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雨洒尖山，云雾遮天。
农家院里闹声喧。
薄酒一杯来敬客，情谊无边。
想光武当年，兵练坑前，
金戈铁马踏长川。
往事如烟古战地，
已变桑田。

忆尖山
重逢五友话情缘，长忆尖山似梦间。
三月离别都市暖，群峰攀近半山寒。

山高壁峭难行路，岭峻沟深费绕盘。
五指岭前藏村落，三边界处冒炊烟。
房东留客情难忘，小院欢声笑语传。
解困扶贫谋划策，开山修路不惜钱。
春来寻赏桃花艳，夏至闲观风雨帘。
秋爽登高怅寥廓，冬寒戏雪忘回还。
山川踏遍情豪迈，美景尽收心地宽。
光武当年练兵处，钟沟今日静空闲。
亲朋好友远来客，美酒佳肴须尽欢。
派驻尖山一载短，归来屈指整十年。

浪淘沙·钟沟村教练坑
马玉林

本书是美国前国务卿、著名
外交家奥尔布赖特在中国出版
的第一本书，也是她最受读者欢
迎的一本书。作为一个外交家
和大国领导人，奥尔布赖特收藏
与使用胸针往往胶结着当代世
界的各种重要事务和自己的微
妙心境。她佩戴的这些胸针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切近观察奥尔
布赖特生平的机会。她的收藏
既 有 国 际 特 色 ，亦 有 民 主 特 征

——廉价店里买来的胸针与设计
家 们 的 作 品 和 家 族 的 传 家 宝 共
享 尊 荣 。 其 中 包 括 奥 尔 布 赖 特
为 庆 祝 被 任 命 为 国 务 卿 而 购 买
的古董鹰胸针，与纳尔逊·曼德
拉会面时佩戴的斑马胸针，情人
节 时 五 岁 女 儿 亲 手 制 作 的 心 形
胸 针 。 可 以 说 这 部 别 开 生 面 的
作 品 ，一 半 是 穿 插 图 片 的 回 忆
录，一半是社会史，为你揭开一
位外交官珠宝盒的故事。

何锡爵的儿子何源洙，字鲁存，号燮友。幼年时的何源洙
曾在父亲任郑州知州期间在郑州小住。因受父亲的影响，何源
洙学业较好，并对诗文、志书情有独钟。雍正七年（1729年），何
源洙获得“拔贡”功名，此后便步入仕途。

乾隆十二年（1747年）八月，何源洙升任郑州知州。面对父
亲曾经任职、自己曾经居住的地方，何源洙踌躇满志，决定大干
一番。

何源洙首先对原郑州知州张钺（字有虔，号毅亭，直隶保定
府清苑县人，曾两次担任郑州知州）、董榕（字念青，号恒岩、渔
庵，别署繁露楼居士，河北丰润人。著有《周子全书》、《芝龛记》
等）所修并将要完成的《郑州直隶州志》（因郑州于雍正二年至雍
正十二年被升格为直隶州，而被称为郑州直隶州。直隶州为直
属于省与府平级的州，级别高于普通的散州）的书稿进行了少量
增补，并最终促成这部耗时多年、历经三任知州的志书在乾隆十
三年正式刊印成书。

《郑州直隶州志》全书共十二卷，首卷为序文、姓氏、凡例、
圣制等，然后为星野志、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礼乐志、官师
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等正文部分。书中辑录了不少有价
值的资料，如《河夫苦累疏》等文章都如实反映了当时情况。

乾隆十三年（1748年），何源洙对郑州城内几近废弃的子产
祠（现郑州东大街第二小学一带，为彰扬子产业绩而建）进行了
修整、装饰，整修后题额“惠人祠”。使这里再次成为官员、文士
朝拜的圣地。接着，何源洙又率绅士重修吕祖阁（在州西门外，
康熙十八年知州赵鼎臣同郡人创建。吕祖即吕洞宾，道家正阳
派鼻祖，号为纯阳祖师，元、明以来被称为八仙之一），并建大门
三楹，题额印月轩。此外，何源洙在其他政事上也有所成就，因
而受到了多方赞誉。

何源洙的作品现存有《夏日招同王潜亭、郭隆吉两广文游东
皋别墅小集荷亭》、《雨后因公赴京水镇书见》、《初秋郊行即目》、

《凤台荷香》等描述郑州风物的诗。这些诗作散见于《荥泽县志》、
《郑县志》等志书中，既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极具史料价值。

