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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郑县志"

郭增磊

民 国 二 年
!

!"!#

年 "#郑州
改名为 $郑县%&

民国四年# 政府
设立清史馆 #通
告各省征辑文
献& 全国各地遂掀起了一股修志热潮& 不久郑
州籍$副贡%常抡元创作了一篇呼吁修志的文
章'(()重修郑县志议*#此文很快得到了有识
之士的响应+

民国五年!

!"!$

年"春#时任郑县知事的
周秉彝聘请刘瑞璘!字绍闻#光绪十八年进
士#郑州中刘庄人"为)郑县志*总编纂#开始
正式编修县志& 当年

%

月#周秉彝离任#继任
郑县知事王扬瀚!字幼侯#湖北武昌人"继续
主持修志& 当年十二月#)郑县志*编纂成书&

)郑县志*共十八卷#装订为
&'

本#版式
为十六开木刻油印本# 线装订& 文字为竖排
版& )郑县志*的卷首有序,目录,职名,凡例,

郑县七区总图以及分图,衙署图,孔庙图,张
钺配诗的景区图+ 其中$序%部分有河南督军

赵倜, 河南财政厅
厅长王荃本, 郑县
知事王扬瀚等为此
书作的序言+ 接着
是志书的正文部
分#共有十八卷-第

一卷天文志,第二卷舆地志,第三卷建置志,

第四卷食货志, 第五卷礼乐志, 第六卷风俗
志,第七卷秩官志,第八卷自治志,第九卷选
举志,第十第十一卷人物志,第十二第十三卷
烈女志,第十四至第十八卷艺文志+

)郑县志*内容丰富,翔实#对研究郑州
乃至河南省的历史#都极有参考价值+

作为民国时期郑县唯一的一部官修志
书#)郑县志*可谓弥足珍贵+ 后来此书又于
民国十四年,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八年
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

现在)郑县志*存世仅有几十本+ 分别由
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单位所珍藏+ 其中郑州的
河南省图书馆, 郑州市图书馆以及郑州大
学,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省社科院有收藏+

!国学基本教材"

黄 雯

台湾地区沿用
()

年的国学必修教材
)国学基本教材*精选自儒家经典)四书*#其
中)论语*自成一卷#)孟子*,)中庸*,)大学*

合辑一卷+ 经近半个世纪的精心打磨,不断
修订而成的这套)国学基本教材*#作为高级
中学三学年必修课#要求学生不但要逐章逐
节背诵默写#还要举行考试+

%)*

台湾人读此
书长大+

周恩来总理曾说-台湾国学比我们做得
好+ 那中国内地的国学现状又是怎样呢. 概
括地说#内地国学书的总体特征用两个字可
以概括-第一个字是$玄%#由于内地国学研

究方向一直偏重考据# 所以近
几十年来# 国内几乎没有学者
认真做过国学的现代阐释工
作#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
与中心观念与今天的中国人几
乎是隔绝的& 大多严肃的国学

书#都是学术研究类图书#根本无法进入公共
话语平台#更不用说让一般民众了解了& 第二
个字是$乱%#近来国学热又引发了很多国学
书的出版#国学的解释系统是混乱的#文化评
价系统是混乱的# 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
的认知更是混乱的& 相当多的内地国学书已
经将国学学问拿来娱乐化,消遣化了& )国学
基本教材*站在现代的立场#将儒家文化中最
具代表性的$四书%#请国内一流学者重新加
以选辑注释# 来满足中学以上的文化读者诉
求#无疑是一件既严肃又居功德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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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做生意# 无非是要在
人情世故上让大家都舒服了& 一般
我们都是留

!)*

的余地来处理面子
问题# 如果做交易我赚了钱# 得在
某种场合给对方一个好的说法# 让
他特别有面子& 否则# 在生意场上
你就会变成一个刻薄寡恩的家伙 &

按照鲁迅说的# 面子是中国人的精
神纲领& 总是尊重别人# 把人家放
到台上# 你在下面# $善处下则驭
上%# 这样你在社会中就可以比较好
地发展自己&

钱跟法律有很大关系& 费孝通
写过 )乡土中国*# 里面就讲中国是
个熟人社会# 方圆

+)

公里人们可以
交易# 出了这个范围人们就不敢打
交道了& 但为了赚钱# 越来越多的
生人在交易 # 为了保障交易安全 #

法律就出现了& 现代社会法律制度
随着金钱的文明而产生# 同时又保
证这套制度的完善& 所以没有挣钱
这回事 # 就没有现代法律 & 反之 #

没有法律的完善# 就挣不到更多的
钱&

金钱和道德在中
国也是件非常复杂的
事情& 中国现在还没
有一个家族超过

!))

