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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勇

炎炎夏日，花生田里的热浪推波助澜，筋骨暴着
鞭响的花生秧站在沙岗上，尽情地采集着太阳的光
芒，那种呼啸着滚滚铁流般墨绿色的生命信息，照亮
了一坡炽热的花生田野。

这座沙岗，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君主魏惠王
的墓冢。

没有松柏佑护，没有殿宇装点，仅有墓冢北侧今
人竖立的一通刻着魏惠王简单经历的墓碑，和几棵普
通的中牟柳槐闲散在陵墓上随风摇晃。

太阳很大，虽然手搭凉棚努力遮挡着阳光，汗水
还是像喷泉一样，淋湿了我的衣裳。

魏惠王，我亲爱的老乡。
我的祖父祖母，就生活在开封铁塔公园附近的

豆芽街上。这条古老的街巷，离魏惠王时期的朝廷
应该没有多远，虽然，豆芽街曾经横亘在“三座城”
上。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祖籍开封与“三座城”下的魏
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就像眼前的花
生田地，碧绿色的秧苗，向东漫延，花生田地的尽头，
连接着古城开封。作为一个开封人应该记住，没有
魏惠王，就没有古城传承下来的北宋时期国际大都
市的形象。当年，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第三代君主
魏惠王从山西夏县迁都大梁，开封才得以今天的繁
华与茂盛。

不远处的贾鲁河，魏惠王一定感到十分的陌生，
但他不会想到，贾鲁河的前身，就是他老人家赫赫有
名的政绩——中国古代著名的大运河的一段河流，曾
经叫过官渡水的“鸿沟”。然而，魏惠王不会想到，就
是这条曾经为魏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建设

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鸿沟”，最终葬送了魏国的美
好前程。当年秦将利用鸿沟引黄河水灌淹大梁，大梁
丧失战斗力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拼尽力气喊了一声魏
瑩（魏惠王的名字）！

每每在书本上看到魏惠王时，我就会想起三个了
不起的人物，这三个人物之所以称作了不起，是他们
在历史的深处闪着金光。这三个闪耀着金色光芒的
人物分别叫孟子、商鞅、庞涓。当年，魏惠王这小子假
如听从了孟子“仁政”的教诲，少引发战火，多休养生
息，魏国的“太阳”兴许会西去得慢些；假如听从了公
叔痤的话，杀掉商鞅，秦国就不会在秦孝公的治理下
发展到战国七雄的霸主地位；假如洞察到庞涓的小人
之心，孙膑就不会被迫投奔齐国，桂陵之战就不会钉
刻在魏惠王的耻辱柱上。当然，历史没有假如，犹如
魏惠王从魏武侯手中接过来一个繁荣强大的魏国。

李白有句诗：“太白雪花大如席。”我头顶的太阳
有多大呢！热死人了！！

我和文友是认真的，即便汗流浃背，也恨不得把
青葱一样嫩绿的花生秧趟出个底朝天，期望能从田地
里找出些许魏惠王遗留下来的古董或者能够证明魏
惠王身份的物证。哪怕突然发现一个盗洞，从中获得
一个满足的狂喜。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光线
太过强烈，手机拍摄出来的照片，模糊不清，犹如魏国
那段很难复原的魏惠王时期的执政历史。

史书中记载，魏惠王墓高三丈，从眼前这座坡度
平缓、垂直高度也不过一丈的魏惠王墓来看，司马迁
在书写这段历史时，肯定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没有做过多的考察。试想，黄河多次决堤，大梁多次

被淹，古城多次重建，魏惠王墓离大梁不过二十余里
路程，如果魏惠王墓只有三丈，恐怕早就储藏在“三
座城”下了，今人不可能有机会再看到这三米有余的
墓冢。

说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在秦始皇嬴政之前，还没
有哪位君主兴师动众劳心费神修自己的陵墓。也许
正是个中原因，我等才忽略了可能就深埋在不远处的
许多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

打开车门，一股热浪扑身而来灼痛皮肤。音乐响
起，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的《我像雪花天上来》，
顿觉凉意起伏，也让我想起魏国的那场大雪。

