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秋末冬初，多是阴雨天气。直到“立冬”前后，
才算有了几个晴日。而这几天，适逢河南省杂文学会
年会在西峡县召开。

西峡县位于伏牛山腹地，南阳盆地西部，是河南省
的重点旅游县。境内的老界岭、龙潭沟、五道幢、鸡角尖
等风景名胜，尤其是恐龙蛋化石遗址，早已闻名遐迩。

我来西峡已是第三次了。但是前两次，都不是游览
西峡的山水，而是冲着恐龙蛋来的。第
一次是在15年前，那是在全国媒体铺天
盖地宣告西峡县第一次发现大规模恐龙
蛋化石群之后，文汇报资深记者曹家骧
专程从上海来到河南。他是一位跑文博
的名记，又是我的朋友，正好我也从未到
过这个地处偏僻的宛西山城。于是，我
陪他一起到西峡，在我的一位西峡籍同事
的帮助下，采访了有关部门。但是因为时间仓促，我俩未
能到达挖掘现场，亲眼目睹恐龙蛋化石群地层的原貌，只
是听别人的介绍而已。所以，那次西峡之行，可以说我对
恐龙蛋化石的认知甚少，更没有产生多少神秘之感。

后来，我十分注意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得知恐
龙蛋化石并非一般的动物化石，而在生物进化史上具
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国际上早有不少地质学家在长期

研究恐龙蛋，特别是围绕恐龙之
于地球的关系，恐龙家族是怎样
灭绝的，以及其他种种谜团，许
多科学家们都在不懈地研究。
早在 47 年前，我省地质部门就
从淅川县发现了河南第一枚恐
龙蛋化石，被认定为七千万年前
的恐龙所下之蛋，由此为准确划
分豫西南白垩纪底层提供了可
靠依据。到 1993 年，西峡县第

一次发现恐龙蛋化石，其数量之庞大、种类属种之全、
分布之广，堪称“世界之最”，被誉为继秦始皇兵马俑之
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在恐龙蛋化石中，蕴藏着许
多未解的奥秘。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专家、学者趋之若
鹜，纷纷到西峡考察研究。恐龙蛋遗址便成了西峡的
一张王牌，吸引着大批参观者。

四年前的夏天，我到南阳参加全省时事报道研究

会年会。其间，会议特别安排到西峡参观恐龙蛋遗
址。此时，西峡恐龙蛋化石的挖掘和研究已经取得新
的成果，而且在建一个大型的恐龙遗迹公园。在恐龙
蛋化石博物馆内，展出了大量的恐龙蛋化石、恐龙模拟
造型、生态环境和图文资料。我看到了恐龙蛋化石群
的原貌，看到了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化石，
仿佛进入到一亿年前的恐龙繁盛称霸的时代。其间的
仿真丛林，伴随着恐龙的吼声，展现出恐龙时代的自然
景观。大量的恐龙在这里奔跑、长啸、觅食和繁衍生
息，又显得十分自然、安详。可是谁能料到，过了几千
年，恐龙这个庞大的家族竟然大规模地集体灭绝了，从
而给人类留下一个个难解的谜团。在经过近亿年后，
面对这些奇异的恐龙蛋化石，作为一名参观者，我既充
满着好奇，又产生了许多遐想，更渴望从中得到一些答
案。然而在参观之后，我心中仍留下一个个谜团。

这次我到西峡参加省杂文学会年会，参观恐龙遗
迹园是会议的一项活动。如今，恐龙遗迹园已经全部

建成，包括地质科普广场、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恐龙蛋
遗址和仿真恐龙园。走进造型别致的恐龙蛋化石博物
馆，我发现展厅的展品数量比过去大增，各类恐龙蛋化
石琳琅满目，不仅有西峡的，而且有淅川、内乡、栾川、
汝阳，还有巨大的恐龙全身化石。听讲解员介绍说，目
前仅在西峡盆地仅4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已暴露的恐
龙蛋化石就有万枚之多，专家们估计，下部地层蕴藏的