年还挣钱的# 因为制
度建设时间太短& 这
几十年有钱人变穷人
了# 过几十年穷人又
变成暴发户了& 大家
都崇拜英雄# 但是没
人相信挣钱是个长久
的事# 所以在中国钱
永远不如道德更有力
量 & 挣 钱 也 就 几 十
年# 人的寿命可能有
七八十年# 道德伦理则存续了几千
年 & 在欧洲 # 一个有钱的家族

+))

年后还在# 而且经过这
+))

年# 第
一代干的坏事# 第二代改一点# 第
三代改一点# 最后都变成社会的道
德楷模了& 中国基本没到第二代就
完了# 而第一代人从无到有在道德
上又都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在中国
人的记忆中# 有钱人在道德上永远
都是有问题的& 一个家族最初积累
的财富# 几十年后因各种原因导致
破败# 再十几年后新一代又开始折
腾# 永远都有 $原罪%# 不道德的事
情在中国的文化记忆当中是根深蒂
固的& 没有一个保障财富积累的制
度来保证道德观上的改变# 就积累
不起来对钱的一个长期的正面看法&

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法律环境#

让中国人有
!))

年,

,))

年的时间去
赚些钱# 最后建立法治社会# 改变
对钱的道德评判&

在西方宗教观念中# 钱不是你
的# 是你替上帝看管的& 你是上帝
的子民# 替上帝管理钱# 你是上帝

的职业经理人& 还有一个终极宿命#

就是有钱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
还难# 所以有钱人死之前都会把财
产捐掉& 而中国人进庙是为了把钱
拿回家# 求安生# 保佑发财&

我见过索罗斯# 他曾经有个经
营哲学叫市场心# 说的实际上就是
人心& 财的聚散有个 $心% 在里面#

心和人有关# 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最
终都是先研究人心和制度# 反过来
才能驾驭金钱&

老钱与新钱

所谓 $新钱% 都是短钱# $老
钱% 都是长钱& 从全世界来看# 老
钱实际上是越来越多# 新钱也层出
不穷# 但是每一个钱的游戏规则差
距非常大& 在中国# 民营企业钱的
历史都很短# 万通也就

-$

年/ 最长
的钱是垄断的钱# 大概也就有

+)

多
年& 江南春虽然赚很多钱# 但也才
做了

(

年# 所以中国的钱大都是一
些 $新钱%& 今天# 我们要跟不同的
钱打交道# 就得先学会闻清楚各种
钱的味道# 才能知道怎么跟它打交

道&

在欧美# 从资本
主义初期到现在至少
也 有

())

多 年 # 这
())

多年他们的私人
产权制度, 财富的管
理制度以及经济社会
制度没有什么变化 #

于是很多钱就一代一
代攒下来了# 所以老
钱在欧洲特别多& 这
些老钱分成了两类 #

一类变成了消费# 一
代一代地被消耗掉 #

另 一 类 被 继 承 了 下
来& 继承下来的老钱又分成两种用
途# 一种用于企业的投资, 用于经
营& 像我去过的法国一个最老的加
工企业#

+))

多年了# 现在做金融#

别的也做#

+))

多年转型好几次# 差
点没死& 还有一些# 我们今天看到
更多的一些老钱# 变成了家庭信托
基金或者公益基金#这些以基金形式
存在的老钱当中#除了用于他们本身
社会的公益以外#还有一些是用于投
资的#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
就是公益基金&但更多的我们现在打
交道的可能是一些投资基金#罗斯福
基金是罗斯福家族投资的基金#其他
还有凯雷基金,

../

基金,黑石基金
等等&这些投资基金又根据偏好不同
分成很多直接投资基金#还有一种作
为股票的间接的投资基金#以及一部
分做风险投资的&基金的形式非常复
杂#每一个基金都会选择自己不同的
偏好#然后来到我们面前& 这时我们
见到的不是金主# 不是这
些钱的主人# 而是钱的代
理人&

