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1年7月19日 星期二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 昊 校对 禹 华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张作霖笑笑，你小子进城不到一
年，就给我折腾出去十万块钱。指你
还，得哪百年？正好用这钱来堵窟
窿。你想得倒容易，怎么还？你把钱
退回去，人家还得骂你，去他奶奶个
滴溜孙吧！我告诉你，他们的钱也不
是好道来的。你想想，你一个小孩崽
子生了个不疼不痒的病。你别不乐
意听，大夫说了，你没有啥病，心肝肺
哪哪都好好的。你说你生了个不疼
不痒的病，你看他们，像他爹妈死了
似的，哭丧个脸就来了。一张口，我
五千，我五万，他们想干啥？我心里
明白，找个机会还给他们也就是了。

那一晚，张作霖让祁老号弄了些
酒菜，就在病房里与张学良喝起来，
夜深才回家。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喝
酒，他本不想喝。张作霖说，你有了
女人，就是男子汉了，男子汉哪有不
喝酒的。听了这话，张学良感觉脸热
辣辣的，赶紧往嘴里倒了一杯酒，说，
这什么酒，这么冲，爸，你看我是不是
脸红了？张作霖也喝进一杯酒，抹抹
嘴说，老张家人喝酒不
上脸，你爷爷，你大爷，
二大爷，喝酒脸都不
红。小子，记住，以后
不要在我面前演戏。
你爸在江湖闯荡这么
多年，什么事没经历
过，什么人没见识过？
就你那个表嫂，她第一
次来见我，我就知道她
要干什么。有人平白
无故地请你喝酒吃饭，
他准是有事求你。女
人要是把脸一抹，不认
识都敢解裤腰带，她准
是想让你为她办事。我告诉你，这世
上你第一要提防的就是女人。从古到
今，女人坏了多少英雄好汉的事？男
人最可悲的就是，琢磨着玩女人，结果
却让女人给玩了。

张学良不想谈表嫂，尤其不想跟
张作霖谈。可不管他把话题怎么绕，
张作霖扯来扯去又扯到表嫂身上。
那个女人是我撵走的，我告诉她，拿
着钱，离开这里，我永远不想再见到
你。你也不用惦记着找她，找也找不
着。再说了，这种女人你找她干啥？
她一个臭老娘们，对你一个小孩崽子
都舍得下手，还一张口就是十万。张
学良觉得这话必须得解释了，忙说，
十万不是她要的，是我打算要出来给
她的，她其实也挺可怜的。张作霖
说，现在可怜的不是她，是我，是你老
爸！我一个堂堂大师长叫一个女人
明明白白地敲去了十万，还得认栽。
谁让我的儿子不争气，见了女人就昏
天黑地的，连北都不知道了，上自己
家铺子里砸窑来了。张学良嘟囔一
句，谁知道那是咱家的啊，再说了，我
只是那么一嚷嚷，你为啥真给送去十

万啊？张作霖一拍桌子，我是想给你
绝了这条孽根！你说你干的这叫啥
事，啊？嘴巴头上连胡子都没有，就
去撩大老娘们，传出去我丢不起这
人！十万块钱，我让她滚蛋，让她闭
嘴，让她永永远远从你身边滚开！

这一刻，张学良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与表嫂的情缘是彻底地断了。
他举起酒杯，对张作霖说，爸，你的话
我都记下了，这杯酒进肚，那个女人
就在我的心里死了，我不会再想她，
包括我与她之间所有的事！张学良
把一杯酒一饮而尽。

说完这番话，张学良顿觉浑身轻
松，连日来纠结在心里的烦恼与苦楚
都一扫而空。他知道，自己可以睡一
个好觉了，梦中也不会有什么人来搅
闹，惊醒时也不用看着窗外的星儿月
儿发呆了。他甚至想到，一个星期没
上课了，白老先生的《诗经》是不是已
经讲完了。

