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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旅长问!"花小姐找鄙人有何
见教# $

花小尤直言!%想请陈旅长出手&

为雨潇复仇' (

陈旅长叹口气!%雨潇与我情同
手足&我何尝不想为他雪恨# 只是我
的刀把子不在自己手里&动兵动枪的
事&不得擅意为之&军法无情啊) (

花小尤把那轴画递过去&说!%这
是咸丰爷赐给我祖上的& 纯金花鸟
画&是宋徽宗晚年作品&很珍贵的&我
们家屡遭变乱&如今只剩下这一件宝
物&还望陈旅长笑纳' (花小尤听慕雨
潇说过&陈旅长这人可说是见钱眼就
开啊'

陈旅长把画展开& 只看一眼&就
赞不绝口&连叫%好画&好画) (看了一
会儿&却又皱起眉头&说!%你可叫我
为难了' 花小姐刚才相求&我一口回
绝&现在见有了这画&便又答应&让人
岂不觉得我是那见钱眼开之人# (

花小尤一笑!%陈旅长这是哪里
话& 我这画也不是送给陈旅长的&是
想& 陈旅长一旦为
我做了这件事情 &

上 峰 要 是 怪 罪 下
来& 这宝贝不是可
以派些用场吗# 就
是张大帅& 见了这
东西& 说不动心也
是假的' (

陈旅长一听这
话&喜得满面是笑!

%对 &对 &花小姐说
得对& 这就是免死
牌啊) 好吧& 花小
姐 & 让 陈 某 怎 么
做# (

花 小 尤 冷 下
脸!%炮轰高丽会馆& 把它夷为平地&

一个活口不留) (

陈旅长吓了一跳!%我的姑奶奶&

你要吓死我呀# 那是啥地方&你知道
不#全东北最有钱最有势的人都在那
一左一右住着& 你让我拿大炮轰&行
了&姑奶奶&画你还是拿回去吧&画再
好&也没有脑袋瓜子珍贵' (

花小尤问!%你看咋办合适# (

陈旅长想了想& 说!%这样吧&我
派人换上便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高
丽会馆端了&对外放风&就说是胡子
干的&你看如何# (

花小尤说!%好&就这么办&我要
南时顺的人头为证' (

当天晚上&陈旅长派了
!""

人冲
进高丽会馆&可会馆里却已是人去楼
空&所有的人都不见了'

南时顺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花
小尤派出大批人马四处打探&却没有
一点他的消息'

过了几天&胡爷来了&进院就喊!

%南时顺那王八羔子找到了) (

花小尤一听就往屋外跑&问!%在

哪&快说&在哪# (

胡爷说!%我不是跟你说过&金把
头来过高丽会馆吗# 我就琢磨&那小
子会不会躲在金把头那儿呢#就派人
去了黑龙江我呆过的那矿上& 一打
听&那兔崽子还真在那儿' (

花小尤问!%他身边有多少人# (

胡爷说!%不少&日本人好像在那
山里搞什么鬼&把山都挖空了' (

花小尤沉思着&说!%听我信儿' (

第二天&花小尤套上爬犁&由那
#$

只西伯利亚狗拉着& 开始在四野
里乱转& 爬犁上支起一个红灯笼&上
写%山君(两个字'

这次要去虎穴打虎&她身边却没
有太得力的人手&无奈之中&她想到
了山君'既然谁家有难&书信一封&放
进山神庙里&他都能看到&那么&自己
赶着爬犁&点着灯笼&大张旗鼓地寻
找&他肯定会知道'只要见了面&诚恳
相求&这个专门惩恶扶善的义侠一定
会出手相助'

然而& 花小尤连着转了五天&山
君也没有露面'胡嫂
说!%你一个女孩家&

晚上总出去&也太危
险& 胡子那么多&不
怕叫人抢了去作压
寨夫人啊) (

花小尤说 !%我
打着山君的灯笼&胡
子准以为我是山君
的人 & 不是山君的
人&也必跟山君有关
系 & 他吃了豹子胆
了&敢对山君的人下
手# (

终于在第十天&

当她转到一个山脚
时&天刚擦黑&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得
见人影'她看见了&不远处&一个人骑
着马伫立于前& 胸前是四个人脸&一
个哭&一个笑&一个喜&一个怒'

花小尤走下爬犁& 提着灯笼&来
到山君面前&施了一礼'

山君没有下马&高高在上&问!%寻
我有何见教# (还是那沙哑的声音'

花小尤说!%请山君大侠出手&为
慕爷报仇' (

山君说!%事成之后& 你如何谢
我# (

花小尤没想到仗义行侠的山君
会问这句话& 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只好反问一句 ! %大侠想要什么酬
谢# (

山君说!%要你嫁给我' (

花小尤一愣&没想到这山君也是
乘人之危的小人 & 她咬咬牙 & 说 !