+ ,

!/

01

海藻一吐舌头道-$那么凶&像我
爸爸一样& 讨厌

0

%说完扯着宋思明的
嘴巴往上揪说-$笑一个#笑一个& 姆
嘛
0

%贴着宋思明的嘴亲了亲&

$)

宋思明在高尔夫球场上和银行
行长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打球#陈寺福
在后头跟着& 宋思明和别人聊完#转
头问陈寺福-$对了

0

你那拆迁的事情
到底弄完了没有. 我现在要的是速
度#速度& 时不我待& %

陈寺福咬着牙说-$就这两天&马
上就完& %

宋思明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

桌上的电话响了#里面传来谢行长特
别阴沉的声音-$你看报纸了吗. %

宋答-$还没顾得上& %

$你现在去看& %说完就把电话挂
了&

宋一听就知道出事了#赶紧召人
送来今天的晨报&头版显著位置有一
张照片# 明显是火灾现场& 报道称-

$复兴公园附近的松龄路一处拆迁房
屋今日凌晨失火# 造成一人死亡#两
人受伤& 死者是一位

11

岁的老人#死
者的儿子在火灾中因
从二楼跳窗而摔断腿
骨& 另有一人轻度烧
伤# 伤者已送上海九
院治疗&据警方勘察#

有人为纵火嫌疑 #目
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
00% 宋思明看到这
里# 无比懊恼地闭上
眼睛# 用力将拳头砸
向报纸&

宋思明拨通了陈
寺福的电话-$你马上
到我这来

0

%说完重重
摔下电话&

陈寺福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

战战兢兢走进办公室&

宋思明指着报纸问 - $怎么回
事. %

$大哥#我00你不是要我速战
速决吗. 我不就是听你的话吗. %

$我让你速战速决#是让你去犯
罪.去杀人.你账面上

+

个亿#拨给他
-))

万
,))

万又如何. 我是叫你不要
在小钱上跟他计较

0

% 你知不知道三
个月以后#你就是坐拥百亿身家的港
股掌门人了. 你

0

你
0

你
0

你给我来这一
手
0

%

$那00大哥00现在我该怎么
办. %

宋思明铁青着脸不停在办公室
疾走#过了良久停下来问-$你现在手
里#哪儿还有现成的房子. %

陈寺福想了一下说-$杏林小区
有两套三室一厅& 一个四层#一个一
层&这两套房子#一套是做销售部的#

一 套 是 我 原 本 打 算 留 给 你 弟 弟

的& %

宋思明吩咐-$你现在#马上去跟
那家出事的房主谈# 这套四层的给
他#让他闭口& 如果他再有什么经济
上的要求#你也一并满足他& 不要再
跟他讨价还价&我要让他做到绝口不
提& 听见没有. %

陈赶紧点头&

$另一套#你给放火的那个手下#

让他去公安局自首& 不要说纵火#就
说是操作失误#不知道楼上有人& 叫
他记住#不该说的话一句别说#他如
果进去了#他的家人你负责照顾& 今
天晚上

-,

点前#你要是办不妥#你自
己找块地方上吊去#不要来见我了& %

陈寺福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宋坐回椅子上#思考良久#拨通
了电话-$喂#尹局长吗.我是老宋#有
个事#我不跟你绕弯子了00%

深夜两点#宋思明才一脸疲惫地
跨进海藻的门&海藻都已经进入梦乡
了&一看到宋连腿都抬不起的狼狈模
样#赶紧披了衣服起来#给他端茶倒
水#问他饿不饿#又倒杯牛奶逼他喝
下&

$出什么事了. %

海藻关切地问#$怎么
脸色这么难看. %

宋思明近乎沉睡
一样地低头闭着眼睛
思考& 海藻就在他身
后安静地抱着他 #不
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

