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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狗儿
王振洲

媒体上说，广西一个贫困县的主要领导大搞形象
工程，在山壁上雕刻凤凰花掉五千多万元，实际造价
只有二百多万元。看着全国独有的大壁画，数着哗啦
啦响的票子，这位领导好不惬意。可惜好景不长。“打
老虎、拍苍蝇”的风一起，即把乌纱帽吹落在地。读着
这则新闻，禁不住想起一个名为《狗儿》的民间故事。

清朝道光年间，一胡姓土豪广有田地，骡马成
群，只是几代人中连个芝麻官也没有出过，为了摘掉
土豪帽子，到胡富贵这一代有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当
了大官，他家不知花了多少银子，竟买通这个大官，
为胡富贵谋到一个七品县官当。只是这小子从小娇
生惯养，喜好是斗鸡狗，惹草拈花，虽读过十几年私
塾，脑子中却没有装进几点墨水，倒是把《三字经》中
的“犬守夜，鸡司晨”烂熟于心。俗话说，新官上任三
把火，胡富贵要烧的与一般新官上任后烧的火不同，
什么修路呀，兴水利呀，俗套且费钱出力，他要一鸣
惊人，树立自己的形象。思来想去，他认为养狗最实
惠，决定在全县开展养狗运动，要求家家户户必须养
狗。他总结三条养狗的好处在全县大讲特讲。一是
狗的听觉灵敏，忠于主人，用来看守门户，可使盗贼
绝迹，创造社会安全、稳定典型；二是狗肉营养丰富，
吃了可以少得病，健身体；三是狗皮用处广泛，用来
做衣服，再暖和不过，全县人都穿皮衣，戴皮帽，该多
风光，还有狗皮价钱看涨，一张狗皮钱可买二斗高
粱。在胡富贵的逼迫和利诱下，全县养狗事业迅猛
发展，狗官司也接连不断。这天一大早就有人敲响
了堂鼓，胡富贵阔步走进大堂，只见两个打官司的人
一个绅士模样，一个青年农民，衣服上沾满粪便。

“都给我跪下！”胡富贵骂道：“混蛋东西，什么屁
事，这么早就来搅闹公堂。”

绅士抢先说：“我带着我家的狗姣姣遛弯，他一
扁担把姣姣打死，还骂我不是东西。老爷一定要为
我家姣姣申冤。”一听说打死了狗，胡富贵好象自己
挨了打一样恼怒，不问青红皂白先把青年农民拖翻，
打了四十大板才说：“本太爷提倡养狗，你却把人家
的狗活活打死，分明是和本太爷作对，该当何罪！”青
年农民被打得遍体鳞伤，可不服软，气愤地回答说：

“怪他的狗改不了吃屎，我挑着两桶茅粪往地里送，
他的狗扒着桶要吃，把桶弄翻，粪泼了一地，他还骂
我弄脏了他的狗，撺掇他的狗咬的我顺腿流血，这才
打了他的狗两扁担，是他的狗重要还是我的命重
要？哼，地里不打粮食，狗也得饿死！”胡富贵认为这
是发泄对养狗不满，连拍几下惊堂木说：“不许狡辩，
这事本应该你抵命，念你还年轻，从轻发落，一要赔
一条同类狗，二你要披麻戴孝，隆重殡埋姣姣。”这青
年是个烈性子，受不了这种屈辱，竟大骂几声狗官，
一头撞死在堂案上。胡富贵吩咐衙役通知青年家人
领尸，来晚了要罚款。这个案件刚了结，张老太和李
老太一人牵着一条狗，吵着骂着闹进大堂。胡富贵
让两个老太婆一人跪一边，当他的眼光落在张老太
的狗身上时，不禁大吃一惊，他站起身来，伸长脖子，
两个眼珠一动不动。只见这条狗头似狮子，身腰如
猎豹，比自己养的藏獒威武雄壮的多了。张老太见
县太爷被自己的狗迷住了，喜不自胜，趁机吹嘘说：