%行' (声音却有些悲哀'

山君说 ! %只是我已经有了老
婆' (

花小尤又咬咬牙!%做
小老婆也行' (

夷赤涕泪齐下&大声哭泣!%兄长
不听劝阻&这一去定要被叶公杀害) (

夷铎恼他再三苦缠&一脚将他踢
开&登上马车&绝尘而去'

夷铎来至叶邑&叶公亲自迎出城
外&于澧水之滨张施帷帐&盛宴款待
夷铎'

叶公殷勤劝酒&极尽主人好客之
道'夷铎十分受用&醺然欲醉&半醉半
醒之际&尚不忘此行的目的&开口讨
要叶公许诺的土地图册'

叶公笑容依旧&眼中却透出凌厉
杀机&微笑着道!%君岂不闻土地乃国
之根本' 诸梁今日割土相让&异日何
以向楚王复命# (

夷铎看不到他目中射出的凶光&

只含糊笑道!%楚子小儿哪里还顾得
上北疆# 一个吴国就打得他手忙脚
乱' (

叶公冷笑&厉声道!%我一直隐忍
退让&只为友邦睦邻&不愿挑起战端&

却被你视作怯懦可欺' 你可知骏马*

美妾可以割舍&寸土决不能让) (

夷铎愕然起身&这时才觉出气氛
异常' 他口齿含混&

吐字不清 & 只大声
指责 ! %自毁其诺 &

岂是君子所为 ) 你
自己答应过的事 &

难道就不作数吗# (

叶 公 目 光 凶
狠& 冷然进逼!%我
曾给你退步抽身的
机会 & 谁知你竟一
意自寻死路) (

蓦地 & 拍案喝
道!%将蛮子铎推出
去斩了) (

佩剑披甲的众
家臣一拥而上&夷铎无力挣扎&被推
出帐外&利剑斩下&一颗血淋淋的头
颅跌落尘土'

夷铎带来的一众部属&如入了网
罗的鱼&只能听任宰割' 叶公却无意
杀戮&放他们带夷铎的尸身回去'

叶公晓示他的本心!%我实不愿
与戎蛮结下仇怨& 致使生灵涂炭&奈
何夷铎苦苦相逼'杀死夷铎是不得已
的事&如果戎蛮出兵为他报仇&我将
亲自迎候' (

众人凄惶惶奔回戎蛮&夷赤抚尸
大哭&痛惜夷铎不肯听自己劝阻' 夷
赤知道叶公早有戒备& 兴兵报仇&必
败无疑&只得厚葬兄长&极尽哀荣'

吴越争战的同时& 楚国养精蓄
锐&一俟国力恢复&立即出兵灭掉顿*

胡两国&报复这两个国家曾经叛楚附
晋&跟随晋国攻打楚国的仇怨'

接着& 楚王聚合陈侯* 随侯*许
男&率军讨伐蔡国'

蔡侯申痛恨楚国苦苦相逼&决意

投靠吴国&寻求庇护' 蔡国臣子却惧
怕楚国的威势&唯恐背叛楚国将招来
更大的祸患' 蔡侯申不顾众臣反对&

强行迁都'

蔡国上下乱成一团' 贵族们因政
见不一而相互残杀&许多庶民则痛哭着
不肯离开故土远迁到吴国去' 叶公建
起一座新城& 把不愿跟随蔡侯搬迁到
州来的蔡人集合到这里' 新城在函氏
南面不远&背依函氏而筑&故名为负函'

负函既不是蔡国的城邑&也不同
于楚国别的城邑' 它和蔡国*楚国都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却又似乎毫不
相干'

叶公是这座新城的缔造者'他用
手中的权力给予新城最大的自由&用
一贯的宽厚和仁慈接纳这些新居民&

使他们忘却故国的悲哀&在这里安居
乐业'

