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邑旧事

新书架

大家小品

小小说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６７６５５５９１Ｅｍａｉｌ牶Ｄｗｐ＠ｚｙｎｅｗｓ．ｃｏｍ１６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５日 星期二 郑 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ＤＡＩＬＹ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８０号 邮编：４５０００６ 电话：社办公室６７６５５９９９ ６７６５５５４５ 广告６７６５５６３２６７６５５２１７ 发行 ６７６５５６００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印刷厂６７６５５６２３ 零售１．００元

四年前，就是这个叫戈非的男

人，掠夺了她全部的爱，掠夺了她整

个身心，而她却天真地以为可以和他

厮守到老，以为他可以为她舍去一

切，可他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店员敲门进来：“经理，那天那个

云姨又来了。”

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后，紫烟看见

云姨花白的发丝蓬乱着，眼眶浮肿，

像刚哭过。

紫烟起身扶云姨坐下。

“云姨，你还在生我的气是吗？”

云姨无奈地叹口气：“做娘的怎

会生女儿的气呢，这几天我也想通

了，你不认我自有你的道理，当初都

怪你那个好赌的死爹，欠了别人一屁

股债，逼着你嫁人，你爹把你许给了

邻村一个赌棍，当时我死活不同意，

可你爹就是看上人家给的彩礼多。”

紫烟听了很意外：“二丫儿嫁过人？”

“你怎么忘了，你就是不嫁，你爹

愣是关了你三天，不给吃喝。谁让咱

穷呢？后来你可怜你爹，也就依了你

爹。谁知道嫁过去没过一天好日子，

你那个挨千刀的丈夫‘二流子’，输了

钱，就拿你出气，把你

打得不成人样。你现

在不认娘，娘不怪你，

要怪只能怪你那个死

爹。今天我就是来道

个别，我想回去了。”

云姨眼里淌出两行浑

浊的泪水。

紫烟的鼻子一

酸，心在动摇，要不要

认下这个让人心怜的

阿姨。

“为了找二丫儿，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

吧？”

“我来这儿已经大半年了，晚上

睡在火车站，白天就到邮局等你。邮

局说，寄钱的地址是假的，我就天天

守在你寄钱的那个邮局。那天你正好

路过邮局，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怎么现在

才想起找二丫儿呢？”

“你不知道，自从你杀了你那个

恶棍丈夫逃跑后……”

“二丫儿杀过人？”

紫烟吃惊地截住云姨的话，云姨

继续说：“婆家把你哥活活打死了，去

年死了。临死前，让我一定要找到你，

让我告诉你别记恨他。你爹在床上瘫

的这几年天天都念叨你，每次你寄钱

回来，他拿着汇款单摸了又摸，说那

是你摸过的东西，稀罕。”

说着云姨从随身带的包裹取出

一张照片。

“这是你爹临死前让我交给你

的，他说咱这个家破了，这个照片给

你留个念想儿。”

紫烟接过发黄的照片，照片上二

丫儿梳着两条油黑的大辫子，那模样

和自己很相像。

“好了，该说的都说了，该给你留

的也留下了，我也该走了。二丫儿，如

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娘，等我死了，

记着每年给咱全家坟上烧点纸钱，娘

也算是没白养你一场……”云姨瞥了

一眼紫烟，身体趔趄了一下，向门外

走去。”

紫烟哽咽了，追过去：“妈，我是

二丫儿，我认你。”

云姨慢慢地转过身：“我的丫儿，

你终于肯认娘了。”

第四章 心在飞翔

寄北一把将兴致勃勃的珍珠拉

出“西部放歌”的酒廊。

“唉，这是‘人妖’，后面还有精彩

的呢。”珍珠跟在寄北后面嚷着。

寄北甩开珍珠的手臂，指着珍珠

的鼻子说：“你是不是常来这个地

方？”

“我也是偶尔来一次，其实我只

是想让你放松一下。”

