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晓禾回家过年，头天晚上买到了第
二天早上发车的大巴车票。天寒地冻，他
连便宜的旅社也舍不得住，冒寒等了一
夜。上得车来，空调一暖，他感到有点头
晕，发烧，嗓子发痒，咳嗽连声。他想是冻
感冒了，捂嘴，怕传染别人，这时他才后悔
地想到，头天晚上为啥没有戴上口罩保暖。

他的蛇皮袋里有的是口罩，那是发的
劳动保护用品。小时候，母亲用双层口罩
布给他做裤衩，用单层给他做汗衫。现在，
他攒下口罩是给他的孩子用
的。为了不传染别人，他打开
蛇皮袋，拿出一个口罩戴上。

他的咳嗽和白口罩，立刻
引起了一个胖男人的注意，指
着他惊呼：甲流，H1N1甲流！
像拉响了警报，人们都用惊恐
的目光看他！他更加咳嗽，话
都说不出来。胖男人请他下
车，为了一车人的安全。

余晓禾咳嗽得满眼流泪，
断断续续说了他头天晚上冒
寒等车，冻感冒了。

车上的人虽然相信，可是，
H1N1 正在流行，就怕万一
啊！胖男人喊司机停车。

车已经停下了，司机打完
手机，说：“我没有权力要他
下车啊！人家是买了票的！”

“不就是200块钱吗，我掏！”
胖男人掏出两张百元大钞，给余晓

禾，余晓禾不接。胖男人硬声说：
“你要是不下，我们可就动手了！”
“别别！”司机朝胖男人喊。“车窗全部

打开，通风排毒！”
很快，车内车外一般冷了。胖男人

说：“你让冻死我们啊？”
有人替余晓禾说话：“在车内都嫌冷，

你把这个民工撵下去，让他咋活啊？”
胖男人说：我们发扬民主，大家举手

表决，如果多数人要他下车，他就得下去！
现在我问：要他下车的请举手！胖男人站

在车头对着车厢里查举起的手，43。又问：
不同意的请举手！查举起的手，42。胖男
人得胜地对余晓禾说：43比42，下车吧！

“我这儿还有一票呢！”身后的司机说。
胖男人回身一愣：“您是司机。”

“我不是车上的人吗？”
胖男人哑口。43比43。
司机对胖男人说：假如他不是个打工

的，假如他是个干部、领导，你也敢这样吗？
胖男人说：现在你司机就是领导，你

做主吧！
司机拿出笔和本子，说：这

样吧，我把大家的名字、住址和
电话号码记下，以便及时和大
家联系。大家一听就知道是怎
么回事，张三李四，开始报了。
司机一个一个地记。

胖男人显出了才能：这样
太慢，多停留一分一秒，就多一
分一秒的生命危险！我提议，
每个人掏出笔和纸自己写，我
来收集！

大家同意他这个法儿，都
自己写了。胖男人收齐，交给
司机，问：现在你说怎么办吧？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余晓禾站起身，拎上蛇皮袋，走
向车门。他已经看出了事情的
严重性，要自己下车。

司机不开车门，说，先不要
急。

胖男人说：你不能侵犯他自己的权
利！

余晓禾打开蛇皮袋，拿出一包口罩，
一个一个都是没有开封的新口罩。他对大
家说：车上冷，给大家戴吧，我就是头天晚
上舍不得戴冻感冒的。

人们一下怔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120鸣叫着赶来了。
司机把票款退给余晓禾，对医生说：

要及时把病情通知我！
第二天，司机向每一个乘客报平安。

苑陵街位于二七区，东起原德化
街，西至福寿街，与火车站相望，长300
米，宽 4 米。它的形成始于清朝末年。
名字的来由，源自新郑县德昌厚钱庄
掌柜赵子恒，他拥有巨资，消息灵通，
很有商业头脑，来郑选
址火车站东侧寸土寸金
地段投资，从西到东盖
房成街，用其家乡苑陵
县古城名，取名叫苑陵
街。“文化大革命”期间
曾改名叫二七一街。1983年地名普查
时恢复原名至今。

