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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就将项云山同志
给我们作了介绍。第三区就这样
宣告成立了。

当时，我就以区长身份去找
徐子洪、徐老六，可他们家里的人
都说他们出去了，当问他们到什
么地方了，都推脱说不知道。随
后，几位首长给徐子洪写了一封
信，希望他能同我们共同抗日，把
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庙庄姓徐的在外读书的青
年很多，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
个大学生。这些人中很多我都认
识，有的还是我的同学。我就以
区长身份召集一些青年人开了个
座谈会，到会的有十几个人。会
上，欧阳专员、马政委、宁县长都
讲了话。这次会议效果很好，参
加座谈的人中有几个后来参加了
抗日革命工作，徐廉杰还入了党，
当了三区的副区长。

第四天，欧阳专员、马政委
和宁县长同我一起研究了怎样做
争取张老六的工作。欧阳景荣专
员说：“根据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武装。张
老六掌握有 50 多条枪，还有 1 挺

轻机枪。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
来看，张老六有争取过来的可能，
特别是在当前大军压境的形势
下，可能性就更大了。我们可以
马上找他谈判。”这时，三位领导
都同时注视着我。欧阳专员说：

“这个你要亲自去谈，一定要设法
找到他本人，将张老六争取过来，
三区的工作局面就打开了。”

张老六名叫张介臣，排行第
六。他有5个哥哥，分家各住。三
哥是国民党员，地方上的绅士。五
哥是登封县国民党的执行委员。
张老六本人当过保长，行过中医，
在王村一带有一定的“威望”。他
是白沙街姓李的门婿，与我家还是
拐弯的亲戚，按风俗我该叫他姨
父，他和我三舅的关系很好。我三
舅是白沙街南头的人，名叫李金
生。他为人比较开明正直，汲师毕
业，当过白沙完小的校长。

为了能跟张老六本人亲自
谈判，一天，我穿上了便衣独自一
人到瓦窑沟三姨家，找到了表哥，
一路装着走亲戚到了白沙街三舅
家。我对三舅说：请你给张老六
捎个信，现在八路军大军压境，跟
八路军和人民为敌，只能落个身

败名裂的下场，希望他能顾全大
局，认清形势，站到人民这一边
来，这是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对他
的希望和要求。您去请他到您家
里来，我亲自跟他谈谈，我保证他
的生命安全。三舅欣然应允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马上就
动身往王村去了。到了夜晚，三
舅一个人回来了。

“张老六同意谈判，但不愿
到白沙街来。”三舅说。

“他是不是对我们保证他的
安全不相信?”我连忙问道。

“他已知道你任三区区长，
对你他还是放心的。他就怕你们
站不住脚，一抬腿走了后，杨香亭
不放过他。他的意见是只能秘密
联系。他答应明天在你妹妹家里
同你见面，他在那里等你。他认
为张村靠近颍河边，在那里双方
都比较安全。”

听三舅说完，我连夜赶回庙
庄，向欧阳专员、马政委和宁县长
汇报了以上的情况。首长要我一
定要同张老六本人见面，陈述利
害，晓以大义。第二天上午，五团
的 3 位便衣侦察送我到颍河边
上，我一个人装作走亲戚的样子

过颍河，到了张村我妹妹家。
我妹夫张颍水从小丧父，读

过私塾，上过初中，为人善良忠
厚。我到张村后，张老六和他的
大儿子张春芳已在我妹夫家等着
我。张老六面色紧张，他的两个
打手卢黑臣、王臣义手里拿着张
开机头的盒子炮，如临大敌。对
这两个恶奴，我根本不理。张老六

一见我就起身让座。我坐下后，他
看我独自一人，而他有 4个人，惊
慌的神色才慢慢地消失了。由于
情况紧迫，我就开门见山地向他说
明来意，并叫他的两个打手到外面
院子里去了。我对他说：

“皮司令、欧阳专员、宁县长
对你的为人都了解得很清楚，希
望你能站到八路军这边来，和我
们一道共同抗日，做一个抵抗外
寇侵略的岳飞，不要做卖国的秦
桧。八路军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只要是愿意同我们
抗日的，我们都欢迎，既往不咎。”

“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
佩服八路军的英勇善战。飞机场
一战，威震几县。瓜湾一仗，炮弹
像长眼睛。孙长海的下场我看得
很清楚，我并不愿总是一条道走
到黑。”

“那你应该当机立断，早拿
主意。”