寄北盯着珍珠：“什么地方不能

放松，偏到这种地方。”

“你也觉得我很

没用，是吗？你什么时

候也像关心紫烟一样

关心一下我。”珍珠的

泪无声地流下来。

寄北停下步子，

递过餐巾纸：“我没有

别的意思，你和紫烟

我一样关心，只是紫

烟比你承受苦难更多

一些。珍珠，你很可

爱，我明白你的心，可

紫烟更需要帮助，我

想你能理解。”

“这个我理解，我

也想帮她。前一段紫烟还找过我，问

我又想起什么。”珍珠止住了泪水，跟

着寄北慢慢地走。

“你……想起来了吗？”

“没有，前几天做理疗，迷迷糊糊

的好像是想起什么，好像我在加油

站，一个穿黑衣、戴黑墨镜的男人，走

到我跟前把一盒磁带和几张照片交

给我，还对我说了什么。”珍珠冥思苦

想地皱着眉。

“那盒磁带还在吗？听听也许能

找到答案呀。”

“磁带当时泡在雨水里，什么也

放不出来。”珍珠目光茫然地盯着寄

北。

寄北没有再说话，几天前紫烟在

电话里告诉他，云姨身世很苦，她决

定认下云姨。他心里更加沉重，无端

又让紫烟承担责任，这全是自己作的

孽。紫烟的心一直还在那个叫戈非的

身上。还有这个珍珠依然

天真得像个孩子，事事都

要引导。

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因为任何

一个总统的死使国家的性质改变、方

向改变、法律改变，让人们的生活有

巨大的影响，或让国内安定出现巨大

的波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

为美国甚至连死亡这件事情都纳入

了他们的制度管理。美国所有的总统

宣誓就职以后很短时间内，按照要

求，他们必须写一个葬礼计划，对自

己死了以后葬礼的安排要写得很详

细，例如必须讲到要请谁来，葬礼的

形式（甚至包括衣服颜色，事无巨细

无所不包），还有预算，预算要细到哪

一部分钱是自己出，哪一部分钱是要

求客人出。另外，《宪法》里面有明确

的规定，总统突然在任期内去世了，

副总统应该按照什么程序来继任；或

者总统离任以后死了，应该按照什么

样的形式来举办他的葬礼。这样就可

以做到两点：第一，保证政权更替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会因为总统的死

亡，使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发生变化；

第二，在葬礼上要体现美国精神，因

为四十多个总统，如果每个总统都另

搞一套，那这个国家

就乱了，国家的价值

观就没办法维持。所

以美国总统生前就制

定葬礼计划，要经过

审定，最后放在白宫，

到他死的时候执行，

保证美国精神是连续

的、权力的继承是稳

定的。

如 肯 尼 迪 总 统

１９６２年突然遇刺，在
飞机上副总统约翰逊

就马上接替就职，立

即开始工作。里根也

曾遭暗杀，国家也没有发生什么问

题，他们不会像阿拉法特这样，一旦

人死了，密码都还在脑子里，然后被

大家拿他的尸体来讨价还价，最后他

生前的一切努力全都灰飞烟灭。

我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家应该从

下述几个方面做好安排，以应对自己

可能的死亡：

一、使自己的公司高度制度化。

公司要让制度来管人，让这些人来经

营企业，这才可以保证一旦人不在的

时候，你的事业还在，你的公司不会

因突变而结束。只有建立一个很好的

制度，治理结构清楚，战略清晰，培养