苑陵街成街后，就以它所处优越
的位置，吸引着有眼光的生意人纷纷
到此兴业开店，从最早的小生意做起，
市场需求兴旺，崭露头角，逐渐发展到
生意越做越大，行业越来越多，进而成
为各路商货和商贾的集结中心。百年
来，苑陵街上的商业，虽历经风雨洗
礼，兴衰去落，经营的项目不断除旧布

新，生意仍是红红火火，传承至今。
民国初，郑州交通便利，棉花业异

军突起，苑陵街占尽先机，最先应运而
生了棉花市场。棉花生意的交易，带
来了银号、钱庄、货栈、打包、转运、搬

运等行业的繁忙，还推动了各种服务
业的蓬勃发展。不唯如此，街西头开
始出现了郑州第一家带营业性质，放
映国外武侠、探险、色情电影的露天影
院，这也算是那个年头的一个消闲娱
乐场所吧。一时间，吸引了许多看
客。苑陵街棉花生意的繁闹情景，《河
声日报》曾有“街上商铺林立，熙熙攘
攘，棉花货包堆积如山，棉絮到处飞
扬，灯光彻宵通明……”的报道。

20世纪 30年代，当郑州棉花业走
下坡路时，苑陵街的商户借助交通区
位优势，又开始寻找新的商机，渐次形
成粮、盐、烟草、花生瓜子红枣柿饼、草
帽辫、织造、颜料等行业，行行都是大

宗买卖，商家坐庄批发，
满街的五颜六色，满街的
汹涌人流，满街的人抬肩
扛，四方货物无不以此转
运各地，生意兴旺，规模
越扩越大，是远近知名的

流通集散地。与此同时，街市上的许
多经济信息，引起了报纸媒体的关
注。报纸是需要信息支撑的，报纸多，
收集信息的人也就必然多，这里成了
记者们你来我往、收集信息的一个绝
佳窗口。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苑陵街
形成了一批著名招牌。裕永公颜料商
行、楚兴干果、云锦针织、荥汜帽辫、汴
鸿花生、薛贵粮油、罗洪举盐号等。

花园路、翠花路（现为农业路
其中的一段，路名已消失）是郑州
市城区的两条老路，是由“花园口
路”和“翠华路”演变而来。

据郑州解放后第一任市长王
均智同志写给市地名办的《为郑州
街道命名》手稿记载，1954年省会
由开封迁至郑州后，按照规划，修
建了一条由“金水大道”（现金水路，
当时叫金水大
道）通向花园
口镇（当时叫
村 ）的 大 马
路 。 1938 年
蒋介石为阻击
日寇大举进犯，不顾冀鲁豫皖苏等
解放区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郑
州黄河南岸花园口村扒开黄河大
堤，造成数万名无辜百姓被淹死的
惨剧，一时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
焦点，“花园口”也从此名扬四海。
为使我们的后代记住这一悲惨历
史事件，就把这条马路命名为“花
园口路”。遗憾的是，后来人们为
了少用一个字，演变成花园路了。

翠花路，原是东起南阳路接农
业路，西至沙口路，后来农业路东
西贯通，成了现在农业路其中的一
段。翠花路名虽然已经消失，但路
名的来意，还有很多人问起：“郑州
有一条路名为啥叫翠花路？”有的
还和小品“翠花上酸菜”的台词联
系在一起，笔者认为作为地名管理
人员，有必要给大家解惑释疑。据

王均智市长提
供 的 手 稿 记
载，翠花路原
是郑州瓷厂门
前的一条路，
当时，计划郑

州瓷厂生产的艺术陶瓷主要为郑
州出口创汇，时任副市长的王言同
志提出用“翠华路”来作为这条道
路的路名，寓意是郑州生产的艺术
陶瓷为中华之国粹。而不幸的是，
后来有人使用汉字不规范，随意创
造，把“华”字写成了“花”字，路名
就变成“翠花路”了，以致后来很多
市民不解“翠花路”的来意。

这是从明式家具、紫砂茶壶与当时
文人间关系的角度审视明清文化的一部
论著。全书共 10 万字，约 200 张图片。
它不同于一般的介绍鉴赏明式家具和宜
兴紫砂壶的书籍，而是着重论述明清文
人与家具及紫砂壶的关系的著作。

