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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守太平寨的后金兵不多，只
有 50 人。等刘兴祚的队伍来到时，
后金兵正在吃饭，毫无察觉。刘兴
祚趁后金兵没有防范，突然发动袭
击，斩杀50名后金兵。

刘兴祚认为自己立了功，便让
手下带着 20 颗后金兵的人头，到永
平城兵备道郑国昌那里领赏。没想
到，手下赏不但没领到，反倒成了
后金兵的俘虏。

皇太极一听到刘兴祚三个字，
就恨得牙根儿疼。他认为，刘兴祚
是个人才，自己对他也不薄。没想
到，这个可恶的家伙，却用诈死的
办法，不但把所有人欺骗，还投靠
了明政府，掉转枪口打自己。

这几年，他一直惦记着刘兴
祚，寻他不着，找他不见。这一
次，他居然送上门来，岂能放过？
皇太极立即召集贝勒、大臣开会，
研究刘兴祚的事情。

在会上，皇太极对贝勒、大臣
们说：“这个刘兴祚，大家都知
道。上次跟随二贝勒
阿敏攻打朝鲜时，立
下不少战功，我也及
时封赏了他，官及副
将，乃汉官中最高的
职位。他犯了错误，
也 特 例 宽 容 。 没 想
到，他居然诈死，蒙
蔽了大家，暗中投靠
南明。我认为，追杀
这样的叛徒，比攻打
永平还重要，你们认
为呢？”

在皇太极看来，
一旦选择了做后金政府的战士，战
死才是唯一的使命。投降，是绝对
不允许的，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现在是，以后更是。

众贝勒、大臣也认为，必须严
惩刘兴祚，让他为自己的可耻行
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皇太极见大家在处理刘兴祚这
件事上，意见非常统一，就命令阿
巴泰、济尔哈朗带领500人马，前去
捉拿刘兴祚。

阿巴泰、济尔哈朗为了确保一
举拿下刘兴祚，带领 8 名善战的将
官，500名骑兵，连夜赶往太平寨。

第二天早上，后金兵追上刘兴
祚的部队。刘兴祚正带着本部人
马，向山海关方向进发。

为了防止刘兴祚逃跑，济尔哈
朗和阿巴泰各带一队人马，阿巴泰
迎前，济尔哈朗后堵，对刘兴祚形
成夹击之势。

刘兴祚见自己的部队被后金兵
包围，意识到投降、被活捉，绝对
没有好下场。于是，他脱下铠甲，
奋力杀敌，只求一死。

济尔哈朗本想活捉刘兴祚，但

是，刘兴祚不怕死的玩命打法，使
他们根本无法靠近。为了减少伤
亡，速战速决，济尔哈朗命令弓箭
手一起向刘兴祚射箭。

刘兴祚，中箭身亡。弟弟刘兴
贤，被活捉。

济尔哈朗要把刘兴祚的尸体带
回去，交给皇太极。随军出征的库
尔缠，见好友落得如此下场，非常
悲痛。他了解刘兴祚在后金的境
遇，也接受他诈死投明的行为。他
认为，济尔哈朗这样对待一个死
人，有点过分。死了死了，一死百
了，还追究什么呢？

库尔缠说：“既然人都已经被
杀死，还有必要带尸体回去吗？我
们这些人，都在现场，都能证明刘
兴祚被杀死，已经够了！”

库尔缠是皇太极非常欣赏、信
任的人，济尔哈朗也知道他和刘兴
祚的关系。既然刘兴祚已经死了，
也就顺手卖给库尔缠一个人情。

阿巴泰不干，命人扒掉刘兴
祚 身 上 的 衣 服 ， 放
在 路 边 暴 尸 。 库 尔
缠 觉 得 这 样 对 待 一
个 死 人 ， 实 在 有 点
过 分 。 大 军 回 营 的
路 上 ， 他 偷 偷 溜 回
来 ， 给 刘 兴 祚 穿 上
衣 服 ， 找 来 一 张 芦
席，裹尸下葬。

皇 太 极 得 知 这
一 情 况 后 ， 认 为 不
能 这 样 便 宜 了 刘 兴
祚 ， 派 人 把 刘 兴 祚
的 尸 体 挖 出 来 ， 悬

尸示众，警告后人。作为正红旗的
旗主，在这件事上，代善为了证明
自己的清白，把刘兴祚的尸体砍成
肉酱。

代善已经认识到，他已经无法
与皇太极抗衡，便退而求其次，可
以不求权，但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高
官厚禄，不能叫多疑的皇太极对自
己不放心。

