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死也没有想
到：他为人的好坏、葬墓的真伪，会让后人带来争议和兴
趣。

远的不谈，近的最早鲁迅说过：“其实曹操是很有本
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是，无
论如何非常佩服他。”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
国，那时黄河流域是我国的中心地区，他改了许多恶政，
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
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
会稳定、恢复、发展。说曹操白脸奸臣，书上
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
建正统观念作怪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
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的东
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后来，作
为中国社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旗帜鲜明地发表“为曹操
翻案”一文，并写出剧本《蔡文姬》，赞扬曹操把才女蔡文

姬从匈奴那里赎回来，但没有
读过史书的老百姓依然相信

“曹操是奸臣、小人”，可见，文学
的力量比历史的力量在民间大
得很多。

凡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
没有一人是完美的，误伤人伦

的也有，但不失其伟大，曹操也然。元末明初罗贯中搜
集传说、散曲、话本，编成戏剧性、故事性很强的《三国演
义》，就给曹操真容毁了。但，历史上的真曹操是怎样一
个人呢？

曹操（165~220）沛园人（即安徽人），其人是一个大
宦官的养子。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东汉灵帝时，他跟
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打败黄巾军，曹操得叛军三十万

人，组成“青州军”，扩大了军事实力。汉献帝逃离长安，
曹操欢迎于许昌，以许昌为都，控制了小朝廷。官渡之
战，战败袁绍，扫平残部，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北征
东北的乌桓，进位“丞相”，南击刘表，得荆州，同孙权大
战，赤壁失败，形成三国鼎立态势，建安二十一年进爵

“魏王”，二十五年病，下“终令”：“殓于时服，葬于邺之西
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芷金玉珠宝。”死时六十六岁。

唐代，曹操的名声很好，李世民的“祭魏大祖文”，称
曹操“哲人”，“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手

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评价很高。唐玄宗把曹操
“阿瞒”的小名拿来自称为荣，《三国志》作者陈寿评曹操
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真实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

到了宋朝，赵匡胤陈桥兵变，又杯酒释兵权，所以他
非常重视“防内”，他怎能允许宣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曹操呢？所以曹操的形象逐渐被歪曲了。元末明初的，

《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妖魔化曹操，并与关公对比，把败
将关公奉若神明，随着《三国演义》的普及，连三
岁小孩都说“曹操是奸臣”，真是把曹操“踏上一
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更有甚者，《三国演义》恶毒地安排了一个
“七十二疑冢”的情节诽谤曹操，正是安阳北部
地区有许多大土堆，人称“曹操墓”，据考古学家
探明134座为东魏、北齐的皇族墓区。

如果把书中人名作为一个符号，《三国演义》是一部
好书，书中写的战略战术和政策，不少为毛泽东引用称
赞。如果用历史上真名真姓写小说，会混淆历史真实和
艺术真实，给普通读者带来错觉。《三国演义》中曹操、诸
葛亮、关羽等典型，不是对读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历史
造成思想混乱吗？

曹操真墓发现了，但仍疑云重重，这先要弄清曹操
是怎样一个人，曹操墓的发掘论证才会有意义。否则，
不是白忙一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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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歌谣，是民间
口头文学的韵文作品，
都有着很浓郁的地方
色彩。有些虽带点迷
信色彩，但大都属于吉
利祈福和迎新纳祥，有
着积极向上的心理愿
望。在郑州农村，一进
入腊月，就闻到了年
味，“腊八祭灶，新年来
到”，“吃了腊八饭，就
把年货办”，这都是挂
在嘴边的话。

农历腊月二十三
为祭灶神日，在农村俗
称小年，较为隆重，有
一首祭灶歌唱道：“腊月二十三，
打发灶君去上天，到了初一五更
来，多带五谷少带灾。要带跑马
射箭的，也带纺花织布的。”但也
有一些贫穷的人家，买不起祭
品，在祭灶时唱道：“一碗清水一
棵葱，打发你老上天宫，你老对
给玉皇说，就说我家老是穷。”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贫苦人家的
无奈心情。还有一首这样唱道：

“祭了灶，年来到，闺女要朵花，
小子要挂炮，奶奶要双鞋，爷爷
要顶帽，全家老少都有份儿，合
家欢乐齐欢笑。”简单的年货，其
乐融融的家庭，充分体现了农民
知足常乐的朴实心理。