魏惠王出殡那天，大雪盈空怒降，埋没到牛眼，
人迈不出步伐，车不能前行，只好择日出殡。从前周
王季历埋葬在终南山脚下，渗漏出来的水侵蚀了他
的坟墓，露出棺材前面的横木。周文王说：“啊，先王
一定是想再看一看各位大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渗
漏的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就把棺木挖出来，给它
搭起灵棚，百姓都来朝见，三天以后才改葬。魏惠王
葬日大雪，不会也是魏老想再看看各位大臣和百姓
吧。或许是魏惠王顾忌太多，想看看因为自己的过
失给魏国带来诸多不幸的朝廷！当然，与魏惠王同
一时期的著名医生扁鹊，也不会因为魏惠王留恋魏
国而倾其医术为他医治，就像看见齐桓公病入骨髓
调头就走一样。

车子开出了花生田，远远望去，花生田里的魏惠
王墓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恢宏，但王者就是王者，
君主的气息扑面而来，无论花生田秋收如何，下一茬
种什么作物，魏惠王墓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阅汉堂记

南阳汉画像砖
张健莹

家藏的汉画像砖中数这块最
受青睐，熟人朋友都一眼就看中
它，要拓片，要托裱，要悬挂，要收
藏。喜欢收藏的朋友见到它一定
不会陌生，它是汉画像砖的明星。

也许是因为它画面疏朗，画
像生动，一辆车，四匹马，车是有
华盖的豪华车，马是彪悍健壮的
马，四匹马各有姿态，都是张嘴嘶
鸣，头仰的模样又是各式各样，像
是刚刚上了套，在做行路前最后
的准备。车上的驭手已经扬起手
中的鞭，当鞭子落下的时候，马就
驯服了，就踢踢踏踏地前行了。

也许是因为它很具研究价
值，四匹马拉的车是什么人乘的
车？汉代实行中央集权制，从中
央到地方等级森严，什么级别乘
什么车用几匹马都有严格规定。
能用上这种车的是太守以上的官
员。这种车叫安车，这幅画就是
安车出行了。

再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其实
这块汉砖是个残砖，只是整砖的
下半部，见到整砖的拓片，原来上
部还有射猎，有羽人献食，有白兔
捣药，有虎熊争斗，有凤凰飞鸟，
下边才是安车出行。若只看下半
部以为是很写实的出行图，整砖
看起来，表现的是很多内容很多
细节，是一副很具浪漫色彩的佳
作。

这块砖来自南阳的新野，是
块片段组合型竖长空心砖。它的
构图独特，它把现实想象理想全
部展现在一个画面中，它是汉画
像砖的艺术珍品了。

新野还有大场面的横长构图
的空心砖，有表现胡汉战争的，有
记录大型杂技表演的，有说历史
故事的，也有是神话传说 的，场面
都很宏大，气势都很磅礴，很像现
在的宽银幕电影。

是因了同在南阳地区受了汉
画像石的影响？还是处在楚地由
来已久的浪漫基因所致？如果说
曾经的洛阳汉画像砖是一峰独
秀，南阳画像砖则是异峰凸起，是
中原汉画像砖艺术的顶峰。

随笔

无花果
王镜宾

无花果看似无花，实则有花。
入夏时它开始绽放大米粒般大小
银色的小花，不注意误以为是树枝
长出的嫩芽呢，而且在开花过程中
迅速长出青色的果皮，把日渐长大
的小花严严实实地包住，从外边看
不见，花朵几乎不能向外释放香
气，只有用手掰开这青色的小圆
果，才能看见里边一丝一丝的银色
花瓣，因此，在所有开花结果的果
树中它是最低调，最内敛，最内向
的，它开花与结果的过程合二为
一，从不张扬，从不招蜂引蝶，张扬
四方，它静悄悄地孕育果实，与世
无争，是树中幽兰，花中无名，是一
棵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君子树，其低
调内敛的品格令人叹服。

无花果的叶子有三片、四片、
五片，呈铲子型，叶子厚实，触摸有
蜡质，因此，它能顶住夏日骄阳暴
晒，每一枝叶像《隋唐演义》中大隋
第一猛将宇文成都的兵器凤翅流
星镗，一根已威震四方，满树的流
星镗，更成气候，它挺镗傲立，傲视
群雄，就能够铲走暑气蒸腾，扫走
暴风骤雨，击碎冰雹狂风，浓郁的、
几乎密不透风的凤翅流星镗们呵
护着果实苦练内功，养精蓄锐，一
个夏天它几乎没有被风雨打落，还
为人们遮凉避暑。青果们夏初发
力，到大暑来临，一年炎热高峰时
刻破皮而出，溢散出成熟的芳香，
高调释放，香醉百鸟，折服百花，成
为最有魅力的夏果之王。

