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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大家大家

书架新新

杂谈文化文化

《论语》“新”得
杨文毅

眼睛多彩多彩

杂俎绿城绿城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品
茶，有些人喜欢在饭后就马上喝杯
茶，误认为这样可以有助于消化。
但事实却证明这并不是好习惯，饭
后喝茶不但会导致消化不良，还有
可能增加患结石的风险。那是如
何造成这样的原因呢？

“茶叶中含有鞣酸和茶碱，这
两种物质都会影响人体对食物的
消化。”根据研究发现，胃液和肠液
是人体消化食物必不可少的，可当

鞣酸进入胃肠道后，会抑制它们的分
泌，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鞣酸还
会与肉类、蛋类、豆制品、乳制品等食
物中的蛋白质产生凝固作用，形成不
易被消化的鞣酸蛋白凝固物。需要特
别提醒的是，如果吃的食物当中含有
金属元素，如铁、镁等，鞣酸还有可能
与它们发生反应，就可能形成结石。

然而，胃酸偏酸性，而茶水偏
碱性，饭后立即喝茶，茶碱不仅会
抑制胃酸的分泌，还会稀释胃酸，

影响胃酸中蛋白酶等的分泌，从
而影响消化。有关实验还表明，
饭后饮用 15 克茶叶冲泡的茶水，
会 使 食 物 中 铁 的 吸 收 量 降 低
50%。茶水的浓度越高，对身体的
危害越大。去外面饭馆吃饭，在饭
菜上桌前，人们也不忘要杯茶水。专
家提醒说，饭前最好也少喝茶。如果
要喝，应该选择菊花茶等淡茶，但
切记不能在吃饭过程中喝茶，这样
更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那么吃完饭后，我们应该喝点什
么呢？专家提醒，白开水是最好的饭
后饮品，既可清口又不影响消化。喝
茶也有大学问，想喝茶让我们变得健
康，那你就需要多多注意了，饭后过半
小时就可以喝一些淡茶了。

饭后喝茶利与弊
刘瑞敏

溪山邻居（国画） 长 林

云横岭上（国画） 豪意鹏

《论语》是“四书”之一，是孔子及其弟子言
论的汇编总辑。大约从宋朝以来，就有“半部

《论语》治天下”之说，这是对孔子和儒学无以复
加的称赞。《论语》有好多论述人们耳熟能详，被
认为是儒家的警世恒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
于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等，被认为
是精华部分，但也有许多糟粕，比如在对待女人
的问题上，就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
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在对待官民的问题上
有“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
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但近读论语，
又有“新”得，感觉一些言论并非糟粕，是后人有
意或无意曲解了圣人的本意。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
之则怨”，是说“只有女子和小人是最难教养的，
亲近他们则无礼，远离他们则有怨气”。此处的

“女子”不是指女人，而是代指阴性，男为
阳，女为阴，以女子比喻为“阴险狡诈”之人
（不灿烂阳光），与“小人”是并列且递进的关
系，是属古汉语中的语法与修辞表达，应解为

“阴险狡诈和虚伪做作的小人……”告诫君子
要远离这种人。那种说孔子轻看女人的论点是
冤枉了他；“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说“权
贵的智慧与底层的愚钝是天生恒定的，无法改
变”，“文革”时期对此大批特批，有人说：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与此是针锋
相对的。其实，话说得都有些绝对，未免偏
颇，且不符合逻辑与常理。古时文字较少，每
个字的含义很广，往往很抽象，表达多种意
思，就看你怎样理解了。我认为应该这样解
读：“那些追求高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要
想改变他们是很难的。同样，那些追求粗鄙庸
俗自甘堕落的势利小人要想改变他们也是很难
的。”古人文章没有断句，断句不同，造成的
释义结果必然不同。如果这样断句“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则出现了另一种解
释：“老百姓如果得到认可，其社会管理与自
我管理等可由他们自行表达利益诉求和行为方
式；反之，则要引导教化他们，让其了解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是孔圣人朴素的民
主思想，而并非如过去解读的是孔子的愚民政
策。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
是对其最好的注解。

后人解读《论语》多从功利与实用出发，为
我所用，为当时的时代服务，既有误读的地方，
又有御用文人的“良苦用心”。统治阶级为了巩
固政权，往往默许甚至更加固化认同了这种“误
读”的合理性。