出好的团队，建立很好的价值观，并

且把这些东西深深根植于公司，使公

司真正拥有长期发展的制度力量，才

是最聪明的创业者。

二、个人相关的事情，在活着的

时候也要做好，以确保你的离开不会

使公司受到撼动乃至崩溃，你周围的

人也不会因为你的离开而惊慌，从而

给生活带来巨大的混乱。比如一个创

业者在公司一定要有一个继任计划，

在你活着的时候把这个继任的计划

做好，明确谁接任，有没有一套游戏

规则。有这个游戏规则事情就非常简

单，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掐起来而引

发混乱局面，家族企业怎么继任，股

份公司、上市公司怎么继任等等都成

了问题。

三、应该立一个遗嘱，一旦去世，

所有可能的问题，特别是财产分割的

问题，要提前说清楚，避免引起身后

的混乱和不必要的争执。比如香港那

个“小甜甜”（龚如心）去世，她身后巨

大的遗产有两千多亿，现在打得一锅

粥，虽然她有遗嘱，但是她的遗嘱立

了几次，又彼此老有矛盾，结果制造

了一大堆的诉讼和麻烦。

四、应该做好对子女和身后财产

的安排，包括财产的信托计划，对子

女的教育和未来生活要有一个安排，

使一切按照计划来，保证你的后代也

有人关照。

五、葬礼计划也应该提前制订

好。让你的葬礼能够反映或折射出你

活着时候的精神，而不是千篇一律的

葬礼，而使你人生的最

后一步流于平庸鄙俗。

人最不能管理的是葬

礼，但是当我们活着的

时候，我们应该把葬礼

的事情先安排好，甚至

现在就委托一家公司，

到时候由这家公司来

执行。美国有一个人为

自己设计了很有创意

的葬礼，他要求把他的

骨灰放在礼花里，在他

死了以后，举行一个盛

大的派对，邀所有生前

好友来看礼花，然后将

礼花射向天空。大家拿着香槟，边玩

边看礼花，他一生的乐观精神在最后

一刻彻底绽放了。

所以民营企业领导应该深刻地

理解死亡，不要回避这件事，在活着

的时候，做好公司制度的继承安排，

也做好个人身后事的安排。这样，任

何时候，车祸、疾病什么的都不能使

你的企业和家人受到不必要的困扰。

救援机制

民营企业如果面临死亡，在快死

还有救的时候，怎样来救活它？濒死

的企业有没有活的希望？这是一个有

趣的问题。

据我了解，最近七八年来，工商

联也好、社会上也好，都在关注如何

拯救濒临死亡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在

德隆出事以后，大家一直在讨论。政

府要不要管？究竟应该用商业的办法

来管，还是用行政的办法来管？

国企快死的时候政府都是要管的，

比如债务免除、员工分流、买

断工龄或者说政府注入资本

金，总之国企政府是管的。

连 载

２８

５

龙铁匠
孙方友

龙铁匠叫龙大海，很老实。铁匠手

艺为祖传。据说龙家原在周家口开铺

子，后来因什么事吃了官司才迁到小

镇子里。龙家善打板锄，沾钢硬，用上

十年八年不减边楞。所以龙家的锄很

受颍河两岸庄户人家的欢迎。

１９５８年，公社里成立了铁工厂，龙
师傅第一批就被吸收了进来，而且吃

上了县里的“统筹粮”。换句话说，就是

吃上了县里的“商品粮”，也是供给制，

与全民工差不多。这一下，龙家就成了

小镇上的贵族阶层。

打铁是个重活计，不但工资高，月

供粮也高，每月大概能吃到 ５２斤。那
年月国家干部每月只有 ２９斤面粉，还
要为国家节约一斤，实吃才 ２８斤。而
且 ２８斤面还不全是白面，要有 １５％的
粗粮搭配。龙师傅一家三口人，每月有

