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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昂起下巴，表示不屑，我
紫色的眼眸在包厢橘红光线的调
和中，变为了紫红色，我根本就不
看他。黄老板加重了环抱我腰际
的力量，嘴脸龌龊：“你知道我的
姐姐是谁吗？你知道我姐姐的后
台是谁吗？你太弱小了，我一个
指头就能把你摁灭。”我使劲地推
他，甚至开始握紧拳头打他，可黄
老板像发情的野兽似的，反而哈
哈大笑起来。正在危急关头，右
侧传来响亮的声音，卢奇玮狠狠
地打了一个男人一巴掌，接着又
是脆生生的一记掌刮，那个男人
呆住了。趁着黄老板闪神的片
刻，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从他的铁
箍中挣脱出来。

卢奇玮神情冷淡地站于包
厢的正中央，半长不短的头发凌
乱地披散在肩头——我从未看见
过她如此的表情，像出鞘之剑，凌
厉而决然。她走到睡狮身边，只
见睡狮正对着点歌屏幕在点歌，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我们走吧，你除了点歌，什
么都看不见吗？”卢奇玮说。

睡狮从点歌屏幕前站起身，
不敢回头看一眼卢奇玮，也没有

看我，却没有忘记和黄老板道再
见。卢奇玮依旧头发凌乱，也不用
手梳理，她的神志很是失魂落魄。

“你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
你吗？”快要到达学院时，卢奇玮
责问睡狮。

“我怎么了？”睡狮回答。
“你这么说，我更难过了，你

怎么会这样呢？这就是你吗？”卢
奇玮继续问。

“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再说
了，我又没对你怎样。你想怎么
样？”睡狮反问。

卢奇玮不再发问了。
下车的那会儿，飘起零零落

落的雨，卢奇玮没有很快地拍上
车门，直直地看着睡狮说：

“我明白了。”
睡狮将车子开走了，他临走

前的表情谈不上尴尬，也谈不上
内疚。他的表现让我觉得他就是
这么一个糟糕的人。

卢奇玮当天深夜就发了高
烧。第二天我看到她时，她的烧
已经退了。她没有去上课，中午
我给她打了饭菜送去。她坐在床
上，眼神灰蒙蒙的，好像被什么遮

挡住了，或者她根本不想要看清
楚什么。

“我再也不写诗了。”
卢奇玮说到做到，她真的不

再写诗了。她不写诗就像别人为
了一场错误的爱情绞断了一头长
发似的。

在我们的校园，有一位大王
级别的前辈不能不提。第一次听
辛苦对黑小撅谈起他时，眼神里
盛满了崇敬之色。他是摄影系的
教授，也是我们在校时的副院长
——王院长。

“我迷上他是因为他在讲授
《电影画面构图》的课程时，平缓
语汇的积聚之后，猛然间爆发的
绚丽的情感。这份情感从他平实
朴素的外表下像一匹骏马脱缰而
出，这份情感如此耀眼，让他整个
人沐浴在光辉之中。情感在这
里，是一种深切的爱，甚至超越了
电影画面构图，超越了精彩的定
论，变得无处不在。”

辛苦神乎其神的描述，让我
和黑小撅完全跟不上他的思维节
奏。他根本不管我们能不能消
化，只是摆弄着他的相机，翻看着

拍摄的金发女友的头像。
过了不久，王院长就出现在

我的生活中。他帮助我处理难
题，这让我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

蒙面人是为了招募电视剧
的女主角才找到我的。蒙面人是
那部电视剧的副导演，记忆中他
是四方脸，表情极少，语言也贫
乏。那段日子，他总来电影学院，

陪着我吃饭，跟着我散步，我们有
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似乎总
也说不到点子上，只是泛泛的对
答。我从未问过他的用意，对他
也没有戒心，总之他是一个身形
高大的有点忧伤的保镖。

这是一部中方和日方合拍
的电视连续剧。我至今闹不明白
他为什么以那种执着的方式看管
着我，似乎怕我在一夜之间人间
蒸发似的。蒙面人同时也面试了
好多其他表演班的学生，搜罗照
片、录像，与外地的副导演沟通并
向总导演反馈讯息。最终，我和
另一个女孩（她也是电影学院表
演系的学生，是另外班级的）出现
在王府井饭店，那位日方的社长
已经等候在那里。社长是个瘦削
精干的男人，个头不高。社长看
了我几眼之后，就转脸对着另一
个女孩，那个女孩圆脸庞，像春天
的鲜花一般娇媚。社长低下头，
喝几口咖啡，再抬起眼睛，还是看
着另一个女孩，简短的几个问
句。不一会儿，社长的咖啡喝完
了，我面前的果汁纹丝未动，社长
示意面试结束了。蒙面人出现
了，社长和蒙面人在一旁嘀咕了