全书既有随笔式的自由，又有理性
思辨的逻辑。作为工艺美术，明式家具
和紫砂茶壶为什么能达到功能性与审美
性的高度统一，使得它们至今仍成为人
们称道珍赏的艺术瑰宝呢？书中通过层
层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了明清文人为
何钟情于家具和紫砂茶壶，使之从普通
的实用器具上升到艺术范畴，并在其中
展现出文人的精神理想世界。

由于作者本人擅长书画，具有亲身
的创作经验和较高的艺术素养，因此能
对明清家具和紫砂茶壶的艺术特征有精
到的体认和概括，而且能旁搜远绍，追本
溯源，将它们与中国整个艺术精神的传

承发展联系起来。作者认为，明式家具、
紫砂茶壶集中体现了中国的线条艺术
特点，是继青铜文饰、玉器造型、书法、
绘画之后，线的艺术在日用泥木领域的
拓展延伸，同时也是当时文人的心灵世
界与泥木世界碰撞的产物。无论明式
家具中的桌案几凳还是紫砂茶壶中的
供春曼生，这种线条的独特和空间造型
的丰富，正合乎了传统审美的内在规
律；同时，诗化的生活和生活的诗化，使
明式家具、紫砂茶壶合乎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的审美目标。明式家具、紫砂茶壶
的最大艺术魅力体现在它们简素空灵
的追求，这既是他们性情深处超逸脱俗
的心态的展现，也是我国“以线造型”的
美术思想精髓的演进发展。这样，就令
人信服地揭示出了明式家具和紫砂茶
壶的素雅简练、流畅空灵所蕴含的无限
丰富的艺术世界，它们绝不是几件家
具、几把茶壶而已。

《仙骨佛心：家具、紫砂与明清文人》
张 莹

新书架

日月金银梭，杨柳三月天；南燕归旧
巢，冬去春又还。在迎春花的馨香和柳绿
鹅黄里，我的思绪再次潜行于“沾衣欲湿杏
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妙境中。不过，
这杏花春雨胜却非江南，而是北方，因为故
乡的杏花春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以杏花春雨为元素，吟咏清明之诗，当
推杜牧和陆游。“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饱含唐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
杏花”深谙宋韵。两位诗人，时空隔代，地北天南，拈
来杏花，各怀异香。放翁空怀忧国之志，花甲闲居临
安，虽衣食无忧，然胸中块垒难消。其诗看似清新脱
俗，而句句借杏花喻惆怅。而羁旅在途的杜牧，却是
乡愁日炽。试想清明时节，那“做冷欺花，将烟迷柳”
的春雨，令人情思凄迷。何处可歇脚避雨呢？恰此
时牧童指路，诗人但见万朵红杏枝头闹，一酒旗面风
中摇，欣悦之情顿由心生。我思忖诗中“杏花村”并
非地名，恐是酒肆，是盛开的杏花让诗人信口而吟！
然而诗酒自古相得益彰，酒借古人势，更扬文化旗！
杜诗既出，山西杏花村沾光大而久矣。真所谓杏花
村中出佳酿，美酒醇香飘四海！以至于许多地方争
先恐后引经据典证明其乃杏花村真所。因为艳丽的
杏花与美酒佳酿相俦，实乃珠联璧合，锦上添花。

杏花开于清明前后，杨万里状之为“红红白白一
枝春，晴光耀眼看难真”。然清明时节，细雨纷纷，路
上之人，行色匆匆，多少有些凄惶。可因了杏花，那

淅沥的春雨却愈发可人了。杏花自古惹人喜爱，魏
晋南北朝时期，以杏花待客为礼节之尊，周瘐信《杏
花》诗曰：“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
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盛唐赏杏
甚过历代，喜以杏花做头饰，杜牧“莫怪杏园憔悴去，
满城多少插花人”勾勒唐时街头风景。邵雍“更把杏
花头上插，逢人知是看花来”，极言宋代插花风盛。

