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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文散散 撷英文苑文苑

杂俎绿城绿城

一个周末，我与好友去北山散步，突闻一
缕缕醉人的香味飘来，我这才想起正值农历八
月，是桂花开放的时候了。好友情不自禁地吟
咏着唐代诗人雍裕之《山中桂》：“八树拂丹霄，
四时青不凋。秋风何处起，先袅最长条。”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前来北山游玩的人很多，大家的脸上充满着甜
美的笑容，仿佛是来这儿缓解一下许久以来的
疲惫。有风吹过，掠过发丝，空气中夹杂着淡
淡的桂花幽香，小道边虽有几棵桂花树，但在
这时却变得格外的引人注目，因为正是桂花开
放的时节。

平日里我也偶尔上北山走走，却忘了这几
棵像害羞的少女、躲藏在万绿丛中的桂花树，
只一个劲地欣赏高大的黄桷树，风情万种的柳
树，不畏严寒的松柏……可在这时，因为桂花
的飘香，让我想起桂花树，现在这桂花在我眼
里却溢着满满的爱了。站在树下抬头张望，那
些淡黄细若米粒般的桂花一簇簇在绿叶丛间
若隐若现，当微风拂过的刹那才散发出它独有
的芬芳，偶尔张扬着它那姗姗迟来的美。

我与好友久久地站在树下，不愿离去。那
淡淡桂花香，在树枝丫间弥漫着，我耸动鼻尖
使劲嗅着这沁入心扉的花香。我们就在树下
坐下来，尽情陶醉在这桂花的香味中。抬眼望
去，北山下的田野上、农家小院旁也种有桂花

树，整个山村也陶醉在桂香里，那一幢幢新修
的小洋楼或者青砖黑瓦的农房，都依山傍水地
展露风姿，在我目光的尽头就像一幅画贴在山
体上。时不时还传来鸡鸣狗叫，微风中夹带着
桂花的香和熟稔的民调小曲，好一派田园美
景。

记得我家院前也有一棵桂花树，每年中秋
节前后，桂花开放，阵阵桂香袭人。桂花的花
瓣细腻，优雅，清纯，散漫出的香也是大方细
嫩，丝丝缕缕直入心底。倒不像有些花，形如
喇叭，娇艳欲滴，妖娆袭人，香也发得猛烈而直
接，让人一时难以适应。桂花就不同，人们都
是老远追着风寻来，然后深吸几口，还不够，就
整个人地贴在细密的花枝上，不动弹，美美地
让香气环绕。母亲总是细细摘些桂花，泡酒或
煮粥。

我对这桂花的记忆是最深，有时顽皮的我
爬上树，近距离闻闻花香，也把一枝枝开满嫩
黄的桂花折断，带回家悄悄插在床头装满水的
瓶子里，起先这花伴随绿叶，像在树上一样，香
飘四溢，让我的小屋更是充满着温馨与梦想。
几天过去了，我看见嫩黄的花变黑，最后枯萎、
干涸，我才明白，花是离不开树的，花是只能欣
赏不能采摘的。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折桂花枝
了，只静静地在树下欣赏，有时还约同伴来玩，
总让玩伴们羡慕不已。

如今，在县城工作的我，把乡下的父母接
来了城里。父亲却从那棵桂花树旁挖了一株
小桂花苗栽在小区的花园里，经过父亲像管
护田里的庄稼一样细心的管护，小苗终于成
活了，可桂花树生长慢，好几年了看上去还是
一株小树。每当我看到那小区花园里的小桂
花树，就想起乡下那棵大桂花树，时不时还梦
到它开了花。我还是偶尔回乡下，可乡下的
老屋由于没人住，在风吹雨淋中变成废墟，而
屋后的那棵桂花树依然伫立于那里，守望着
老屋，守望着乡村，守望着宁静。每年在桂花
开放时，年迈的母亲都要回乡下摘一些桂花
来，泡酒或煮粥，桂花也许就是我们情系乡村
的情结。

我们坐了好一阵，好友还不想离去，说：
“桂花花期不长，过几天可能就谢了。”的确，桂
花树辛辛苦苦积累了一年的花与香，丝毫不留
一下子齐开，这也不像有些花，今天开几朵，明
天开几朵，开上十天半月，逗人。桂花开不了
几天，就一齐谢了，花香也突然没了。