几句，蒙面人一直在点头。临别
之前，日方社长又走回到我们面
前，他专注地再看我一眼，那双眼
睛里面隐含着难解的密码，他回
头和另一个女孩告别，展开的微
笑是礼节性的。

蒙面人送我们回学校，他的
面部表情轻松自如，这是我第一
次也是唯独一次看到他脸上的愉
悦。回到学院以后，蒙面人悄悄
告诉我结果，社长从第一眼就定
下了我。蒙面人这天格外高兴，
就和我去校园外散步，他说我的
胜出，是源于我的眼睛发出的光
芒与众不同。我问他：

“是因为会变色吗？”
“不是。就是眼睛里面透出

来的内容，是纯粹的一束光芒，可
以打动人心。”蒙面人回答。

自从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
定下是我，我的麻烦事也接踵而
至。首先是一起去面试的那个女
孩，看到我时表现出不屑之意。我
有口难辩，找机会和她接近，可她
总是沉着脸。她把一块床单揉到
一起，然后不停地抖着灰尘，在她
把那块床单抖得肝肠寸断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再解释什么

了。除此之外，听说剧组接到了好
几个匿名电话，是揭发我的真实身
份的。我的真实身份？还有些奇
怪的局面发生，有的同学离得我远
了，有的不认识的同学从角落里突
然闪现在我面前，询问我剧组的事
情，并且祝贺我即将要火了。

叶路凡在此刻陪伴着我，卢
奇玮真心为我高兴，她认为我们
班出一个明星是集体的荣誉。

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浮出了
水面，我也碰上了艾子琼在上半
学期碰到过的外借难题。因为我
还没有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按
照学校的规章制度，从理论上来
说是不允许的。过了几天，中方
的导演和制片主任，还有一位当
时在中国炙手可热的演员——他
是这部剧的男主演，一同来到院
长办公室洽谈外借事宜。

就是在那一天，我见到了传说
中的王院长。我进入院长办公室的
一刻，王院长说“是郁金香吧”。办
公室内的空气有些紧张，著名男演
员站在一排书柜的前面，随便地
翻阅着。他看见我走进
去，我的青涩在他成熟的
眼波里没有投下纹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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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谈

郑州西北“高地”文化探秘
张新斌

郑州西北，是郑州市郊的“高地”，所谓“高地”，
一方面表现为地理高地，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高
地。这一高地的探秘，对于郑州市历史文化资源的
展示与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当地的建设与开
发，也具有启迪意义。

一、所谓“高地”：高在与地理大势相符
1.中国的地势为西高东低，郑州西北恰处于平原

与丘陵的结合部，第一阶地向第二阶地的过渡区，景
观类型丰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河南地形则
以京广铁路为界，平原面积占 56%，山地与丘陵面积
占 44%，郑州西北的高地，离都市最近，可以称之为

“都市之西北高地”。
2.中国古代都市有西北高地之继。在魏晋的邺

城，西北有“铜雀三台”，均高约十丈，台顶有殿宇百
余间。汉魏洛阳城西北有金墉城，高约数丈，隋唐洛
阳城宫城位于城市西北，也有三台(三城)的设置，这
种情况在古代城市布局中均较为常见，除了有军事
考量外，则与古代的法天意识与昆合传说有关。《山
海经》等载，昆仑有三山，为天帝之住所。因此，在古
代都市的建设上，西北高地(台)为城市的最高建置，
也是古代帝王法天意识的具体体现。

3.郑州西北，依水傍山，大河奔流，土丘连绵，为
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也是峡谷大河向平原大河过
渡的联结点。从古代风水的角度来看，这里依水傍
山，坐北朝南，地理大势较好。如果说河南是中国最
大的风水宝地，郑州西北高地也是风水宝地的一部
分与重要一环。

二、所谓“高地”：高在古代文化遗存富集
1.郑州地区古代文化遗存十分密集。但从分布

看，西北高地表现为“一区二带”：一是以古荥为中心
的密集区。荥阳故城、汉代冶铁遗址、纪信墓、周勃
墓等汉代文物，后庄王、西山、石河等史前遗存，惠济

桥、王村尊胜经幢等宋以后遗存等云集周围。二是
黄河沿岸的周汉古城的分布带。如牛口峪古城、汉
霸二王城、虎牢关故城、汜水故城、河阴故城，以及
冯沟城址、东张沟城址、平陶故城等。三是以青台、
秦王寨、点军台等为代表的黄河丘陵区史前遗址分
布带。