恐龙蛋化石，至少还有30万枚。如此庞
大的数目，令人惊叹不已！在震惊之余，
也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在西峡盆地
这块不大的土地上，会有如此数量惊人
的恐龙蛋化石呢？为什么这些不同种
类、不同时代的恐龙，偏偏钟情西峡这块
土地呢？

我有幸三次到西峡探寻恐龙蛋遗
址，虽然至今未能解除心中的一个个谜团，但是每次
都有新的收获，每次都会产生心灵的震撼，深感在恐
龙蛋化石里，有着许许多多奥秘，而这些也正是宇宙、
地球和大自然奥秘的体现。而今，全球气候正在变
暖，大气受热膨胀，对降水、气温、风力等已产生了连
锁反应，日益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我曾想，如果继续
下去，我们的地球家园是否有朝一日就要遭到灭顶之
灾，人类也要集体灭亡呢？所以关注地球家园，保护
生存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话题。所以研究这
些恐龙蛋化石，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化石本身，而是
要深入认识地质时期的生物生态环境、自然历史变
迁、恐龙绝灭原因及地球灾变等问题，探讨如何保护
我们的生存环境。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多年来对于恐
龙的研究不断进展，但是毕竟恐龙生活的时代太久远
了，许多疑团至今仍未解开，有待于科学家继续深入
研究。但愿我以后再来，能获得更多的答案，看到破
解这些谜团的新成果。

这两天濛濛的小雨，淅淅沥
沥 地 触 着 我 的 情 怀 ，去 过 多 次
江 南 的 我 ，眼 前 又 浮 起 了 江 南
那 像 姑 娘 似 的 匿 匿 的 笑 ，勾 起
我 心 中 的 江 南 ，泛 起 渔 舟 上 那
清纯的歌……

铺好宣纸，倒上墨水，我曾多
次想用画笔描绘出
江南的风姿，可是笔
尖总是粗糙地刻画
不出细腻。江南的
景，不似北方可以用
大号的白云笔匆匆
地三两下“抹”出形
态，而是需要仔细地雕琢，细致地
勾勒，方能描绘出它的灵魂，触透
它的肌肤。于是放下白云笔，提
起 勾 线 笔 。 重 新 描 画 心 中 的 江
南。

笔尖触纸，墨迹浸开。记忆
中的江南是灰色的阴晴。云总是
重 重 叠 叠 饶 有 兴 致 地 蹲 踞 在 那
里，似乎毫不给天展示完整面庞
的机会。天急了，猛地在云间挤
出一道缝隙。于是便因为有了尘
埃的折射留下一条金色的路径，

照亮、温润这一片土地，最后和着
云层滴沥的雨声，消失在江南幽
深的翠绿中。

笔锋回转，勾勒形态。我，仿
佛已站在刻有雕花的古老屋檐下，
放眼远方。被潮湿的空气润过的
黑色小山头，远远地在前方化作一

条条完美的弧线。如明镜般耀眼
的湖面上映出各色植物的身影。
湖底也长着密密的绿色青苔，整个
湖水被绿色搅得一片狼藉。柳叶
和着微风飘飘悠悠地停在半空，妩
媚多姿。一滴水从竹叶上趟过，突
然间滑入池中，冒出千般银色的星
星，随后连灵魂也没有了踪影。“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诗人当时是受了多大的心灵触动
才写出这样意境奇美的句子啊！
此景此情，又让我想起了陶渊明隐

士。独隐山间，东篱把酒，尽看黄
花。到头来也只是满地堆积，憔悴
陨落。不如来到这温润的江南，与
自然同生共息，寻找生命之源，怀
抱青山绿水。

笔锋下压，渲染着色。在江
南翠绿的深处，往往会看到一丝

丝朱红，这便是江南的
楼阁。楼阁的颜色不
是刺眼的火红，而是红
中透着些棕来。古朴
高雅，饱有内涵。加上
年代久远，像是在绿色
华丽的炫耀后给人以

视觉的缓冲。凭栏而立，呼吸着
带有芳草和木头香味的空气。闭
了眼，浮现出“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美景色。