５２斤白面，又有 ５０多元的工资补贴，
小日子过得可想而知。那时候我父亲

还在公社里当着干部，可我家的生活

却远不及龙家。我和龙师傅的独生儿

子是同班同学，他家临街住，每天上学

我都要经过龙家。龙师母很瘦，镶着金

牙，说话沙嗓子。龙师母的瘦和沙嗓子

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她曾吸过鸦片。

烟毒吸进了血液里，不但坏了嗓子，从

此也难以吃胖了。但龙师母人很好，快

人快语，尤其喜欢小孩儿，所以我们常

去他家玩耍。龙师傅的儿子叫龙林，老

实，学习好，品性好，也追求进步，上小

学时一直是我们的班主席。１９６３年考

初中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

中，并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到一中不但

担任了班主席，而且还是全校的学生

会主席。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肯定能

保送到名牌大学深造。只可惜，他却当

了一辈子农民。

这些都是后话。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三年困

难时期刚过，农家生活仍是苦不堪言，

一年里很少见到白面。而龙家却顿顿

都是大花卷儿，饭桌上的几个菜，不但

有豆腐和豆芽儿，还常有炒鸡蛋和肉

配的各种时令菜。喝的粥不是大米熬

的，就是用绿豆熬的。有时我们上学早

一些，就站在龙家门口等龙林。那时候

他们正吃饭，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吃着

花卷儿馍，就着香喷喷的豆腐、炒鸡蛋

和炒肉菜，真让人眼馋。

由于家庭生活条件好，龙林穿的

也比我们好。他的衣服多是公社机械

厂服装部里的田裁缝做的，布好样式

也新。记得龙林爱留小平头，虎头虎脑

的。每到夏天，白色的衬衣束在腰间，

胳膊上戴着“三个杠”的大队长标志，

走在大街上能赢来不少眼光和赞词。

我们几个穿着不整的调皮鬼跟在他后

面简直成了他的陪衬，就像是一群丑

小鸭跟着一只白天鹅，那画面至今想

来，还有些自惭形秽。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们初中毕

业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直到 １９６８
年才毕业，被人称为“老三届”。上初中

时，龙林虽然考上了县重点初中，在学

校就入团当了学生会主席，本来有把

握被推荐上名牌大学的愿望皆由于大

学不招生而破灭，和我们一样回乡当

了农民。又因为龙林是独生子，龙师母

为了龙家早日有后，很早就给儿子找

了媳妇结了婚。那时候，乡间的计划生

育只是宣传并没动真格的，龙林夫妇

一连生了三个大胖小子。龙家虽然发

户了，可由于龙林提前结婚，虽然自身

条件不错，但推荐上大学、当兵招工全

没了他的份儿。到了１９７９年恢复高考
时，连考大学的资格也没有了。这一

下，他自己也死了上进的心，先在队上

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又子承父业，在家

门口开了个打铁铺，将龙家打铁铺撑

了起来。

由于他结婚生子早，４０岁那年就
当了爷爷。大前年我回乡探亲，在北街

口碰上了他。当时他正在路边打蜂窝

煤。我仍喊他林哥，他抬头看我，老半

天才认出我来。那时候他已一脸老相，

身上脸上全是煤黑。他认出了我后，很

惊奇地笑了笑，问我何时回来的。我说

你打煤呀？他说老头儿家不干这干啥。

因为打铁的人整天被火烤着，流汗多，

出力大，皮肤干燥枯黄。龙林打了十几

年铁，形象很有些枯萎。望着面前的老

同学，想起他年轻时的荣光，本该是前

途无量的一个好青年，没想仍没有脱

离掉一般人的人生轨迹，就禁不住暗

叹了一声，很是替他惋惜。

龙林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笑了

笑，问我说：“再过几年，你也该退休了

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我退了休住城

里还是回来？我说想回来过田园生活。

他一听笑了，说：“给你们比，我只不过

