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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郸城怀古
马承钧

郸城古称“丹成”，源于两个典故：一是春秋时
老子在此“炼丹”一举成功，故称“丹成”。另一说宁
平乡王家庄樵夫王子（即王禅）进城卖柴，在洺河桥
遇一炼丹老者，“丹”成后王子服下成仙，此地遂称

“丹成”。从前洺河老桥还刻有“名阴胜曲地，王子
升仙桥”字样。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振田说，王禅一生极具神
秘色彩，乃我国纵横家和战略家始祖，他擅长持身
性，深谙阴阳之势，尤其精通纵横捭阖术，堪称千古
奇人。其弟子苏秦、张仪合纵连横闻名青史，门生
孙膑、庞涓斗智传奇也悲壮撼人。洺河桥边建有王
子升仙亭。

我决定去洺河桥一探究竟。
秋雨淅沥中，我等沿郸城县人民路北行，古老

的洺河在此穿城而过，濒临洺河大桥北侧有一座古
色古香的亭子，正是王子升仙亭。此亭八柱八角，
雕梁挑檐，旁有一巨大的百年古槐。登上六级石
阶，迎面矗一大碑，正面镌刻“王子升仙圣地”六字，
碑上端镌有毛泽东手迹的一首古诗：“王子去求仙，
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同行者
道，此为毛泽东 1962 年庐山会议时所书，原迹犹
存。绕碑一圈，背面刻“王子升仙亭碑记”，记述鬼
谷子传奇一生。

陪同的范卜斗是当地知名人文学者，对郸城历
史深有研究，著有《王禅传奇》、《鬼谷子传奇》、《王
子升仙记》、《丹成故事》等多部专著和剧本。他说：

“王禅生活的年代郸城属楚国苦地，即今天郸城一
带。最具权威的《辞海》说‘鬼谷子战国时楚人’，

《河南通鉴》说‘鬼谷子战国时楚国苦地人，姓王名
禅’；民国五年、二十二年《淮阳县志》（郸城曾属淮
阳）均记载‘王禅冢，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以此推
测，王禅晚年叶落归根、葬于故里，经众多专家学者
考证并结合各种史料传记，王禅故里就在今天郸城
县宁平镇王子庄，该村尚有王子庙遗迹……

雨中凝视悠悠洺水，笔者陷入思古之幽情：遥
想两千年前，群雄争霸、风云际会，鬼谷子胸怀“小
人谋身、君子谋国、大丈夫谋天下”的担当，以纵横
捭阖之术运筹帷幄，谱写出多少英雄传奇——

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国第一所军事学校“军庠”，培
养出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等一批拔尖人才。
毛遂帮平原君促成赵、楚联盟并击败秦国。苏秦头悬
梁锥刺骨苦学捭阖术，以辩口利辞促成六国合纵连
横。张仪则在最危难时运用恩师教诲，一举击溃苏秦
苦心打造的六国联盟，为秦统一中国建立奇功。

鬼谷子纵横学说跨越时空，令无数才俊倾倒追
捧，李斯、乐毅、张良、韩信、诸葛亮、司马懿、李积、魏

徵、刘伯温、曾国藩，乃至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和
德国学者施宾格勒、美国政要基辛格均是其粉丝。

步出王子升仙亭，雨停了，范卜斗回头一指道：
“由此向西 300米，就是传说中老子炼丹处……”他
说，老子原在其家乡鹿邑炼丹，久练未成，来到郸城
洺河，见这里蒲苇葳蕤、河水清澈，遂将炼丹炉移至
洺河桥头，“汲洺河之水，拔苇为薪”，终于炼丹成
功，大呼“丹成也”！

范卜斗介绍，古籍说老子在洺河之滨“建高丈
余、方圆数十丈法坛，施法炼丹”云云。当年熊熊炉
火将河岸的土烧红了，日久形成一洞，被称“老君
洞”。汉代时曾用砖围住，虽经千年风雨，那里土质
仍异于周围。后人曾在此建“老君庙”，新中国成立
前后尚存遗迹。一位路过的老人称：“上世纪60年
代平整老君台时，那里一个砖砌大洞，深不见底，扔
进很多土石才填平呢。”

离开洺河桥，又降绵绵细雨，众人谈兴不减。
时部长道：“如今郸城享有中国书法之乡、中华诗词
之乡、收藏之乡、戏曲之乡等美誉，拥有中国书协会
员 15 位，书法爱好者 10 万人，诗词组织不计其数
……”我说：“这该归功历史的传承，因为‘太上老
君’和‘智圣’王禅的缘故，郸城也成了‘教化圣地’
喽！”众人点头称是。

