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子到了玉树乡，玉树的书记
李开因为离乡太远，没有赶回来。乡
长高玉倒是在。车子刚一停稳，杜光
辉就听见一个女人咋呼呼的声音：

“杜书记来了，这大雪天，可真是稀
客，稀客！”

说着，高玉已经站在杜光辉的
跟前。这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色
虽然有些疲倦，但看得出来，年轻时
是个标致的人。“杜书记，我叫高玉。”
高玉伸出手，杜光辉握了一下，那手
上有些粗糙，并不像城里女人手那样
的细嫩。

杜光辉说：“高乡长辛苦了。我
们想到窝儿山去看看。”

“窝儿山？”高玉大概也感到有
些吃惊，问道，“窝儿山大雪很厚，要
进去没有一个半小时进不去的。杜
书记真要去？”

“是的，我要进去。我想到那里
去了解了解茶叶受灾和明年的生产
情况。”杜光辉刚说完，高玉就笑道：

“那好啊，杜书记可是第一个提出到
窝儿山了解茶叶情
况的领导。”

从 玉 树 乡 往
北，走了不到一里的
机耕路，就进入了山
区。雪里的山径依
旧有一行深深浅浅
的 脚 印 。 高 玉 说 ：

“这是窝儿山的人出
来踩的。雪再大，他
们还得出山，有些山
货只有这个时节才
能卖上好价钱。”

“ 为 什 么 没 有
修路呢？”杜光辉问。

时局长接了话
茬：“不是不修，而是太难修了。县里
几次都起了心思，准备修，但到后来
还是没修成。山太深，路基不好，修
路的代价太大。县里在行政规划上，
正准备逐步将窝儿山的老百姓迁移
出来。”现在看来，这不是规划，是糊
弄老百姓。许多钱都用到别处去了，
一到窝儿山，就没了。

杜光辉说：“高乡长看来对移民
有自己的看法啊，说说看。”

高玉道：“我一直不赞成移
民，代价大，而且里面的老百姓也
不太同意。窝儿山是个好地方，虽
然没有畈区的水稻，但是有茶叶。
窝儿山的茶叶清朝的时候，就是贡
茶。那一块地方，风水好，特别适
合于茶叶生长。长出来的茶叶，品
质好，味道正，跟其他地方的，就
是不一样。我一直给县委建议，大
力发展山区的茶叶。农民通过种
茶，增加了收入，日子就会好起来
的。就是窝儿山，只要有钱，什么不
来？”

时局长插话说：“高乡长这话说
起来容易，可做起来难啊。发展茶
叶，一时不能见效，特别是对财政的
贡献小。难哪！”

又走了半个小时，一大片村庄
呈现在了眼前。

村支书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
看起来也很体面。高玉介绍说：“这
是县委杜书记，这是村里的黄支书。
以前在部队，现在一边在山外做生
意，一边干支书。”

杜光辉握了握黄支书的手，问：
“既经商又当村干部，这……”

时局长在一旁说道：“现如今农
村里当干部的人少了。全县这样两
头兼着的，不在少数。山外都这样，
何况山里？好在农村里事情也越来
越少了，不然……”

“关键还是留不住人。这黄支
书也是乡里做了很多工作，才同意当
支书的。不过，这人还能干，窝儿山
的每项工作，都还不错。”

黄支书将茶杯递过来，杜光辉
轻抿了一口，先是微
微的苦，接着是淡淡
的甜。再回味，舌尖
上有一缕甜丝丝的
感觉。接着，他感到
这种感觉从鼻子直
接进入了大脑，同时
又下行到了心肝五
脏。

“啊……”杜光
辉吸了口气。

高玉说：“杜书
记，喝了茶，我陪你
到 村 子 里 转 转 吧 。
这里的雪很大，不
过没出什么事。”

在村头上，杜光辉碰见了黄大
壮。黄大壮正坐在门前场子上抽
烟。见到杜光辉，黄大壮也有些吃
惊，呆站在那里。杜光辉招呼道：

“你果真在这窝儿山，我这不就来
了。”