走在新城的街道上&望着络绎不
绝的人们& 叶公感受到一股新鲜*充
满活力的气息'

叶公一路观赏街景&慢慢转悠到
人市来'

人市上一街两
行都是待售的奴隶'

前面传来阵阵
鼓乐声&几名艳妆女
子和着乐声翩翩起
舞' 卖主是个四十上
下的短须汉子&看见
叶公一行人走近&就
笑着上前搭讪 ! %这
是新从郑国买来的
女奴& 歌舞弹唱&名
冠列国' 在楚国*蔡
国再也见不到这般
出色的女奴' (

叶公笑笑不睬&

继续向前走去'不经意间瞥见路旁一
个十来岁的女奴'这女孩身子煞是单
薄&穿着一袭月白色罗衣' 叶公不觉
止住脚步&仔细打量'

只见她淡淡妆天然样&未至及笄
之年& 一头乌亮的黑发绾着双鬟&额
发平齐&直垂到眉眼间' 只一味低着
头&仿佛有着满怀愁绪&无限哀思'

随侍于叶公身旁的应叔文因叶
公停住脚步& 遂顺着他的目光望过
去&见女孩相貌非常可爱&眉梢流露
清秀之气& 可以设想将来长大起来&

定是一个绝色美人'

女孩恰在这时抬起头来&但见泪
光点点&双眉颦蹙&小小年纪竟已是
堆愁积恨'

叶公看着这女孩& 忽然触动心
事&满怀幽思&无法抑制&心中暗想!

%原来这孩子的相貌& 非常肖似我所
倾心爱慕的那个人& 所以
如此牵惹我的心目' (想到
这里&几乎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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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世明

旧体诗词自%五四(以降 &受到冷
落&乃至排斥&其形式竟至被视为%反
动(之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时
期&报刊上极少见有诗*词作品&文化
人正式出版诗词集者更不多了+++我
仅买到过陈大远,大风集-*郭沫若,邕
漓行-两种小册子' 陈氏为驻外使馆官
员&集中多记欧洲风情.郭氏为学界*

文学界*政界名人' 二位诗集能由出版
社出版&恐非与其人无关' 买到的一本
大三十二开的选集& 是 ,柳亚子诗词
选-&出版于柳氏身后' 那年代&旧体诗
词在正式发行的报刊上虽几乎处于销
声匿迹状态&但一些老先生们仍在写&

以油印 /铅印唯见张伯驹先生线装本
,丛碧词-&印于解放初期0形式或复写
纸榻写&送给好友' %文革(之前的油印
旧体诗册&有新中国成立后仅存的*在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禾弟园诗社的诗友
作品集*,江山峰哀挽集-*蒋稚云,稚
云词 -小册子 *钱世明 ,醉芳词 -小册
子*黄匑庵,劳山集-等为数寥寥的几
种' 可惜的是&作为曾是%禾弟园最少年(

的我&%文革( 一起& 所存禾弟园资料尽

失) 我现在手里唯剩一本,劳山集1词
部分-和,醉芳词-了' ,劳山集1词部
分-印于

#%$&

年&,醉芳词-印于
'%$(

年 ' 我印 ,醉芳词 -是因为
'%$(

年元
旦& 王昆仑师作为新年礼物送我一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

'')#

厘米*

宽
*)'

厘米& 紫布面线装影印手稿的
,鲁迅诗集-&外有淡豆绿色纸套封&小
巧可爱&我才自费

+"

元 &在北京景山
誊写社油印了长

'&)'

厘米* 宽
,)!

厘
米的,醉芳词-小册子&收我

'!

岁至
&"

岁所作词
+"

首'

爱旧体诗词&纵不能在报刊发表&

纵受着%厚古薄今$等心理压力&还是
积习难改地写&去自费油印&在那个年
代里也算是一种痴迷式的无畏吧# 然

而&麻烦还是有的) 我的,醉芳词-印了
'""

本& 才送出
("

来本+++主要是文
学前辈和朋友+++竟有人把我告到了
我的领导那里' 领导找我谈话 /那时
候&%领导找谈话$&十之八九不是好事
儿) 0&还不错!%你这还是认识问题&不
是立场问题'不要再送人了' $说实话&

我那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两个 %问题$&

听了也不太懂&但感到是没犯大错&心
里踏实了' 剩下的

$"