新书架

《她们的世界：
来自卡特总统的疾呼》

张 莹

在这本书里，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关注的
是全球女性权益问题。

本书翔实记录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性别歧
视状况：在富裕国家，女性缺少平等发展机会；
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女性则成为男性附属品，
被迫忍受奴役、童婚和割礼，成为最脆弱的一群
人，并和她们的孩子一起身陷战争和暴乱的水
深火热中。根据自身经历和世界各地女性问题
现状，卡特先生在书中向读者揭露了一个真相：
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并不能享受到与男性
平等的权利。他有理有据、大声疾呼：这种不平
等将对世界经济繁荣带来灾难性影响，并给全
人类带来巨大疾苦。

散文

又是稻禾飞黄时
卢海娟

无论时光如何绵延，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老百姓
的日子，最大的祈愿就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五
谷”的说法最早见于《论语》，包括“稻、黍、稷、麦、
菽”。“稻”居于五谷之首，是人类生存的命脉。

正因为有了稻的存在，乡村才会挺起脊梁，才会
显得那样英姿飒爽。风一阵接一阵来，像一些清清凉
凉的水从稻的心上润过去，润过去……稻把想说的话
语轻轻地说给风听；稻把梦中的细节悄悄地与云交
流。风吹翻了水稻的结构，吹动了水稻的情窦，它们
开始快乐地成长，热切地恋爱……我一路踏着水稻的
青春，在水稻的目光里缓缓行走——那时节还是盛
夏，沉浸在盎然的绿意中，感受着生命的蓬勃与饱满，
心情无端地激动起来，也许，我的前生就是一种植物，
比如稻草，曾以站立的姿势酣畅淋漓地体悟生命的快
乐与单纯。

“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梧桐更佳音”。它们漫天
遍野地孕穗、灌浆、成熟，每一个步骤都轰轰烈烈，就
这样一路走来，走到金色的秋天。此时，又到水稻黄
熟的时节，我忍不住走出门去，走到稻子中间，就像
走向我前生的姐妹之中，与稻、与山风耳鬓厮磨——
山像个不会打扮的村姑，把一张脸画得五彩斑斓，这

个嫁不出去的老处女，把自己的大花脸投射到水里，
让一江秋水来给她做征婚的广告，而江水却格外澄
净清澈，全不把山的急迫放在眼里，就那样仰望着蓝
天白云，喧哗着一路向前奔去……田里，乡路上，外
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女人们面色红润，与一别半年
的男人亲亲热热地一起下田，人们的脸上满溢丰收
的喜悦。

“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人们穿梭
在稻田里，镰刀刷刷地割，没有大型机器的参与，似乎
还有刀耕火种的味道，不过抚摸稻秆稻穗，那一分温
暖和亲切是机器收割无法代替的，偶尔起身，直直腰，
擦一擦额头的汗，看成捆的稻码成金黄的垛，心也便
踏实了，有了依托了。不错，稻子以自己的倒下为人
类的站立奠基。稻子骨肉分离，被分割成稻茬、稻草
和稻谷。稻谷脱胎换骨变成一种称作米的物质，空气
一般滋养着人类和人类源远流长的历史。一粒米置
于手掌上，无论凸立于哪一条纹路，都可以温暖我。
一粒米是稻子献给人类的庇荫；一粒米是一种温暖的
光泽；一粒米营养着人类的肉身和灵魂。

收割后的稻田，会变成无边的阔野，那些残留着
的稻桩，就像男人新剃后刚长出的胡须，等待新一场

轮回。大片大片的稻茬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河床上做
梦。齐刷刷的稻梗直挺挺地站立，被秋天捧在手里，
在村前村后向最远的地方延伸。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乡村的
稻田，由碧绿到金黄，周而复始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它哺育了村庄，保证了生命的存在和延续。稻田就是
乡村最美的风景，想家的人，有时就是因为触动了记
忆里藏着诸多乐趣的稻田，也难怪，一年之中倒有半
年时间，村民眼里看到的都是稻田呢！

稻子由光秃秃而绿油油而金灿灿，这是所有生命
沿袭的轨迹，人类也不例外。稻子的使命并非在于其
生长的过程中装扮自然，而在于滋养生命的新生。这
一种死亡与新生的转换，数千年来不可或缺。缘此，
稻子才叫稻子，一叫千百年。