作者 1960 年出生于广东雷州半岛。18 岁
当兵离开故乡，曾在河北、山西、陕西、北京、海
南等地工作与生活。上世纪 80 年代末离开体
制，闲云野鹤，行走江湖，以写作谋生。著有

《吃饭长大》《老兵照片》《谁隐居在茂德公草
堂》《最丑的那个人》等私人传记丛书。坚持生
活在民间，保持着观察者冷静的状态；主张慢慢
体验生活，细细品味生命不同阶段的感受。

一个城市流浪汉，花 6年时间隐居家中的
斗室，整理自己20年的记事本，写成这本书，留
给百年后的中国人阅读。作者用智慧、禅意、
冷静、精辟、陌生的故乡母语，真实地记录中国
社会的生存状态与个人生命感受。这是一本
智慧的书，静如《瓦尔登湖》。适合泡一壶好
茶，听着音乐，慢慢品味。

《白纸黑字》
余向丽

在文学艺术领域，我们每每
被残缺之美打动、震撼，比如面对
断臂的维纳斯，再比如欣赏一个有
关生死离别的悲剧爱情故事。

不言而喻，中国人向来是喜欢
大团圆结局的，因而在残缺之美面
前显得无动于衷，显得语言匮乏，
显得手足无措，甚至于有些人怀疑
创作者本身的心灵残缺。我想，这
是对艺术的亵渎，更是对现实的掩
饰，而亵渎和掩饰更无助于我们提
升艺术、改变现实。

其实，还原生活的真实是每一
个自在心灵的权利和义务，在很多
情况下，生活本身比文学艺术本身
还要更复杂、更深刻、更激荡人
心。因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包罗
万象的生活里，任何一个文学艺术
的创作者都只算一个懵懂的孩子。

前不久，我有幸参加一个青少
年作文大赛的复评工作。组委会
不仅让我们几个评委从几百篇中

评出较好的一百篇，还要求我们从
一百篇中再选出最好的五篇。经
过反复欣赏、认真甄别和激烈辩
论，我们终于评出最好的五篇。事
后，再仔细咀嚼这几篇文章，我惊
喜地发现，除了其中一篇结构采用
篇章的形式、语言优美、感情真挚、
有散文诗的风格以外，其余几篇均
是通过身体的残缺、心灵的残缺和
社会的残缺来讴歌真善美的，也难
怪几个评委为情所动。

最开始，我一直想不明白，为
什么这些孩子不去赞美生活，而是
朝向残缺流泪？毕竟，他们有着童
话般的年龄，衣食无忧的生活，公
主或王子般的地位，日新月异的科
技所带来的便捷……直到想起那
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评委对有争
议的那篇文章的反对意见，我才豁
然开朗，他当时说：“我们的社会多
么美好、和谐，选这样一篇凸显阴
暗、残缺和负面东西的文章，恐怕

不合时宜！”是的，经过艰苦卓绝的
努力，我们的社会正在向民主、法
治和光明的方向大踏步迈进。然
而，社会在变革的过程中，正如人
的身体一样，也会存在许多有违主
流价值观、有违真善美、有违公平
正义的东西。假如我们一味回避
这些东西，无异于我们讳疾忌医。

此时我想，那些能写出残缺之
美的孩子，在其内心一定有许许多
多心酸的故事，这些故事时刻涤荡
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急于分享给更
多的人，尽管他们知道光明也无处不
在。最主要的是，我相信孩子本身
是无辜的，社会、学校和家庭能给
予他们多少爱，他们就能传递出多
少爱；假如他们从亲情、友情和爱
情中发现了一些变质的东西，他们也
必将心灵的这种残缺传递给他人。

于是，我思想的闸门在渐渐打
开，此时我仿佛看到了许多“残缺”
的孩子——那些在离异父母的阴
影里生活的孩子，那些在空巢老人
的辛酸眼泪下成长的孩子，那些深
受金钱、权力和名位挤压熏染的孩
子，那些失去了亲人而备受冷眼的
孩子……其心灵注定都不会完
整。除非有一天，他们重新又发现
了爱，找回了真善美。