我与好友去到山下的农家乐，随便点了几
个菜，但特地要了两杯老板泡来自己喝的桂花
酒，喝着喝着，我们就有些醉了，仿佛不是因酒
而醉，而是因桂花香而醉。

孟浩然的诗，“遇景入咏，不拘奇抉
异”，“从静悟中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
以写隐逸和田园生活而著称，以清淡和自
然在唐诗中独树一帜。诚然，诗歌所释放
的也就是诗人的人生态度。孟浩然的一
生，除掉简单还是简单，他写隐逸是因为他
人生的多半时间就在隐逸中过来的，与云
游天下的诗仙李白和人生屡屡不得志的杜
甫相比，他更喜欢清静，在宁静之中慢慢领
悟人生，换句话说，他过的是慢生活。

“家世重儒风”对于孟浩然的影响是深
刻的，自幼读“诗”遵“礼”，这使得他在辞
赋方面获得了极高的造诣。但儒家的用世
哲学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却明显不大，他似
乎对政治缺乏热情，人生的前四十年，他就
在襄阳砚山附近的涧南园过着闲云野鹤般
的隐居生活。四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
年，然而他喜欢，喜欢那种听不到城市喧闹
的宁静，喜欢在山涧边悠闲自在地挥竿垂
钓，喜欢聆听虫鸣鸟叫，与白云对话，与群
山共舞，这分明就是陶渊明式的躬耕垂钓，
自逸自足，饮酒取乐的桃源生活。虽然他
与王维并称为“王孟”，那也仅仅是诗风上
的接近，他们二人的交情，还是从孟浩然的
四十岁之后才开始的，此前，充其量是彼此
闻名。

四十岁后，孟浩然有过一次进京赶考
的经历，也恰恰是那次，使得他认识了张九
龄、王维等赫赫有名的诗人，而他的“微云
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使得他在当时的文艺
界引起不小的“地震”。京城期间，曾有人
荐举他做官，但他对于考试充满了自信，没
有把别人的引荐当回事。考试结果出来
后，他却榜上无名，这让一向心态平和的孟
浩然还是不平静了一阵子，写了一首充满
怨意的《岁暮归南山》，也就是这首诗，使得
他又一次失掉了进身仕途的机会。据说进
士结果出来后，王维带着他去见唐明皇，李
隆基要看孟浩然的诗，孟浩然便把发牢骚
的诗呈给了皇帝，皇帝看后很生气，明明是
你自己一直躲着不出来求取功名，怎么怪
起皇帝了呢。皇帝自然不高兴。

怀着一腔热情进京，不成想京城成了
他的伤心失意之地，那还有什么留恋的呢，
走吧！所不同的是，他这次没有直接回襄
阳老家，而是去了有着诸多名胜的吴越之
地，让江南的山山水水涤平心中的不快，而
富有灵性的山水也造就了孟浩然太多的不
朽名篇。“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
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
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此诗写
于其往江南的途中。此后，他继续过着他
简单的隐逸生活。

《日日夜夜》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康·西蒙
诺夫卫国战争期间写的一部反映苏军抗击法
西斯德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中篇小说。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转折点。作品讲述了以苏军炮兵
大尉沙布洛夫率领的一营指战员奉命渡过
伏尔加河，进入被敌军围困的斯大林格勒，
成功保卫了三座大楼的经过，表现了苏联军
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塑造了
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康·西蒙诺夫（1915~1979），前苏联作
家。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任《红星报》战地记
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康·
西蒙诺夫参加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作为
毛泽东的客人来到北京，并以代表团副团长
的身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大清相国陈廷敬，为官 50 余
年，是康熙帝的股肱大臣，《康熙字
典》总纂官，对康熙朝的文治武功
及康乾盛世的形成立下过汗马功
劳。他一生清廉自律，甘于清寒，
家里只有老屋数间，无值钱什物。
虽贵为宰相，却出门无车，衣衫粗
旧，饮食无珍蔬膏粱，一冬只吃腌
菜，还甚觉有味，常以“我自长贫甘
半饱”而自励，被门人称为“半饱居士”。扬州
八怪之一的文学家金农曾写诗赞扬陈廷敬的
清德余风——“独持清德道弥尊，半饱遗风在
菜根”。《清史稿》给予他“清勤”定评。

离陈廷敬故居大约500里外的河南巩义，
有个康百万庄园，一块悬挂在主宅过厅的“留
余匾”让人印象深刻。匾上写着《四留铭》：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
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
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或许就是因为历
代子孙都做到了自觉“留余”，凡事张弛有度，
适可而止，留有余地，并远离穷奢极欲，结果
康家整整繁荣兴盛了十二代四百余年，富到