宋思明终于抬起头
说-$我没事& 你别担
心& %

海藻绕过沙发走
到宋思明身边# 小猫
一样趴在宋的腿上 #

安静地不说话&

$睡吧
0

不早了& %宋拍拍海藻的
脸蛋&海藻一动不动雕塑一样趴在他
腿上# 半天# 突然吐一句-$我怀孕
了& %

宋的神情明显一震#腿都有些抖
动& 海藻敏感地捕捉到了& 海藻低低
说-$别担心#我会处理掉的& %

宋声音提高了#问-$为什么. %

海藻愣了# 不知道宋是什么意
思&

$留下来& %宋干脆利落地说&

$你疯啦.我怎么留.这是一个孩
子哎

0

我把他藏哪里啊. %

$藏什么藏. 他是我宋思明的孩
子#大大方方满地跑& %

海藻不做声了&

宋思明温柔地摸着海藻的小腹
说-$生下来吧

0

当你送给我的礼物& %

海藻翻了宋思明一眼
说-$我不送活的& %

$生吧
0

如果你爱我的话&%

长城感怀
韩振远

在国人的心中# 长城如同脊梁一
样#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说起长城# 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北京八
达岭,慕田峪上那峻拔庄严#如同国徽
般的长城# 因为那里的长城最具象征
意义#登上去#中国沉甸甸的历史#秦
时明月,汉时关,唐宗,宋祖#会一起涌
入心头#让人顿生万丈豪情&

中国古代建筑物中# 长城可能是
名头最响亮# 也是唯一能给人以精神
激励的古建筑#当面对国旗高唱)义勇
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时#每个人都会热血沸腾&

长城实际是全中国人的共同图腾 #在
所有中国人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
置&

长城又是一座防御工事# 透着对
安定生活的渴望# 用砖石泥土筑起一
道高大的墙#挡住外来民族的侵扰#就
可以在墙内过上男耕女织的理想生
活& 只有农耕民族才会有这样的思维
方式#因而有人说-长城是中国先人最
公开的心理&

几千年来# 伴随着长城的却往往
是刀光剑影#烽火硝烟#鼓角争鸣& 长
城并没能挡住游牧民族南下牧马 #更
没能阻止一个个王朝的灭亡#匈奴,鲜
卑,契丹,蒙古,女真#一个个游牧民族
的铁骑还是高扬弯刀#冲过长城#杀向
内地& 因而#长城从修起的那天起#就

见证着中国历史#充满着悲壮与惨烈#

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

长城又是一道分界线# 人为地把
中国分成墙内墙外两部分# 墙内的是
农耕民族#墙外的是游牧民族#墙外的
逐水草而居#墙内的垦耕而食#安居乐
业#这本是帝王们修长城的初衷& 最终
的结果却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为
一体#丝竹与胡笳汇成一曲&

自从进入封建社会# 历代的帝王
们都在用各种方式修筑长城# 在冷兵
器时代#一道蜿蜒万里的高墙#足以让
帝王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按照时
代分#万里长城可分为-战国长城,秦
长城,汉长城,南北朝长城,隋唐长城,

明清长城& 通常所说的长城#指的是从
山海关到嘉峪关#从大海之滨#到沙漠
深处#迤逦万里的明代长城&

长城既为防御工事# 所抗御就不
会只有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在中国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除了大一统的王
朝# 战乱频繁的年代还存在着许多地
方性割据政权#因而#除了修筑在边陲
的万里长城#内地还有许多条长城#如
河南有魏长城#湖北有楚长城&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除了那些因
为战乱而顾不得修长城的短命王朝
外#只有宋,元两代帝王没有把抗御外
敌的希望寄托在长城上& 这其实也很
好理解#宋王朝还没建立#横亘着多半

条长城的燕云十六州# 就被石敬瑭割
让给了契丹/ 元王朝的统治者本身就
是来自北方的蒙古人# 占据着包括长
城内外的大片疆土&

几年来在各地游走# 我见到最多
的还是蜿蜒在梁峁之上的明代长城 #

比如- 河曲县境内黄河岸边的明代内
长城#代县雁门关上的猴儿岭长城#右
玉县杀虎口耸立在高山之巅的外长
城# 还有陕西榆林城外那被黄沙半掩
的长城& 这些地方的长城#有的已破败
不堪#有的已成为残垣断壁#有的则已

成为遗迹#但只要站在长城脚下#就会
有一种苍凉悲壮的感觉扑面而来 #仰
之弥高&

从秦汉至南北朝的几百年间 #山
西一直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冲突较为
激烈的地方#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
这里你进我退#此消彼长& 这里的长城
与其他地方的长城一样# 同样承载着
深厚的文化#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同样
具有象征意义# 与祖国各地的长城连
成一体# 共同谱写出博大精深的长城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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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湾
朱永忠