然而，张学良的轻松只坚持了一
夜时间。第二天早上，有人送来一张

日 本 正 金 银 行 的 本
票，面值十万。来人
告诉他，是一个天仙
般的女人送来的，让
面交张学良先生。张
学良一听，感觉轰的
一声，一切又都回到
了昨天。

十三
张学良百无聊赖

地躺靠在车座上，半闭
着眼睛，好像已进入了
梦乡。身后有两个山
东老客，一边喝酒，一
边扯着南来北往的趣

事。车窗开着，车轮滚动的声音格外
的响，听不清两个山东人在说什么。
其实，就是没有干扰，张学良也没有心
思听。他现在心里乱得像一团纠缠在
一起的麻，想抖都抖不开。

张学良是到郑家屯相亲的，女方
叫于凤至，是郑家屯于文斗的女儿。
八九岁的时候，张学良听父亲说过于
文斗，好像还说，这就是你未来的老
丈人。张学良那时不懂老丈人的确
切含义，只觉得那个名字听起来就像
个土财主。表嫂的事平息后，张作霖
再一次提起这个于文斗，说，你老丈人
死两年了，你们也都长大了，去一趟
吧，先相看相看，回来定个日子就把婚
结了吧，你也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
张学良刚想说话，卢寿萱在后边扯了
他一把，听你爸爸说，那姑娘不错，百
里挑一呢。张学良满脸不屑，一个乡
下土财主的女儿，再好也是个村姑，晚
上上炕一脱鞋，倒出来半碗土。只是
这话在心里想，没敢说出来。张作霖
也不管他愿不愿意，第二天就
让祁老号买了车票，像押犯人
似的把他送上了火车。 31

亚布力论坛理事长陈东升对
《中国周刊》表示，现在亚布力论坛
核心人员有五十人。和其他各种企
业家组织论坛相比，亚布力论坛本
身特点明显，就是中国企业家真实
思想的交流地。一本内刊，一个论
坛，并没什么变形的打算。

长安俱乐部
从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东行

500米，一座带有蓝色玻璃幕墙的现
代建筑与北京饭店古色古香的牌楼
隔街对望，“长安俱乐部”五个镏
金的大字高悬在楼顶。

虽然地处京城核心繁华地段
“王府井商圈”，这里却并不是寻常
游客和消费者能自由出入的地方，
没有会员证，俱乐部工作人员会很
客气地谢绝你的参观。

要想成为俱乐部会员，必须满
足三个先决条件：有良好的经济及
事业基础，具有良好的生活道德及
社会关系，认同及接受俱乐部会员
公约。但至于多好的“经济及事业
基础”和“生活道德
及 社 会 关 系 ” 算 合
格，长安俱乐部对外
并没明确列示相关标
准。根据入会会员接
受媒体访问时的零星
透露，除甫一入会时
支付的高昂会费外，
他们每年还要再缴纳
1500 美 元 左 右 的 年
费。

即 便 如 此 ， 也
不是随便一个有钱人
都可以自由加入的。
按照官方网站上公布
的会籍取得程序，所有个人和公司
想要加入长安俱乐部，都必须妥善
填写相关入会申请。接到申请后，
俱乐部理事会将对其进行严格的审
核，被认为不符合长安俱乐部气质
的人，将不会被吸纳进入。

与此同时，长安俱乐部还施行
会员推荐制，也就是说，光有申请
还不行，还同时得有在会会员的推
荐。这种类似于发展党团成员的做
法既有效保证了俱乐部会员的质
量，也把大多数普通人挡在了门外。

长安俱乐部从不借助媒体公开
打广告，大众对它的认知也因此流
于表层。一个比较普遍的公众印象
是，长安俱乐部内部装修是极其富
丽堂皇的。

从长安俱乐部网站上的短片和
图片展示上，我们可以管窥它的魅
影：一楼大厅有金碧辉煌的龙椅、
紫檀木雕的屏风，进门时有端庄的
女服务员微笑着向你鞠躬，一派标
准的皇家风范。八层的“清樽红
烛”据说是全北京城最好的中餐
厅，那里不仅有巨幅油画《贵妃醉
酒》，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古典家具
和灯饰。与之配套的几十间贵宾包