蓦地，我醒了，落下印章，我
的画也已经完成。再看一眼，这
逼眼的绿刺激了我的神经，让我
羞得不觉低下了头。轻轻触及这
未干的墨迹，我好像又抚着古老
的门槛，指尖流动着斑驳的历史
足迹，索性也倚门回首——再把
那青梅嗅。

魁星是掌管读书人命运的神，魁星的
前身是奎星，为二十八宿中的西方皇虎七
宿的首宿。奎星共有十六颗星，它们的关
系“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初学记》引

《孝经援神契》），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它和文
章、文运联系在了一起。

由奎星发展而来的魁星，是北斗七星
的第一颗（也有说是第一至第四颗的），也

是星宿。魁星的功能是从奎星那里转化而
来的：人们立庙享祀奎星，却无法将这颗星
宿变成人格神的形象加以供奉，因而改

“奎”为“魁”；而“魁”也不好表现，于是人们
就把它拆开来，画成鬼抢斗或鬼飞起一脚
右转踢斗的形象。于是，魁就代替奎而成
为主管文运的神明，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

读书人对魁星的崇拜表现得丰富多
彩。旧时，学宫里大多奉祀魁星，供奉“魁
星图”。魁星图中的魁星形似鬼魅（这显
然是由“魁”字中的“鬼”而来），蓝面赤发，
一脚向右跷起，就好像“鬼”字的弯钩，一
脚金鸡独立，下踩大鳌鱼，表示“独占鳌
头”，一手捧斗，一手执笔点斗，表示“魁星
点斗”。而鬼一脚向右弯起踢斗的形象，
则叫“魁星踢斗”。民俗信仰认为魁星能
带来好运，传说看到魁星像可以高中，梦
见魁星能夺锦标。相传七月初七是魁星
的诞辰，旧时还有读书人在这一天“拜魁
星”的习俗。而朝廷也以仪节的形式表示
了这种信仰。

此外，旧时的魁星阁、魁星楼、魁星殿
到处都是，而且都建筑得雄伟壮观。这些
殿堂楼阁并不一定奉祀魁星，但肯定经常
有读书人出入。

“你们还窝在城里，我已经找到天堂。”——
注意啰，这可是一只狗说的。说这话的这只狗，就
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
印，正伸向不可预知的远方。

这 只 狗 叫 小
U，是《走，出去玩》
的主角。小 U 的职
业是流浪者、旅行
家、美食家，旅居拉
萨，偶尔回北京探
亲。小 U 原先是一只流浪狗，在拉萨与一只藏獒
勇猛地战斗的时候，遇见了他未来的“妈妈”“爸
爸”，从一只四处流浪的狗变成了一只被牵着的
狗。小 U 的妈妈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小 U 的爸爸
是一个自由摄影师，从此，小 U 就跟着 U 妈 U 爸，
不停地在西藏的角角落落上奔跑着，小 U 成了一

只走遍西藏的狗。所以，《走，出去玩》这本书有
一个很撩人眼球的副标题——“一只走遍西藏的
狗”。

以狗的眼睛观看西藏，这个落点，非常有创
意。而这个创意，
也形成了本书的独
特质地：与现在流
行的很多以理性认
知西藏的旅游书相
比，虽然《走，出去

玩》也关注了西藏充满神奇与神秘的历史文化、风
物人情，以及沿途可能会遇到的危险，还有哪些不
该错过的风景，但是它更关注的是一种感性的领
悟，这种领悟，就是旅途上狗与人、狗与狗的患难与
共，喜乐相随，这些情感交融的点点滴滴，美好又温
暖，当然，也偶有一丝丝的惆怅。