我大吃一惊。开头，对这个问题无
法回答。当时我才二十岁，正是乐于冒
险的年龄，并且从心底里钦佩弗朗西
斯的魅力和毅力。正如任何一个英国
青年都知道MI-5（军情五处）一样，关
于第二厅的传言我早有耳闻，这个秘
密组织更加挑起我的好奇心。但是现
在，听到最好的朋友反复说他本人就
是这个机构的成员，并且请我也加入，
反而使我不寒而栗。一直到五十年后
的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能回味起当
时的激情。最后我才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
“你能做的远比你想到的要多，”

弗朗西斯说，“你拳法娴熟，并且看来
不是轻易丧失理智的人。你要知道，有
时为了执行任务，我必须潜入使人望
而生厌的歹徒巢穴去抓一两个人。和
歹徒面对面搏斗，一般来说不成问题。
但我无法防备有人从背后下手，所以
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以防暗算，而你
正是我理想的助手。”

我心慌意乱，不
知道说什么好，只是
结结巴巴说了些感谢
的话。

弗朗西斯继续说：
“这个工作可不

容易，有时甚至很危
险。你不是法国公民，
一旦碰到什么麻烦无
法表明正式身份，所以
我们希望你宣誓效忠。
这个秘密任何人都不
会知道。如果你陷入困
境，我们会提供一切官
方保护。对于第二厅来
说，你依然是个和歹徒
们同流合污的狂热的外国学生。你挨的

‘拳打脚踢’将比你得到的报酬还多。情
况就是这样，愿意同我们一块儿干吗？”

我再次点头同意。如果当时弗朗
西斯代表第二厅派我乘下趟火车去柏
林窃取战争计划的话，我会马上收拾
行装，眼也不眨一眨就欣然从命的。

就这样，我进入了第二厅。在
1911、1912 和 1913 年，我陪弗朗西斯
多次深入伯勒维莱、麦尼尔蒙丹特和
巴黎其他地区的阴暗街道，同那些最
下流的歹徒混到一起。我学会了如何
潜入最肮脏的、烟雾弥漫的强盗窝
里，背靠墙壁，像个十足的醉汉一样
滑倒在地，而同时又注视着他们每一
个可疑的动作。我学会了察觉一切预
示着马上要动手的细微表情，比方说
一挤眼或脸部肌肉轻轻一收缩。单凭
直觉，我就能感到某个手持短刀的小
子要扑向弗朗西斯，这时就准确地一
拳把他打翻在地。我学会了当那些社
会渣滓采用特有的最狡诈的手段时
如何自卫，并且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
也使用它们：用膝盖猛击对方的肾
部，用手指抠对方的眼睛。

希望读者不要认为每天晚上我
都是在巴黎最污秽的强盗窝里度过
的，有时几个星期没有惊人的举动。

也就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巴黎
大学的考试。虽然忙于“其他”任务，
好在成绩还算不错。我感到仿佛也从
黑社会大学毕了业。

1913年夏天我返回阿姆斯特丹度
假，看望父母、亲戚和朋友们。在日复一
日的喝茶谈天中，长辈们、叔叔婶婶们
常和我谈起选择什么职业更有前途，这
使我很快学会了装出一副规规矩矩的
学生样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们关于学
业的问题。当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
到这位勤奋好学的侄子除了在大学钻
故纸堆颇有成绩而外，还对巴黎的黑社
会了如指掌。但是，弗朗西斯早就给我
灌输过，一个特工人员，绝不能因为自
己头脑不清醒或别人的挑逗而暴露自
己的身份，即使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要
恪守不渝。所以我守口如瓶，还装得对
他们喋喋不休的说教颇感兴趣。

8月31日是荷兰
的节日，庆祝威廉敏
娜女王诞辰。阿姆斯
特丹全城彩旗飘扬，
觥筹交错，竞相祝贺。
傍晚，我漫步街头，看
见两个醉醺醺的海员
在调戏两个姑娘。她
们惊慌失措，千方百
计想摆脱那两个挡住
她们去路的纠缠不休
的家伙。我听到其中
一个说要吻姑娘一下
才放她们过去。我走
上前去请他走开，话
音未落这个无赖就向

我扑过来。我左手虚晃一下，右手狠
狠打了过去，一拳把他打得滚进路旁
的排水沟里。另一个稍微稳重一点的
海员觉得不该再胡闹下去，嘟嘟囔囔
抱怨说姑娘们缺乏幽默感，跑过去把
他的伙伴扶了起来。这时候，街上醉
汉越来越多，于是我自告奋勇陪她们
回去。我断定她们是在荷兰度假的英
国女郎。两个人都长得相当漂亮，都
能说几句简单的德语。由于刚才的遭
遇她们还惊魂未定，就热情地接受了
我的好意。