我走在稻田之间，火红的衣衫猎猎起舞，曾经，我
痛恨稻子，是它让我的童年和少年充满艰辛：才十几
岁时，我就和大人一起插秧、薅草，稻田里，我被蚂蟥
叮过，被丑丑的毒虫咬过，甚至还把水蛇抓在了手里，
吓得七魂走了三魂。矮矮细细的稻啊，每一次对它的
服侍，都让我首尾相扣，腰弯得像龙虾，多少次，在割
稻时我割破了手指，尖锐的稻叶划得我的手臂全是伤
痕，为了种稻割稻，青春时期的我硬是晒成了粗粝的
黑妞，直到今日，无论我怎样打扮，都会隐隐透出农妇
的气质，稻，你改变了我一生的走向。

其实，一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株稻呢？细嫩、蓬勃、
风华正茂、开花结果、干枯、老朽……其实干枯和老朽
不是一种悲凉，而是生命沉淀的芬芳，这样看来，能做
一株稻，这一世也就不算白活了。

请允许
高丹宇

请允许一只苍鹰
在崖壁和山巅抖落一声悲鸣
那些流岚 那些风霜
曾划破它锋利的翅羽

请允许一匹骏马
在征途和草原遗失几缕喘息
那些险途 那些坎坷
曾撕裂它无畏的寻觅

请允许脚手架说出拔节城市的冷
请允许蛇皮袋说出流离生活的累
请允许镰刀和麦子咳出擦亮泥土的暖
请允许巷道和矿灯喊出开掘黑暗的亮
请允许离人团聚紧紧握住的月光和泪滴
请允许坚强后的脆弱和卑微之上的幸福

那些脆弱我不愿触碰
那些幸福宛如微弱的火焰
向人间运送善良
向世界捧出温暖

文苑撷英

诗之趣
陈永坤

情趣。诗之情犹如百花千卉，各
呈美妍：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的欢情；有“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
限似侬愁”的怨情；有“一生大笑能几
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豪放之情；有

“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尽时”
的缠绵之情；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
人伦之情；有“一夜征人尽望乡”的乡
土之情；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报国
之情；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
友爱之情……“落月摇情满江树”，情，
满溢在诗的宇宙里。

雅趣。孟浩然的“微云淡河汉，疏
雨滴梧桐”，是疏淡之雅；李商隐的“月
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是
典丽之雅；李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

“老鱼跳波瘦蛟舞”，则是奇谲之雅
……我们读现代诗人戴望舒的《雨
巷》，读闻一多的《红烛》，读徐志摩的

《沙扬娜拉》，读舒婷的《双桅船》，也都
会有优雅或清雅的美感，从而获得某
种微妙的愉悦。

俚趣。多半属于民歌，它们较少
修琢，具有质朴清纯的美。读读《诗
经》中的“风”诗，读读历代民歌，我们
就可以感知了。事实上，有些大诗人
并不因为民歌体的诗俚俗而不屑为
之，刘禹锡就写过脍炙人口的“踏歌
词”、“竹枝词”，如：“春江月出大堤平，
堤上女郎联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
红霞映树鹧鸪鸣。”还有：“杨柳青青江
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不是很有俚
趣，极富美感吗？

谐趣。谐趣在乡野味的民歌里，
在富嘲讽味的或戏谑式的诗中，常常
可以领略到。打油诗被人视为“不入
流”，但打油诗却往往多谐趣。鲁迅曾
戏作新打油诗《我的失恋》，诗中说：

“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意在嘲讽
而语颇滑稽，足以博人一粲。谐趣的
诗常有解颐心爽，开胃通气的妙效。

妙趣。可能是悦于妙句，如杜甫
状写爱花人之痴：“不是爱花即欲死，
只恐花谢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
嫩蕊商量细细开。”这“商量”一词，真
叫人拍案叫绝。冯至早年在一首诗
中，把“寂寞”喻为“长蛇”，“梦境”喻为

“花朵”，既奇谲又美丽；即使只读它一
遍，也永久不能忘怀。

知味

馕
刘开生

女儿自新疆旅游归来，带回一些当
地的名优特产，最吸引我的不是葡萄
干、核桃、大枣，而是一种叫作“馕”的新
疆美食。馕是新疆各族人民所喜爱的
面食，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馕
的外皮酥脆，内里柔软。各具特色的
馕，无不味道醇厚、浓郁，撩人食欲。