郑州从城市到农村，随处都可见到各种名称
的地名。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城区
面积日益扩大，人口增加，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巨变。新的街道和马路不断出现在群众面
前，而具有强烈时代精神、寓意深刻、富有特点的
地名经常见诸报端，更加引起群众的关注和极大
兴趣。今以郑州市区的部分街、路为例展示地名
成因的多样性。

以“经、纬、政”做字头的行政区路名
行政区，是1954年省会迁郑后几十年来人们

对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省直机关所在地的习惯
俗称。目前东明路以西、文化路以东、金水路以
北、黄河路以南的这个区域，主要街道的走向横平
竖直，在取名时采取了按照地球仪上的经纬方向
的方式来命名，分别冠以“经、纬”字头。因为学过
地理的人都能容易地辨别经纬：凡是南北方向的
道路，从东到西依次是经一、经二、经三、经四、经
五、经六、经七、经八路；凡是东西方向的道路，从
南到北依次是纬一、纬二、纬三、纬四、纬五路（纬
六路因黄河路的拓建被黄河路取代）。经、纬中间
的其余街道，多为省政府直属机关办公地，则被冠
以“政”字头，从政一街、政二街直至政七街。

以京广、陇海铁路得名的地名
自从 1906 年 4 月芦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改称

京汉铁路，同年 2 月陇海铁路郑州段修建完成与
京汉铁路形成十字交会后，郑州就牢牢地坐在交
会点上，是我国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因此有人说
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历经百年，京广、陇海
铁路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繁荣发挥巨大作
用，而且也成为郑州政治经济的命脉，在郑州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直接
用铁路命名的地名很多。如陇海马路、陇海大院、
陇海里、陇海北一、二、三街、京广路、西站路、货站
街（通向当时最大的零担货物中转站——郑州东
站的道路）、北闸口，通往郑州铁路北站、机务北
段、车辆北段的三北街、三北中街、三北东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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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大夫办公室出来我立刻就
跑到了咖啡馆去找王小东，强压着
心底的火儿，将那封匿名信摔在他
脸上，冷冷看着他。

一脸错愕的王小东将匿名信看
完，“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有人寄到我们医院
纪检处的！我正想问问你这是哪儿
来的！！”

“问我？”
“你闻闻那张打印纸，什么味

儿！”
他凑在鼻子前闻了闻，“咖啡

味儿啊。”随即他反应过来，“哦，
合着你以为这匿名信是我写的！”他
哭笑不得。

我气得掉眼泪，“那你说这是
哪儿来的！除了咖啡馆哪儿还会有
咖啡味儿！”

“不是，”他拉着我坐下，“你
别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谁知道这件
事儿……”

他想了一会儿，试探着问我，
“小毛？”话一出口他又
连连地摆手，“不可
能，不可能，她怎么知
道你的事儿呢？不可
能，左娟你还是对小毛
有成见……”

“ 小 毛 是 不 知 道
我的事儿，可是你知
道……”

王 小 东 急 了 ，
“这种事儿我能跟她说
嘛，左娟你也太不信任
我了。”

“我倒是想信任你
来着，可是这信、这信上的咖啡味
儿，你叫我怎么理解？”我抹着眼
泪。

“你不能胡搅蛮缠吧左娟，就因
为这张纸上有咖啡味儿你就认定了
是小毛这也未免太荒唐了，我从来
就没跟她说过你的事儿，就算她想
写，她写得出来嘛！”

我一时语塞，狠狠盯着王小
东，我们就那么僵持着。

我决定忘记这封匿名信，倘
若 我 因 为 这 封 信 而 沮 丧 、 消 沉 ，
则正中了匿名者的下怀，没有什
么 大 不 了 的 ， 挥 挥 手 就 过 去 了 。
我这么想着，心情似乎又豁然开
朗起来，整个下午像往常一样跟同
事们说说笑笑，在病床之间穿梭忙
碌。