在护送她们短短的时间里，我们
成了朋友，并且约定第二天由我带她
们参观阿姆斯特丹的几处名胜。我对
学习外语很有天赋，能讲一口流利的
英语，从前，遇不到多少讲英语的
人，早就想同出生在英国本土的人谈
话以纠正口音。以后的几天，我成了
她俩必不可少的向导。她们返回英国
之后，我继续同那个我中意的姑娘通
信。书信来往催开了爱情之花，在
1914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英
国的时候，我们在兰开斯特市
附近的格尔沃斯结婚了。 2

西边落日之地乃今日行在凤
翔。杜甫此行汲取上次被俘教训，
一路之上，风餐露宿，小心潜行。
杜甫历经磨难，死里逃生，至凤翔
时，已是暮春。

数日之后，杜甫即为当朝宰相房
琯召见。房琯见杜甫前来，感慨其“辛
苦贼中来”之忠贞，未待杜甫稍歇，即
引领杜甫上殿面圣。杜甫进入大殿，
俯首丹墀，涕泪泣道：“微臣原本太子
属官，今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得见陛
下，恍若重生。至此国难之际，微臣愿
肝脑涂地，剖心输胆，以建功于社稷，
造福于黎民。”

唐肃宗于龙榻之上，见杜甫白发
皓首，其情苍然，瘦骨嶙峋，正气浩
然；再看杜甫麻鞋葛衣，衣不蔽
体，竟不由心酸，为其赤心撼动。
众官亦为杜甫“麻鞋见天子，衣袖
露两肘”的忠心感悯，皆为杜甫赞
言。官员中有闻杜甫诗才者，就于
大殿之上向其问策。杜甫不言战事
政务，却言凤翔。

杜 甫 奏 道 ：
“凤翔古称雍州，天
下九州之一。周室发
祥于此，赢秦创霸之
区，始皇加冕之处，
大唐中兴之所。昔周
成王即位，用周召毕
荣之属，天下大治，
殊方绝域，莫不蒙
化，是以越裳献雉，
重译来贡，太平之
瑞，同时而应，麒麟
游于苑囿，凤凰来舞
于庭，颂声并作，佥
然大同。周成王于此
援 琴 而 鼓 之 ， 作 仪 凤 歌 。 歌 曰 ：

‘凤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
灵，赖先人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
以宁，凤凰来兮百兽晨。’又相传秦
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善于
吹箫之华山隐士箫史，知音相遇，
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

“凤凰翔紫庭，大唐当兴。” 肃
宗闻言大喜，亦知杜甫诗才不虚，颔
首赞道：“杜甫忠心可嘉，才德殊
人。”遂着旨意，由中书侍郎张镐赍
符告谕，授杜甫左拾遗之职。

终于可以暂时停下漂泊的脚
步，杜甫再次以性命为赌注，终于
换来为社稷效命之机。数十年梦
想，今日成真。杜甫恨不得将胸中
所学全部倾出，恨不得以一身瘦骨
独支飘摇的社稷，哪怕自己粉身碎
骨！杜甫为国事心忧如焚，夜不安
寝，食不甘味。接连上书，苦苦进
谏，竟使肃宗不悦。以为杜甫褊躁
傲诞，不宜于朝。随后，数日里，
杜甫再无上殿面君之机。

未几，朝中掀起一场轩然大
波。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引军至凤
翔。其早年与房琯存有私怨，不时
于朝堂之上相互攻讦。恰有房琯门

人琴师董庭兰被人诬以“倚其权
势，纳贿招财”事发，使贺兰进明
以得把柄，以朋比为奸、昏庸败军
之罪，上奏肃宗。肃宗下旨将房琯
罢相，贬为太子少师，退还私第，
不得言政。并以张镐为相，再布新
政。

杜甫闻之，如雷击顶。房琯与
己为布衣之交，杜甫深知其人：中
正刚直，虚怀若谷。为政素有清
名，其品德学识与当朝衮衮诸公相
比，不可而语。尤其对大唐之忠心
天日可表。况今日官军与叛军决战
在即，若以房琯昔日败兵而治罪，
官军何人敢战？