“你们对我有什么要求呢？
要我怎么办呢？”张老六问。

“第一，要你枪口对外，不打
八路军。第二，帮助三区开展抗
日活动。第三，要和我们统一行
动。”我回答。

“杨香亭对我不相信，给了
我不少颜色和气受。你们可能也
知道一点。我愿意同你们一起打
日本，可是，我是走了和尚走不了
庙。杨香亭心毒手辣，我有一大
家人，有兄弟亲属。财产且不说，
身家性命我能不考虑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他。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现在

我只能暗地里与八路军联合。他
们来了我可以躲避起来，免得家
人和亲属们遭殃。”

“你已经知道我是三区区长。
三区就在大冶这一带地方，我们不
会走，要在这一带长期住下去。有
八路军在这里你还怕什么？”

“容我考虑考虑。”
经反复论争，我看他顾虑重

重，让他马上拉出部队同我们一
起干难以实现，于是就同他订了
个协议：他们保证不打八路军，对
八路军在王村一带活动保证提供
方便。我向他说：只要他们不打
八路军，不迫害人民群众，我们保
证不打他们。我们还商定了打 3
枪的夜间联络信号。我建议把协
议写成文字，他不同意。他怕写
成文字万一遗失了对他不利。我

又说：你最好给皮司令、欧阳专员
写封信表个态。他说：“君子一
言，驷马难追”。顺手把一只二把
盒子枪递给我说：这支枪可以表
示我的真心诚意。我一看此情
形，不便相强，就说：“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还要看你以后的行
动。”就这样，我和张老六订了“君
子协议”。

谈判完，时已至午，我们就
在妹妹家吃了饭。饭后我把张老
六表白心意的盒子枪别在腰里
说：“春芳哥好久没有见面了，送
送我吧。”张老六无可奈何地说：

“好，好。”就这样，张老六让他的
儿子把我送过了河。一过河，就
看到经过化装的我们三十五团的
侦察员在等我。我们一起顺利地
回到了庙庄。

到庙庄后，向欧阳景荣专员
和马毅之政委汇报了谈判情况。
首长们都表示满意。宁县长已走
了，给了我一封信。他在信中要
我马上召开一个三区区政府的成
立大会，以扩大影响，开展工作。
我按照县长的指示，开始
进行了召开成立大会的
准备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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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碧霄一鹤——刘禹锡》创作谈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的诗歌高峰。在诗山的峰巅之上，站立着一个
诗风豪迈劲健、人格昂扬向上的中唐时期著名诗
人、“大唐诗豪”——刘禹锡。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可以看到一条先扬后抑、
少年得志却困厄半生的命运轨迹。刘禹锡与其同
僚们遭遇这样的命运并非偶然，是与中唐时代皇权
与宦官、藩镇展开最后斗争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

而刘禹锡恰恰不甘于这样的命运，一种来自于
《诗经·大雅·文王》的一种代际间的政治遗嘱，也预
设了深受儒教影响的刘禹锡的悲剧一再重演。“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自此句一出，每一代都有心怀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维新志士。而刘禹锡就是中
唐永贞新政的中坚力量之一。

本次创作的《碧霄一鹤——刘禹锡》，力求还原
刘禹锡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一生。

刘禹锡成长于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他的
科场登第之路非常顺利。二十二岁之时，联登进
士、博学鸿词两科，一时间传为佳话，并于两年后
又考中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正式步入了大
唐的官场。在太子府任职时，刘禹锡结识寒门庶
族出身的同僚——太子侍棋王叔文。王叔文的
政治眼光和组织才能颇令他敬佩，这便埋下了日
后刘禹锡成为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核心成
员的伏笔。

在刘禹锡步步高升之时，唐德宗晚年的宫廷斗
争日趋激烈。尤其在德宗弥留期间，太子李诵集团
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更趋白热。在王叔文等人的协
助下，李诵成功登基，开始大规模任用自己多年积
聚在身边的人才，意图革除弊政，再造乾坤。在这
样的大势下，刘禹锡再次脱颖而出，协助杜佑、王叔
文管理财政，参与革新。刘禹锡与柳宗元又特别受
王叔文器重，这使二人有机会进入宫禁，参与国家

大事的决策。
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在唐顺宗李

诵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对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
加以改革，不久，便获得了人民的拥护。革新的矛
头最终指向了中唐社会最大的两个反动集团——
宦官和藩镇，二者联合反扑，逼迫顺宗禅于太子
李淳。李淳登基仅三天，对革新派人士的迫害便
如期而至。

作为永贞革新失败后果承担者“二王八司马”
之一的刘禹锡，在年富力强之岁离开了唐王朝的权
力中枢，虽然日后奉诏回京，也只是徘徊于权力核
心之外，再难展大志。

刘禹锡被贬出朝，在朗州司马任上一待便是九
年。九年中，刘禹锡的诗作十分丰富，其中虽然有
感叹之句，但更多可见的是他立志明言，为永贞革
新辩护、正名的疾呼，和对自己、对朋友的勉励。