比你们提前一步达到了！”我一听，顿

悟，方知他对人生看得很透。你觉得痛

苦怎么的，其实他快活着哩！

后来方知，那时候他已当了老太

爷。三个儿子又各生了儿子，大儿子

的儿子又生了儿子。龙家四世同堂。

龙林年不过花甲，已儿孙绕膝，如果

他拿这一点与我们比，我们更是自愧

不如！

只是说不清龙林的重孙子是不是

又将要成为一代龙铁匠。

《饥饿百年》
孙永强

这是在一个饥饿年代中，一

个善良的人如何成功的存活下

来的故事。

主人公何大，自小便在不可

改变的命运中遭遇到饥饿、凶

残、无奈和人性的丑陋，可人性

中的善良却一直保护着他走过

一个个的挫折和坎坷。故事发生

的背景很宽阔，可作者并没有着

力去描写那些大家已经熟悉的

历史，而是在各样的人物的言语

中渗透出形形色色的生活，那些

特色各异的人物，有的善良，有

的淫荡，有的邪恶，有的固执。不

过最后还是善良战胜了凶狠，人

们总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才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对错。

罗伟章是近年来受到广泛

关注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真实

地描绘底层民众的面貌，执念于

人的困苦境遇，于生活最深处的

悲辛与疼痛中，彰显人的不屈精

神，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

苍凉、悲悯的艺术气质和崇高、

厚重的感觉。

《饥饿百年》仍然将饥饿和

苦难作为文学命题，描写了大地

上的现实苦难，以及苦难中顽强

生活的人们，用极致化的叙事手

段对苦难进行审美表达。人的生

存意志被置入自然的绝境中，主

人公卑微而坚韧地活着，求证人

的尊严。小说在正视这些苦难的

同时，更注重苦难背后所包裹的

丰富复杂的人性，更珍视创作主

体对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其精

神困境的思考。

重庆出版社出版

黑色教育
秦德龙

他决定，带儿子去参加一场葬

礼。带儿子去，让儿子见识一下葬礼

的场面，理解人生的终极意义，也许

是一种绝妙的教育方式。一个人的成

长历程中，仅仅接受红色教育是不够

的，很有必要让儿子受到黑色教育的

熏陶。

哀乐低旋，殡仪馆笼罩在沉痛的

气氛中。儿子和他一样，胸前佩戴着白

花，神色忧郁地站在吊唁的人群中。

死者亲属悲伤欲绝。他的眼角也

浸着泪。他揩泪的时候，下意识地瞧了

一眼儿子。儿子的表情，悲伤而又无

奈，茫然而又冷酷。目送死者升入天

堂，活着的人，内心的感受，是无法用

言语来表达的。

他和儿子默默无语地回了家。

儿子要他讲述死者的故事。于是，

他开始讲述。有某些完整的故事，也有

某些故事的碎片。这一切，构织在一

起，死者平凡而又真实的形象，立体地

呈现在儿子的眼前。没错，死者是一个

普通人，更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好人。

好人也会死去。儿子若有所思地

说。

这个冬天，有些怪，上帝不断地发

出邀请，请走一些人，到天堂去作客。

只要他与死者相识，就一定会带上儿

子，出席死者的葬礼。

这一次，死者是一个老同学的父

亲。

他告诉儿子，当年，老同学是他最

要好的朋友，而老同学极其父亲现在

都有了显赫的社会地位。儿子眨了眨

眼睛，淡淡地说了句：“那，葬礼一定很

热闹喽。”

死者的葬礼十分隆重，殡仪馆的

门前，停了几十辆轿车，放了上百个花

圈，有数百人前来吊唁。

他的老同学，死者的儿子，牵着一

个小女孩出现了，身后跟着一个年轻

女人。他知道，小女孩，是老同学和年

轻女人所生，年轻女人是老同学的新

老婆。这种场合，小女孩作为死者的孙

女，来祭拜爷爷，是完全应该的。可是，

老同学的一群家人却冲出了吊唁厅，

不准这一对母女进入。他们又吵又闹，

乱成了一锅粥。他们说，老爷子就是被

不孝的儿子气死的，不孝的儿子换了

新老婆，败坏了门风。现在，又来瓜分

家产……

他和儿子站在一旁，冷冷地观望

着这场闹剧。

更多的人，亦在冷眼相观，摇头叹

息。

原本隆重的葬礼，只得草草收场。

儿子对这场葬礼的评述，显出了

独到的见解：“生前有再多的财富，再

显赫的地位，也未必就能换来儿女们

真心的眼泪！”