库尔缠没有那么多想法，他只
想对得起朋友。在众人散去之后，
他又偷偷地找来一块布，把刘兴祚
的碎尸包裹起来，挂在树上。

在任何圈子里，像库尔缠这样
的朋友，都是值得交的。

皇太极出了这口恶气之后，才
布置攻打永平城的任务。他命令，
由副将阿山、叶臣挑选 24 个人，组
成攻城敢死队，打头阵。每旗出一
名有攻城经验的将官，指挥本旗
1000人，攻打该旗负责的区域。

永平的户部郎中陈此心，随众
投降。没过几天，陈此心以父母年
迈、需要照顾为由，要求
后金政府批准他回到家乡
去。

蔡德贵：胡也频是济南高中第一
个教您的，是教现代文艺，就是普罗
文学。

季羡林：胡也频就是那时候，我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反正当时也
是国文教员。丁玲啊，不是他的夫人
么，因为胡也频的关系，丁玲到济南
去了。到济南去，是这样子，济南那
个路，比上海，比不了，不平。特别是
那个高中，外边那个下坡，垫着石子，
穿着高跟鞋，身体挺胖的，结果胡也
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也频帮
她，她走不了路。

所以因此呢，后来就是多少年以
后啦，就是，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编那
个《文学季刊》，那是后来啦。《文学季
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丁玲
的《母亲》（此处有误，应该是评论丁
玲的《夜会》）。

因为我对丁玲就是那么个印象，
拿胡也频当手杖，没有好印象。她的

《母亲》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
不认爹和娘”。后来我就说，她这个
脑袋里边啊，就是不
认爹和娘啦，所以写
母亲呢，写的，别人写
母亲，写母爱，她不写
这个，写的一些不是
很重要的东西。所以

《文学季刊》啊，头一
篇 我 就 写 评 丁 玲 的

《母亲》。她这个把她
母亲写的，不是写母
爱，那个母亲一点也
不可爱。丁玲不是和
胡也频已经结婚了？

蔡德贵：有人说
那时候没有结婚，只
是同居。

季羡林：那个不清楚，反正在一
起住。郑振铎有一天见到我，他说，
羡林，你那篇文章惹了麻烦，我说什
么文章啊？评这个丁玲的《母亲》，我
说，谁说呢？沈从文。沈从文原来大
概很早的时候，与丁玲一度有恋爱关
系，住在西山。大概是很早了，比较
年轻的时候。后来我说，第 2 期那个

《文学季刊》，把它撤掉，第 2 期（蔡德
贵按：应该是再版时）就没有那个评
丁玲的《母亲》了。后来我还给沈从
文写了封信，因为那时候在中国作家
中间，我很崇拜沈从文。

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时候，这
个，鲁迅已经不在了，大概文学家最
高权威茅盾，三部曲，或者《子夜》，我
对茅盾呢，很不欣赏，他《子夜》出版
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清华念书，我、吴
组缃、林庚、李长之，我们四个，跑到
那个水木清华，工字厅后边，很安静，
就谈这个《子夜》。吹捧这个书的是
吴组缃，他说这个书规模宏大。我就
说，从文章来讲的话呢，茅盾那文体
啊，文风啊，没有什么特点，我说他笨
得很。就用这个词：笨。沈从文是出
名的，他的风格写的文章，我喜欢的，

有才干。茅盾的就不行，他的《子夜》
我是全盘否定的。吴组缃吹捧，说他
这个书啊，规模宏大，有点气魄，我们
就辩论了一番。当时我们那时候都
年轻，反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口出
狂言，不过有什么说什么，我们倒不
隐瞒。大概有这么个……

蔡德贵：你们也不争吵。
季羡林：不争吵。各人说各人的

观点，也用不着说服别人，说完就完。
蔡德贵：写过《子夜》的书评吗？
季羡林：没写过。
蔡德贵：写过巴金《家》的书评。
季羡林：《家》写过。中国近代作

家中，我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
原因什么呢？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
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
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有文采，所
以后来我说，拿诺贝尔奖金，中国惟
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诺贝尔奖金，这个后来有一段
啊，就是中国解放以后，我就说，大概
没有写文章。我就跟中国的出版界，