农历腊月三十是除夕，当
夜幕降临时，人们会先把水缸担
满，把对联和门画贴好，然后用
清水把院子洒一遍，掂起大扫帚
开始打扫院子，边扫边唱：“大扫

帚，藤条缠，三十晚上
扫当院，一扫人丁壮，
二扫树木旺，三扫居家
多吉祥；四扫宝，五扫
财，六扫和合二仙来；
七扫家富永不贫，八扫
天上掉个聚宝盆；九扫
六畜样样全，十扫万象
更新年，扫走垃圾和晦
气 ，迎 来 新 春 多 欢
喜。”扫完庭院后，即燃
放鞭炮摆供上香，而后
是 全 家 人 欢 聚 一 堂 。
在吃年夜饭时，家中的
长 辈 会 先 开 口 唱 道 ：

“迎春年画挂堂前，祝
福对联红艳艳。丰盛酒菜放桌
面，干鲜果子摆满盘。合家欢乐
喜团圆，送走除夕迎新年。”另有
一首歌把年前的准备，过年的活
动及年后要做的事全串在了一
起，是流传很广泛的一首过年歌
谣：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
房子。

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割
年肉。

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
去买蜡。

二十九，灌烧酒，年三十儿，
贴对子儿。

年初一，磕头作揖儿，
年初二，新媳妇上路儿。
年初三，把坟添，
年初四，走亲戚。
年初五，大扫除，过了“破

五”把活做。

有许多有关虎的形象比喻的成语，如：
虎视眈眈、狐假虎威、为虎作伥、谈虎色变、
骑虎难下、与虎谋皮、虎口拔牙、如虎添翼、
虎头蛇尾、调虎离山、三人成虎、虎踞龙蟠、
龙争虎斗、生龙活虎、羊质虎皮、如狼似虎、
狼吞虎咽、暴虎冯河（有勇无谋）、藏龙卧虎
等等。

与虎有关的歇后语和谚语，老虎的屁
股——摸不得；老虎戴佛珠——假充善人；
老虎吃豆腐——口素心不善；老虎兜圈子
——一回就够；老虎打瞌睡——机会难得；
老虎借猪——有借无还；老虎吃刺猬——无
法下口；老虎吃蚊子——白张嘴；老虎打

架——劝不得；老虎尾巴当扫帚——威风扫
地；老虎演戏——再好看也不能看；老虎头
上的虱子——捉不得；老虎拉车——没人敢
（赶）；老虎嘴上拔毛——找死；老虎爬树
——没学那一套；老虎扑蚂蚁——可惜了那
本事；老虎吞吃石狮子——吃不消；墙上画
老虎——吓唬不了人；老虎进山沟——顾前
不顾后；老虎的头发——没人理；老虎入羊
群——无一敢挡。还有许多谚语：如：虎廋
雄心在；伴君如伴虎；老虎门下官难做；画虎
不成反类犬；一山不藏二虎；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山中无老
虎，猴子称大王等。

表姐在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工作，经常去世
界各地出差，对西方人的“节日人情”很熟悉。
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她正在英国公干，也
送出和收到不少圣诞礼物。她说，英国人平均
每人要花费 300英镑购买节日礼物，送给家人
和朋友。为了用着实惠、送得体面，许多人不
惜在商场外冒严寒排长队，为的是买到节日打折商
品。

老外们互送的节日礼物可谓五花八门，但一般是
体积小、外观美的小玩意，而且价格不很昂贵，如围
巾、领带、内衣、钱包、皮带、糖果、红酒、畅销书、电子
玩具、咖啡具、微波炉碗、小工艺品、美容化妆品等等。

在美国，平均每年花在圣诞礼物上的钱高达 65
亿美元，而买错礼、送错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我表
姐去年圣诞节收到一件标价 50美金的毛衣，打开一
看却是30年前老掉牙的旧款式，而且又松又大，本来

她已经有好几件毛衣了，捧着这件礼物真令她啼笑皆
非。而最近表姐自己竟然也犯了类似错误，今年元旦
前夕她给一位女友送去一本《世界是平的》畅销书，女
友连声称谢，不料当晚女友却打来电话，称这是她收
到的第三本同样的书了。

人各有所爱，因为不少礼品在收礼人眼中一文不
值，所以近年来西方人的“送礼观”开始改变。大概是
受中国传统风俗的影响，不少老外开始喜欢利是（红
包）了，他们认为节日送压岁钱更实际，也更惹人喜
欢。

正当送红包悄然在欧美走红之际，美国心
理学家却指出，送现金代替送礼物比较令人尴
尬，甚至使人有被侮辱之嫌，送些小钱给对方
的孩子，还比较可以接受。不过也有人持反面
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热衷于过年送红包，是
以最有效的方法调配资源，既务实又具亲和