“大壮，你认识杜书记？”黄支
书问。

黄大壮憨憨地一笑，“认识，
车上认识的。杜书记？乡里的？”

“不是，是县里的。”高玉对杜
光辉说，“这黄大壮算一个能人，
把窝儿山的茶叶贩到了省城，可是
量太少。不过，算是个能人了。”

“啊，我见过的。”杜光辉笑着
问黄大壮，“这窝儿山要是都种茶
叶，能有多少？”

“咱这里田少，可是种茶的地
多。要是全部开发了，怕有两千亩
吧。”

“如果搞起了两千亩的优质茶
园，销路不成问题吧？”
杜光辉问黄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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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急之下，梁敏之不得不窜出
来充当好人，笑说：“这回我算服了大
哥，人家说大哥是个炮筒子，我看是
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有主见。我
这次来，也不光是怕大哥吃八路军的
亏，我正想奉劝大哥，跟着八路军干
不会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当过乡长、
联保主任，共产党就不会饶你。”

“你龟孙子说人话不办人事，不
是什么好东西，人家八路军打日本，
比你强。”裴没好气地骂着，心里却
不是滋味，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梁敏之又奸笑着说：“我给大哥
带来个伏击日本人的好消息！日本
人在登封的机场不是被八路军端了
嘛，洛阳日军联队长梅协决定再派一
个中队，不是今晚上，就是明天，要进
驻登封。轘辕关是从洛阳到登封的
必经之路，有我和杨香亭等人配合
你，若你的弟兄们能在那里埋伏下
来，打日本鬼子一个伏击，收获必定
不小。”

裴子明一听是
打日本鬼子，对梁敏
之的气便消了几分。
心想，“你皮司令端了
日本人的飞机场，俺
裴大炮也弄个伏击轘
辕关，消灭一批鬼子，
这样我也让皮兄弟高
兴高兴。”

裴子明哪里知
道，在轘辕关打日本
人的伏击，是梁敏之、
汪先觉、杨香亭借机
除掉裴子明的第二套
阴谋，可谓一箭双雕：
一是消灭裴子明的

“杆子队”，二是活捉裴子明，逼他交
出军火，然后杀掉。

轘辕关又称峨岭关，位于少室
山北麓，峰峭，林密，山路崎岖，怪石
嵯峨，高差陡升数百米，是险峻的山
板。关的东南是少林寺，西北是裴子
明的府店乡。

裴子明觉得，在轘辕关打伏击
是再好不过了，可以说天时、地利、人
和。于是爽快地答应梁敏之：“你龟
孙子不准骗我，如果是真的，我就干，
你们配合我，今天晚上我就带弟兄们
在轘辕关打埋伏了。”

梁敏之一听，又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这几家兵力如何布置才好？南
面是条干河沟，沟那边才是山。”

裴子明知道南面危险性最大，
就毫不犹豫地说：“我打南边，你们随
便布置，配合我就行了。”

梁敏之见裴子明终于中了圈
套，欣喜若狂：“好，我马上回去通知
他们，一齐带弟兄们过来配合。”

这正是：奸诈贼汉奸谋军火 设
圈下套灭裴丁

耿直憨大炮斩日寇 建功心切
被欺蒙

飞轘辕关，虎将弟神兵天降救
莽兄

再说，那天“夜猫子”带着情报
队往裴子明家去时，八路军侦察科长
曹飞正带着几个侦察员巡察，远远看
到一队不伦不类的人马向佛光峪开
去，他们就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当“夜猫子”被裴子明打伤逃跑
时，因心慌，路又不熟，竟跑到颍阳镇
八路军的根据地，曹飞马上通知地下
党员张守义，率游击队执行紧急抓捕
任务，结果把这伙人全部活捉了。

曹飞见“夜猫子”手上有伤，是
个头头，便首先审讯，“夜猫子”贪生
怕死，就如实交代了冒充八路军，欺
骗裴子明没得逞，反被打伤的情况。

曹飞认为情况十分严重，马上
向皮司令作了汇报，皮听后非常恼
火，曹飞建议就地枪毙“夜猫子”，皮
司令思考了一下说：“留着，也许还有

用。”
轘辕关这边，裴

子明率“杆子队”整
整守了一夜，不仅未
见鬼子，连梁敏之、
杨香亭也没来，正急
得坐立不安，欲派副
官邢彪去打探时，梁
敏之却突然在“杆子
队”身后的山顶上冒
了出来。