中国的作家啊，我说，
不要吹捧诺贝尔奖
金，诺贝尔奖金这个
东西啊，本身是代表
资产阶级、代表资本
主义的东西，它也不
会给中国。所以当年
哪，鲁迅还活着，1930
年以后的，说有一度，
想把诺贝尔奖金给鲁
迅，鲁迅拒绝了。

蔡德贵：确有其
事吗？

季羡林：有其事
没有其事，反正都这

么传说。中国人啊，少宣传诺贝尔奖
金，它决不会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的。像瑞典科学院，瑞典那个封建主
义那么严重，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
家到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
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说不要宣传诺
贝尔奖金。而且我举例子，说那个赛
珍珠这种作家，二流都不够，三流、四
流的。她得诺贝尔奖金，赛珍珠，她
写的《大地》吧？以中国为背景的。

蔡德贵：您就欣赏戴望舒的《雨巷》。
季羡林：就那一首。戴望舒其他

的也不行。《雨巷》那个，它一个意境
好，另一个有音调，当时我有一个阶
段，主张写诗，跟谱音乐一样，叫纯
诗，Pure Poetry，与音乐一样。诗歌是
音乐与文字之间哪，一定要语调铿
锵。当时我就主张这个。这里跟这
个有联系的，一直到今天我是这么看
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五四”运动
啊，“五四”运动怎么评价，这是一个
大问题啦。徐志摩的诗，我不喜欢，
不欣赏。戴望舒的其他作品，也不行
了。我主张写诗与音乐相通，叫纯
诗，纯诗与音乐相通。有起
伏，有节奏，讲究起笔、落笔，
中间布局，很严格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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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量，也叫气量、容量。是古代流
行的人物品评的术语。蔡邕《郭有道
碑文》曰：“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
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杜甫

《移居公安赠卫大郎钧》诗曰：“雅量涵
高远，清襟照等夷。”雅量，就是人的宽
广胸怀，能容人、容事、容言。

雅量的第一表现是容人，能容不
如自己的人，也能容比自己强的人，能
容意见一致的人，也能容意见相左的
人，尤其是能容和自己有过节的人，对
于不如自己的人不趾高气扬，对于强
过自己的人不嫉贤妒能。北宋时期，
欧阳修文甲天下，是举国公推的文坛
领袖。而此时的苏东坡初出茅庐，还
没啥名气。这时欧阳修在一个偶然的
场合读到了苏东坡的文章，他拍案叫
绝，说“取读轼书，不觉汗颜，快哉快
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此
后，他每有机会，必大力举荐，使苏东
坡很快为天下所知。欧阳修不仅以锦
绣文章传世，其雅量、襟怀也成为历史
美谈。

武则天也是一个颇有雅量的人，
诗人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一文中，竭
尽全力罗列了武则天的“二十大罪
状”，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武则天得
知后，找来檄文认真阅读了一遍，不仅

没有发怒，反而对骆宾王
的文才大加赞赏。她还
责怪宰相：“此人有如此
之才，而使其流落不遇，
乃宰相之过也。”其胸襟
和雅量，使许多须眉丈夫
自愧不如，由此可见，她
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

一个女皇帝，并不是偶然的。
其次是能容事，能容对自己不利

的事，容自己不高兴看到的事，无论发
生了什么事都能坦然面对，应裕自如，
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1942 年，延安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
上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
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
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
等。保卫部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
起来，并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闻讯
后，急令刀下留人，并亲自找她了解情
况，然后派人送她回家。毛泽东从群
众的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
检讨了边区政府的税赋政策，确定了
精兵简政方针，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
了政府和民众的矛盾，受到普遍欢
迎。于是，雅量化解了矛盾，雅量争取
了群众，雅量化被动为主动。

1952 年，郭沫若应约写了一首讴
歌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诗。诗
稿送到杂志社后，编辑却犯了愁，因为
那首诗尽管立意很好，但从构思、意
境、语言来讲远非佳作。当那位年轻
的编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郭老，请
他修改或重写时，没想到郭老十分热
情地接待了他，并一再声称：那是败笔
之作，你们退稿是对的。身为中外知