回京后，刘禹锡在玄都观赏花时题写了一首意
含讥讽的诗。诗中以“刘郎去后栽”的“桃千树”，讽
刺当年合谋诬陷永贞革新后崛起的朝中新贵，这便
引起了从皇帝到朝臣的广泛怨恨。其结果，刘禹锡
自然再次被贬斥远地。

刘禹锡在连州、夔州、和州刺史任上再次做出
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在他的治下，百姓安居乐
业，民族关系融洽，社会矛盾大大减轻。同时，
由于他在长期经受磨难中，对政治、历史、天
道、人生作了深刻思考，在吟咏前朝史事及其
有关的风景遗迹中，抒写出深沉的怀古幽思与
深刻的现实忧患意识，并使二者融为一体。他
还努力向民歌学习，直接运用竹技词、杨柳枝
词等民歌曲调创作，既有民歌的浓郁生活气息
和生动活泼风格，又有文人诗的精炼、优美、含
蓄，可谓雅俗共赏，深受人们喜爱。刘禹锡贬
谪二十三年后，被召回洛阳。此时，与他志同

道合的永贞革新亲历者中，大多数都已经死于
贬所，唯剩他一人北还，他的心中是愤慨、哀伤
的。但在扬州与白居易的唱和中，刘禹锡又以
一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止住
叹嗟，以乐观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踏上回洛
阳、长安的路程。

刘禹锡不可规避地再度来到玄都观，他再度
发现了桃树的预言：而今不仅桃花都不见，连种桃
树的道士也没了踪影，岂不恰好暗喻了奸邪小人
们失势灭亡的命运？满目的荒凉，在刘禹锡眼中
却别有一番滋味。他忍不住发出由衷的嘲讽，权
力的专断者不接受任何反讽。因此刘禹锡第二
次在玄都观题诗，又令他的仕途遭遇了最后的挫
折——赶出朝堂。不同的是，此时刘禹锡声望已
隆，被贬之地相对重要。在苏州、同州、汝州刺史
任上，他延续着勤政爱民的传统，以优秀的政绩
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他不仅得到了紫金鱼袋的
恩赏，更被苏州百姓与韦应物、白居易一并尊称
为“三贤”。

刘禹锡最终回到洛阳，却依然不忘以天下为
己任，但是，他依然未得朝廷的垂青，只是得到了
一些虚名。冰冷的现实让刘禹锡明白了一切，他
为自己写下了《子刘子自传》，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并再次为永贞革新正名。会昌二年秋，刘禹锡与
世长辞。

刘禹锡的成就，绝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他是卓
越的诗人、文学家、医学家，更是杰出的思想家。刘
禹锡用他的生命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是推
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的卓越力量。

值拙作《碧霄一鹤》出版之际，以习近平主席会
见奥巴马时所引用的刘禹锡诗与读者共勉：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郑州地理

柏茂庄园
侯发山

柏茂庄园又称张祜庄园，坐
落于巩义市新中镇。这是一座纵
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大型庄
园，是曾与康百万齐名的“西康东
张”张氏家族的宅院。

张氏家族于明朝初年从安徽
凤阳“避兵乱”移民于巩县，清道
光年间张氏家族逐渐发家，经营
钱庄、煤窑，成为巩县东富户之
首，有良田 70 余顷。“柏茂”原是
钱庄字号，后来百姓俗称张氏家
族为“柏茂家”。整个庄园有 30余
处院落，现保存比较完整的院落
有 13处，楼房 85间，窑洞 32孔，占
地面积近百亩。其坐北面南的 5、
6、7 号院建于明朝，已有 450 余年
历史。庄园依山筑窑洞，临街建
楼房，青砖包砌窑脸，上下三层，
层层相连、洞洞相通，不出大门即
可通到各个院子。其建筑风格中
西兼具，整个庄园楼阁耸峙，挑角
飞檐，窑洞重叠，曲径回廊，镌刻
雕饰精美。其石柱、柱础、石雕内
容丰富，图案独特，园内 52个青砖
花瓶，瓶瓶不同，形态各异，为我
国目前所有庄园中的稀珍之品。

与其他庄园所不同的是，游
客在欣赏庄园的建筑、雕刻，回味
庄园历史的同时，还可接受一次
爱国主义再教育，因为这里曾经
是皮定均部队的司令部、豫西抗
战的大本营，现在是豫西抗日根
据地纪念馆。