他轻轻叹了口气：“是啊，葬礼是

最能反映血肉亲情和人情世故的。看

一个人，通过参加他的葬礼，能看出个

八九不离十！”

儿子又说：“葬礼是做给活人看

的。来那么多轿车，送了那么多花圈，

不都是冲你那老同学来的吗？你那老

同学若是不当官，会来这么多人吗？花

圈，不是送给死人的，是送给活人的！”

儿子的话，有些偏激了。他拦住儿

子的话说：“死者的为人处世，成败得

失，就看他的葬礼了。儿子，你爸我，也

会有这一天。那时候，我闭上眼睛了，

要好好地听听人们是怎么对我评价

的，这就叫盖棺定论。”

儿子笑了笑，点了点头。

这个冬天，他领着儿子，先后参加

了十几场葬礼。十几个和他相识的人，

被上帝请走了。每走一个人，他都要和

儿子去殡仪馆参加葬礼。

后来的某一天，儿子对他说，叫

他不要再去参加死者的葬礼了。儿子

说，要接替他，代表他，去殡仪馆为死

者送行。儿子说，不想让父亲因为参

加葬礼而蒙上灰色的心情，毕竟，父

亲老了。

他知道，儿子真正地成熟了，而自

己，的确是变老了。

大唐宰相郑余庆大唐宰相郑余庆大唐宰相郑余庆
郭玲莉

郑余庆（７４６～８２０年），字居业，唐代荥
阳县（今河南荥阳市）人。为唐代著名宰相、

散文家。

少年时期的郑余庆善于做文，其书法

亦遒劲有力。因学业卓著，唐代宗李豫大历

十二年，郑余庆考中进士，从而步入仕途生

涯。郑余庆起初在山南西节度使严震的幕

府任职。唐德宗贞元元年，郑余庆被召回京

城长安，授予户部郎中、翰林学士等职。不

久又被任命为工部侍郎知吏部选，负责为

朝廷选拔官员。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刘禹

锡、韩愈、孟郊等都曾得到过郑余庆的赏识

和提拔。

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８０６年），宪宗封
郑余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的主书

滑涣和宦官刘光琦相互勾结，郑余庆因指

责他们的不良行为被贬。后滑涣等奸臣贪

赃营私丑行东窗事发。郑余庆作为功臣被

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兼吏部尚书。后任尚书

左仆射，主持制定

典制。郑余庆启用

韩愈等为其副手，

经过努力，终于在

元和十三年（８１８
年）制定了完备的

典章制度———《格

后敕》三十卷。《格

后敕》被后人称为“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

也”。不久，郑余庆被授予太子少师，加封为

荥阳郡公兼国子监祭酒。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宪宗驾崩。唐穆
宗李恒继任后，郑余庆被任命为检校司徒。

同年，郑余庆因病去世，享年７５岁。作为唐
代著名的宰相，郑余庆的传记在五代后晋

刘騝著的《旧唐书》，以及宋代欧阳修、宋祁

所著的《新唐书》中有记载。

郑余庆生前著作很多，后被收入《郑余

庆集》等多部文集中，共五十卷。但大多佚

失，现在仅存有文章４篇。此外郑余庆也曾
创作诗多首，现在仅存有《全唐诗》中所收

录的两首。分别为《和黄门相公诏还题石门

洞》、《享太庙乐章》。其中《享太庙乐章》写

道：“开邸除暴，时迈勋尊。三元告命，四极

骏奔。金枝翠叶，辉烛瑶琨。象德忆载，贻庆

汤孙。”为一首古风，此诗像丰富，文辞优

美，堪称佳作。
山水（国画） 吴守明

春上枝头（摄影） 库 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