间也布置得相当雅致，光听名字就
透露出古色古香的书卷气，它们分
别是一品、双喜、三元……一直到
九如、十全。九层是日式餐厅“日
本桥”和意大利餐厅“那不勒斯”，
其中日式餐厅有“寿司吧”烧烤屋
和两间原汁原味的“榻榻米”。

菜肴制作方面，长安俱乐部聘
请的也都是经验丰富的主厨，其中
中餐厅主要提供精致的粤菜和各地
特色菜式，意大利餐厅则提供品味
纯正的意大利菜和酒水。

有媒体曾经向俱乐部打听过这
些菜肴的消费价格，得到的答案令
人咂舌：工作人员说，其中几款独
创的菜单是根据全世界最好的食谱
采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的，价格从人
民币8888元至48888元不等。

政商名流云集
这样的场所平时都有哪些人光

顾？网上列出的一长串名单，包括
了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任志
强、杨澜等社会名流，或真或假，

无从考证。
但 可 以 确 认 的

是，李嘉诚、霍英东
和杨元庆都是长安俱
乐 部 网 站 上 公 布 的

“名誉理事”，而倪萍
等人，则在2006年长
安俱乐部举办开业十
周年庆典时在那里出
现过。

此外，根据公开
资料，德高望重的中
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民间商会主席经
叔平在长安俱乐部担

任理事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
新世界掌门人郑裕彤等知名人士，
也都是长安俱乐部的名誉理事。

这些人到长安俱乐部去都干些
什么？当然不只是喝喝茶、聊聊天
那么简单。

长安俱乐部里的康体娱乐设施
一应俱全，室内乒乓球馆、保龄球
馆、壁球馆、室内空调网球场、游
泳池、冲浪按摩池、水疗健身池、
健康舞室、小型电影放映厅以及儿
童活动中心均向会员开放。

俱乐部甚至还尽可能地提供
各种贴心服务，所有服务生都可以
轻松叫出会员们的名字，甚至像家
人一样熟知他们的饮食嗜好。每逢
会员过生日，服务生都会送上红
酒、蛋糕和生日礼物。如果有会员
一个月内没光顾俱乐部，会员经理
就会打电话慰问沟通，他们认为，
会员如果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
一个月没来会所，就是他们的失
职。

但即便是如此，休闲娱
乐仍然不是企业家们加入长
安俱乐部的主要目的。 20

连连 载载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人在吃喝时，会流露出不同的吃
相。饭局上，美女在场，就有了一些谦
谦君子。

回想农人吃饭时，田陇的风，吹荡
着荷花和草叶的清香，直扑碗中。乡野
的餐桌，多了真实，少了修饰。

乡土美味中，我以为吸螺蛳和喝稀
粥，会发出不期然的声响，憨态可掬。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回忆，
“家乡清明的时候吃螺蛳，谓可以明目，
用五香煮熟螺蛳，分给孩子，一人半碗，
由他们用竹签挑着吃。”

小孩子借助工具才能完成的事，大
人们就显得成熟老练得多。相比于狼吞
虎咽，用筷子搛夹，或直接手抓，这样的
食法,虽不问章法,不够斯文和优雅,可美
味的诱惑太强大，也就不顾许多了。

螺蛳,生江淮之间的田渠沟汊，深

藏于膏泥之中。儿时，天色微明的早
晨，在城河边戏耍，拨开青青的水草，总
有密密麻麻的螺蛳蠕动水草上，趁着露
水未消，在微微呼吸。

“水煮螺蛳”是长江边上的人所喜

爱的一道乡土河鲜，肉嫩鲜美。将螺蛳
洗净后，放在锅内猛火翻炒，加汤、再放
入花椒、八角、辣椒，还要放些糖，这样
巴蜀的麻辣和维扬的清甜，缘于螺蛳，
就相逢在一只青瓷花碗中。