杏花用于观赏，分园林、庭院两类。庭院植杏，
宜于屋角、墙边。吴融的“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
处出墙头”独出心裁；叶绍翁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
枝红杏出墙来”超然其上。院中杏花不自赏，墙头秀
色可赠人，那画面何等令人陶醉。后人却用“红杏出
墙”喻女子移情别恋，的确出乎先人立意。不过我游
长春伪皇宫时，溥仪寝宫天井院里有株杏树，树冠高
过两层楼去，其爱妃出轨之举还真成了“红杏出墙”
的历史注脚！

杏花美丽的倩影无处不在，即使在古代典籍中
也氤氲着书香。《庄子·渔父》记载：“孔子游于缁维之

林，休坐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
琴。”缘此，后人便将“杏坛”雅称讲台。1986
年教师节，邮电部发行一枚纪念邮票，图案
设计即为一讲台，其上一枝杏花盛开，就是
借此典故以表对人民教师的崇高敬意。

出于对杏花的偏爱，我不仅搜罗过前人
吟杏之作，还特地查阅了植物学条目，既怡
情悦性又长了见识，可谓一石二鸟。杏与梅

形似而花叶、滋味迥异，其叶似梅而略大，花似梅而
稍艳。杏果如梅，其香于梅而酸不及也。杏仁既可
作为凉菜佐餐，亦可配伍入药组成良方，清热解毒，
祛病除患，济世利人，裨益多多。

故乡多山杏，万山杏花白如云，浮戏杏花灿若
霞，杏实春同青麦偕翠，夏共金麦俱黄，风姿绰约撩
人。那杏花色香形俱佳，杏果精气神十足，令我浮想
联翩，时常琢磨“杏幸”谐意味和“三生有杏”之寓意，
以至爱杏如痴。年年春赏花，夏品果，秋冬必备杏干
果脯，以饱口福，聊慰乡思。每
逢回乡踏春，我都要携几枝杏花
进城，让杏花偕春色一起登堂入
室，白日花影寄诗思，夜阑馨香
入笑梦。仿佛唯其如此，方能从
欧阳修“谁道梅花早，残年岂是
春”的吟哦里，禅悟出时序轮回
的真谛：杏花映红故乡日，春天
宾至如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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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是市政法委副书记，书记
车祸住院，他主持工作。因职责缘
故，他从一开始就介入本案，具体指
挥。发现旅行袋可能失窃后，他担心
造成不利影响，在要求公安部门抓紧
破案的同时，他决定封锁消息，没有
报告赵市长和其他市领导，不与林部
委明说，自己也不跟林部委见面，只
在后边安排破案。迎宾山庄确实有
一个人去了哈尔滨，确实也怀疑可能
拿错了一只旅行袋，这个成了他拖延
时间的理由。眼下已经清楚了，哈尔
滨那只旅行袋不是，这边破案也没有
突破，他考虑责任重大，不能再拖了，
所以从幕后走到前台，向林部委说明
清楚，请求领导批评，然后他将立刻
向上级报告。

林文祺怒不可遏：“你好大的胆
子！”

叶家福说他自知错误严重，现在
首要的是破案，今后愿意接受任何处
理。

7
旅行袋失窃引发

了上级的高度关注。
这确实是一起严重事
件，这只旅行袋里装着
满满一袋重要材料，多
为原始谈话记录稿，均
为手写笔录，没有任何
备份。

林文祺所率这支
考核组此次负责考核
本省北部两市的班子，
本市是第二站，前一站
的 考 核 任 务 已 经 完
成。失窃的旅行袋装
的是前一站考核中形成的第一手资
料，其遗失的后果极其严重。失窃消
息报告之后，省里主管部门和公安机
关领导在第一时间赶到本市，市里几
大部门相关人员汇集迎宾山庄。

在省、市部门介入之前，道林公
安分局已经投入大量力量办案，却未
能突破，本案因此显得极其诡异。在
案情惊动上级之后，破案依然艰难，
各路高手联手寻求突破，不放过任何
一条线索，集中全力搜查，却一筹莫
展。