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小东的
电话，说小毛已经拿了药，他们就
在医院门口的车上等我。

王小东显然没有想到我的情绪
这么快就平复下来，他一边开车一
边瞄了我一眼，“怎么？找到凶手
了？”

“没有。不找了。”我忽然得

意，“是谁写的不重要。”
王小东无可奈何地说道，“真

是想起一出儿是一出儿，拿你没
辙。”他转过脸去问小毛，“小毛你
想吃什么，过两天就走了，今天好
好请你吃一顿。”

“我又不是不回来。”小毛面无
表情地说。

我问他们，“吃川菜好不好？”
“好。”“不好。”王小东和小毛

同时说道，停了两秒小毛继续说，
“他胃不好，吃不了太辣的东西。”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王小东一
眼，没再言声儿。

“偶尔吃一顿也没什么。”王小
东说。

在餐馆坐定，我将菜单递到小
毛面前，“你想吃什么？”

小毛却站起身，“我去洗手
间。”

王小东看着我，坦率地说道 ：
“小毛的确对你不太友善。”说完他
点起一支烟默默抽着。

我压着一肚子火看
着王小东，尽量将语气
放得平和对他说 ：“小
毛不仅单纯，还有点固
执，这么下去谁也别想
有好日子过。”我长叹了
一口气，“要不然你就
咬咬牙从了她吧，咱俩
做朋友，我保证咱俩还
能做铁哥们儿。”

“过分了啊。”他白
了我一眼，伸手去拿刚
才我放在小毛面前的菜
单，却不小心将小毛放

在桌边的背包碰在地上。我弯腰去
捡，无意中瞥见背包中露出的几张
打印纸上写着章晓雯的名字，便顺
手抽出来看，那正是寄到医院的匿
名信。

我将那几张纸摊在王小东的面
前，没有获得答案以后的兴奋、没
有责备、没有愤怒，反而内心充满
平和与宁静。“小毛单纯得叫人可
怕，她恨我。”

王小东狠狠掐灭了手里烟，皱
着眉头，“怎么会这样？”

“当局者迷。”我说。
我和王小东不约而同地抬起

头，小毛就站在桌子边，看着桌上
那几张纸，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三十二
每一年的春节之前，我们都要

参加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餐活
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我母亲陈大
燕和靳征妈妈林静芬负责张罗，联
系酒店、定菜单，她们忙得不亦乐
乎。而今年似乎这项传统活动不能
如期举行了，为楼上房子
的事情，陈大燕和林静芬
有点一刀两断的意思。 35

结果魏征给皇上提意见到什么
程度？庭争面折，当庭跟皇上争，
撅皇上面子，气的皇上一抖袖子，
不玩了，散朝。那会儿君臣坐而论
道，皇上在台上坐着，大臣在底下
坐着，坐得很不舒服，因为屁股压
在脚后跟上，实际上跟跪着差不
多。皇上不爽了转身就走，魏征就
一下子站起来冲到台阶上，一把拽
住皇上袖子，你别走，咱们还没说
完呢！皇上说，乡巴佬，你等着，
我宰了你，你信不信，我宰了你。

他是农民起义出身，所以皇上
骂他乡巴佬。你听有些评书里胡说
八道，中国古代总推出午门斩首，
午门是杀人的地方吗？明朝在西
四，清朝在菜市口，哪能动不动去
午门斩首。除了明朝那些王八蛋皇
帝，流氓建立的朝代，中国历史上
最黑暗、血腥、恐怖的王朝之外，
别的朝代哪能随便打骂大臣，皇帝
是不能杀大臣也不能打大臣的，尤
其有修养的皇帝。野
皇上难说，开国老粗
皇上赵匡胤经常打大
臣，一般不能干这事
儿。所以唐太宗骂完
乡巴佬之后也只能回
到宫里去生气。一边
生气一边说，这个乡
巴佬，非宰了他不可。