无花果原产于欧洲的地中海
沿岸，是西方神话传说中亚当和
夏 娃 吃 的 智 慧 果 ，富 有 传 奇 色
彩。它成长期大约是两个月，在
湿热地方生长期会较短，成熟时
果子约乒乓球大小，状如陕西的
狗头枣，有的大如香梨，果皮由青
变黄变赫红色，皮子在果脐处炸
裂开来，露出米黄色的果肉，酷似
炖熟的河蚌肉，香气散发出来，一
棵果实累累的树会香满院，在夏
末初秋达到高峰，一拨接一拨，令
你吃不及，摘不尽。

成熟的无花果富含多种营养
成分，是名副其实的营养树、高品
质树。无花果性凉，甘甜，富含
糖、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
质、果胶，它清热生津，健脾开胃，
解毒消肿。它含有苹果酸，柠檬
酸，脂肪酶，蛋白酶，水解酶，润肠
通便，降血压，预防冠心病和多种
癌症。它的果肉是柔软的，甘甜，
几乎入口即化，每个果实都酿熟
了一窝蜜，一口酥，食之甘美，令
人难忘。

无花果在成长过程中敢于面
对各种挑战，战风雨，击冰雹，斗干
旱，忍受病虫害侵袭，是一棵实实
在在的坚强勇敢的勇士树。它不
尚奢华，朴实无华，是俭朴树，剪枝
浇水插土易活，不讲条件，又耐干
旱，无论在北方缺水地区，还是南
方湿热环境，它都能落地生根。一
生还要与病虫害作斗争，许多树虫
是难以忍受的，有的树虫会咬破树
皮钻入树 心，无花果树像牛羊忍受
蚊虫叮咬一样岿然不动，一方面用
内力反击驱虫，另一方面要呼唤主
人帮助杀灭害虫，忍受着外科手术
和用药的剧痛，有的虫害严重时还
要被人刀砍锯割，很悲壮地走完自
己的一生。

无花果在炎炎烈日向人们奉
献出一树的绿荫，向人们贡献出一
树树高品质的硕果，又向人们奉献
出一树树逆境成长、酷暑练功的风
骨，令人惊叹，令人敬仰。

告别时都爱强装洒脱，告别后都在强忍想
念，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了四下无人的
街。热恋时我们都是段子手，嬉笑怒骂互相吐
槽；失恋时我们都变矫情狗，被回忆戳得浑身
疼。失恋有一千万种，每个人都在等。等的不
是谁谁谁回头，等的都是自己和回忆和解的那
天。

卢思浩从17岁开始写文，他总是尝试用最
真实的文字记录下身边每件美好的事。他说：

“只要心里有光，就不用害怕黑夜。”这本真诚的
书用温暖的文字告诉你，不要怕。

成语·郑州

嫁祸于人
李济通

如果一个人把灾患祸害转移到他人身上，
我们会说他是“嫁祸于人”。这个成语出自《史
记·赵世家》：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
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
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
者，欲嫁其祸于赵也。”

公元前 262 年，秦国出兵攻打韩国（战国
时期韩国的国都位于今新郑一带），重兵围困
上党（今山西长治北部）。上党守将冯亭，派
使者求救于赵国。使者对赵孝成王说：“我们
韩国兵力有限，秦军又断了我们与国内的联
系，看来上党很快要失守了。但上党的官员、
百姓，皆愿归赵，而不愿归秦。上党有城池十
七座，你都可以接受。”赵孝成王大喜，立召平
阳君赵豹商议。他告诉赵豹：“冯亭有城邑十
七座，我们可以接受吗？”赵说：“圣人最怕的
是无来由的得利呀！”赵王解释：“这是本王的
恩德所致，怎能说是平白无故索取呢！”赵豹
辩解说：“秦国蚕食上党，使其不能与韩相通，

是想占领上党这个地方。韩国所以不愿交给
秦国而交给我们，是想把灾祸转嫁给我们。
现在秦国出兵，而赵国从中得利，秦国势必将
矛头指向我们，这样韩国就安全了，而赵国就
危险了。大王千万不要中了韩国的阴谋诡计
啊！”赵孝成王却说：“即是出兵百万，经年数
月战斗，也难得一城。今天轻而易举取得十
七座，实乃大利呀！”后赵王接受上党之地，并
派老将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以北）。公
元前 259 年，秦趁赵王换将（免去廉颇之职，
由赵括代之）之机，派大将白起进击长平，大
获全胜。赵括战死，四十万赵军被活埋，酿成
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坑俘惨案，赵国从此一
蹶不振。