旅行袋竟出人意料地悄然复出，
有如当初它意外消失时那般诡异。

它被发现于迎宾山庄外围一个
垃圾桶里，藏身于拉里拉杂的烂菜叶
废塑料袋之中。此前这个垃圾桶已
经被办案干警数次搜查过，没有发现
任何异常物品。这天清晨环卫清洁
工清理该垃圾桶，却意外地看到了这
只旅行袋。清洁工立刻报告。

旅行袋立刻被送进迎宾山庄。
经当事人确认，果然就是失窃的旅行
袋。袋上各保险装置及密码锁均正
常，没有任何撬动痕迹，也没有任何
可疑指纹。失主输入密码，打开袋

子，里边所有物品无一缺损。几个最
重要的资料袋封口印鉴全部完好，并
无他人动过。

警方判定，旅行袋失窃后未被打
开，机密未曾外泄。从各种迹象上分
析，窃贼不是打不开它，是动都没想
去动。他一声不吭地偷了东西，把它
藏在一个隐秘的旮旯里，在制造出足
够动静之后，一声不吭再把它扔出
来。

这情形太奇怪了。
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偷弄到这个

旅行袋纯属意外，然后他发觉动静忽
然闹大了，不免为之紧张。最后风声
大作，他意识到这东西不好玩，于是
赶紧脱手。奉还窃物虽不算投案自
首，一旦破败也可争取减罪。

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作案是有
意的。这个贼对财物没有兴趣，他的
目的不在袋中物品。他的目的很可
能就是利用这个特殊旅行袋制造动
静，在达到目的后就果断中止，显然

有人需要这个动静，肯
定也有人会因为这个
动静付出代价。

旅 行 袋 失 而 复
得，袋中机密完好，未
曾泄露，事件的严重程
度骤然降低，警方却没
有因此放弃追踪，依然
全力搜索，但是有的案
子好破，这个案子却不
容易，相关线索相继落
空，案件渐渐被挂起
来。

叶家福感叹道：
“奇怪的不止这个贼。”

陌生女人的电话不再打来，这人
也属奇怪，她怎么知道有一只旅行袋
丢了？她跟蔡波到底怎么回事？蔡
波本人又是怎么搞的？关于唐美芳
的举报信又有何来历？所有的问题
应当都有答案，只是眼下它还不为人
所知。

叶家福用揽下责任的方式迫使
案子摊开，在蔡波陷得更深之前制止
了他，也让蔡波得以解脱，促成了事
情的解决。幸好事件最终没有造成
严重后果，相关人员包括叶家福到底
有惊无险。但是事情毕竟还是事情，
其直接后果一如蔡波所担心：上级原
有的考虑受到影响，决定本市班子暂
不调整，书记依然由陈副省长兼任，
赵荣昌还是市长，没有接掌大政。蔡
波也一样，留在原地踏步不前。

蔡波感慨：“千方百计，终究还是
烤焦了。怎么会弄成这样？”

叶家福说：“去问唐美芳吧。”
8

蔡波刚下飞机，电话铃响了。是
叶家福。

“老叶啊，”他接了电
话，“有好事？” 16

陈西梨跟陆洋发生第一次不愉
快，就是因为开车引起的，那天星
期五，陈西梨开车去二中南校接陆
爱果，陆爱果还带着个小姑娘，很
亲热地挽着手，看见陈西梨，说：

“这是我好朋友小星，能不能送送
她？”为了讨好陆爱果，陈西梨自然
是立马答应。

陈西梨忘了自己是路盲，送小
星倒是没费多少周折，送完小星却
出事了，也不知道怎么的，跑着跑
着，发现自己迷路了，看看四周，
越来越陌生，路边竖着一些广告
牌，上面写着惠安小区。马路越来
越宽，车辆越来越少，想找个人问
问却到处看不见个人，陈西梨哭的
心都有了，无奈，只好把车在路边
停下来。

陆爱果问：“怎么了？”
陈西梨说：“迷路了。”
陆爱果吃吃地笑了起来，说：

“I服了YOU！”抱起胳膊，看起笑话
来了。

陈 西 梨 不 假 思
索，掏出手机就打给
王开明：“王开明，
我好像有点迷路了。”

王 开 明 说 ：
“我就知道早晚有这
么 一 天 。 你 现 在 在
哪儿？”