有一次，何源洙慕名到郑州城东的凤凰台游玩，归来后曾
创作有《凤台荷香》一诗。此诗曰：“仆射陂前路，荷香远引来。
绿全侵沼水，红欲上亭台。君子长栖野，伊人合溯洄。玉餐新入
贡，努力事栽培。”此五律诗的首联入题，强调游凤凰台的原因是
被荷花的香气“远引来”，由此衬托出凤台荷香之浓烈。颔联写
初到凤凰台便见“绿”、“红”二色，抓住了景物的特点；“全侵”、

“欲上”用拟人手法，写出了莲荷的盎然生机。颈联写游览凤凰
台的感想，因君子亭联想到古代的君子，又因仆射陂联想到《诗
经·蒹葭》中的“伊人”，表达了诗人对贤达的盼望，对清明政治的
追求。尾联从凤凰台荷香联想到凤凰台米香，期望这里的农夫

“努力事栽培”。全诗起、承、转、合运用自如，充满了一种昂扬奋
发的情调，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底，何源洙在任郑州知州一年多后
离任。

所谓的以诗入诗，其实就是引用前人的成句。
苏东坡写的《送张嘉州》诗：“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

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前两句便是引用李
白的诗句。白居易的《赠杨秘书巨源》诗中有“早闻一箭取辽
城，相识虽新旧有情。”“一箭取辽城”引用的是杨巨源的诗句。
元好问《论诗绝句》写道：“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
招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用的是秦观的《晚
春》诗句。

诗人吴元成的诗歌有着我所认
同的随意性，我一直认为诗歌不能过
于沉重，随意性的写诗，诗意在随意
之中显示出来。

《行走》涵盖了郑州、开封、洛阳、
平顶山、安阳、焦作、鹤壁、新乡、濮
阳、许昌、漯河、三门峡、南阳、商丘、
信阳、周口、驻马店、济源等 18 个地
市，可以看作诗人吴元成对河南的一
次诗意的行走。

对于吴元成而言，有两个地方比

较重要，一个是出生地南阳市淅川
县，一个是居住地郑州，写南阳的诗
歌共计 70 首，写郑州的 52 首。可见
吴元成对家乡南阳和居住地郑州有
深厚感情。

吴元成是一位有心的诗人，诗集
《行走》可谓是他蓄意已久的结果。
作为诗人，他用一颗诗心打量所行走
的土地，用诗意的文字记录所感，天
道酬勤，我们有幸看到《行走》中一首
首带着诗人智慧的诗歌。

诗人吴元成在郑州生活二十多
年，他在《郑州印象》中写出了对这座
城市的感受：“见如不见，一切命定”，
或许宏大的社会生活对于卑微生存
的人们而言就是一种宿命。毫无选
择地，“秋天就这么来了”，“秋天的老
虎，它不下山，守着／黑暗。”“城市，
又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北方的
城市，最难熬的或许就是夏末秋初，
人们需要忍受秋老虎的肆虐，城市的
夜晚，平淡无奇，波澜不惊，一个个夜
晚在秋老虎的余威下过去。诗人吴
元成从惯常的生活发现了一种无以
描述的寻常所见的诗意，大多数时
候，诗意并不完全是美好的，难忘的，
我们所见的令人悲愤的，惯于被遗忘

的寻常所见，往往成为现代诗歌需要
刻意保留的东西。

《回宛记》中，吴元成写到：“看到
白河，独山，滨河大道／在酒杯上徜
徉。在玉镯上徘徊／游子还乡，还有
什么／不可以放下”，一句“游子还
乡”，将他对故乡的情感表露无遗。
白河、独山，是南阳的地理坐标：酒
杯，溢满游子还乡的浓浓亲情。

“我说甜，你说涩／二十年过去
／还没尝到当年的味道”（《淅川植

物·石榴》），“我要在这里死去／守着
石头和黄土”（《淅川地名·又龙寨》），

“父亲说，老百姓，三尺即高／他在土
地中长眠／我在空气里漂浮／我如
果死在你怀里／也就是一滴汗珠的
高度”（《淅川地名·分水岭（二）》）。
我无意再摘录更多的诗句，这些已足
以表明淅川对于诗人的重要。海德
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吴元
成的淅川系列诗歌就是在完成一种
还乡之旅，在回望童年、少年生活的
同时，将自己对父母亲人的感情写进
诗歌中，读来令人感动和深思。

通读《行走》，每一辑的开篇都是
城市印象，可以看作统领全辑的诗
作。《行走》透着吴元成作为诗人的智
慧，作为河南籍诗人，他对河南各地
的民俗、民情尤其是历史文化、历史
风物的熟悉和热爱，都在《行走》中有
所体现。阅读诗集，一方面享受诗意
之美，另一方面可以增长对河南省情
和地方风物的了解。