力，让收礼者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或许是为了减少“被侮辱之嫌”，欧美各国现在很

流行礼物卡。表姐说，礼物卡相当于中国的储值卡或
代金券，人们凭礼物卡可以在规定的百货商店兑换相
应的商品。这种礼物卡有效期通常在三至四年，十分
方便。表姐今年就用收到的礼物卡为自己添置不少
心爱之物，包括最新款式的摩托罗拉V3手机。对于
过期而未兑换商品的礼物卡，发卡单位会将其捐赠给
慈善组织，兑换成节日礼物送给孤寡或残障人士，也
算“物尽其用”了。

郑州的冬天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了大
半生。

我素来嫌恶冬天。因为小时候家穷，衣
食不济，冬天里除了挨饿，还要忍受寒冷的
折磨。即便长大成人，对冬天也没有多少好
感。草枯了，树秃了，鸟飞了，万物萧杀，天也
灰，地也灰，心也灰，一切都是猥琐的，龌龊埋
汰，极不舒展。即便有雪，四野煞
白，林寒涧肃，终究没有多少兴
致。何况雪历来都是下给情种、
逸士和骚客们看的。雪来了，他
们或特立独行，或携妻将雏，或邀
三五挚友，煮雪烹茶，踏雪寻梅，
看凝脂满寰宇，玉树飞琼花，发些感慨，弄些
诗文，和些酬唱，与我不相干。

后来读到《荀子·天论》：“天不为人之恶
寒而辍冬。”天行有常，不会因为有人不待见
就跳过这个季节。冬天还是年复一年地准
时光临。

前几年搬到南郊的一个小区，在这里住
了一段日子，竟然慢慢的喜欢上了郑州的冬
天。

小区外面的街道两侧是清一色的常绿
行道树，里面种满了各种植物，榕树、香樟、枇
杷、竹子……有高大青翠的乔木，也有低矮
浓郁的灌丛，也有假山，也有清流，空地上几
乎全是马尼拉草。冬天不再是惯常那种滞
涩干瘪的灰调子，草木流水皴擦渲染，揉进
了许多属于春天的生意。红楼，绿树，白云，

蓝天。柔柔的阳光隔着飘窗照在我的阳台
上，半间屋子都是红红的，亮亮的，暖暖的。
携一卷闲书，扯一把靠椅，执一壶清茶，怀一
颗平常心，读点想读的文章，想点想想的心
事，装点想装的闷骚，晒晒很温馨的太阳，看
看很温顺的绿地，听听楼下小溪里很温情的
水响。如果不是窗前偶尔路过的几个包裹
严实的行人，怕已是早就忘了季节。

郑州的冬天能有这样的阳光，历来不曾

想。见惯了雾濛濛灰溜溜的天空，那种感觉
就成为定式，以为阴霾就是冬天的标志和常
态。倏忽之间这种阳光就照耀到了我的一
爿陋室，心情霍然开朗起来，郑州变得亲切，
和美，祥瑞，到处充满善意。入冬的时候，下
了一场大雪，铅华尚浓的树木不堪千堆雪，
枝桠轻垂；羞答答的竹子颔首低眉，就像一

个个披着白斗篷的仕女躬身施
礼……半空里六花飞舞，纤絮
飘洒，琼脂碎玉铺满了小区，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
飞花”。郑州的雪竟然也是这
样纯净，这样柔情，竟然也造就

了这样的景致。
雪原来也在为我忙。
报纸上说，郑州去年二级以上天气已

经达到 322天，达标率为 88.2％，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减排也提前完成
了年度目标。地绿，水美，天蓝，肯定不会太
遥远。

郑州的环境正在悄悄改善，我的心境也
在悄悄改善，不再讨厌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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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便秘型”假性高血压用
药常常会引发并发症。大家想一
想，您不是高血压，您只是血压不
稳，可是您用上降压药了，是不是
用错药了？这种人服药时间不长，
降压药的“副作用”就全出来了！
什么副作用？心脑血管缺血！

下面，我给“便秘型”假性高
血压的患者提供一套食疗方案。

首先，咱们还是从饮食入手。
大家记住，“清”、“调”、“补”、

“养”这四个字。第一步，清！清什
么？在这里，要把大便清出来，这
个病从中医讲是“心-肝-肺-肾”
不协调带来的病。因为肺主大肠，
便秘就是肺热加大肠热。那么先清
肺。怎么清呢？