多本儿 &在 %文
革$一起时&都被我塞进了火炉肚子里
喂火了' 要不是在%文革$中又有人%揭
发$& 把我的这本小词寄到了 %革委
会$&我连一本也留不下了) /词集的衬
页被撕去了&那必是我写了题赠字样&

揭发我的朋友& 当然不愿我知道他是

谁&所以撕去了' 0我真感谢这位%揭
发$我的人&真的)

%文革 $后期 &%四人帮 $被粉碎 &

而旧体诗集想正式出版 & 仍非易事 '

所以&一些老前辈纷纷油印他们的诗
词集 ' 我先后收到了夏承焘先生于
'%*$

年和
'%**

年油印线装的 ,瞿髯
词-和,瞿髯诗-*茅于美先生

'%,&

年
油印的,茅于美词集-*程千帆先生为
夫人沈祖棻

'%,"

年油印线装的 ,涉
江词稿-' 这些集子&印得都很雅致 &

它们成了我珍藏的版本' 每当我捧阅
这几部油印诗词集时 & 就自悔自
恨+++%文革 $前 &我曾自己刻蜡版 &

到中央文史馆 /当时在北海公园内 0

借油印机&为老师个石先生/田名瑜 0

油印他的,思庐诗稿-/先生手稿四大
册 & 前有仇鳌题签和田星六所作的
序 0&只刻印了一卷 &终因 %害怕 $&没
能竟其事) 结果&这四大册手稿尽失
于%文革$) 前些年出版的,田名瑜诗
词选 -中所收作品 &仅占此四大册稿
中十之二三&剩下的即是先生用钢笔
写的那小日记本里的作品了'

( )

耳 朵

儿时夜哭&母亲说&莫哭 &外面有
鬼&便屏住气&窗外果有动静' 初时以
为那动静便是鬼声&时间一久&不见鬼
的面目&逐日淡化了鬼的概念' 可是&

却十分喜欢上这动静' 这动静&是夜的
言语'

夜无论皓月繁星还是风霜雨雪 &

都是有其声的&且各有各的特色&各有
各的韵致' 夜有动态的夜和静态的夜
之分&动态的夜有流动的意境&静态的
夜有禅意的朦胧&风霜雨雪夜&该是动
态的夜' 设若有风&一年四季&风的性
子不同&大小不一&春夜的风柔和&夏
夜的风直爽&秋夜的风洒脱&冬夜的风
暴躁&最有特点的&是冬夜的风' 少时
家居平原&每每夜深&西伯利亚寒流挟
风而至 &在胡同 &在屋脊 &在树梢 &跳
跃着&叫啸着&并使劲拍打着每家的门
窗22同是动态的夜&雨夜 *雪夜 *霜
夜也各不相一' 就说雨夜吧&溜圆滚滑
的雨点儿&宛若活跃的音符&于屋顶&

于水面&于花朵&于草叶&时疾时缓&且
紧且慢&淅淅沥沥&哗哗啦啦&%嘈嘈切
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22$雪无
须细说&是耳闻目睹了的' 霜看似浑然
无觉&其时亦有欢乐的演奏' 夜里&你
细听&有数粒幼蚕&在桑树上&沙沙咀
嚼着叶片' 霜在夜里诡秘得像个仙子&

羞答答自天而降' 舞动着裙& 舒展着

袖& 霜降的日子里& 歌唱着每一个黎
明' 那一片片的白&不正是夜歌声里&

仙子眷恋大地撒下的朵朵白花#

与动态的夜不一样的& 是静态的
夜&皓月繁星委实是典雅淑女&无星无
月则是端庄少妇& 星夜也好& 月夜也
好&无星无月也好&大抵都有禅意的朦
胧&静态的夜有静态的意境'

古今骚人&吟月颂月者不胜枚举'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把酒
问月-*苏轼的,水调歌头-22都是月

的绝唱' 其间亦虚亦实&迷离惚恍*洒
脱浪漫的情调&使人叹为观止' 而不用
眼&也就是凭感官领会的月夜&当说民
间艺人瞎子阿丙的,二泉映月-了' 那
如怨如诉的曲调& 让人步入虚无缥缈
的梦境' 泉水里的月亮多么美丽&泉水
淙淙地流淌多么动听& 明月在如丝的
云中&飘来荡去22听者融入夜&与夜
应和&与夜同歌&在灵魂的壁墙上&产
生共鸣22