海湾村位于郑州市区西
部边沿#贾鲁河东岸#中原西
路北侧与宋庄毗邻# 系回族
群众聚住村& 隶属中原区须
水镇管辖& 该村形成有两种
记载-其一#据)须水乡志*记
载-$该地原名马家渡#原系洛阳,开封两大古
都之间的交通要道之渡口& 原来是个集镇#往
返人多,客商云集& 明初#因河水暴涨#冲毁渡
口#淹没了村镇#商业,码头迁往小京水& 明
初#海氏始祖从宁夏迁此#故名海湾%& 其二#

据海氏于
,))(

年
(

月在该村南立的)海氏史

记*碑文记载-$我海氏家族祖
居须水镇刁沟村#由于生活所
迫#四处寻求谋生#于明朝万
历年间有数人由刁沟迁居至
崎岖不平,荒无人烟的荒沟里
挖洞定居# 先辈经千辛万苦#

开荒造田修桥铺路后取名海湾村%& 两种记载
的共同点均是村庄形成于明代# 海氏居住在
贾鲁河转弯处#故名海湾村& 村内有一坊清真
寺#是回族群众进行宗教!礼拜"活动,举行宗
教教育, 办理宗教事务及从事社会活动的场
所&

二 月
王 菲

农历的新年往往
在二月间& 虽然残雪,

寒冷,树木的枯枝等等
冬天的痕迹还深深地
留在二月#但响亮的爆
竹声# 绚丽的烟花,红
红的门联和灯笼#道路
上匆忙赶路回家的行人# 市场
上小山一样堆起的货物# 还有
看不见却流淌着的浓厚的亲
情#把二月渲染得格外红火&任
你是赚钱心切的老板# 任你是
怕被扣工钱而平时从不敢请假
的打工者# 任你是要备战高考
的学子# 任你是工作忙碌不分
白天黑夜的上班族# 不管你平
时再忙再没有空闲# 二月里却
无论如何要歇几天的(((回家
过年哪1所以#在二月里准备年
货,回家,过年#成了许多人头
等重要的大事&铁路再拥挤#公
路再危险#飞机票再昂贵#身在

外地的游子也要想方设法回到
父母身边#回到老家#一家人围
坐在桌边热热闹闹地吃饭聊
天# 重温一下久违的亲情(((

这是人间最重的情意呵1

二月的清寒没有一月浓
重#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二月
的阳光是春天最早的探访#却
不可贪恋(((刚刚从冬天里走
来的二月可是小有脾气的呢1

即使赶上闰年# 二月在一年十
二个月之中也是最短暂的& 但
二月的内容却异常丰富& 因为
二月里要过年# 还因为二月是
冬天的结束曲# 所以# 即使寒
冷#二月仍是一年中最让人充
满向往的月份(((对春天的
向往& 按照阳历纪年法#虽然
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但作为中国人#还是容易在进
入二月的时候才感叹-又是一
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1 在二
月的最初#冬天的气势还很旺
盛 #雪呀冰呀的酷得很 #但这
种气势在热热闹闹的 $年%面
前仍显得不堪一击& 过完年#

天还冷着#棉衣还厚厚地穿在
身上呢#偶尔留意一下院子里
的小樱桃树#却发现那细细的

枝条上已拱出了许许
多多绿豆大小的嫩芽#

要不了多久#那嫩芽就
会是一朵朵娇艳的樱
桃花 & 迎春花更是性
急#人们只知在阳春三
月里去赏花#殊不知那

黄灿灿的迎春花在二月里已绽
开了饱满的笑脸1

如今的二月里# 又多了一
个愈演愈烈的情人节# 虽然不
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但想躲是
不太可能的了& 这个节日的名
称起得好呵1一生之中#谁不曾
爱过呢.谁不曾渴望过爱呢.于
是# 二月又幸运地承担了另一
份美丽的情意& $去年元夜
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
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
袖& %宋代欧阳修的这首)生查
子2元夕*美则美矣#却更有爱
人已去无处寻觅的无限伤感+

诗里写的$元夕%也是二月里的
一个节日(((元宵节+ 过了元
宵节#$年%差不多就算过完了+

美丽烟花消散的那一刻# 就是
旧年走远的一刻+ 多一丝轻轻
的忧伤比起一味的热闹来更让
人心动+因为这一丝忧伤#二月
显得更加情深意长+

二月的开始是冬天# 二月
的结尾是春天# 二月将两个季
节完美地连接在一起+ 二月是
架在冬天和春天之间的一座彩
虹般绚烂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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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荷花!国画" 张荔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