吴元成在《行走》后记中说，“不
创新毋宁死，唯思想可以生”，诗集

《行走》是“试图用诗歌丈量河南”，正
暗合了我对《行走》的评价：行走的诗
意，诗人的智慧。

当柳细柔的枝条刚刚泛出一抹绿
意的时候，北方的春天就算真正开始
了。

这个季节，春寒料峭，天乍阴乍
晴，你还看不到春天百花姹紫嫣红的
盛况，花儿还在抵达中原的路上。但
是，有一个曾经的节日能让我们记起
她们。这个节日已经很少有人记起，
尽管是百花女神的生日。

一个与花有关的节日本身就是美
好的。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百
花或含苞或吐绽或盛开，定其中一天
为百花女神的生日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了花，在春天里，还会没有如花的梦
想吗？

“春到花朝染碧丛，枝梢剪彩袅东
风。蒸霞五色飞晴坞，画阁开尊助赏
红。”三月正值芳菲盛开、绿枝红葩的
时节，为花朝的活动提供了繁丽丰硕
的天然背景。

古代花朝节有不少俗事活动，古
人在花朝这天要“赏红”或“护花”。“赏

红”就是家家户户剪红绸条之类的丝
条挂于花木上，为花祝寿，有祝花木繁
盛，人寿年丰的含义。花朝悬彩护花
习俗的起源，据说和唐朝天宝年间一
位名叫崔玄微的花迷有关。某年农历
二月十二，一群风姿绰约的花仙入其
园中，告诉他百花本欲迎春怒放，可风
神封姨意欲阻挠，特请他置备彩帛悬
于花枝之上以抗风护花。不久，果然
狂风大作，枝上芳卉幸有彩帛护持，一
朵也没萎落。喜爱花卉者争相仿效，
因以成俗。由于悬彩护花的时间必须
安排在五更，故称“花朝”。后来，这个
美丽的传说被冯梦龙巧妙移植和改写
成了《醒世恒言》第四卷《灌园叟晚逢

仙女》。
“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

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
神。”人们夜间在花树枝梢上张挂“花
神灯”，让灯火与红花绿枝相映成趣；
春江水暖，桃李争芳，青年男女漫步花
丛中，踏青赏花，非常浪漫、也很有情
趣；文人墨客触景生情，吟诗作画，饮
酒击剑，绘不完春日画卷，抒不尽涌动
春情；花匠或花卉爱好者，更是大展身
手时，纷纷“赶花会”，在购买花卉之
时，欣赏各种杂耍演出，其乐无穷……
因此，花朝相当于中国的百花节、爱树
节。民间还有以花朝预卜年成丰歉的
谚语：“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这

天，忌有雷雨，民谚曰：“雷打百花心，
百样无收成。”

人们常说女人如花。在一些地
方，少女在这一天要用绸缎和棉絮制
作百花娘子布娃娃，祈祷自己像百花
娘子一样聪明、美丽，年长的女子则停
下针绣，烧香点烛膜拜供在桌上的绣
花绷子，也为的是自己能做得一手好
女红。不少作家常常刻意安排笔下的
女主人公与百花同生日，最著名的莫
过于林黛玉了。作为《红楼梦》的女主
角，曹雪芹特意安排黛玉的生日与“花
朝”同时，自然更具怜花惜玉的感情色
彩。张恨水《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也
是农历二月十二生的。

这个有些潮湿的下午，我想起逝
去的花朝，想起多少如花朝般的美好
消失在风里，只能如洪亮吉一样发出

“今朝花朝无一花，今夕月夕亦无月”
的感喟了。

花朝，一个与花有关的节日，还有
多少人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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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是晚间八点钟，叫了一个
唱戏的在楼下掩护，刘复基、龚霞初
等在楼上密议。这时又有人以暗号
方式拍门，打开一看，是彭楚藩。过
了一会儿，蒋翊武也来了。九点钟，
王宪章也回来，对蒋翊武说，刚才出
门就是为了到外找他，蒋翊武说只等
炮声一响就起事。刘复基又从夹墙
中拿出炸弹给众人看，这时各党人接
踵来到机关部，于是大家换装预备。

无声的月光仿佛传达一种无言
的启示，他们决定加快行动。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当儿，一个姓
杨的跑进来，说是运送的炸弹的杨鸿
盛出事了！