平心而论，作为受害者的韩国，并非有意
嫁祸于人。它之所以献城求赵，无疑是断尾求
生之举。在韩弱秦强、赵近秦远的情况下，舍
去十七座城池，换取韩国的安全，是值得肯定
的。再说啦，面对一个一味攻城略地的秦国，
韩国只有求赵救国一条路可走，并无损害赵国
的故意。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献城于赵的冯
亭，并非求生卖国的平庸之辈。就在那场血腥
而残酷的长平之战中，他奋勇抗秦，最后同赵
括一起，战死沙场，可谓虽死犹荣。这样看来，
平阳君赵豹所谓韩氏“嫁祸于人”之语，就有点
言过其实，甚至是有点偏颇了。

名人轶事

李时珍妙对当红娘
赵荣霞

李时珍自幼聪颖善对，还没上学就跟着父亲认识了好多
字。他刚入学时，私塾先生望着被树木环抱的远山，出了上
联：“远声隔林静。”李时珍当时虽然只有八岁，但见朝霞分外
明媚，过往旅客早已登程，便脱口对道：“明霞对客飞。”先生大
为吃惊，决心加倍关照。

有位药铺主人，膝下有一个女儿，聪慧而美貌，为了给女
儿选择一个才华出众的男子结为伴侣，决定用药名作上联征
婚：“玉叶金花一条根。”许多求婚者望联兴叹。其中有一位姓
马的青年为人忠厚，只是略欠文采，他不得不求李时珍帮忙。
李时珍少年助人为乐，脱口对道：“冬虫夏草九重皮。”铺主见
马公子比较英俊，又交给他上联，限一天对上。这上联是：“水
莲花半枝莲见花照水莲。”马公子只得二请李时珍对出下联：

“珍珠母一粒珠玉碗捧珍珠。”铺主看后非常高兴，随即再出上
联“白头翁牵牛耕熟地”，限半天对出。马公子无奈三求李时
珍。李时珍为了成全这桩婚事，稍假思索，用“天仙子相思配
红娘”作下联。铺主十分满意，当即答应订婚。

李时珍就这样成人之美，当了一把红娘。药铺主人的女
儿结婚后，其乐融融，与丈夫互敬互爱，举案齐眉，幸福无比。

青山绿水 靳学义 摄影

一个月来，共产党、八路军
的一切行为，深得人民拥护。人
民群众的心都向着共产党，向着
八路军。有一天早晨，八路军的
一支 200 多人的队伍，突然把住
在隔子沟的告成镇日伪镇公所打
掉了。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很快
向东北方撤走了。看到八路军又
打了一个胜仗，周围的群众人人
都很高兴。日伪军闻讯赶来后，
向群众逼问：八路军来了多少人，
到什么地方去了？群众这个说八
路军来了 1000多人，那个说来了
2000多；这个说向南去了，那个又
说向西去了：谁也不肯给他们说
实话。就这样，敌人被搞得晕头
转向，草木皆兵。

广大群众、知识分子和社会
各个阶层中有良心的中国人，都
倾向共产党、八路军。因此，我们
就有了站稳脚跟、战胜敌人的坚
强后盾，具备了建立抗日人民政
权的条件。

1944 年 9 月中旬的一天，在
登封城西红石头沟，召开了有各
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成立了登
封县抗日县政府，接着，又成立了
各区人民政府。从此，登封县的

抗日斗争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登封抗日人民政府成立之

后，就在一个县里出现了三个县政
府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日伪县政
府，住在登封县城，代表日伪汉奸
利益；再就是国民党的流亡县政
府，他们在大冶一带活动；另一个
就是登封县抗日民主政府，她的建
立使人民群众有了自己的政权。

从此，登封县人民群众在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切抗
日力量，展开了抗日救国、消灭汉
奸卖国贼的斗争。

5.日、伪、顽勾结
登封县、区抗日人民政府的

建立，使人民群众情绪高涨，白
坪、马峪川、箕山一带的抗日革命
根据地已开始形成。这一切使住
在登封县城里的日军宪兵队长决
江、指导官多田，西柏坪一带的地
头蛇、大豪绅梁敏之，活动在大冶
一带的国民党县长、国民党县党
部书记杨香亭等都像热锅上的蚂
蚁一样，坐立不安。

决江和多田，是两个“中国
通”，“以华治华”是他们的拿手
戏。他们一到登封就笼络了一些
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兵痞恶棍，

成立了登封县维持会和 8个镇维
持会，并组织了一批武装力量，以
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八路军到
登封后，决江和多田就指使这些
爪牙和走狗，扩大武装，刺探情
报。这些家伙本来就是国民党的
残渣余孽，与杨香亭、梁敏之都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田就通过
他的走狗与杨、梁很快地勾结了
起来。