1944年 4月，日本侵略者发动
了河南战役。129 师师长刘伯承
和政委邓小平在太行山指示以皮
定均为司令员、徐子荣为政委的
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深入豫
西敌后开展游击战，创建了豫西
抗日根据地。陆军豫西抗日独立
支队三团司令部和八路军豫西行
政专员公署就设在张祜庄园。当
时，皮定均急需财物支援，担任
保长的庄主张诰（张祜的儿子）
带头捐献钱粮、棉衣等；1945 年
初，张诰动员三儿子张经良加入
皮定均部队，在一次围歼战中不幸
牺牲……张祜庄园因此增色，因
此厚重。

在“主题陈列”馆里，透过那
一张张黑白图片和手榴弹、机枪
等实物，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日本
法西斯轰炸、焚烧、抢掠、屠杀、残
害妇孺、制造细菌战、毒气战等残
暴行径。

通过纪念馆的大量照片、文
物、绘画和文字以及讲解员的讲
述，人们可以了解到，为建立牢固
的根据地，皮徐支队在附近灵殿
西河村设立供给处，建立了手榴
弹厂、制鞋厂、被服厂、修械所、
干电池厂、印刷厂、后方医院和
粮菜生产基地等后勤保障单位，
还办起《豫西日报》，筹建了“河南
建设银行”。嵩山区专员公署开
展了“倒地运动”，废除不合理的
农税制度，推行减租、减息、废除
杂税等有利于群众的好制度，鼓
励农民恢复生产。支队还在老
庙山地区开办了卫生学校、财经
学校、政工训练班、公安训练班，
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骨干
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活动的开展，这个神秘庄园、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其在抗战
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关注。

《
清
国
留
学
生
法
政
速
成
科
纪
事
》

余
余

本书为日本法政大学编辑出版的清
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史料特集的中文译
作，是日方现存的关于“法政速成科”资料
之大汇集。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于 1904年
针对清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法政速成科，
该科存在仅三年，但对清末乃至近现代中
国影响甚大，曾经在该速成科学习的政学
两界精英，如汪兆铭、宋教仁、胡汉民，《猛
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以及原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
等，成为担当着中国近代化建设的杰出人
才。作为日方资料的集大成者，本书以大
学档案的形式全面保留了有关法政速成
科设置与办学进程中的相关史料，比较完
整地呈现了一百多年前的中日留学生教
育和晚清国人向日本学习先进法政文化
知识的面貌。

本书的出版助益于中国近现代史、中
日政治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留学
史、政治法律专史的研究，也将引领人们
去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与日本的法政渊
源，从更深的层次来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
中日学术往来、知识交流和政治衍变。

小小说

打个颠倒才公道
曹世忠

有事吗？妈。
没有。
妈，你咋了？
我不咋。
你像是感冒了，买些药吃吃，可别给耽

误了。
花，我好好的，真没有。我按错键了。

妈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往常是清脆透亮的，今儿却有些哽咽嘶

哑。马莲花从手机里听出妈的声音有些异
样。平白无故，她不会半夜打电话。闺女是
她妈的小棉袄，妈是闺女的挂心钩。第二
天，一大早，马莲花风风火火地赶到娘家时，
太阳已升起一杆高了。门开着，家里的狗

“汪汪”叫了两声，就摆着尾巴迎上来。正在
厨房做饭的妈，听到狗叫声，从里面走出
来。她的背有些微驼，眼睛有些昏花，走路
一副趔趄的样子。我说过，没啥事，闺女。
眼看该收秋了，来回跑啥跑？妈说。

微波炉里冒着热气，里面炖的是排骨，
扑鼻的香气四处弥散。“爱菊呢？”妈往西边
的厢房指了一下，说：“年轻人，瞌睡大，还没
醒。”

莲花知道，娘就一个儿媳妇，把爱菊当
成了金子疙瘩，不舍得让她做饭刷碗，说自
己还不算太老，能干得动只管干，年轻人以
后干的日子多着哩。前不久弟媳怀了孕，看
样子是个“卖茶的”，妈就给炖排骨，说吃吃
将来奶水旺；一个心都扒给了爱菊，就这还
是立得不正坐哩歪；婆媳俩是反贴门神——
不对脸，整天锅碗瓢勺一样叮叮当当的。