陈 西 梨 说 ：
“我刚才好像是在惠
安小区，觉得越走越
远了，就掉了个头，
然后看到有青年南路
的路牌。”

王开明说：“那你现在跑错方
向了，掉头吧，直接开过十字路
口，照直开，到头了就是建设路
口，到那就知道了。”

整个过程，陆爱果在旁边冷眼
看着，没说话。陈西梨又去接了王
子，一起回了家，钻到厨房里就做
饭，之后陆洋回来了，陆爱果就叽
叽咕咕，把那事跟陆洋说了。

偏巧晚上十点了，王开明又来
了电话，并不是故意那么晚来电话
的，那天单位有客人，晚上陪客人
吃饭，喝了点酒，把客人送回房
间，司机送他回家，路上看到一起
车祸，一着急，忘了时间，就把电
话打了过来，问：“到家了吗？”

陈西梨说：“到了啊，都晚上
十点了！”

王开明迷迷糊糊地说：“我就
是担心，问一问。”

当着陆洋的面，陈西梨也不好
说 什 么 ， 只 能 哼 哼 呀 呀 的 ， 说 ：

“谢谢你费心啊！”
没想到王开明借着那点酒意，

还不放电话，反倒啰唆个没完了：
“不是我说你啊，这小破城市，要搁

在大城市，也就是一个居委会，一
个居委会你都能迷路，可见有多么
盲。以后记着啊，迷路了就赶紧找
我，我就是警察叔叔。”

陈西梨只好拿着手机，到外面
去接，陆洋正靠在床上看最新一期
的《商界》，陈西梨也不确定他是否
注意到了这个电话。到了客厅，陈
西梨压住声音，对王开明说：“你
干吗，这么晚了，找事啊？”

王开明说：“哦，扰你们好事
了吧，对不起啊！”

陈西梨说：“喝酒了吧？赶紧
回家睡去吧，挂了吧。”

好像王开明还在那边咕噜什么
话，陈西梨把电话挂了，回到卧
室，陆洋没抬头，问：“谁呀，这
么晚？”

陈西梨没多想，说：“西桃
的。”

陆洋把眼从杂志上移开，尖锐
地看了一眼陈西梨，又移回杂志

上，继续看，陈西梨
让他那一眼看的，有
些后悔撒谎，又不能
反悔，就爬上床，去
逗弄陆洋，陆洋却说
累了，翻身拧灭床头
灯。

恰在这时，手机
又是一声雄鸡报晓，
来 短 信 了 ， 拿 起 一
看 ， 居 然 又 是 王 开
明 ： “ 怎 么 挂 电 话
了 ？ 新 郎 官 生 气 了
吧？你把电话给他，

我跟他解释，没你事。”
陈西梨这个气啊，干脆关了

机，转回身去安抚陆洋，亲人家的
后背，拿脚去蹭人家的大腿，不奏
效，只好主动说：“今天下午我接
爱果，迷路了，当时路上没警察，
就给王开明打了个电话问路，刚才
他忽然想起来，来电话问回家了没
有。好像是喝高了。”

嘴 巴 和 胳 膊 腿 儿 一 起 主 动 ，
陆洋渐渐有了反应，翻过来压住陈
西梨，陈西梨这半天逗弄陆洋，早
把自己逗弄起来了，又把陆洋摁回
去，自己翻上去，说：“今天由我
来 开 车 ， 看 看 你 是 夏 利 还 是 宝
马。”

陈西梨采用的这招还挺奏效，
一番武斗过后，事情就算完了，只
不过最后一刻陆洋又翻上去，咬着
陈西梨的嘴皮子，说：“以后要是
再撒谎，我把你嘴皮子咬下来。”

陈西梨呜呜呀呀的，说：“咬
啊，使劲，我喜欢你咬，咬死我
吧。”

完事以后，陈西梨缩在
陆洋怀里，说：“你刚才是
不是有点吃醋啊？” 17

连连 载载

杏花春雨三月天
王琳宝

散文

淡烟绿风细吹衣 王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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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演变的路名
朱坤杰 杨慧丽

郑州地理

李渔 书法

苑陵商业老街的传承
王瑞明 杜丰芮

郑邑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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