国民党县长杨香亭，是登封
县大冶南坡人。他家里几代大地
主，曾在日本军官学校留过学，曾
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他本人嗜
好抽鸦片，生活非常糜烂。

梁敏之是国民党的登封县
财委主任，是个能控制登封南半
个县的大绅士。日本人进占登封
县城后，他跑回到西柏坪的老家
里。这个人满口仁义道德，公共
场合也骂过汤恩伯十三军的老
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
十三军从豫西撤退时，沿途抢掠
民财，强奸妇女，闹得太不像话，
他就以保护地方为名，组织了一
支所谓的“自卫武装”。这样一
来，他的身价又大大地提高了。
他把自己装扮成柏坪一带的活菩

萨、群众的救命恩人。八路军到
登封之后，皮司令、徐政委、孔主
任还给他写过信，对他做过统战
工作，希望他能做个爱国的人，同
八路军并肩抗日。可是这个人阴
险狡猾，对我们耍两面手法：一方
面对我们表示愿意联合抗日。为
了取得我们的信任，有一次孙长
海匪部打我们时，抓去了我们 4

位同志，他出面帮忙把这 4 位同
志放了；另一方面他与日伪暗中
勾结，刺探我军情况。有一次我
们支队司令部的侦察员住在梁敏
之家里，日伪便衣送信来，误认为
我们侦察员是梁敏之的人，暴露
了日伪勾结的内幕，也戳穿了梁
敏之的假面目。

一天，我在汲师时的一位同
学宋有义(他是南店村人)来找我
说：“前天深夜，日本宪兵队长和
杨香亭、梁敏之等在我们村的王长
兴家开了个秘密会议，天不亮就散
了。”我问他怎样知道的，他说是他
的儿子说的。我又问他开的什么
会，他说：“只听说是打八路军的
事，没敢多问。”他又说：“你过去说
国民党是假抗日真反共，我不大相
信，这次我才真正相信了。”我听到
这个情况后，马上告诉了渊博、纯
如、思端、子亮、松森同志，并向县
政府和司令部报告了这一情况，进
行反“扫荡”的准备。

日、伪、顽勾结起来，妄图在
八路军立足未稳的时候，就把她
消灭掉。驻在登封县城的日本鬼
子倾巢出动，杨香亭纠合登封、禹
县的国民党残军，梁敏之勾结了

登封、临汝一带的土豪劣绅地方实
力派，从四面八方向柏坪合围过
来。这些家伙还恐吓群众，谁通八
路军要家灭九族，气焰嚣张。

皮司令和和徐政委分析了
当时的形势，决定占领有利地形，
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战斗打响
了，纠合起来的地方实力派，都想
保存自己的实力，谁也不愿打头
阵。日本人冲在最前面，一个个
死在我们的阵地前。这些血肉模
糊的尸体，吓得土顽们不敢向前
移动。

我们在山头上，扼守险要，
难攻易守。日寇的几次进攻，都
被我们打退，他们也只敢在远处
打炮。这个时候我们部队展开了
政治攻势，在山上高呼：“我们八
路军是专打日本鬼子的!”“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你们要掉转枪
口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是我
们共同的敌人。”在我们部队强大
的政治攻势下，伪顽士兵大都停
止了进攻。

日本人的后方空虚，赶快掉
回头去保他们的城镇和交通线。
杨香亭、梁敏之看到日伪军跑了，
也都溜之大吉。日伪顽对我们登

封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以失败
告终。

这次反“扫荡”的战斗胜利
结束后，县区的领导和广大干部
群众都认真地进行了总结。虽然
我们胜利了，但由于缺乏斗争经
验，也有一些伤亡。群众没有认
真地坚壁清野，也受到一些损
失。第一区有两位同志牺牲了，
北烟庄的两个保丁，只是参加过
我们一区开的两次会议，也被抓
去活埋了。

从实际斗争中，人们看到了
日寇的残暴，看清了国民党杨香
亭这些人的反动本质，看清了梁
敏之这条地头蛇的狰狞面目，从
而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
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加强了战胜
敌人的信心。

6.瓜湾战斗
在粉碎了几次日伪顽勾结

合围以后，登封县的抗日革命
根据地开始得到巩固。登封颍
河以南，东西七八十里和西南
临汝交界的大片山区，基本上
控制在抗日民主政府手
中，敌人不敢轻易地来
这个地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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