喜欢夜&喜欢之最的&是无星无月&

无风无雨之夜& 这时与夜并肩携手&听
她诉说心语&如品佳茗&其味甘美'

喜欢在这样的夜里静坐独行&聆听
夜的脉动' 十年前的那个夜&即是无星
无月*无风无雨' 那年我十岁&离乡百
里&流浪他乡' 流浪&是孤独的同义词'

那晚那个山沟里&没一家人&山是穷山&

只有耗子*野兔和荒草' 肚子里空空如
也&加之白天受了点儿冷落&心情极度
地凄楚'在山脚的草丛中&我躺下&闭上

眼睛&却难以入睡&我失眠了'十多个流
浪的日子里&%吃饭了不想家&睡着了不
做梦$' 可是今夜&我失眠了' 我想到了
家&想到家我不禁热泪盈眶'

%莫哭&外面有鬼# $

%鬼# $

%鬼$22

是母亲的声音吗# 像是又回到儿
时&回到母亲怀抱&闭着眼&屏住气&听
外面的动静+++即刻有了失落感 &有

了远离亲人的孤独与悲戚' 我忽然害
怕起周围的动静' 野兔跳跃& 老鼠戏
斗&每一个响动都已使我生畏&我呼吸
轻轻&泪水沿着脸颊流下&是冰凉的'

冥冥中& 一种奇妙的声音飘入耳
际&像是来自天边&像是就在眼前&像
是响彻天宇&像是发自地下' 睁开眼&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漆黑&只有飞舞
的萤火&只有唧唧的虫叫' 然而&分明
有一种声响& 那样的微妙& 那样的温
柔&那样的诱人&一如孩时&偎在母亲
怀里& 听母亲那颗伟大的慈爱的心律
跳动'

我细听这夜的心脏的跳动& 我听
到极其温馨的话语!%莫怕& 你在做梦
呢' $我分辨这慈爱的声音&是那样的
熟悉'这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呢#是雨水
跳进湖水刹那的欢笑& 是蜻蜓歇息花
朵瞬间的吟唱& 是落英离开枝头起初
的叹息22不&是小鹿水边的奔腾&是
雨夜竹子的拔节& 是海面鸥鸟的鸣叫
22不&什么都不是&是母亲哼起的那
首催眠曲儿!

白枳子&青云调
花间花&乖宝宝
22

我嘴角洋溢着笑&在母亲怀里&在
五光十色的光环中&手持云朵&荡漾云
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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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通

春秋时期&继名相子产之后&郑国出了个
政治家游吉'作为小国之卿&对内他施以仁政&

以德治国.对外则不亢不卑&左右逢源&为郑国
的生存和尊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游吉&字子太叔&公孙虿/音才0之子&郑大
夫游贩之弟'郑简公时为大夫'史志称他%秀美
而文&熟于典故 &继子产为政 &不忍猛而宽 $&

%善为辞令$'正因为如此&子产死前&力荐他为
郑相'他上任伊始&积极推行子产作封洫/改革
田制0&作兵赋/按土地多少收取兵赋0&履刑书
/按铸在鼎上的刑法办事0的政治主张'但由于
士大夫们的反对&致使郑盗贼为患&加之奴隶
起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他派兵%攻盗$/镇
压0&平息了叛乱&对此他痛心不已&说这都是
没按子的改革办法造成的恶果啊'在他的努力
下&社会逐渐稳定&生产得以发展'对外交往方
面&由于游吉的努力&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简公二十一年 /前
!+!

年0& 游吉出使楚
国&至汉水&遇楚官员拦截&并斥责他说&按盟
约规定&应国君前来&你身为小官&岂能担此大
任# 今吾王要你回去' 游毫无惧色&针锋相对&

反驳道!当初结盟&旨在维护小国利益'今我千
里迢迢奉命而来&代表国君上贡于楚&被你们
拒之门外&足见你们国君 %以缺君德 &失信天
下$' 于是愤怒而返' 他不惧强势*大义凛然的
态度&长了郑国的志气&灭了楚国威风&从而得
到国人的称赞'