名的文学大家，面对一位毛头小伙子
给自己的作品挑刺，郭老竟然毫不生
气，并虚心接受意见，这种雅量委实不
易，与时下某些大腕一听批评就火冒
三丈的狭隘心胸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三是能容言，能听得逆耳忠言，能
听得不同意见，也能听得狂妄、悖乱之
言，让人说话批评，决不恼羞成怒，打
击报复。2010年9月1日，湖北省长李
鸿忠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参事工
作意义重大，政府负责人对参事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
雅量，能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
之。”如果各级政府官员都有这样的雅
量，从善如流，我们的干群关系、工作

效率，都会得到明显增强。退一步说，
即便是对那些不靠谱的胡言乱语，也
不必反唇相讥，以牙还牙。佛家有典
故说：释迦牟尼佛功德圆满，有人却妒
性大发，当面恶意中伤他。佛祖笑而
不语，待那人骂完，佛问：“假如有人送
你东西，你不愿意要怎么办？”答：“当
然是归还了。”佛说：“那就是了。”于
是，那人羞惭而退。

雅量，是一种优良的生命品质。
人生有了雅量，面对宿敌，就有“相逢
一笑泯恩仇”的气度，遭遇对手，就有

“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襟怀，于是我们
就能化敌为友，广结善缘，沉静安详，
进退自如，笑傲江湖，纵横天下。

晋文公重耳在当上晋公之前，曾
经带着贤士赵衰、狐偃、咎犯一行数
十人，过了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公元
前637年，重耳过境曹国，曹共公对他
很是不屑。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
和常人不一样，不是一根一根的，而
是连成了一片，于是就在重耳洗澡时
偷窥、“猎奇”。僖负羁是曹共公手下
的一名大夫，就劝曹共公说，晋公子
重耳是一个贤人，因为一时的穷困投
奔曹国，曹国应该善待他，但共工没
有接纳。僖负羁的妻子其间见到了
赵衰、狐偃、咎犯等人，就对丈夫说：

“我看晋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都是
相材，重耳在他们的辅佐下，日后一
定能重返晋国，登上君位；重耳成为
晋君之后，也一定能称霸于诸侯；而
一旦成为霸主，必然会诛伐那些以前
曾对他无礼的国家，那时候首当其冲

的一定是我们曹国。你
为什么不趁现在结交与
他呢？”僖负羁觉得有
理，就私下里宴请重耳，
并赠送给他一块玉璧。

重耳接受了款待，但没有收下玉璧。
后来，还真如僖负羁妻所说的那

样，重耳回到晋国，即位为晋文公。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军进攻曹国，
俘虏了曹共公。他下令军队不得侵
犯僖负羁及其家人，以报答当年经过
曹国时僖负羁的款待。晋文公的两
名大将魏犨和颠颉不满意晋文公的
约束，擅自进攻僖负羁，并纵火烧了
他的家。晋文公知道此事后，要处死
这两个人。后因为魏犨勇力过人而
得到赦免，颠颉则被杀。

僖负羁妻一眼就能看出赵衰、狐
偃、咎犯等人都是良相之才，可谓慧
眼识人。更奇的是，他看重赵衰等人
更在看重重耳之上。事实上，以重耳
醉生梦死的乐不思“晋”来看，如果没
有赵衰等的辅佐，可以说，他复国的
希望几乎等于零。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
蕃。说的一点不错，譬如向日
葵。记得刚到乡下的一个偏
僻学校教书时，学校门前的空
地上，乡亲们种了一大块向日
葵。从春到夏，看着它们直溜
溜地窜高儿，花开了，金黄色
的花盘，像一团团燃烧的火
焰，炽热着我们的眼睛。我便
也学起古人寄情山水，忘记了
心中的忧伤。

每天，闻着田野的清香，
看着阳光浆洗过的向日葵，温
暖而宽敞。它们朝我张开朵
朵笑脸，如那些可爱的孩子，

整天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地
叫着。我感受到了它的色彩、
声响和温暖的气息。向日葵
改变了我忧郁的面孔。在乡
下的几年里，我努力给自己种
一棵向日葵让它幸福地生长。

想起梵高的向日葵。在
梵高生命最潦倒、绝望的时
候，不也是向日葵奇迹般地出
现在他面前吗？历史是这样
记载的，1888年2月,已35岁的
梵高从巴黎来到阿尔,寻找他
的阳光,他的麦田,他的向日葵
……梵高来到阿尔后,异常兴
奋,创作真正达到高潮,甚至到