夏天，小城人的餐桌上螺蛳一碟。

名其为“吃”，实是“吸”，是需要技巧的。
先要屏声静息，口腔气流与舌尖的

巧妙配合，一口气吸下去，壳中稍稍松
动，再吸一口，此时，舌头替代一只灵巧
的手，螺蛳肉噗然而出。

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吃螺蛳的场
面，先徐徐，后疾疾，就在腮帮子鼓吸之
间,走露出“咝咝”之声，很快便响声一
片。

吸与喝，如影相随。三伏天，长江
边上进入了一年最热的季节。庄稼人

喜欢喝糁儿粥，大麦磨研的糁儿，粥在
咕噜咕噜腾沸时，掺入锅中。煮开后，
并不急于吃，而是置放在井水中，让它
慢慢地自然凉，待到冰冰凉时，喝糁儿
粥就成为了酷暑里的清凉享受。这时
候，粥薄如水，清亮得能够照见人的
脸。一边看着窗外的天，一边喝粥，也
会发出一种“哧溜、哧溜”的吸喝之声。
这是我的家乡，夏天的时候，两种不同
的美妙之音，它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加
掩饰。

收麦插秧的时候，人们在劳作的间
隙，那些民歌、小调即兴哼唱，咿咿呀
呀，抑扬顿挫，往往是一种无词之韵。
民以食为天，品寻常的饭食亦如此。这
样一种恣肆忘情，有着怎样的馈赠与接
受，咂巴生活的原味，那是寻常日子的
哼唱民乐,热汗涔涔生活的亲切吹奏。

唐人陆羽（字鸿渐）著《茶经》三卷，源、具、
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凡十章，其中茶之用
具今已不用，皆成文物；宋人朱弁（字少章），建炎
元年自荐出使金国，为金所拘十六年，写下《曲洧
旧闻》，怀念家国。其中写到司马光与范蜀去嵩
山游玩，偶然见到范蜀盛茶的小木盒由衷感叹，
可见宋人对茶之具的偏好。

国人非常物化，国泰民安之际，对物质的追
求总要做到极致。茶自唐起，逐渐成为精神需
求，茶之具如影随形，“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
犹未厌（朱弁语）。”以存世文物论，唐宋元明清的
茶具都恰到好处地佐证了茶之地位，让国人知道
了茶不仅仅是茶。

饮茶历史上曾三次飞跃。唐之饮茶重程序，
宋之饮茶重情感，明之饮茶重实际。饮茶由贵族
之癖走向平民之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
茶具也随之简化，以致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
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快乐的中国人在乎茶，更在乎饮茶的工具。
明清以来，茶壶千姿百态，茶杯千变万化，茶文化
在器皿上做足功课，时大彬的提梁紫砂壶，德化
白瓷的鸽卵小杯，乾隆皇帝的粉彩执壶，慈禧太
后喜爱的盖碗，传递风情之中传递着文化……

茶由饮品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全凭借文人
相助。茶本无形，置于壶中即为壶形，置于杯中
即为杯形，置于胃中即为人形；“埏埴以为器，当
其无，有器之用。”老子在茶未发明之前就对茶之
容具有了如此高的认识，圣人不愧就是圣人啊。

一项政绩工
程引发了拆迁人命
案，市政府二把手
何东阳从中协调，
取得了市长丁志强
的信任，但因市委
书记孙正权与丁志强不合，他不得不谨小慎微地周
旋于两人之间，在夹缝中利用他的政治智慧化解了
各种矛盾。正当他的前途出现转机时，亲信吴国顺
却被人告发，城门失火是否会殃及池鱼呢？本书通