首先是饮。饮什么呢？绿豆一
斤，甘草 50 克；甘草三天一换，绿
豆天天换。加水搁在火上开锅5-6分
钟，把汤倒出来，天天当水喝，喝
多少熬多少。

每天晚上睡觉前生吃大白萝
卜。为什么吃生白萝
卜？因为白萝卜生吃
是润肺的，吃多少？
以胃不难受为准，逐
渐加量；吃得越多，
大便通得越快。

大便如果能一天
保持两次，这个白萝
卜就可以隔一两天吃
一 次 。 甘 草 就 不 用
了，绿豆改成半斤，
继续天天煮水喝。怎
么把血压同时给降下
来 ？ 早 晨 、 中 午 不
管，尽管按照您原来的方法和喜好
去吃。晚饭则要尽量多吃各式各样
的生拌菜，柿子椒、大白菜、茄子
为主。如果您血脂高可以加茄子，
如果血脂不高可以不用茄子，就以
柿子椒、大白菜为主。晚饭千万不
要再吃鸡鸭鱼肉，这些早晨、中午
吃就行了。

忌口：牛奶、辣椒、冷饮。
为什么吃降压药的病人，大便

通了以后才吃钙？因为有人吃钙会
加重便秘，没解决便秘的问题就还
不能吃钙。钙吃上一个礼拜以后，
开始每天定点、定时量血压，血压
会慢慢往下走的，血压一但下来
了，您就把降压药减掉 1/4，再下来
再减 1/4，分四个阶段把药减没了。
像这种病例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就好
了，非常好治的一个病！这种高血
压，我们称之为“实型高血压”。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虚型假性高
血压“腹泻型”，也就是“上热下寒
症”。这类患者一天大便好几次，并
且不成形。这种人的血压高也是假
的。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咱们人
是靠气活着。从中医来讲，气从左

边升上来，从右边降下去。人是一
个自给的系统，就是自己调节平衡
的人。这种人刚才讲了是“上热下
寒症“，什么概念？上面火，下面
寒。老百姓都知道，比如说便秘
了，老百姓讲上火了；要拉肚子
了，老百姓说着凉了。这种人上面
全是火症，底下是寒症，这不就叫
上热下寒症吗？

我给“腹泻型”假性高血压的
食疗方案是：

治疗的原则，“清”、“调”、
“补”、“养”。像这种上热下寒症，
以“调”、“补”在前，“清”在
后。因为他本身就拉肚子，不能直
接就去“清”！

绿豆半斤，枸杞子根据自己的
情况，50-100 粒加水煮。开锅 5-6
分钟后，把汤倒出来，把黄芪泡在
倒出来的绿豆汤里。黄芪搁多少？
从 5-10片起步。多大片？手指甲那
么大片，生熟黄芪皆可。喝两三天
如果没上火，就是牙没疼、没长口

疮，再加 5 片，再喝
两三天；没上火再加
五片，就这么逐步逐
步往上加，一般加到
30-40 片封顶。如果
上火了，把黄芪停两
天，就喝绿豆和枸杞
水。

早餐吃豆浆、玉
米、小米这些黄色的
食物，就是健脾。脾
是早晨 9 点到 11 点代
谢 ， 多 吃 这 些 ， 小
米、玉米、豆浆，再

加一到两个煮鸡蛋。然后您再加点
儿面包或者加点什么其他主食。

中午不管，晚上别吃炒的菜
了，一周后开始“清”，再加点生拌
菜。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您想，
他本来就拉着呢，如果一上来就吃
生拌菜，有可能拉得更厉害！咱们
先“调”、先“补”，用绿豆水泡枸
杞补，一个礼拜后再开始清！怎么
清？刚才讲了，就是生拌菜。以什
么为主？柿子椒、紫甘蓝！细嚼慢
咽，慢慢加量。然后再过两周后，
如果血脂高，就加生茄子，血脂不
高就不用加了。

忌口：牛奶、辣椒、冷饮。黄
瓜、西瓜，绝对不能吃！因为黄
瓜、西瓜全是伤脾的，这种病都是
脾胃受挫带来的，所以绝对不能再
吃这个了。如果吃降压药就把钙加
上，女同志每天不低于 3000 毫克，
男同志每天不低于 4000 毫克，每天
分三次吃。如果没吃降压药就可以
不用钙。也是定时、定点量血压。
等血压慢慢降下来了，您
再慢慢的一点一点把药减
没了。 12

肖桂英一阵心乱，兀自沉默
了，空空的目光在院子里四下闲
看。有暖风盎然吹过，院中的树木
沉睡了一个冬天，隐隐萌动着绿
意，枝柯自疏自朗。细微的草木生
气，在院子里悄然弥漫，让人神怡。