杜甫写下《奉谢口敕放三司推
问状》。言语虽诚惶诚恐，其心却坚
如磐石，为房琯辩白。“房相素有
美名，忠心天日可表。大唐自开国
以来，宰相数十人，鲜有因细罪而
贬黜者。今逆胡作乱，正是文武合
力之时，焉能因细罪而重罚宰相？
况甫为行在谏官，岂能静视朝政有

失而无言？若言甫与
房相之交，亦是慕其
忠义，断非攀附权
势。若言与其有谋，
乃是谋图早日平息逆
胡，拯天下黎民于水
火，拥圣上还京，再
振朝纲。甫九死一生
而至行在，麻衣见天
子，乃为此愿也！望
大人明察。”

审讯杜甫者乃
颜真卿、韦陟等人，
皆为忠良之臣，同情
杜甫遭遇，纷纷上书

为杜甫开脱罪名。新任宰相张镐亦
以为杜甫乃刚直之臣，虽其谏言狂
悖，然未失臣子本分，尽到谏官职
责。亦上奏肃宗，言其无罪。肃宗
想起杜甫昔日冒死投奔行在时“麻
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之危苦赤
诚，遂纳宰相之言，恕杜甫无罪，
又假意开恩，着杜甫回乡探亲。

又一次死里逃生！杜甫身着青
袍，背起行囊，因战事紧烈，没有
马匹可乘，只好徒步北征。妻子所
居羌村离凤翔七百里，杜甫艰难的
人生跋涉又一次展开。杜甫有诗

《徒步归行》，记下“青袍朝士最困
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之艰难历程。

儿女见父亲疲惫归来，欢喜大
哭。杜甫手抚儿女，唏嘘不已。邻
人知杜甫归来，皆来探望，连院落
矮墙之上，亦爬满邻人。“遭逢乱
世，流荡漂泊，想不到还能活着回
来！”邻人纷纷感叹，又热情地为杜
甫提来自酿米酒。“杜大人莫嫌酒
薄，孩儿皆出征于外，无人耕田种
地，何来好酒？”杜甫亦放下身架，
与乡邻闲话，互诉辛酸经
历，感叹时局多艰，百姓涂
炭。 15

连连 载载

谁都无法改变大自然的意
志。我看着窗外的大树，就会这么
想。当秋天到来的时候，连大树都
感到一种危机。这好像是个梦境，
大树把它全部的生命，那茂密的绿
叶，都兑换成黄澄澄的金币，一把
把地抛给大地：“这是我从你那儿
索取的，我都还给你！”大地沉默，
冬天依然到来。

对海而言，我是一个观光者。
我到过北戴河，印象最深的是1980
年青春诗会。海是青春而动人的，
而我已经年过 30 了，与舒婷、顾
城、徐敬亚、王小妮、梅绍静、陈所
巨、张学梦等人一道在这次青年诗
会上亮相，对于我们中的一半人，
是告别青春的仪式。只是我觉悟
较晚，在诗坛又当了十年的青年诗
人才到处声明自己早就“不惑”
了。海给人以假象，让人觉得它总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无论是在渤
海，在南海，还是在天那边的地中
海，都会让人忘了年纪。

我与山的关系要更深一些，
我在几个声名远播的山区生活过：
在大凉山生活了七八年，是随下放
的母亲去的，那里有我的中学时代

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生活；在陕
北高原，我生活了四年，在那里当
农民和马场的仓库保管工；在秦岭
山深处待了四年，是一个化工厂，
我每天都枕着宝成线列车的车轮
声入梦，梦见走出了这座大山。我
觉得我是大山中的一分子，是大山
的亲戚，也就难免有些山里人的习
气，有些甚至是陋习。大凉山给我
的第一个印象是它野性的热风。
山谷多南北走向，南边的热风在河
谷里劲吹。高耸入云的山峦向阳
的那面，被干热的熏风吹得光秃秃
的，红褐的山坡只长着火焰一样颜
色的茅草；而阴坡上的青松幽幽，
让人想起彝人的披毡。陕北那些
很难叫做山的丘峁，老老实实，一
个挨着一个地挤着，叫人想起冬日
蹲在窑洞阳坪上晒太阳的老汉们，
那些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沧桑，都
刻成脸上深深的皱纹。秦岭是个
永远只有过客的地方，那里有说不
清的古迹，说不完的逸事，但都是
某某人从这里走过，将军骑马，诗
人坐驴。我在那里竟然住了四年，
我认为这让我一辈子都会枕着车
轮马蹄声入梦。回想起来，梦中的