裴子明刚问道：
“ 你 怎 么 跑 到 上
面？”一句话未问完，
已发现日伪县知事
汪先觉带着日本人

包围过来，裴子明这才明白：上梁敏
之的当了！而此时的“杆子队”，则正
处在最低凹的不利地势！

裴子明毕竟打过仗，此时急忙
令队伍越过河沟上南山。

但已经晚了。不仅梁敏之、汪
先觉，连杨香亭的人也来了，日伪军
已对他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

战局十分险峻：“杆子队”所处
的位置最低，几乎没有冲出包围的可
能。

只听梁敏之向裴子明喊话：“裴
大炮，实话对你讲，今天我们对你采
取兵谏，愿你为皇军所用，你不要不
识抬举！你现在已经被包围，出不去
了，你只有把藏的军火交给皇军，咱
们联合起来消灭八路军，这就是摆在
你面前的唯一生路！”

裴子明气得大骂：“狗娘养的，
放你妈的狗屁”，一边骂着，一边就向
梁敏之打了一枪。这一枪没打中。

敌人一看裴子明不买
账，就从三面同时缩小包围
圈，情况万分危急。

古斋博博

古代人讲究“避讳”，子女要避祖、父
名字讳，臣民要避君王名字讳。也就是
说，在写文章或谈话时，要避开需要避讳
的字，用其他字来代替。帝王的避讳是强
制的，弄不好就会被杀头。

晋文帝名叫司马昭，于是，“昭”字谁
也不许用，连古代的王昭君也得改名叫

“王明君”。晋愍帝叫司马业，“建业（今南
京）”就改名叫“建康”。唐高宗叫李治，

“治”字就变成了皇帝独有的字，和“治”同
音的字都改写成了“持”、“理”等同义词的
字，而“稚”字因和“治”同音，凡是用“稚”

字的地方，都用“幼”字来代替。唐高宗
的太子叫李忠，“忠”字也得避讳，官职
名“中郎将”改为“旅贲郎将”。

后来，甚至连皇帝的姓和属相都要
避讳。宋徽宗属狗，因此，天下的狗便
走了运，圣旨禁止天下杀狗。元仁宗属

鸡，全国禁止以手提鸡，买鸡卖鸡都得抱
鸡而行，以示对“鸡”字的尊敬。明武宗既
姓朱，又属猪，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了一道
圣旨，禁止民间养猪，他认为养猪和杀猪
是把矛头指向了皇帝，此令一下，几年后，
全国的猪几乎绝种，以至于用来祭祀天地
祖庙的猪都无法找到，后来由于大臣们的
劝谏才取消了这道荒唐的禁令。清代的
慈禧太后属羊，于是朝中有令，不许人们说

“养羊”、“杀羊”、“吃羊肉”一类的话，但是，慈禧
太后又喜欢吃羊肉，于是下令把羊肉叫“福肉”
或“寿肉”。

古代的避讳古代的避讳
王吴军

文散散

刚进入九月，秋天的气
息便迎面扑来。秋雨一场接
着一场，真有连绵不绝的样
子。就在八月末时还了不得
的酷热，一下子就被这不急不
缓的秋雨给赶跑了。天放晴
以后，艳阳普照的中午还残存
着夏日的燥热，但这种燥热因
为停留时间短暂而显得不再
可怕。午后，天空湛蓝，雪白
的云远远地飘在天上——九
月的蓝天白云是如此清新洁净。