了忘我的地步，他迷恋上了向
日葵，一种表达太阳的另类植
物。梵高说，向日葵称得上是
我的东西。他笔下的向日葵
阳光灿烂，色泽明艳，像是在
燃烧着它的生命一般。向日
葵是梵高的崇拜物，在他眼里,
向日葵不是寻常的花朵,而是
太阳之光,是光和热的象征,是
他内心翻腾的感情烈火的写
照……

感谢梵高，让更多的人记
住了向日葵。而我更感谢难
忘的乡村生活，让我拥有了一
段平凡而美好的日子。还记
得家访时，乡亲们炒的葵花籽
的清香，塞满了我的口袋和衣
角；还记得天黑了，孩子们打
着葵花杆子制成的火把，送我
回来的动人情景。

时间如溪水般淹没了我
的青春，一晃，已人到中年。
想着人生种种，如过眼云烟，
爱了，散了，一切顺其自然。
忆起往事，还是有一缕温暖如
煦风般缭绕心头，像阳光一样
时时照在心灵最深处。

有一天，当我剥着葵花
籽，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画
面中，成千上万的向日葵一齐
盛开在田野的浩然之势时，我
还是深深地震撼了。这是哪
里 的 向 日 葵 ？ 如 此 动 人 心
魄。网上搜索，有人说，普罗
旺斯的向日葵最美，有人说俄
罗斯的向日葵最多，那是俄罗
斯的国花。我不敢全信。这
样的画面，我也曾到江西的婺
源见过，那是春天婺源的油菜
花。也是一片金黄，不过，和

向日葵的色彩比起来，油菜花
是早春的嫩黄，向日葵是夏天
的金黄，更为厚重、大气，有金
属的质感。

不记得在哪部大片中看
到，一对恋人张开双臂在盛开
的向日葵花的海洋中，飞舞、
旋转，最后相拥倒在金色的地
毯上，多么唯美激情的一幕。
有人说，向日葵的花语是勇敢
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所以向日葵又叫望日莲，一个
很凄美的名字。

我也多么想再去看看乡
下的那块向日葵，站在温暖的
阳光下，再做一个青春的梦。
梦中，一个少年，牵着我的手，
在花海中漫步，四处都是微
笑，四处都是无尽的光芒。

雅雅 量量
陈鲁民

从那位新调来的年轻女老师刚走
进教室那一刻起，少年就不由自主对
女老师有了关注。那一年，少年14岁，
正念初二。

女老师像是从电视上走下来的一
样，漂亮、动人，就连声音也是柔柔的，
如一阵春风般轻轻拂过少年还不成熟
的心田，并且荡起丝丝的涟漪。

女教师教的是语文。语文一直以
来都是少年最感乏味的课程，少年总
是在上课的时候翻着那些武侠小说来
打发时间。

而现在不同了，少年觉得女老师
本身就吸引着他，继而她教的语文也
就充满了诱惑力。少年开始认真地看
起语文书来，按着女老师的要求，默念
着那原本枯燥的文字。

那个晚上，少年做了个梦，梦见女
老师轻唤着他的名字，向他走来，并且
告诉他，要好好学习。

然后就有一天，女老师上完课走出
教室时，少年在走廊里悄悄对她说了
句，老师，我喜欢你。然后不等女老师
反应过来，少年红着脸匆匆离开。再
见到女老师时，少年明显有了羞涩，甚
至在女老师上课走过少年身边时，少
年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

可少年的语文成绩却在不知不觉
间有了突飞猛进。谁也无法想到，以
前语文成绩总要拉班级后腿的少年，
居然一下子步入前十之列。

女老师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一个早上，女老师把少年叫进了办公
室，少年一声不吭地低着头，女老师轻
轻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说，其实你的语
文底子不错的，我看过你上学期的成
绩，那时你是全班第40多名，而短短一
个学期不到，你已经是全班前十名
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少年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之后的班委会上，女老师还做了个让

人意外的决定，由少年担任语文课代
表。这个决定令少年惊讶不已。

随着少年被任命为语文课代表，
少年的语文成绩又有了显著的提高，
每次测验都能牢牢占据全班第一。少
年的作文《一个孩子的梦想》还在全县
的语文竞赛中评为二等奖。这让人不
得不赞叹，这孩子，是不是吃了什么聪
明药呢？