“馕”字起源于波斯语，流行于阿拉
伯半岛、土耳其、中亚细亚各国。维吾
尔族人的祖先曾把馕叫做“艾买克”，伊
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才渐渐改叫为

“馕”。馕是一种圆形的饼，制作馕时，
得先将小麦面粉或玉米面粉发酵，揉成
面坯，再放在特制的火坑（俗称馕坑）里
烤熟。馕的种类繁多，大约有 50多种。
市场上卖得最多、最常见的馕有肉馕、
油馕、窝窝馕、芝麻馕、片馕、希尔曼馕
等等。

馕的具体制作方法，跟内地烧饼制
作有点儿相似。即在面粉中加少许盐
水和酵面，和匀，揉透，稍微发酵即可烤
制。由于馕是维吾尔族家庭常备的主
要食物，新疆其他民族也爱食馕。因此
全疆皆有烤馕的小作坊，俗称馕房。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维吾尔族家家都会制
作烤馕。馕不仅是新疆人喜食的美食，
在一些场合还能表达特殊的含义。如
在室外吃馕时，要把掉在地上的馕渣拾
起来，放到高处让鸟儿去食，其意是鸟
是人类的朋友，有美味儿不能自己独
享。年轻人结婚时，新郎和新娘要一起
象征性地吃醮着盐水的馕，寓意生活有
滋有味儿，并要白头偕老。

新疆最具代表性的馕是阿布拉的
馕。阿布拉的馕是用面粉将鸡蛋、牛
奶、芝麻、食盐、清油调和在一起，再经
过炭炉烘烤而成的，由于含水分少，外
干内酥，质地筋道有嚼头，因而十分受
人喜爱。阿布拉的馕不仅好吃，而且好
看，每一个馕饼上面都带有漂亮的花
纹。吃馕是有讲究的，不能拿起来对着
整个馕饼大口吃，也不能用刀子切开来
吃。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先把馕掰成小
块儿，然后一块儿一块儿慢慢地送进嘴
里咀嚼、吞咽。食馕时，通常还要配以
茯茶、奶茶或肉汤。据说这是老祖宗留
下的规矩。

由于馕具有不怕干、不发霉、久储
不坏、便于携带等特点，近几年来，在我
国汶川、玉树、雅安等地发生地震时，馕
都会及时现身地震灾区。

张海书法

黄山风光 王国强 摄影

2010年 12月 3日，中国自主
研发的“和谐号”CRH380高速动
车组列车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
埠段试验运行最高时速达 486.1
公里。

这是中国铁路创造的世界
纪录，更是世界铁路发展史上值
得书写的重要章节。

2011 年 6 月，京沪高铁开
通，“安全、舒适、环保”，“工程质
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让国人有
了期待。随后，针对 5 天内发生
了 6 次故障的尴尬情况，铁道部
新闻发言人称，故障不是安全事
故，需经过 2~3个月的磨合，稳定
期就会出现。

话音刚落，“7·23”温州动车
追尾事故发生，造成 40 人死亡，
约 200人受伤。铁道部及时召开
新闻发布会，但对事故的情况说
明及发言人的现场表达，却招致
媒体和公众的批评和质疑。发言
人王勇平在回答“车体为何掩埋”
的提问时称，掩埋车头是为了便
于抢险，“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
反正是信了。”被广为转发。

1999 年 9 月，国务院改革出
台新的法定休假制度，每年国庆

节、春节和“五一”法定节日加上
调休，全国放假 7天。从此，每年
三个“黄金周”掀起的旅游消费
热，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也带
动了百姓的生活变化，尽管有人
对“黄金周”利弊一直存在争议，
尽管“黄金周”还需要完善。

“黄金周”一到，老百姓玩得
舒心，商家赚个“金满盆”。2000
年“五一”长假，“假日经济”出现

“井喷”爆发，各商场的收银机吱
吱响个不停，电视新闻充斥着各
地旅游景点全线爆满的消息。火
热的购物消费，火热的旅游消费，
让每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假日
经济”的势头和力量。一周内旅
游收入达到181亿元。

“农场里牛妈妈问鸡妈妈，
为什么我生小牛累得要命，你生
完蛋却还咯咯地叫呢？鸡妈妈
说，因为生蛋（圣诞）快乐呀！”