贤后长孙皇后问
你跟谁生这么大气？
皇上说，魏征，他揪
着我袖子，我不宰了
他行吗？然后皇后让
皇上搁那生气，让女
官侍候皇上。皇后回到后宫，带着
嫔妃就出来了，穿着上朝的大礼
服。皇上特奇怪，怎么了？今天祭
祖啊？皇后说，我向陛下道贺。皇
上说我有什么可贺的？皇后说，主
明臣直。魏征这么直，因为你是明
君圣主。隋炀帝时谁敢这样，别说
抓袖子，抓鞋带就早宰了。所以为
陛下道贺。再说，兼听则明，偏听
则暗，皇上本来就不容易听进不同
意见。大家都拍你马屁，不敢说真
话，只有魏征这样的人说真话，简
直是朝廷社稷之福啊！

唐太宗一看，还是我们家政委
觉悟高。于是唐太宗就重用魏征
了，封到正二品御史中丞，专门负
责监察，给皇上提意见，跟他结成
儿女亲家，公主嫁给他儿子，儿子
最后也升到二品。后来是魏征提意
见就更来劲了，一生提了200多条意
见。皇上玩儿鸟，没见过外国进贡
的麻雀，叫鹞鹰，正玩儿呢！魏征
来进宫奏事儿，皇上一看，他看见
我玩鸟的话，他肯定得说我玩物丧
志，就塞怀里了。结果魏征看见皇
上玩鸟，不能让他玩物丧志啊，要

对君主负责任，所以他就在这没完
没了地说。皇上好不容易把他打发
走，鸟也闷死了。

等魏征病重了，皇上过府探
望，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你可不
能死。但是天不假年，魏征 50 多岁
就死了。唐太宗感慨说：“以铜为
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子
殂逝，遂亡一镜矣。”魏先生一死，
少了一面好镜子。

子为父之患
太宗皇帝在位 20 多年后病死，

他死之后是高宗李治继位。这个高
宗真的很高，血压高，经常头晕目
眩，他的高血压是让他爸给吓的，
这个惊吓的过程有具体的来龙去脉。

当时太宗的五儿子李佑，和太
宗那个倒霉弟弟李元吉一样被封齐
王，所以也不知道是他找倒霉还是
倒霉找的他，有一天（贞观十七

年）李佑就伙同一帮
古惑仔造反了，反自
己的爹。李世民那么
猛，哪能被自己的儿
子 反 ， 立 马 就 镇 压
了 。 本 来 事 儿 过 去
了，但在审问叛逆的
过程中，牵扯到了太
子李承乾，顺藤摸瓜
之下发现太子也在谋
反。

李承乾是长孙后
所生的嫡长子，两岁
的 时 候 就 被 立 为 太
子，而太宗皇帝当时

才 20 多岁，春秋正盛。太子越长越
大，心里就着急，我都发育了，皇
上还身体倍儿棒，我太子就是储
君，你老不死的话，我储到什么时
候当皇上。自力更生吧，我帮你
死！于是太子就在宫里面找一帮巫
师，先跟那儿集体扎针，然后密谋
造反。

太宗皇帝派人调查属实后，就
把李承乾废为庶人，幽禁起来。于
是就剩下濮恭王李泰和晋王李治。

按照感情，太宗应该立李泰为太
子，因为这小子特别聪明，才华横溢，
是块当皇帝的好料，而李治是个温吞
鬼，什么事都不出跳。可是恰恰因为
这个原因，最后李治被立为太子。太
宗意思是，如果李泰当太子，这小子
忒有乃父之风，跟老子太像了，估计
一登基为了了却后患，立马会杀了李
承乾和李治，这种杀兄害弟的买卖在
建国之初可以干干，太平年代干多了
肯定不好。而李治即位后，虽没有李
泰能干，却绝不至于害死李承乾和李
泰。为了社稷，太宗就把自己
最喜欢的孩子李泰也幽禁
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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