山，没有凉山的野性，没有陕北的
温驯，却是让人走啊走，又总是走
不完的蜀道山路。大概我人生浅
薄的自信就来自秦岭里的日子。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这蜀道
腹地生活了四年之后，我一生的路
不会再比登天更难了。

高原上的湖最迷人了，这让平
原上的湖和人工水库无法比美。
我在大凉山时，生活在一个高原
湖邛海边上，据说是地震陷落形
成。我读的那所初中在湖边的山
庙里。记得庙壁上有一碑，记载
了这次地震，地震让一座小城陷
进了邛海的湖底。不知是真是假，
但已足够神秘诱人。还有一个小
湖泊也很知名：彝海。红军长征
过大凉山时在这里与彝人头领结
盟，而使它成为一个象征，载入
史册。它在大山顶上，是个不大
的小湖，不比城里公园你见过的
那些湖大，那时湖边只有一块
碑，记载了结盟一事。凉山还有
一个神秘的泸沽湖，它因当地摩
梭人保留母系社会婚俗而进了电
影进了小说，我没有去过那里，
因此它对我依旧神秘。

自然杂记
叶延滨

据齐礼阎村老书记阎载
荣讲述：龙泉沟位于中原区
南、金水河西岸，冶金结构厂
南墙外，宏河路北侧。该地
原有一大水坑，在他们童年
时期，这里泉水喷涌，终年不
息，龙泉沟与金水河相通，水
满则流入金水河，是金水河
水源之一。这个水池名称的
来历还有一段脍炙人口的传说。

龙泉沟也叫龙池沟，相
传，在很早以前，金河小龙奉
玉帝旨意，在金水河流域布
云降雨，因粗心记错了时辰，
触犯了天律，玉帝大怒，将金
河小龙贬下凡间。金河小龙
在距金水河西不远一个大水

池内服刑。从此，该水池泉
水喷涌，清澈见底。周边百
姓饮用泉水，水甜如甘露，用
泉水灌溉农田，庄稼长势喜
人，年年丰收，百姓们安居乐
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
知过了多少年，金河小龙刑
期已满，一声炸雷巨响，金河
小 龙 腾 空 而 去 ，回 到 了 天
庭。人们对金河小龙感恩戴
德，祈求金河小龙护佑，金水
河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
水池旁建起了一座庙宇，塑
有金河龙王神像，人称龙泉
寺，让金河龙王永享人间香
火。这里香火兴盛，初一、十
五，上香者络绎不绝，每年二

月二，张灯结彩在龙王爷神
像前摆设供品，十里八乡善
男信女们烧香致祭，还要唱
大戏，热闹非凡。后来，该寺
内有一个老和尚，不守清规
戒律，无恶不作，横行乡里，
激起民愤。郑州知州呈请圣
命，将恶僧捉拿归案，龙泉寺
也以御火焚之。从此，人们
都叫该泉水为龙池沟或龙泉
沟。

由于天长日久，自然气
候的变化，地表水贫乏，龙泉
沟逐渐干涸，人们在 20 世纪
五六十年代将该沟夷为平
地，辟为农田。现已被城市
建设占用，成为新兴居民区。

残缺之美也是美
春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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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曲牌名·炎黄游子吟
黄河九曲唱惊澜，
淘罢洪荒暑寒。
青山斜照万井烟，
篝火事炊者，
族群共炎黄。
乌发黑眸黄肌肤，
中华风骨上善。
承传扬尘五千年，
牵衍环球藤蔓。
遥藤远蔓恋根无?
根梦慰游子，
春来遣杜鹃。
飘絮飞星月待圆，
凭谁解、
声声唤?

风入松·唤归
故园院落柳梢青，
絮逸花明。
神伤几度浮生老，
恨飘零，
仍旧飘零。
代代远飞燕，
恭祈嫡主归萦。
春风拂煦荡檐铃，
往事烟凝。
依稀堂内更深处，
袒怀哺、
襁褓啼婴。
莫忆摇红烛影，
当心多梦伤情。

黄帝故里唤游子
（词二首）
白润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