在西方圣诞节来临之际，这
样一则充满中国式幽默的手机短
信在人们间广为流传。

一些充满浪漫色彩的“洋
节”在中国悄然流行，圣诞节、情
人节、愚人节、母亲节、父亲节、感
恩节，这些来自西方国度的节日，

慢慢走进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圣诞礼物、圣诞老人、巧克
力、玫瑰花、康乃馨，饱含清新与
浪漫，唤起人们藏在心底的那份
温情。在被触动的那一瞬间，追
逐时尚的人们完全不计较它来自
何方。当然，这也有精明商家的
巧妙包装，加之主流媒体的着力
炒作。洋节中比较热闹的是圣诞
节和情人节。

2005年11月下旬，由韩国申
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
形遗产著作”，一度沸沸扬扬的中
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
利而告终。虽然有人指出，江陵
端午祭其实与我们的端午节不是
一回事，但围绕着端午节申遗之
争，在中国学术界和民间都产生
了极大的反响。

修改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于2008年1月1日起
施行。根据《办法》，从2008年起，
新增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各放
假 1 天成为新的法定假日，已经
实行了 7年的“五一”“黄金周”于
2008年取消。

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将传

统节日变为法定假日，是对民俗
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
种有效方式，有利于保护这些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
的根脉。

《职工带薪休假规定》也同
步出台。

2008年11月下旬，国家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09 年全国

将推广“国民休闲计划”。计划旨
在采取具体措施倡导奖励旅游
（企业对优秀员工的工作奖励）、
福利旅游（对低收入群体，企业可
把奖励旅游、福利旅游支出列入
其经营成本）、修学旅游（对学生
群体）、银发旅游（对离退休人员）
等，引导国民休闲旅游沿着正常、
安全、持续的方向发展。

“我们来举手看看，看在座
各位有多少人去年休了带薪假。”
市政协委员、市旅游局局长道书
明昨天在政协分组讨论现场做起
调查，看到会场无人举手，道书明
话题一转，强调全球金融危机大
环境下更要大力推进带薪休假。
他表示：“上海应该在全国率先制
订带薪休假制度的执行细则，确
保市民有时间去休假和消费，领
导干部要带头执行。我建议请俞
书记带头去休假，韩市长带头去
商场消费。”（《上海旅游局长建议
俞书记韩市长带头休假购物》
2009年3月11日《新闻晨报》）

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
中国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

法于 1980 年 9 月颁布，这一税法
将 800 元月收入作为个税起征

点，而当时大家的平均月工资不
过60元。

那时，个税真正针对的是挣
大钱的歌星和影星，当然还有外
企的外国高管。

对工薪阶层而言，真正感到
要交个税是在 1994 年。1993 年
10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修正
案通过，规定不分内、外，所有中
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
居民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1994年1月1日，实施细则颁布实
行。从那时起，很多人发现他们
的工资条上多了一项：税。

全国人大于 2005 年 8 月修
改了个人所得税法，将个税起征
点提高到1600元。2007年12月，
个人所得税法再一次被修改，从
2008 年开始个税起征点提高到
2000元。

2007 年 2 月 7 日，篮球明星
易建联的照片上了全国数十家
报纸的头版。不过在照片上，这
位两米高、23岁的超级明星并没
有表演他擅长的三分球，而是在
广东东莞的地税局排队申报个
税，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队友

和教练。“交税是高收入人群的
义务……我非常清楚自己去年
的收入。”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时说。

2007 年是中国开始要求年
收入在 12 万以上的人群主动申
报个税的第一年，全国有 163 万
人像易建联一样申报了个税。然
而这个数字还只是以前估计的
1/4——专家们预计全国有600万
到700万人年收入达到了12万。

很多人都认为，税务机关应
该加强对名人和富人的征税，因为
这一阶层的逃税现象非常普遍。

他们抓到的第一条大鱼是著
名歌星毛阿敏。1989 年，她因逃
税被罚款60万元。这一丑闻是当
时正值事业巅峰的毛阿敏所遭受
的第一个重大打击。这使她几乎
走到崩溃的边缘，并企图自杀。

但是在1996年，她又一次被
抓住。这一次，她被发现逃税100
万元。第二次丑闻迫使这位在国
内有数百万歌迷的明星远走他
乡 ，来 逃 避 对 她 的 种 种 指 责 。
2000 年，她回到中国，但
是再也没能恢复自己过
去的辉煌。 23

连连 载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