“马行千里不食别家草，人行千里尽吃康家
粮”，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规律。

“半饱”与“留余”，一是大清相国官箴，一
是地方士绅家训，可谓异曲同工，反映了共同
的境界与情怀。以“半饱”精神去做官，可保
洁身自好，全身而退；以“留余”态度来治家，

可保家业不衰，子孙出息。
“半饱”与“留余”，都强调的是凡事应见好

就收，留有余地，最忌穷极尽绝。譬如说，吃饭
要半饱，现代医学认为，吃七成饱正好，益于健
康长寿，胡吃海塞，吃得脑满肠肥，则是百病之
源；作画要留余，高明的画家，入画的景物再多，
也总要在画面上留出二三分空白；赚钱要有所
节制，不能独吞，自己赚钱也要给别人赚钱机
会；喝酒也要适可而止，酒至微醺，花至半开，是
最佳境界，喝得酩酊大醉，那是自找罪受。

“半饱”与“留余”的反义词就是贪婪与过
分。贪吃、贪财、贪功、贪名、贪权，都没有好下
场；而过于奢侈，过于招摇，过分享受，过度消
费，则都是愚蠢之举。看看徐才厚、谷俊山、刘
志军、郑筱萸之类贪官，本来就高官厚禄，享用
不尽，却不知惜福，不守本分，放纵贪欲，拼命
捞钱，贪污受贿，结果是贪吃吃到“大腹便便”，
捞钱捞到腰缠万贯，最后也死到临头，换来个
遗臭万年。

实践证明，用“半饱”思想来治
愈物欲的贪婪，用“留余”精神来节
制生活的奢侈，既是实事求是效果
明显的明智之举，也是许多仁人志
士的经验之谈。诸葛亮说“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尼采说“一切烦恼皆
来源于过多的欲望。”方志敏说“清
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
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苏格

拉底被学生拉去逛罗马市场，琳琅满目的商
品让他看着头晕，对学生大发感慨：没想到居
然有那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而以“半饱”对待功名利禄、以“留余”对
待生活享受者，往往会全力以赴在工作和事
业上，做出不凡建树。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
祖就是其中一员，他这样要求自己：“做人要
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在漫
长的人生岁月里，他一直忠实地践行着自己
的座右铭，淡泊名利，生活简单简朴，温饱即
可；拼命工作，兢兢业业，废寝忘食，高标准要
求自己；搞学问更是精益求精，苦心孤诣，最
后，他的突出成就享誉医学界，被誉为中国外
科医学奠基人，为我们树立了做人、做事、做
学问的楷模。

“半饱”，是保持身心健康的硬道理；“留
余”，是实现人生辉煌之大智慧。有心者不妨
一试，很灵的。

郑州自夏帝芒三十三年（公元前 1705 年）商
侯亥由商丘迁都至此，改称殷侯并在郑州建立
殷侯之都起，至今已经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了，其
中朝代兴衰变换，犹如沧海桑田，寻觅旧官衙的
踪迹颇费心思。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殷侯
的旧官衙在二里岗南部。后来商汤建国，亳都
新起（公元前 1553 年），仲丁后来移都于此，当时
的宫殿区在今郑州城区的东北角。到了西周初
期（公元前 1056 年），管叔被封于郑州，其官衙的
位置未见史料记载。战国到秦汉之间，郑州为
管县，其衙门虽然无有明确记载，但应该在郑州
老城之内。

隋朝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设置管城
县，同时设置管州治管城。隋朝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管州建制被朝廷废除，同时移郑州治管
城，郑州和管城的结合自此开始。大业三年（公
元 607 年），郑州被改为荥阳郡。唐朝武德四年
（公元 621 年），天下一统，又设置管州治管城，并
且重新修建州城和官衙。唐朝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管州被废，移郑州治管城。以后又过了
整整 735 年，直到朱元璋做了皇帝的明朝洪武元
年（公元 1638 年），废管城县又入于郑州辖区。
这漫长的 735 年中，郑州的旧官衙设置情况未见
有任何史料记载，殊为遗憾。到了明朝嘉靖三
十一年（公元 1552 年）的《郑州志·公署》中，才有
了这样的文字记载：（郑州）州厅署，唐武德四年
置管州时创建，洪武初年知州苏琦因废址重
建。嘉靖年间的官衙有正厅、后厅、幕厅、仪门
各 5 间，东西厢房各 10 间，还有钟鼓楼、架阁库
（档案室）、囹圄（监狱）、土地祠、旌善亭、申明
亭、知州、同知、判官、吏目的住宅和办公之处。
可惜的是，这样的官衙后来被战火所毁。清朝
顺治十年（公元 1658 年），当时的郑州知州刘永
清修建了二堂 5 间。后来，刘永清的继任者又修
建了钟鼓楼 1 座，仪门 3 间，东西角门各 1 间，所
题匾额有“远宗遗爱”“平政堂”“退思轩”等，洋
溢着清雅仁厚之气。