“这是有名的鹰背狗，豺见到下跪，狼遇见作揖，是花
一百两银子从外国买来的。她家养的这一条是母

狗，亲家养有一条公狗，准备后天就让两条狗配对。
龙生龙，凤生凤，名称配对才能产下好狗。没想到今
天被李家的狗给强奸了。看她那狗的没成色样，能
下出什么好种来？必须赔俺五百两银子！”

“想得美！”李老太反击说：“是她的狗勾引我家
的狗。不然，她的狗那么厉害，我家的狗敢沾边！”胡
富贵正盘算着怎样把张老太的狗弄到手，李老太的
话倒给了他启发，他指着李老太的狗向张老太说：

“这么个小东西会敢强奸你的狗？明明是你家的狗
不守妇道，胡乱勾引，败坏社会风气，反来讹人家的
银子，你这狗没收归公。按诬告罪应先打四十板再
送进大牢，怕你年纪大了受不住，回去写份悔过书算
了。”李老太自是笑得合不拢嘴，众衙役也憋不住笑
出了声。这件公案一时在全县传为笑谈。

这天，胡富贵正在欣赏他没收的狗，忽报巡抚大
人亲临，慌的他跑着去迎接。原来巡抚闻听胡富贵
上任两年多来成天忙着玩狗、养狗，不干正事，十分
气恼。先在乡村微服私访，听到不少人家因为抵触
养狗不是被罚就是被打，有的举家逃往他乡，不少村
庄荒凉破败。

胡富贵把巡抚迎进大堂，跪下磕头道：“不知大
人光临，未曾远迎，请多多赎罪。”巡抚想了解有多少
人逃到外乡，先问道：“全县黎庶还有多少？”胡富贵
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本县只有桃树、杏树，没
有梨树。”巡抚气得大声说：“我问的是小民！”胡富贵
慌忙回答道：“回禀大人，鄙职小名狗儿。”

“哼！”此时巡抚真是哭笑不得，心中的怒气不打
一处来，吩咐随从人员：“把这狗官的顶戴摘了！”

新书架

《野生的月色》
程远河

《野生的月色》，是河洛散文沉甸甸的收获。
《野生的月色》（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是洛阳文坛三位实力散文作

家的精品合集，由《逯玉克散文》、《梁凌散文》、《阮小籍散文》三卷组成，
共计27.5万字。

逯玉克是深具河洛情怀的痴情才子，河洛大地的历史风物，滋养出
他笔下一篇篇精致唯美的文字。用文字为故土立传，以才情为河洛增
色，他是做得最执着的一位。穿行在时空中叩问先人的心音，对精神风
骨不停追问，对故园乡土深情呼唤，其情愫其品格让人击节称叹。

梁凌是一位颇具灵气的女子，草木美食中也能翻出国家大义，寻常
事物在她眼中也能顿生明媚。初读其人，都有如见花开、如闻泉鸣、如
沐春风的感觉。她一个人行走，所到之处心有琼花开，闲花怡人淡风悠
远，空灵的文字于风花雪月中风韵妖娆、百媚丛生。

阮小籍才气横溢，早年洛水镇小说系列，快意恩仇和柔情侠骨并
举，隐隐有大家风范。那些写生活际遇的文字，少年情怀和冰雪真心兼
具。近年创作风格大变，以想象中的江南为背景，化身古典诗词中的痴
情男女，风尘感慨都在掩饰不住的苍凉和落寞之中。读阮小籍散文，见
少年心、有江湖意、知真性情。

洛阳才子乡，文章千古事。《野生的月色》的出版，真实体现了洛阳
散文的创作水准，将对洛阳地区的散文创作，及洛阳散文走出洛阳、走
向中原，起到一定的引领和促进。

随笔

麦田记忆
柴清玉

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给
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土黄色的田
园风情，暖色的阳光洒照在广袤的原
野上，三位体态健硕，身穿粗布衣裙的
农妇在弯着腰拾麦穗。望着她们朴实
谦卑的姿态，我会油然忆起孩提时拾
麦穗的情景。

我的家乡在中原大地的黄河岸
边，每当麦收季节，金色的麦浪在轻风
中起起伏伏，就像大海泛起的层层波
浪。漫步于田间小径，浓郁的麦香，四
处弥漫开来，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
怡，难掩丰收的喜悦。