原来杨先生用篮子提着炸弹，上
面覆着大白菜叶，亟亟往工程营方向
走去，走到门口，看他匆促紧张的样
子，警卫生疑因而伸手拦他，动手去
翻搜他的菜篮。杨先生见势不妙，陡
然间慌乱起来，下意识抽出一个炸
弹，就向警卫掷去。慌乱中行事，总
是意外居多，这炸弹
并未炸着警卫，反而
反弹回来，将杨鸿盛
自己炸得满面是血。
情急之下，他也顾不
得许多，转身就没命
地跑……

他们一班人还在
那儿踌躇满志，却不
料，孙武炸弹误爆，杨
鸿盛炸弹仓促引爆，
加上开会时可疑人员
的跟踪，一系列事先
策划时料想不到的意
外，导致清兵已陆续
出动。指挥部悄然被围，警兵与武弁
直扑指挥部，破门抓人来了。他们围
在张家屋外，把大门打得山响。刘复
基身手还算敏捷，他一把拉开门，抓
起几个炸弹，就从楼梯口接连向那些
人抛去，不料虽然听到轰响，却未能
将对方炸倒，原来他们为了避免孙武
的炸弹事故，谨慎起见，炸弹的门钉
已抽出，所以爆力很小。刘复基双拳
难敌四手，遂被捉拿。彭楚藩从后窗
跳下，就给一群军警围住，他情急喊
道，我也是来捉人的，你看到没？我
是宪兵！军警将手灯一照，见他是个
宪兵装束，才不作声了。

原定的午夜鸣炮作为全面行动
的起点，就这样意外打破了，武昌举
义前夜的意外，可以说是意外中的连
环套，乱象纷呈，能否乘乱破解呢？
蒋翊武也被抓住，他谎称自己只是一
个围观者，军警也不信他，把他关在
花园。那军人看他长袍马褂，像是教
书先生，遂到前面打电话，蒋翊武立
即翻墙逸脱。

十万火急 部队打响第一枪
指挥部出事，指挥枢纽瘫痪，军

营里面的情形又如何呢？万分危急、

无所适从，实在也如同火上煎迫一
般。在中和门内第八镇所属工程第
八营营房里，该营党人总代表、新军
后队正目熊秉坤等人的预定任务是
夺取军械所，占领财政交通机关。不
利的消息传来，说是杨鸿盛被捕了，
这是因为他去送炸弹的时候被发现，
出师不利，反而把自己炸伤，就是9日
的晚上，时钟鸣了十二下，竟然毫无
动静，只能在焦急当中等待。

一直到 10 日的早上，当时三烈
士被杀的消息被传开来，都是熊秉坤
的好朋友。他得知这惨痛消息，心知
最后关头已到，于是决定另行策划起
义的路径。他想，他们这批实力军
人，手中握有不少的兵力，决不能坐
以待毙，指挥机关既然已遭破坏，失
却功能，再等下去也是空的，当务之
急是要使各个军营之间取得联系。

早饭后，熊先生派李泽乾到各个
机关观察，结果不妙，都被查封了。
他就集合了各队的诸位同人秘密商

议，决定由他的工程
营首先发难，因为他
们占据着军械所，可
以 说 是 握 有 全 军 命
脉 ，有 举 足 轻 重 之
势。他又警告其他人
说，你看昨晚已经开
始到处杀人抓人，我
们的名册已被他们取
得，不早动手后悔莫
及。大丈夫今日造反
是死，不造反也是死，
死 就 要 死 得 惊 天 动
地，你看那徐锡麟、熊
成基，你再看那黄花

岗的七十二烈士，就是我们最好的榜
样。于是安排了下午和晚上的两个
应急方案。

第一个方案本来是 10 日下午三
点例行出操后，顺势就干起来，谁知
到了三点钟，整个湖北所有驻军被通
令一律停止出操，可见清廷的防备也
是一环扣一环的。于是这个计划就
付诸流水。

傍晚时分，队官罗子清问熊秉
坤，说外面风声很紧啊，是不是有什
么大事发生啊。熊秉坤未及回答，
姓 罗 的 又 问 他 ，你 是 孙 中 山 的 人
吗？熊秉坤见他问得唐突，乃正色
道，革命党派别不同，但总的主盟者
除了孙中山还有谁呢！姓罗的又
问，那你们能成事吗？熊秉坤答，各
省的革命条件早已成熟，现在湖北
第八师为天下第一，今天第八师发
出倡议，天下不会有不响应的。罗
子清听他这么畅达深沉的说话，表
现出佩服的样子欣然而去。这时已
过了晚上七点，熊秉坤命令士兵做
战前准备，并宣布，若有军
官异动，或想逃跑，应予即
刻扣押。 5

