏民亲
爱信臣&!尊他为(召父&5

巧合的是!时隔不足百年!至东
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南阳郡百姓又
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5 7后汉书:杜
诗传8载!杜诗!字君公!少有才能!担
任郡功曹时!爱民如子!事事替百姓
做主! 由是全郡百姓家家粮丰衣足5

百姓拿他与以前的召信臣相比!说
(前有召父!后有杜母&5 自此(父母
官&这一尊称便广传后世5

两则史料告诉我们!(父母官&

的称谓! 就来源于这两位南阳郡太
守5 因为他们在任职期间! 一心为
民! 政绩卓著! 人们就尊称他们为
(召父1杜母&!又因为他们同样是供
职于南阳郡! 所以百姓就自然而然
地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简称为(父母

官&了5

两位太守在南阳郡任职
相差接近百年!但是!当后来
任职的太守杜诗卸任以后!

百姓们为了永远纪念这两位
太守! 自发募捐在南阳城内
修建了(二太守祠&!俗称(父

母祠&5后来!又在南阳知府门前修了
两道牌坊!东边是(召父坊&!西边是
(杜母坊&!不仅仅在于纪念他们的公
德!也以他们为做官的楷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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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游+国画, 崔新建

风樯阵马+国画, 刘院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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