现在的麦收已经机械化，但在我
的孩提时代，收割麦子全靠手工。割
麦子是有讲究的，麦子欠熟或过熟都
不合适，欠熟了颗粒不饱满，收割了太
阳一晒就会瘪，不但脱粒困难，而且影
响产量和质量。麦子熟过了，收割时
麦粒容易脱落，也会造成损失。所以，
麦收前后几天的天气十分重要，要细
心观察，恰到好处地决定收割时机。
一阵大雨、一场大风，都会造成麦子的
倒伏，如果不及时收割，时间长了就会
发芽，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所以，麦
收季节，乡亲们祈盼的是晴天，可以有
点儿风，但不要大。收割后的麦子，用
马车、架子车拉到村头的打麦场上，抓
紧摊晒碾打，颗粒归仓。

麦收后，田野里会落下一些麦穗，
于是我们这些放了麦忙假的孩子就有
活儿干了——拾麦穗。这活儿虽然不
起眼，却也挺辛苦的。把撒落的麦穗
捡起来，要细心寻找，不停地抬头、弯
腰，周而复始，时间一长就会觉得腰酸
背疼、枯燥无味，加上割麦季节天气已
热，一个上午下来，我们的小脸就会晒
得红红的。捡拾的麦子交到生产队，
会记上一个或两个工分，心里还是美
滋滋的。

记得有一年麦收时节，老天不开
眼，刮风下雨，几天不停，乡亲们急得
直跺脚，再不收割，就可能颗粒无收。
无奈的农人们只得冒雨抢收，当时没
有烘干设备，虽然想尽了办法，结果仍
有不少麦子生芽发霉，让人痛惜。那
时候物质匮乏，本来粮食就不宽余，这
样一来就更困难了，不少人吃不饱肚
子，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让
我从此懂得了粮食的宝贵，养成了珍
惜粮食的习惯。

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入了
党，提了干，后来又转业进了城市工
作，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再也不用为吃
饭发愁，但我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对浪费粮食的行为疾之如仇。我
在部队担任指导员时，发现一名战士
将咬了一口的白馒头随手扔进了垃圾
桶，当即召集全连同志进行现场教育，
讲起农民种粮和小时候拾麦穗的艰辛
故事，讲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困
难时期吃不饱肚子的艰苦岁月，以小
见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大家引
以为戒。通过这件事，增强了官兵节
粮光荣、浪费可耻的意识。

今天，绝大部分麦子的收割已经
机械化，已没有多少遗落的麦穗，加之
人们过上了丰裕的生活，拾麦穗已经
成为远去的记忆，定格为米勒油画里
的一道风景了。

《圣经》上说，以色列先民有个约
定，收割麦子时不能把地头与边角的麦
子收割干净，也不拾取遗留下来的麦
穗，为的是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们。在
当时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时代背景
下，这份爱心是多么的珍贵温馨啊！

时过境迁，如今衣食无忧，很多人
过上了小康生活，但我总也忘不了拾
麦穗的经历。是啊，不论岁月怎么变
迁，我们都应该牢记“成由勤俭败由
奢”的祖训，保持勤俭节约的情怀。

郑州地理

叶岭村
侯发山

说起巩义市叶岭村，绕不开康
店。明洪武年间，康守信自山西洪
洞县迁此，在此开设饭店，简称康
店（后演绎成村名、镇名）。康熙年
间，康店已经发展成为二百多户的
大村庄，大部分人家属康姓，有少
部分李姓、朱姓。到了康熙二十八
年（公元 1689 年），瘟疫传播，人口
接二连三死亡，已经到了来不及掩
埋的程度。有迷信者找来阴阳先
生，先生给出了症结：因为当时康
姓和朱姓联姻，便说“猪（朱）吃糠
（康）”，所以导致了瘟疫，破法是
“噎（叶）死猪（朱）”，就是说姓康的
遇 到 了 天 蓬 元 帅 ，多 少 糠 也 不 够
吃 ，赶 快 请 来 姓 叶 的 来 噎 死 猪
（朱）。康姓人家信以为真，有头有
脸的几个人物经过协商，去嵩县请
来 了 一 名 叶 姓 人 家 来 村 里 居 住 。
据说，叶姓人家祖籍安徽省南部徽
州府（今黄山市）歙县人，追随洛阳
伊 王 做 护 卫 ，后 来 迁 到 嵩 县 。 当
时 ，康 家 给 叶 家 建 的 房 子 在 龙 窝
沟。也是巧合，自从叶姓人家迁到
康店后，瘟疫结束，康店的灾害烟
消云散。