吕保山笑着对王玉荣说：“玉荣，
你想让叔叔帮什么忙就直说吧。”

王玉荣把她报考警察急需熟悉
枪械知识的事情如实说了一遍。

吕保山把珍藏在小柜里的一把
“五四”式手枪取了出来……

第四章
皇天不负苦心人
刑场行刑开先河

王玉荣在大姐陪同下来到了郑
州，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报了名。

在面试时，主考官提问：“会不会
开车？”

王玉荣答：“会！”
“会不会打枪？”
她答：“会！”

“会不会拳术？”
她又答：“会！”
考官一连问了九个“会不会”，王

玉荣一连答了九个“会”，且言出如
珠，掷地有声。

考官还提问她：“为什么要当法
警？”

她回答：“我热爱警察工作。”
……
经 过 心 理 、体

能、综合素质、速记等
多项的考核，王玉荣
竟考了个综合第一
名。

1985 年 3 月 2
日，王玉荣如愿以偿
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王玉荣穿上了
笔挺、威武的警服，被
分配到法警大队工
作，成为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名新的女
法警。

为了让法警身临其境感受，法警
队队长徐江海专门把法警带到执行
死刑的荒郊野地现场训练。一年多
时间，王玉荣的驾驶、射击、格斗等技
能在全院法警中遥遥领先。在 1985
年国庆前夕的那次“公捕公判大会”
中，王玉荣开着一辆警用三轮摩托车
在行刑车队前面开道，成为河南省有
史以来第一个驾驶警用三轮摩托车
前行的女法警。

一开始做法警，王玉荣就羡慕那
些行刑时手握钢枪、两眼正义的法
警。

一天，她跑到领导面前请愿：“我
想做一名射手，请领导给我一次机
会！”

领导打量着眼前这位浑身上下
都是勇气和胆识的女警，对她说：“在
此之前，河南法院系统还没有一名真
正的女射手，最多只是一名补射。”

王玉荣果断回答：“我已经准备
好了，请领导放心。”

1987年元旦前的一天，行刑的车
辆开出了法院的大门。今天，是王玉
荣做“射手”的第一天。那个将要被
执行枪决的，是一个30多岁的女犯人

……
行刑回来，王玉荣第一件事就是

给远在东北的大姐打电话：“姐姐，我
杀人了！我杀人了！”声音里满是激
动和颤抖。

王玉娟骇得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问：“玉荣，你怎么就杀人啦？杀的什
么人？”

“我执行了行刑任务，枪决了一
名死刑犯！”王玉荣对着话筒，激动里
有些自豪，“法院领导说，我是河南法
院系统第一个执行枪决任务的女法
警，第一个！”

这一年，王玉荣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第五章
人民公安为人民
虎胆女警制凶顽

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间办
公室里，一位院领导正在给王玉荣谈
话。

“王玉荣同志，”领导开门见山地
说，“组织决定调你到郑州市公安局
车站分局工作，你不会觉得突然吧？”

“让我到公安局
工作？太突然了。”
尽管以前成为公安战
线上的一名人民警察
是王玉荣梦寐以求的
事情，可乍一听来，
仍然觉得出乎意料。
于是，她试探着问：

“领导，是不是我干
得不好，哪个地方出
了差错？”

那位领导连连
摆手解释道，“不是
你干得不好，而是你

各方面表现得太优秀了，组织才决
定调你到更需要人才的公安工作岗
位上去。”

1988 年 6 月 10 日，王玉荣正式
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到郑州市
公安局车站公安分局刑警机动队当
侦察员。

王玉荣到车站公安分局工作半
年后的一天上午，接到公安部下发
的一份协查通报：一麻醉抢劫团伙
在兰新铁路线频频作案后，又于 12
月 9 日，由银川开往北京的 K178 次
列车上作案得逞，极有可能从京广
客运线潜入地处中原的省会郑州，
通报里还附有罪犯的模拟画像及其
他特征。

1988 年 12 月 21 日傍晚，王玉荣
和队友张钊正在车站广场巡逻。他
们从火车站出站口向广场南端的兴
隆街走去。

突然，坐在一张桌边的两男一女
引起了王玉荣的警觉。引起她警觉
的倒不是他们的服装或长相看上去
有什么怪异，而是分别朝向三个方向
的三张面孔和三双眼睛。如
果是普通的游客，绝没有这样
的警惕眼光。 3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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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诗意
——读吴元成《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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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愚

知州父子在郑州
郭增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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