毕竟只是在九月，秋天
还未曾尽展她长长的华裳。
城市里许多树木的叶片还悠
悠地绿着，不仔细看的话，那
些树除了叶片稍嫌稀疏以外，
变化还真不是太大。有一些
早开的菊花伴着常开不败的
百日红、葱叶兰装点着九月，
传送着秋天的消息。桂花
也不曾完全盛开，但如果在
花园里多停留片刻，偶尔也
会闻到一阵阵桂花的清香，
这 是 九 月 带 给 我 们 的惊喜
之一。只有原本平淡无奇的
栾树大不同于以往。你看路
边的那些栾树，有的还在开着
一枝枝金黄的花，有的已经结

出了一串串橘红色的果。高
高的树冠之上，那些花儿和果
实是那么美丽。更奇异的是
在同一株年轻的栾树上，绿的
叶、黄的花和红的果可以那么
亲热地交相辉映，成为九月最
灿烂的花树。

因为褪去了燥热，九月的
微风变得清凉，当这风抚摸着
人的肌肤，浮躁的人心也会渐
渐清静下来。但九月绝不寂
寞，经历过春季开花、夏季成
长的各种果实，此时已到了收
获的日子。苹果、石榴、葡萄、
梨子、大枣、花生、莲子……都
是刚刚从果树上或土地里采
摘来的鲜物，仿佛还带着九月
田野的气息和泥土的芳香。
这些果实看上去琳琅满目，吃
起来则大饱口福，绝不同于其
他时候从贮藏室里取出来的
那些。无论人类科技发展到
何种强大的程度，自然的力量
永远无可替代。品味着这些
果物的时候，真是由衷地感谢
四季更替给我们送来了这样
醇厚的九月。

在九月，孩子们怀着喜忧
各半的心情，收拾好作业，背

上书包要回到学校去。他们
裸露着的小胳膊黑黑的，那是
夏天的烈日留下的印迹——
在这之前长长的暑假里，他们
疯了个够。九月到来的时候，
他们会重新在校园里见到久
违的老师和同学们，新入学的
则会结识新伙伴，而且还会领
到新的课本。九月真有些让
孩子们兴奋呢！

九月不仅带来了新的学
年，还带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
佳节。关于中秋节那些遥远
而美丽的传说，使九月多了一
份浓浓的诗情画意。不知道
中国人的浪漫和深情有多少
是寄托在中秋的明月之中
的。尽管人类已有了登月的
经历，但作为中国人，我们仍
然愿意一遍遍讲述和倾听嫦
娥奔月、吴刚伐桂和玉兔捣药
的故事。自古以来，中国文人
对九月里那一轮清澈明亮的
圆月从未停止过吟诵。苏轼
的一曲《水调歌头》成为歌咏
中秋明月的千年绝唱：“明月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人对明月的向往、对离人的
思念、对人生的眷恋深深打动
了每一位举首望月的人。

九月有淡淡的清凉，九
月有浓浓的深情，九月有浅浅
的秋意，九月有沉沉的果实。
哦，九月！

秋雨九月秋雨九月
王 菲

旧事郑邑郑邑

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农历六月，因黄河中下游连
降暴雨，黄河陕州万锦滩段流量
骤增为36000立方米/秒，形成了
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峰。洪峰到
达中牟下汛九堡（今辛寨）后，
对堤岸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六月
二十七黎明，九堡黄河大堤在洪
水的猛烈冲刷下决口。堤坝顷刻
间便塌陷 100 多丈。此后，随着
黄河水位的继续暴涨，九堡决口
不断扩大。到闰七月十五，决口
宽度达到360多丈，水深3丈。

中牟九堡决口后，滔滔的黄
河水如脱缰的野马般狂奔着向东
南方向倾泻而下。使西自中牟、
扶沟，东至鹿邑、亳州，南至洪
泽湖一带的大片土地变成一片汪
洋。洪水所到之处人员死亡严
重，财产损失殆尽。就连农田也
淤沙盈丈，变成了满是沙碱的不
毛之地。此次洪水共造成河南、
安徽两省40多个州、县受灾。其
中中牟、祥符、尉氏、通许、陈
留、扶沟、西华、太康等县受灾
最为严重。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黄
河最大的一次水患。