昨晚，弟媳从镇上回来已经九点钟，妈
说，以后回来早一些。这阵儿青稞子大深，
让家人担惊受怕。

妈说这话是好意，弟媳说，我是找小三
了，咋的？你有啥就直说，别拐弯抹角的。

妈吓得不敢吭声了，端上饭，弟媳也不
吃，还冷言冷语说，嫌我不好，你给恁孩子再
娶好的。这就从一件事说成了两件事，节外
生枝了。

莲花娘气得慌，分辩了几句，弟媳就又
哭又闹，掂上提包非回娘家不中！这黑更半
夜的，媳妇跑到娘家，丑不丑？那可是跳到
黄河洗不清了。娘束手无策，就给莲花打电
话，电话接通了，想想也不合适，就说自己没
啥事，便匆匆挂了电话。多亏对门的翠娟嫂
子好劝歹劝，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人家说，当婆子的都是贱皮子，不
错！没订下媳妇，成晚上睡不着，能急死；订
下媳妇了，能惊（高兴）死；媳妇娶到家，能气
死！要公道打个颠倒，她娘家嫂子要是这样
对她娘，她心里啥样？”妈说着，眼里噙着泪，
如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往下掉……

人心换人心，八两对半斤。马莲花的脸
红一阵白一阵，咋觉得娘像是在说自己……

马莲花回到家做饭、洗碗、扫地，啥家务
活都干。对婆婆一口一个妈，那声音喊得像
蜜一样。婆母娘先是一阵惊诧，之后脸上便
笑成一朵花，对公爹说，老头子，老头子，咱
莲花到她娘家三天，回来又变了一个人，哪
是咋了？

文苑撷英

伞联
张小雷

我国是最早发明伞的国家，文人墨客在与伞相
伴的几千年中，还撰写了不少“伞联”。

明代洪武进士解缙7岁时，随父出游，见一女子
吹箫，父出句命对，曰：“仙子吹箫，枯竹节边生玉
笋。”解缙应声对道：“佳人撑伞，新荷叶底露金莲。”
枯竹，指箫；玉笋，指女子之手；金莲，指女子之脚。
无独有偶，清代吴文之，9岁即善应对，某日，一客指
画为题出上联云：“画上行人，无雨无风常打伞。”文
之对道：“屏间飞鸟，有朝有暮不归巢。”

明代文学家祝枝山，一天在画家沈周的院内与
沈观赏荷花，祝出上联云：“池中荷叶鱼儿伞。”沈即
对道：“梁上蛛丝燕子帘。”此联之上联又相传出自
明代文学家唐寅，一日，唐寅见池中鱼儿在荷叶下
游动，遂得一上联“池中荷叶鱼儿伞”。他正在为下
联犯难时，一过路乞丐对曰：“被里棉花虱子巢。”乞
丐的对句虽不够文雅，但系切身体会，“巢”与“窠”
同义，且俱为平声，故有的资料作“窠”。

“伞”字的繁体由五个“人”和一个“十”组成。

古代文人常用这个繁体字的结构特点，编造了许多
拆字“伞”联。明代吴江知县，一次见吴县、长洲二
县知县携两把官伞同轿出行，遂得一上联“二公并
轿撑双伞，大小十人”，但久未得下联。后来，长沙
府尹闻知，便对以“一家造册分两图，内外八口”。

“图”字的繁体由四个“口”和一个“十”组成。
明代无名氏所撰的《对类》载有一联：“四口同

图，大口包藏小口；五人共伞，上人遮盖下人。”与此
联大同小异的有另外两种传说：

明代杨溥小时候，地方官令其父服役，杨溥求
免，官出一上联云：“四口同图，内口皆从外口管。”

杨溥立即对道：“五人共伞，小人全仗大人遮。”言下
之意，要求上官法外施恩。据说此官见杨溥有才
学，便免了其父差役。

“奸”字的繁体由三个“女”字组成。古代文人
便用“伞”与“奸”撰成拆字联。相传宋代某知府闻
知吕通判妻与妾沆瀣一气，怂恿夫君作奸犯科，鱼
肉百姓，便对推官说：“二人为奸，二女皆从一女
起。”吩咐将吕妻宣付有司进行处罚。通判得知消
息，连夜叩见知府，说：“五人共伞，小人全靠大人
遮。”请求知府宽免其罪责。

伞店的对联，不仅是一种装饰，也是一个文化
“景点”，常令顾客驻足欣赏。如福州“闽都古街”杨
常利伞店有副门联：“霖雨春寒，哪怕乌云盖顶；长
途夏热，何愁白日当头。”又如某伞店联云：“看我当
头掌掩盖；赖君妙手护跳珠。”“掩盖”，一语双关，既
是动词，也是名词(伞)；“跳珠”，雨的代称。联意是
说，我为你遮风避雨，不全是我的功劳，还赖你的

“妙手”之功。

程韬光

皖南乡趣（国画） 方照华

于右任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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