当时叶家有叶寓华、叶寓升、叶
生华兄弟三人，他们答应了康家给
的条件，搬到了盘龙嘴。康家十二
世 康 克 明 在《赠 叶 先 生 游 盘 龙 嘴
序》中写道：初，先生之居也，逍遥
乎洛水之滨，行吟乎邙山之岭，不
事王侯，不交皇孙，不与恶人言，不
与非人交群，疏疏落落，淡淡漠漠
……先生不喜不怒，无怨无恶，妻
子负琴书，盘龙嘴乎，徙居？这是
说叶寓华迁移时处变不惊，乐于搬
迁。康鹫的《游盘龙嘴序》中这样
描述：回首村庐，益信东山小鲁之
说不虚云。及陟其颠，乘兴纵瞻远
眺，于北见太行之高，南见嵩岳之
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盘龙嘴确
实是个好地方。

叶家迁徙盘龙嘴后，改称这个
地方为叶岭。叶岭村除叶家岭外，
尚有小龙庙沟和水泉沟。小龙庙
沟为东西走向的山沟，沟深而窄，
长 约 一 公 里 。 据 传 ，古 时 沟 内 有
水，水中有龙，号称龙王潭。周围
住户集资建庙，名龙王庙，故得名
小龙庙沟。水泉沟因该地有一东
西走向深山沟，沟底有岩石构成，
泉水自溢而出，故名水泉沟。

民俗

打秤花
丛颜梅

一大早，舅舅送来一篮子红皮鸡蛋，说是外婆让
煮给儿子斗蛋玩的。我笑说现在谁家孩子还玩斗蛋
啊，舅舅白了我一眼说：“你懂啥，立夏吃蛋拄心。”舅
舅的话提醒了我，到立夏了啊！立夏要斗蛋，要吃豌
豆饭，要打秤花的。

小时候住在乡下外婆家，每当立夏时，村里小孩
子都会玩斗蛋，外婆专门去买一种叫579的鸡养着下
蛋，个个是红皮的，外婆说红皮蛋皮厚不容易破，所
以每年斗蛋，我都做大王。外婆会早早起来煮好十
几个鸡蛋，挑出囫囵蛋，装在网兜里，给我挂在胸前，
跑出去找小伙伴们斗蛋。破了的蛋就归胜利者享用
了，每年过完立夏我会好久不想吃鸡蛋。

因为早上吃的蛋多了，中午的豌豆饭就吃不下
了，外婆就会不停地哄着我，就只好将就挑点豌豆吃，
外婆就会开心地念叨，吃了豌豆饭眼睛就明亮了。

吃过午饭，外婆就带着我到村口打秤花。村口
挂起一杆大木秤，秤钩上挂上凳子。大家轮流坐到
凳子上称秤。司秤人一面打秤花，一面讲着吉利话，

秤花只能里打出，不能外打里。
外婆说，打秤花还有一个传说，相传与孟获和阿

斗有关。据说诸葛亮七擒孟获将他收服后，孟获对
诸葛亮言听计从。诸葛亮临终嘱托孟获每年来看望
蜀主一次，那天正好是立夏，于是孟获每年立夏都依
诺来拜望一次。后来阿斗被司马炎掳走，孟获不忘
丞相嘱托，每年带兵去看望阿斗，去了后就称称阿斗
瘦了没，是不是受了亏待，他警告晋武帝，如果亏待
阿斗，他就起兵反晋。晋武帝为了迁就孟获，每到孟
获要来时，就做豌豆饭给阿斗吃，看到好吃的豌豆