过对何东阳囿于
官场中特定生存
状态与心灵轨迹
的描述，尽显了二
把手的政治智慧
和人性中的复杂

与隐秘，对现行体制、官场升迁、形象工程、群众上
访、领导视察等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
与考问，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与审美意味，在人性
探索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古代早就有了防洪法规，我国最早出现
的有关护堤的法规命令是当时的诸葛亮下发
的。“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
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
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九里堤成了抵挡洪
灾的一条有力防线。

随 着 时
代的发展，到
唐宋时期，有
关 防 洪 法 规
已 经 全 面 而
系统化，主管
水利官员如不称职以及百姓破坏堤坝者都要
受到相关法规的惩罚和警戒，轻者要打屁股，
重者则要发配到邻州的荒废之地充军，可见
当时对这方面的重视。宋朝水事频发，因而
有一套系统的防水法规。《宣和编类河防书》
这套编于宋徽宗时期的防洪法规长达二百九
十二卷，可见其详细程度，可惜现在已失传。

《河防通议》是宋金元三代治理黄河的工程规
章制度，其中规定水利部门每年要选派一名
官员沿河视察水势情况，并及时汇报，每年的
6 月到 8 月这段时间要积极防汛，河道军夫还
可以定期享受假期。

明清时期，人与水的矛盾更加明显，有关

堤坝修建以及防洪的管理制度也逐步系统
化。明嘉靖时期荆江知府赵贤刚到任时正值
当地洪灾，湖北江陵一带稻谷全淹没，房舍倒
塌，瘟疫肆意，赵贤来不及休息即刻主持大修
江堤，治好洪灾后并立了《堤甲法》，并规定每
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甲一

人 ，“ 夏 秋 守
御 ，冬 春 修
补 ，岁 以 为
常 ”，可 见 其
严 谨 ，《堤 甲
法》应该是古

代比较早的防堤法规了。
乾隆时期，荆江堤坝溃决，这个严重的

后果使得当时中央政府更加注重修建堤坝，
除了安排修建监察工人外，每年还会拨下一
笔款专门用来作为治水的费用，经费的预算
和核算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修建堤坝的
分工已经逐步细腻化，水利设施建设已涉及
河兵河夫、埽工、坝工、砖工、土工等多项工
种。

由以上可见，古人治水除了有严格系统
的防水法规外，更重要的是能因地制宜修建出
具有本地特色的防水排水系统。

张定邦，乍一听很像一个人的名字，实际是个村名，这
个村子就在郑州市西北方向约四十公里的邙山沟内。

上个世纪 70年代初，我们上山下乡也是在邙山头上，
与张定邦村一沟之隔，该村有一个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
叫国军，那时我们都只有十五六岁，晚上收工后同学们总
爱三五结伴，借着月光去张定邦村的小卖部买东西。

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和几个同学去张定邦买烟，我只
拿了一毛钱，当时“黄金叶”是两毛五一盒，一盒20根，一毛
钱只能买 8根。那时也没瘾只是觉得吸着好玩，到了小卖
部，我将一毛钱递给国军说：“要 8根黄金叶烟一盒火柴。”
其实我迷了，因为一毛钱只能买8根黄金叶烟，火柴是两分
钱一盒，我当时只觉得“8”后还余“2”，但国军也迷了，而且
就按我说的拿给我了，既然他迷了，没人提醒他，他一时半
会肯定迷不过来，所以同学们说咱再去买烟也别说透，也
别买整盒的，就这样一毛一毛的买，还可以多要一盒火
柴。你别说，还真的是屡试不爽。