看到孩子能有这样的成绩，女老师
觉得很欣慰。可欣慰之余，女老师忽
然就有了隐忧。

那一天，女老师无意中打开她那
个带锁的抽屉，就看到抽屉里静静地
躺着一封信，信显示是通过抽屉的缝
隙被塞进来的。信是少年写的。

那封信，充分包含了少年充沛的情
感。看得女老师目瞪口呆。轻轻合上
信，女老师甚至在想，自己之前的引导
算不算是个错误呢？于是，在那一天
的下午，女老师叫来了少年。

女老师指着那封信问少年，知道什
么叫爱情吗？少年异常坚定地点了点
头，说知道。

那爱情又是什么呢？女老师继续
问少年。爱情就是付出。少年又说。

女老师呵呵笑了，那你能答应我考
上县高中吗？并且在考取县高中之
前，不能有别的任何想法。少年想了
想，更坚定地点头，说，可以。

之后的少年，果然就像是吃了定心
丸一样，一门心思的攻读。偶尔，少年
也会专注地盯着女教师的背影看，但
少年不敢正面去看女教师，少年很看
重自己的承诺。

一年后的夏天，少年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县高中。少年拿到录取通知书
那天，一个人来到了县城想放松下自
己。很巧，居然在大街上看到了女老
师，让少年感到沮丧的是，女老师居然
是和一个男人很亲密地站在一起。

少年的心不觉就隐隐有了恨。少
年悄悄地尾随着女老师他们，走了很
长一段路，少年不期然地听到了女老
师和那个男人的对话。

男人问女老师，怎么样？现在可

以把婚礼办了吧？为了你那学生，拖
了我们一年半的婚期，你觉得值得吗？

女老师微笑着，说，当然值得啊。
至少我没有让一个可塑之才在我的手
中陨落，那又有什么不值得的呢？

少年突然就想起来了，那一年半之
前，女老师要求自己努力考县高中的
那一番话。少年那攥紧的拳，不自觉
地松了。

那一个晚上，少年又做了个梦，梦
见自己长大了，遇见了一个比女老师
更漂亮、更动人的一个女孩，最后，少
年还娶了那个女孩……

醒来后的少年忽然想，自己是不是
该好好祝福一下老师呢？

少年心事

僖负羁妻识人

梅峰远眺，是清乾隆十三年
（1748 年）《郑州志》描述的当年郑
州八景之一。

梅峰即梅山，位于郑州城南，
距新郑市西北 27 公里处，系五指
山余脉，似乳形，东西略长，面积约
1 平方公里，主峰海拔 274.3 米，山
体为中生代三叠纪紫红色石英砂
岩构成，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当年
山上多种梅花，故名梅山。旧时，
凡登此山者，举目远眺，东有泰山，
西南有嵩山，遥遥相望，山峦起伏，
映入眼帘，使人心旷神怡。北向郑

州城，犹如高屋建瓴，
视 野 辽 阔 ，一 览 无
余。名人墨客来此山
峰远眺，留下不少赞
美诗篇。清乾隆年间

郑州知州张钺来此观景留诗一首：
“远近群瞻卓笔形，无心出岫忽升
滕，鸽王离怖梵天近，五色蒸霞绕
上层”。郑州作为一座平原城市，
梅山不仅给其增添了山色之美，且
为城南一大屏障。

梅山上原有三皇庙和碧霞圣
母庙，山下有仙母洞。据朱屯卢志
先生讲述，郑州南郊民间口碑相
传，古时，天上的仙母一天云游到
梅山上空，看见梅花盛开，十里飘
香，美不胜收，恋恋不舍，便降下云
头，想留住此山上，发现太上老君

已先行来过这里，还在山顶上插上
了根拐棍，表示已占有此山。仙母
灵机一动，脱下绣鞋，施法将绣鞋
埋在老君拐棍下面，就留住此山
下。来年六月初六，太上老君云游
归来，见仙母在此居住，有意赶仙
母离开梅山，二仙都说自己先占有
此山，太上老君指山顶有拐棍为
证，仙母扒开土让老君看，拐棍在
绣鞋上插着。两人争执不下，互不
相让，便斗起法来。仙母念动真
言，引来天河水，泼下一场大雨，欲
将太上老君赶走。太上老君道德
高尚，不愿扰民，留得清平世界、和
谐社会，就“佯败”转回天庭。虽说
是一段神奇的传说，但民间还是相
信六月六是个下雨的好日子，说是
泼水婆娘要下雨了。

微笑的向日葵

梅峰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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