朝廷闻讯后大为震怒，七月
初七，道光帝下令将东河河道总
督慧成、中牟知县高钧革职。九
月，道光帝命前任库伦办事大臣
锺祥为东河河道总督，会同工部
尚书廖鸿荃、礼部尚书麟魁、河

南巡抚鄂顺安前往
中牟督办筑堤堵口
事宜。为了加快堵
口 进 度 并 明 确 责
任，锺祥要求从决
口东西两端同时施
工。官员们分驻东

西两坝。其中麟魁负责东坝，廖
鸿荃负责西坝。

当年十月，堵口工程正式开
始。经查勘核算，修筑堤坝，购
买物料及河工民夫工钱等诸项费
用，共需银约 518 万两。堵口材
料主要有树枝、秫秸、石头等。
因当时河政十分腐败，中下层河
官贪污成风，一些款项被中饱私
囊。虽然最后实际用银约 707 万
两，但一些地段仍然严重偷工减
料，使工程质量大打折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
月，就在堵口工程即将完工之
时，突然北风骤起，黄河水暴
涨。因质量不合格，东坝很快被
冲毁过半，使堵口以失败而告终。

道光帝再次震怒，二月二十
三，对参与堵口的官员做出了革
职、赔银等严惩。

当年十月，在黄河汛期过去
之后，第二次堵口工程启动。因
为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官员们勤
于职守，不敢再有贪污、渎职等
行为，从而保证了工程的速度和
质量。经过努力，当年十二月二
十四，决口两端堤坝合龙。第二
年元月堵口工程胜利竣工。

中牟九堡堵口工程共用银约
1265万两，成为清代黄河堵口史
上工程量最大、耗银最多的一次
工程，被称为“九堡大工”。

九堡大工
郭增磊

笔随随

风物郑地郑地

小西门是郑州商代城墙
西南角的一个路口，农历四
月十五是小西门庙会，盖因
附近有座吕祖庙（庙址在大
同路东端路北）。吕祖就是
吕洞宾，本是李唐宗室，为避
武后迫害，改姓母亲的吕姓
隐匿民间。吕洞宾多才多
艺，既能开药看病，还会写
诗，《全唐诗》中就有他的200
首诗30首词。他还爱仗剑出

游，斩蛟伏虎，“削平浮世不
平事”，深受百姓欢迎。

吕洞宾富有人情味，得
道成仙后，民间为他建庙纪
念。还在他生日这天兴起庙
会，做生意唱戏，敬神娱神。
病人或家人就去庙里焚香拜
求“吕祖方”（药方多为道士
所开）治病，病轻的仅用开水
冲服香灰或将香灰撒在伤口
上。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还
真有人治好了病。于是声名
远播，香客更众。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清政府建芦汉铁路，修筑铁
路的管理机构就设在吕祖庙
内，并从吕祖庙至火车站开
辟一条东西大道，时称马路
大街。1905 年芦汉铁路通

车，街上日渐繁华，1927年冯
玉祥主豫，取世界大同之意将
街名改称大同路。1945 年抗
战胜利，国民党在吕祖庙地
方设郑州绥靖公署，将公署
门前修成水泥面的广场（俗
名光碾地）。但是，战火未
停，谁也没有心思赶会、做生意。

1948 年 10 月 22 日郑州
解放，解放军接管绥靖公署，
当天中午二野一纵首长杨

勇、苏振华在公署中山礼堂
开会，庆祝郑州回到人民的
怀抱。从此，庙会一年比一
年热闹，笔者赶会时曾看到，
大同路东段、南顺城街、南城
马路常常摆满摊点，吃穿用
品比比皆是，会上人流熙熙
攘攘，连四乡的农民都要趁
着麦前闲来购置农具。尽管
庙会早没了迷信活动，“文
革”时仍被当做四旧勒令停
办，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才渐
渐复苏。昔日的吕祖庙、绥
靖公署旧貌变新颜，改建成
省武警总队招待所，杨勇将军
开会的中山礼堂成了郑州解放
的重要纪念地。进入新世纪，大
小商场如雨后春笋，小西门庙会
渐行渐远，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客观”一词，为人们所常
用，特别是当人们对某一事物持
不同看法，乃至发生争执、展开
辩论时，更是拿其作为评判对方
看法对错的一大标准，甲责乙不
客观，乙也责甲不客观，孰不
知，许多责对方不客观的人，只
是按照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来衡量
对方的，双方都如此衡量对方，
便会出现一个难分难解、难辨对
错的结果，那就是都被对方认为