此后&游吉曾多次出使晋国'或参加葬礼&

或参加有关庆典活动&面对强大的晋国&他坦
然面对刚柔相济&相机行事&往往化险为夷'据
乾隆,郑县志1人物志1列传-记载!公元前

!'+

年&晋顷公亡'郑献公命游吉前往送葬&晋人颇
有微词&质问游&/晋0悼公死时&有你们子西吊
唁&子矫送葬&今天你为何一人前来呢#游理直
气壮地回答说&各国之所以归服于晋&是因晋
乃礼仪之邦'虽然小国应臣服大国但大国也要
尊重小国'这样才能和睦*平等相处'过去我们
按规定办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以往我们朝
贡不缺&患难与共&现在我们国君年幼体弱&难
以成行'让我一人前来&有何不妥呢#晋人无言
以对&只好作罢' 以至于郑献公八年/前

!"$

年 0游吉死后 &为之
送葬的晋国重臣赵
简子 & 不仅悲痛万
分&还满怀深情地赞
许道!%当年见面&夫
/游吉0曾赠我九言!

无私乱& 无怙富&无
特宅 &无违同 &无敖
礼&无骄能&无复怒&

无谋非德&我会永世
不忘啊) $游吉德才
之高 & 由此可见一
斑'

567089:

王 水

高建群新作,最后的民
间-以拗口的%原生态$陕西
方言&以张家山的活动为线
索&把一个又一个让人忍俊
不禁又心里泛酸的 %原生
态$故事连缀起来'

被作者称为%怀着中世
纪梦想 &去匡正社会 $的主
人公张家山&是黄土高原既
普通又典型的一个老汉&他
当了一辈子村干部&他一生
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直&习惯
于高视阔步&虽然并没有多
少知识和文化&衣兜里总要
别支钢笔 &以区别其他 %拦
羊老汉$' 他老了&在%六六
镇$ 上开了个民事调解所'

他不必守着窑洞干活*晒太
阳 & 而带着个相好的女人
%谷子干妈$&还有个憨憨的
后生跟着跑腿&整日里一路

招摇地在各村间判判案子&

调解事端' 这该是窑洞内外
那些庄稼把式和婆姨们明
里议论暗里羡慕的事啊)

一般读者对陕北作家
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没有多
少文化 &却勤奋出众 .作品
大多是结构单一的农村题
材&但深深影响着当代大陆
文坛' 这部被称为%大西北
三部曲 $第二部的 ,最后的
民间-& 书名似乎在追忆缅
怀什么&故事也绝不仅仅只
是些%花案$' 作品%悲天悯
人$&是作者自己说出来的&

也许他们那个文化圈中的
评论家也会接着这个评论&

但普通读者不知有几人能
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来
自天宇的心灵共振'

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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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宝峰

翟正义烈士墓位于巩
义市西村镇罗口村西北约
一公里处的地堰下&墓前立
有一块小石碑&上刻有翟正
义烈士墓等文字'

翟正义 &男 &巩义市西
村镇罗口村人 &中共党员 &

生于
'%&(

年&牺牲于
'%+$

年
'"

月'

'%++

年&八路军
豫西抗日独立支队进入巩
县/今巩义市&下同 0后 &成
立了巩县抗日民主政府 &

翟正义这年参加了革命工
作 & 在该政府所辖的第二
区抗日政府任干部' 期间&

他和其他革命干部一道 &

积极开展了组织农会 &建
立民兵组织 * 开展倒地运
动 /允许以原卖价买回因
'%+&

年灾荒卖出的土地房
屋0*借粮度荒 *减租减息 *

除奸反腐 * 统一战线等等

革命工作'

'%+!

年
%

月
&$

日 & 豫西抗日独立支队离
开巩县向大别山进军 &党
员干部也随部转移 ' 翟正
义由于掩护领导未来得及
转移&留了下来' 他隐藏在
登封市的北部山区 & 以教
书为掩护 & 从事地下革命
工作' 由于叛徒出卖&被国
民党还乡团逮捕'

'%+$

年
'&

月& 在押送巩县旧县城
/今站街镇 0途中 &被罗口
村劣绅阎炎卿派人杀害于
四村镇坞罗村砖桥沟 ' 遗
体被罗口村乡邻收埋 ' 建
国后 & 阎炎卿被人民政府
镇压' 翟正义有一遗子&半
痴呆 & 由人民政府救济抚
养' 每逢清明节&罗口学校
师生都要去给翟正义烈士
扫墓 & 纪念先烈 & 激励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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