民国时期，郑州的官衙依然在前代的原址
上，南北长 300多米，东西宽 150多米，坐北朝南，
正对着南城门。其中有砖木结构的大钟鼓楼，
斗拱飞檐，气势恢宏。登上钟鼓楼，放眼远望，
郑州风貌，一览无余。1913 年，改郑州为郑县，
旧州衙改为新县衙。1927 年，县衙大堂改为“中
山纪念堂”。

简单不过孟浩然
范方启

《日日夜夜》
李汶璟

郑州的旧官衙
王吴军

桂花飘香
张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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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的挖洞攻寨没有成功，
大家又研究出用火药炸寨的办法：
即挖洞到寨墙下面，用大量的炸药
把寨墙炸垮，猛冲进寨去，但问题
是从哪里搞到那么多炸药。当然，
没有炸药，火药多了也可以发出巨
大的威力。为了解决火药问题，皮
司令和宁县长把我找去问：

“你们三天之内有没有办法
弄到250公斤火药?”

“有办法。”我想了一下说。
 “说说你的办法。”皮司令高
兴地说。

“在保卫麦收的时候，我们
把土枪、土炮都用上了。只在几个
村子里就弄到了 50多公斤火药，
还剩下一些没有用完。再则，我们
山区人打猎的多，差不多家家都
有土枪、土炮，都有火药，积少成
多，如集中起来，几百公斤应该不
成问题。如果请其他区也协助收
集一下，就更有把握了。另外，我
们这里还有过年放炮放花的习
惯，如向做鞭炮的商人收买，也可
以收到不少。”

“好!你现在就去完成这个任
务，弄得越多越好，抓紧时间，快
去。”皮司令听完高兴地说。

我马上召集区干部开会，分
片包干，一个人分几个村，动员群
众收买火药，半两一两的都收，有
多的更好，有多少收多少，按价收
买，要粮食也可以用小麦换。

我又写了三封信，派人送五
区、四区，请他们帮助收买，还请
禹县的白沙区也帮忙收买，因他
们那儿有做鞭炮、烟火生意的。

众人捧柴火焰高，三区的群
众听说是打大冶需要的火药，都主
动地将自己存放的火药拿出来了，
有几两的、半斤的、一斤的，从四面
八方一包一袋地向大冶、向区政府
汇集。第二天已超过了 150公斤，
第三天早上已超过了250公斤，一
包一包的火药还在源源不断地送
来。我高兴地向皮司令员汇报说：

“现在已收到250多公斤，还
有一些地方正在送来。”

“很好，很好!你能否再找一
个大棺材?”皮司令说。

“有现成的。我们三区住在
杨保安家里，他家就有一个大棺
材。”我说。

“好!都交给三十五团王团
长。”皮司令说。

一面收火药，一面挖洞，我

们三区的贫苦农民为了吃饭，在
农闲时很多人到煤窑做工挖煤，
都有一套挖洞的本领，听说要挖
洞，一下子就自动来了 100多人。
 大家从大冶寨东北面的深沟
处打洞进去，从寨壕下面穿过后，
转弯成坡状，挖到寨墙底下，然后
在棺材的下面装上4个轮子，从洞
子里推到寨墙下，事先在棺材里面
装满火药并装好导火线。

一切准备就绪，29岁的指挥
员皮司令亲自进洞去，对准备工
作进行了仔细地检查，看到火药
棺材、机枪、步枪、尖刀班都到了
位，就一声命令“点火”。“轰”的一
声震天巨响，浓烟冲起了七八丈
高，寨墙上的敌人坐上“飞机”上
天了，附近的敌人也被震昏了。寨
墙轰塌了，塌成坡状形两丈多宽
的一个口子。尖刀班从口子内冲
进寨内，大部队像一股巨流也紧
跟着冲进去了。敌人醒悟过来后，
刺刀已逼近胸膛，只好跪下投降
了。我们部队在进寨不到两个小
时就结束了这场战斗。