“不客观”。
“客观”一词，《辞海》解

释为：“1.哲学术语。指人的意识
以外的物质世界，或指认识的一
切对象。2. 谓不带个人偏见，按
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与

‘主观’相对。”金山词霸的解释
比《辞海》更为详细：“1. 在意
识之外，不依赖精神而存在的，
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 指按
事物本来面目去考察，与一切个
人感情、偏见或意见都无关。”可
见，按照上述解释，一个人看事
物要想客观，实属不易。

盲人摸象的故事，为人熟知。
《大般涅槃经》载：“尔时大王，
即唤众盲个个问言：‘汝见象
耶？’众盲各言：‘我已得见。’
王言：‘象为何类？’其触牙者即
言象形如芦菔根，其触耳者言象
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

鼻者言象如杵，其触脚者言象如
木臼，其触脊者言象如床，其触
腹者言象如瓮，其触尾者言象如
绳。”这个故事说明，人对事物的
了解程度，决定其客观与否，而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者，
看事物必然以偏概全，而以偏概
全，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客观。
当然，作为故事中的那些盲人，
都会以为自己对象的认识很全
面、很客观，并且很可能会为坚
持己见而争执不休——因为他们
都认为自己摸到的是大象的全貌。

苏轼《题西林壁》诗云：“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狄德罗在《拉摩的侄
儿》一书中说，某些伟人，就像
参天大树，远看枝叶葱茏，高大
壮观，但走近一看，就会发现，
树干上满是丑陋的疤痕，且虫蚁
乱爬（大意）。苏轼的诗和狄德罗
的比喻都说明，人们看事物的角
度或距离不同，印象也会不同。
某官员向纪检部门陆续上交行贿
钱物数十万元，因此受到上级的
表彰，且被当做为政清廉的榜样
大力宣传。不料此人东窗事发
后，竟被检察机关查出受贿上千
万元。某富豪向社会捐款上千
万，什么政协委员、杰出企业家
等头衔荣誉接连落于尊头，光环

炫目，不料后来竟被警方请进局
子里坐，原来此人不但是走私大
鳄，不法资产以亿计，并且是地
方黑社会老大，作恶多端。这两
人如不案发，我们只能看到他们
光辉的一面，其形象多么高大，
多么令人敬仰！

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在情人眼里，对方美的地方看上去更
美，不美的地方也美得一塌糊涂，嘴
大唇厚，曰之“性感”；满脸黑痘，曰
之“美人痣”；腰粗如桶，曰之“丰
满”……可见，个人的感情或审美
观，往往使其丧失客观看待对方的能
力。我们对于朋友，总是怎么看怎么
顺眼，即使他有错，也可以原谅，甚
至认为错得有理；我们对于仇敌，总
是怎么看怎么厌憎，他明明干了好
事，也认为他居心不良。这便是感情
在我们的大脑中作祟，让我们的眼睛
无法客观。崇拜，也是一种感情，而
且是十分强烈的感情，比如各类粉
丝们对他们所崇拜的歌星影星球
星学术明星，趋之若鹜，爱之如
狂，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眼
里，这些星们皆是完美无瑕的神
明，谁若指出某星的缺点错误，
若在武力莫及的网络上，就会被
骂得狗血喷头，祖宗八代受辱；
若在拳脚能够着的地方，可能会
被揍得眼如熊猫，头如烂瓜。

“客观”一词，说说容易，
但要真正做到客观地看事物，何
其难哉！因此，当我们责备别人
不客观时，恐怕得首先想想自己
是否客观。毫不隐讳地说，桑榆
先生本人，因受种种因素的影
响，看事物也常常不客观，并因
此而被人斥为“偏激”。

说“客观”
梅桑榆

小西门庙会
刘德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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