卢文昭放下了茶杯，淡淡地说
道：“贤侄啊，顺迎人意，莫违天
意啊！”

肖桂英怔忡了一下，猛地哑然
失笑：“人意？天意？卢老伯啊，
我听懂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下山投
降？”

卢文昭深沉地说道：“贤侄
啊，天地玄黄，人世沧桑。所谓人
意，就是人算；所谓天意，即是天
算。世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要顺从
人意天意的啊。即使前景莫测，观
当下之时，也要择善而从。所谓识
时务者，在乎俊杰。这也是过来人
的经验之谈。切莫一时冲动，以卵
击石，给后人留下无
谓之笑柄啊。”

肖 桂 英 郑 重 点
头：“卢老伯，小侄
记下了。”就起身告
辞。

卢 文 昭 起 身 送
客，走到门口，突然
笑道：“贤侄啊，我
问你一个事儿？”

肖 桂 英 笑 道 ：
“老伯请讲？”

卢 文 昭 笑 道 ：
“你喜欢票儿这个人
吗？”

肖桂英一时语塞，她的脸微微
红了一下：“老伯啊，您怎么想起
问这个呢？”

卢文昭笑道：“你们或许是
……” 说 了 半 句 ， 他 突 然 不 再 说
了，摆摆手，笑了：“不提！不提
了！”

肖桂英从卢文昭的家里出来，
心就定了。就带着几个土匪首领去
了望都县酒楼。一场酒席吃过，肖
桂英欣然释放了绑架的人质，率众
下山投降了。

谁能想到呢，就有了小说开头
的那样一个场面。肖桂英竟然被判
了十年徒刑。

肖桂英认为自己受了票儿的愚
弄，她当然要耿耿于怀。

肖桂英出狱
票儿再与肖桂英见面时，是肖

桂英出狱的日子。
肖桂英被判了十年徒刑，却

只是关押了一个多月，就被释放
了。

1951年 6月 11日，绿肥红瘦的
季节，保定监狱的大门随着一阵涩

重的声响，缓缓打开了。肖桂英表
情木然地走了出来。一个多月的牢
狱生活，她的样子并没有多少变
化，脸上稍稍多了一些沉重的颜
色。只是她的装束改变了，原来那
身猎装皮衣不见了，换了一身细布
的海昌蓝的衣服，原来脚下的靴子
也不见了，换了一双千层底的扁带
儿条绒布鞋。手里挽着一个粗布包
袱，如果不知底细，会认为她是一
个走亲戚的农村大嫂。

肖桂英站在阳光下，她感觉自
己像一只被关了许久的飞鸟，刚刚
被放出笼子，稍稍不大适应这湛蓝
色的天空了。她眯缝着眼睛，仰起
头，深深地吁出一口气来。然后，
她左右看看，刚刚举步要走，就怔
住了。她面前闪出一个男人。肖桂
英冷眼相对。

是票儿。
此时的票儿，正负责公安局配

合 部 队 清 匪 反 特 工
作，天天忙碌得不堪
重负。他今天特意抽
出时间，来接肖桂英
出狱。票儿看着肖桂
英，微微笑着致意。

肖 桂 英 瞪 眼 骂
道 ： “ 你 这 个 天 杀
的。爷要杀了你。”

票 儿 感 慨 地 点
点头：“是啊，天杀
的。是天杀呢？还是
爷杀呢？票儿可只有
一颗人头啊。”

肖 桂 英 再 骂 一
句：“天杀的！”

票儿点头微笑：“是啊，天杀
的，那就天杀吧。”

肖桂英又狠狠瞪了票儿一眼，
愤怒地向前走了。

票儿不急不恼，尴尬地笑笑，
就跟在肖桂英身后。

肖桂英先去公安局登记。公安
局的户籍警察问肖桂英在哪儿居
住？户籍落在哪儿（新中国建立之
初，尚无“户口本”管理制度，只
有户籍登记）。这一问，真把肖桂英
问住了。是啊，雄县大概是回不去
了，当年梁氏这一门改姓，举家投
匪，自断了后路。一旁的票儿笑
了，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了户籍
警，笑道：“小同志啊，肖桂英是
我大姐，户籍就与我登记在一起。
她就在我家住。”

户籍警笑了：“行啊，票局
长，您大姐的户籍就落到您家了。”
就登记了户籍。

肖桂英瞪着眼睛嚷嚷起
来：“票儿，爷为什么要跟
你去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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