饭，阿斗食欲大开，就会多吃很多。孟获来称人了，
重量没少，就会满意地离开。阿斗什么本事没有，可
是因为孟获的守信，每年来称人，晋武帝也没敢亏待
他，让他乐不思蜀地度过余生。

第一次坐在秤上晃晃悠悠跟打秋千一样，听着司
秤人唱着：“一百零伍斤，员外人家找上门，勿肯勿肯偏
勿肯，状元公子有缘分。”我的脸都红了，外婆就笑话我，
小丫头知道害羞啦，那以后我死活不要再打秤花。

那个传说也让我质疑，可外婆说，不管是真是
假，反正因为阿斗立夏坐了秤，最后是福寿双全了。
所以立夏一定要坐秤，所以无论我怎么反抗，每到立
夏就会被逼着去秤上坐一下。

后来，随父母回到城里上学，终于不需要立夏坐秤
了，可是每到立夏吃过豌豆饭，心里竟然觉得空落落的。

随着年龄增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懂了外
婆。外婆特意煮红皮蛋，哄着我吃豌豆饭，逼着我打
秤花，就是为了给我讨个好彩头，为了宝贝外孙女能
清净安乐，福寿双全。

幽谷清泉 宋庆方 书

牵牛花开（国画） 黄金时

王阳明七八岁时曾接触过
单纯的道教养生术。十二岁时，他
重新回归道教，这一次不仅仅是
养生术，还有道教思想。这次回归
起源于他生母的离世。在为生母
守孝期间，他那多愁善感的心绪
不能平静，于是感叹说，人生在
世，忽然而来忽然而走，太短暂，
什么事都干不成。倒不如学习道
教长生术，做个不死神仙。

不过很快，他被“经略四方”
的志向所吸引，把道教又扔到一
边。然而，他只是扔掉了手中的道
教典籍，在他心里，始终留有道教
的一席之地。

1488年，王阳明按长辈们的
约定到江西南昌迎娶江西副省长
（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
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一刻
千金的新婚之夜，王阳明居然茫然
若失地走出了诸家，在南昌城街道
上漫无目的地游荡起来。或许是命
运使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一处道
观，抬头看时发现了“铁柱宫”三个
大字。铁柱宫在江西南昌名气非
凡，是许多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的地
方。但在那个沉寂的深夜，王阳明
可算是唯一的香客。

他信步走了进去，放眼四望，
灯火阑珊，只见空地上坐着一位仙
风道骨的道士，大概在修行导引
术。他走上前，小心地坐在道士面
前。道士闭着眼，听到急促的喘气
声，缓缓睁开眼。他吃了一惊。

王阳明当时的脸色很不好，
呈现青黑色，在灯火并不明亮时，
很像鬼魅。道士对王阳明说：“你
有病啊。”

王阳明承认：“我从小身体
就不好，肺部经常感到不适，脸色
始终如此，所以一直坚持用你们
道家的导引术缓和病情。”

道士“哦”了一声。
王阳明就问：“仙人何方人氏？”
道士回答：“祖籍四川，因访

问道友到此。”
王阳明仔细打量着面前这

位道士，只见他白发披肩、皮肤细
腻、眼神清亮，王阳明无法猜出对
方的年纪，只好问：“您高寿啊？”

道士回答：“惭愧，才九十六。”
王阳明吃了一惊，九十六

岁，够短命鬼活两回了，他居然还
惭愧，看来世界上的确有长生不
老术这回事，而面前这位活神仙
就是证据。

他问活神仙：“请问您俗名？”
道士抱歉地一笑说：“从小

就在外面漂泊修行，姓名早就忘
记了。有好事者见我经常静坐，所
以称我为‘无为道者’。”

王阳明又凑近一点，殷切地
问活神仙：“您是高人，必有养生
妙法，请赐教。”

道士笑了笑说：“我才说过，
那就是静坐。养生之诀，无过一
静。老子清静，庄子逍遥。唯清静
而后能逍遥也。”

按王阳明的理解，这位道士
的话其实就是：首先通过身体的安
静（静坐）从而进入心灵安静（内心
空空，什么都不想）的状态。只要心
灵安静了，就能跳入逍遥境界，成
为不死奇人。这就是养生的秘诀，
它养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灵。