战斗结束后，我们才了解
到，当进攻大冶时，杨香亭到密县
去了，当天没有回来，负责敌军作

战指挥的是刘光华。
刘光华受过国民党特务训

练，搞反革命可以说是老手。他非
常狡猾。他看到等待外援没有希
望时，就和他的一些特务骨干做
好了逃跑的准备。他在寨西南边
挖了一个洞，没挖透，洞上面留了
一层很薄的土。当他听到我们已
打进寨时，他就推开这层薄土，逃

到了寨外，当即就被我们守在寨
外的部队发觉了。我们虽然歼灭
了其大部，但还是让刘光华本人
趁天黑溜跑了。

部队进寨后，战斗很快就结
束了。除杨香亭、刘光华等少数人
漏网外，没有死的都当了俘虏。俘
虏中成分复杂，有近百人是外地
人，南腔北调，一时摸不清这些人
的身份。大部队经过几天休整后，
就出发打仗去了。地区工委指定
留下三十六团的政委许道春同
志、副团长江嘉银同志和我组成
领导小组，负责处理这批身份不
明的俘虏。

经清查，这部分外地口音的
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受过专门特
务训练后，被派到豫西来做特务工
作的。弄清楚后，我们就按照上级
指示把他们交给地区党委了。

这次战斗包括外围打援共
消灭敌人 500多人，缴获步枪 200
多支，轻机枪 3挺，还有数十支短
枪。但是在清点战利品时，我们却
只发现两挺缴获来的机枪。我们
打进大冶后，在镇西南角上，敌人
还有一挺机枪在响。为什么这挺
机枪不见了呢?查询俘虏，俘虏也

说他们有 3 挺机枪，还有一挺哪
儿去了呢?第三天下午，有个群众
偷偷地对我们说：“我家院里有口
井。在你们打进来时，有几个人跑
进我家院内。我看到他们有一挺
机枪。他们把我们赶进屋去，不知
在外面干了什么。过了一会，他们
就走了。机枪是否扔在这口井里
头了?”我们根据这条线索，果然
在井中发现了。这是三挺中最好
的一挺“芬兰造”轻机枪。大家看
到这挺新机枪都高兴万分。

大冶战斗历时15天，杨香亭
的老窝被端了，寨围子扒掉了，我
们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大冶是登封县除县城之外，
敌人势力最强、人枪最多的一个据
点。打大冶虽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
价，但打掉大冶就摧毁了登封的反
革命基础，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红旗插上登封城
大冶激战告捷，敌人胆战心寒。

 兵败如山倒，我八路军以摧
枯拉朽之势又接连攻克了芦店、
唐庄等日伪据点。这样，敌人就只
剩下登封这座孤城，完全处在愤
怒的登封人民包围之中。

毛主席发表了讲话，号召全

国抗日武装力量，配合苏联红军，
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日本帝国主义在关东军被
彻底打垮后，不得不投降。

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个解
放区发布命令：在解放区包围中
的日本军队，必须限期解除武装，
向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
缴械投降，如遇拒绝投降者，要坚
决消灭之。

我们这里，皮定均司令员命
令：登封县城的日伪军立即缴械
投降。

按蒋介石命令登封县城的
日伪军顽固抵抗，拒不投降。

登封城100多日本人，住在
城里东南角上刘胡同和嵩阳小学
里，伪军住在西门内县立中学。

皮司令和登封县县长宁治
国、独立团团长金传华等领导同
志，对登封县的敌情和地形，进行
了详细的研究，对攻城战斗进行
了周密的布置。我八路军主力和
登封县独立团以及各区区干队
1000 多人，把登封城团团围住。
很多民兵也赶来助威。
城里的敌人看到城外人
山人海，非常惊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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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岳嵩岳
烽火烽火
王登崑王登崑

其一
白云缥缈若飞仙，苍鹰振翅掠长天。
石阶缓步曲路狭，峻极登临境界宽。
谁个眼波横似水，何人眉峰聚如山？
霞客七日醉心游，太少深处享清欢。

其二
群峰拔地柱苍天，中岳大帝居此间。
武皇梦惊刀光影，青史卷开登封篇。
石淙赐酒宴群臣，嵩岳封禅固江山。
焚香叩首欲除罪，金简岂是万灵丹？

其三
沧海桑田亿年功，天心地胆应运生。
少室祀地人卓立，峻极祭天情独钟。
敕令阳城改告成，御旨嵩阳换登封。
从此东岳逊中岳，凤舞九天月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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