今年 7 月初的一天，我和当年经常去小卖部买烟的
几位同学相约，前去阔别了四十年的张定邦，想亲眼看
一看那里的变化，毕竟也是当年曾经战天斗地过的地
方。一进村我们就向一位村民打听国军在不在，那位村
民上下打量我们一番问道：“你们有啥事，从哪来的？”我
们几个笑着说：“俺是当年下乡的学生。”那位村民听后
顿时显得十分的惊诧和激动：“哎呀，稀客、稀客。我去
给你们叫。”说完转身一溜小跑，一会工夫就和一个约 60
多岁皮肤黝黑的男子走了过来。我直接上前问道：“你
是国军吧？”那男子憨笑着回答说是。啊——四十年了，
当年那个白净、长脸、文质彬彬、话语不多的小伙，今天
一副饱经风雨的老庄稼汉模样。我们很自然就聊起来
当年的往事，谁知国军比我记得还详细，甚至不少同学
的名字他竟还能叫得出来，情感这东西就这么奇怪，四
十年不见，一见如故。攀谈了好一阵子，我话题一转
说：“国军，这么多年了，有件事心里一直不舒服，今天
来就是给你赔不是来的。”国军听后一怔问：“啥了不起
的事呀。”我就将当年买烟那件事向他娓娓道来，国军
听后立即大笑起来，笑得前栽后仰，足足笑了两分钟，
我想插句话都插不进去，他想说啥也笑得说不成，最后
我仍说：“国军，别看两分钱，那些差额算下来也不少，
我们得还给你。”边说边煞有介事地作出掏兜拿钱的样
子，这一来不当紧，国军又开始笑了，这一次笑得更厉
害，连眼泪和鼻涕都笑出来了。他或许形容不出来，但
他能感觉到，我们是在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和他开
玩笑，而我们何尝不知道呢，在这样的攀谈和调侃中，
彼此实际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和享受之中。

尖岗村：位于二七区侯寨乡西北
部。西汉时，为荥阳通往新郑的交通要
道。后来有一户席姓人家在此处大神庙
开一饭店，逐渐形成村落，人们多居高于
四周的孤岗上，村名便称为尖岗，沿用至
今，是郑州市尖岗水库管理处的所在地。

烟墩坡村：位于二区侯寨乡。三国
时期（220-265）人们为抵御外侵，在该
村南200米处，自此向南延隔2.5公里左
右，筑土墩一个，亦为烽火台。距地面
15米，长 10米，宽 3米，遇有情况，人们
便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点燃柴草为
号，堵墩防御。由于当时墩台有一大

坡，长约1公里，故人们世俗称之为烟墩
坡至今。

麦秸垛沟村：位于二七区侯寨乡西
部。旧时，该村是密县通往郑州的必经
之地，村中有一 24 米长、20 米高的土
岭，道路至岭前分成三条岔路，远看像
一把桑杈对着一堆麦垛，东西又环沟，

故名麦秸垛沟。
花沟王村：位于郑东新区祭城街道

办事处西北部。据村中老人言传：很久
以前，这里曾是一个大沙岗，有一王姓
晋商路过此地，在一棵大杨树下歇息，
临走时遗落一个大元宝，被他带的花狗
发现，说啥也不走，在此处长叫不止。

晋商一气之下，把花狗扔到沙岗上的杨
树旁就走了，等商人几天后回来，途经
这里，发现花狗已饿死，身下还压住一
个元宝。晋商这才明白，花狗为什么长
叫不走的原因，它是对主人的忠诚。为
表达对花狗的思恋之情，晋商决定居此
地，取名花狗汪，天长日久，人口聚集，
形成村落，后易名为花沟王至今。

下坡杨村：位于惠济区西北部。村
南原有一道土岗。相传明朝嘉靖年间，
山西洪洞县薛、杨两姓迁此定居，薛姓在
岗上建村，起名薛岗，杨姓在岗北下坡处
安家落户，村名便叫下坡杨，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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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铮

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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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理

两分钱的“愧疚”
彭天增

往事漫忆

古代的防洪法规
彭胜发

博古斋

（三）

郎措 王国强 摄影

漓江曲（水彩画） 马 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