格物致知
王阳明大喜过望，把他在道

教方面的造诣和盘托出。道士一面
听着一面频繁地点头，这更激起了
王阳明的表现欲。两人就那么畅
谈，直到东方发白，毫无倦意。

道士适时地止住王阳明的
滔滔不绝，问道：“你好像不是本
地人，来此何干？”

王阳明“啊呀”一声，他总算
想起来南昌是为了结婚，而洞房花
烛夜就在昨天。他跳了起来，和道
士告别，很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道士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以后要保重，我们还有见面的机
会，下一次我们见面，你的人生将
迎来转折点。”

王阳明对道士的讳莫如深

不感兴趣，因为凡是道士都有这样
的怪癖，他只是问：“何时能再见？”

道士笑了笑，伸出两根手指
说：“二十年后。”

王阳明向道士拜别，急如星
火地跑回了他老岳父诸养和的家。
诸养和与他的家人和下人们一夜
无眠，新郎失踪几乎让诸养和绕柱
狂走。当王阳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
大门口时，诸养和惊喜交集，王阳
明不停地道歉。诸养和也顾不上追
问王阳明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他
现在只知道，这个女婿应该把新婚
之夜该做的事补上。

新婚之夜的失踪告诉我们
的信息是：王阳明对任何一件事
只要痴迷起来，就会倾注十二分
的精力，这种使人震惊的热情让
他在每个领域都可以成为专家级
人物。

戏剧性的新婚之夜失踪事件
后，王阳明又做了一件高度戏剧化
的事——格竹子。它是王阳明人生
中最有趣味，同时也是王阳明本人
最苦闷的一件事，而起因则是王阳
明和大儒娄谅的见面。

1489年秋天，第一片黄叶飘
落地面时，王阳明带着他的老婆

诸女士离开南昌回老家浙江余
姚。途经广信（江西上饶）时，他舍
筏登岸，拜访了居住在此的大理
学家娄谅。娄谅是吴与弼的高徒，
喜欢佛道二家思想，深谙理学三
昧，善于静坐，并把静坐当成是步
入理学殿堂的敲门砖。

王阳明来拜访他时，他正在
给他的弟子们讲课，场面很大，足
有几百人。王阳明确信自己找到
了真人，并希望娄谅能和他单独
交谈。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也
读了朱熹的很多书，和大多数人
一样都是应景，并未深钻。他来向
娄谅请教朱熹理学，实际上还是
想得到如何成为圣贤的答案。

他问娄谅：“如何做圣贤？”
娄谅自信满满地回答：“圣人

是可以靠后天学习而获取的。”
王阳明满心欢喜，因为这

正是他一直以来的认识。他问娄
谅：“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通往圣
贤之路的捷径？”

娄谅大摇其头，险些把脑
袋摇了下来，说：“不是，绝对不
是。你说的为万世开太平是‘外
王’，只有先‘内圣’了才能

‘外王’。所以要成为圣人，必须
锻造自己，然后才能去做圣人做
的事。”

王阳明再问：“怎样才能成
为‘内圣’的人呢？”

娄 谅 一 字 一 字 地 回 答 ：
“格物致知。”

这 是 朱 熹 理 学 的 治 学 方
法，也是成为圣人的方法：人在
面对自己所不知的物时，要通过
各种方式（实践或书本知识）来
把它搞明白。搞明白一切事物的
道理后，你就是圣人了。

王 阳 明 表 示 谨 遵 娄 谅 教
诲。娄谅告诉他，人生要绝对
严肃。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后
就把从前嘻嘻哈哈的习气一举
荡涤干净，变成了不苟言笑的
谦谦君子。娄谅又告诉他，要
刻苦读朱熹经典。王阳明回到
余姚后就苦读朱熹注解的“四
书”。别人读“四书”只是为了应
付考试，王阳明却真是向里狠
钻，不但钻朱熹，还钻各种各样
的理学大师们的著作。娄谅还
告诉他，一草一木都有道理，必
须要去“格”出来，王阳
明于是就去格竹子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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