2.青台遗址位于广武镇青台村东，面积近10万平
方米，1922年瑞典阿尔纳发现，1951年夏鼐等考古学
家调查，1981~1988年郑州市两次发掘，发现有房基、
陶窑、墓葬及彩陶，为仰韶中晚期遗址，距今 5000余
年。秦王寨遗址位于北邙乡秦王寨村西，面积3万平
方米，1922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为仰韶文化遗址。
点军台遗址，位于广武镇南城村东南，面积 6万平方
米，1951年夏鼐等考古学家进行了调查，1980年郑州
市进行发掘，发现有房基、埋葬坑及大量遗物，为仰
韶中晚期遗址，距今 5300余年。以上三处遗址在中
国史前遗址中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有较大的收
获，可以说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里的文化在郑州
地区最为发达。

三、所谓“高地”：高在周汉时期城市成群
1.周汉时期，这里有汉代荥阳故城、成皋故城、河

阴故城、汉霸二王城、平陶故城、大小索城，以及冯沟、
东张沟、牛口峪等城址，尤其是汉代形成了当时中国
最重要的城市群，为河、济之间的文化发达地区。

2.郑州西北建城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史前时
期，西山古城发掘面积 9385 平方米，平面略近于圆
形 ，遗 存 分 三 期 ，城 址 建 设 于 仰 韶 晚 期 ，距 今
5300~4800年，是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在
中国建城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

3.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都城。发现有周长近 7
公里的城墙，以及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和窖藏铜
器。近年来还发现有不规则的外城，反映这是一处内

外城相结合的结构完整的古城，为商场亳都之所在。
在郑州西北的小双桥遗址，发现有祭祀遗存，有可能
为傲都之所在。反映了西北地区建城历史较为久远。

4.荥阳故城建于战国时期，平面为长方形，周长
近7公里，目前仍保留有城垣、汉代冶铁遗址，城内保
留有房基、夯土台、水管道等。纪公庙、纪信墓、周
苛、枞公墓、周勃墓等汉代名人遗存，保留至今。

四、所谓“高地”：高在经济战略地位重要
1.郑州西北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交通枢纽，

早在商末周初，武王伐纣的大军在孟津观兵后，从汜
水渡河，成为郑州十字形枢纽交通地位的雏形。周
汉时期，以古荥为中心，形成了当时掌控南北东西的
交通战略高地，荥阳城址的争夺，成为决定楚汉双方
实力长消的测温计。

2.郑州西北地区有古荥泽，为黄河与济水等大河
大泽的分布区，有较好的水陆交通条件，因而也成为
汉代漕粮转运的中枢。在这里建设敖仓，为当时最
大的国家仓库，也是当时楚汉大军争夺的关键。

3.荥阳故城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面积达 30万
平方米，所发现的冶铁高炉容积达 100立方米，据推
测日产冶铁1吨，这是当时河南郡官办的一号冶铁作
坊，可以说当时为河南最大的铁器制造业基地。

总之，郑州西北高地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生态
环境较好，是早期历史的无字大书，是古代文化的富
集宝库，是山水共存的风水胜地，值得人们去关注、
去开发。让我们追寻历史的文脉，让古代文明延续
到今天，发展到未来。
(作者张新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所长、首席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黄河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省历史学会、省炎黄
文化研究会、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省科技史学
会副理事长。)

随笔

“德星”陈寔
王建章

陈寔，子仲弓，汉和帝永元十五
年（公元 103 年）农历二月初二生于
今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中平四年
（公元 187年）陈寔在家中逝世，享年
84 岁。陈寔平生没有做过什么大
官，只是一名普通的官吏。但是，他
的操行受到广大百姓的称颂，称他
为一代“德星”。因为他官职低影响
小，世人知晓陈寔者不多，但是《二
十四史》中就有《后汉书·陈寔传》。
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梁上君
子”一词就来源于陈寔。相传，一天
夜里，陈寔就要就寝时，突然发现房
梁上有一块衣襟，他心中一惊，立时
明白家中进了盗贼，但他假装没看
见，不动声色地穿戴整齐，唤来子
孙，在正堂严肃地训导他们说：“人
生本而善，由于不严格管束自己，才
偷盗成性，比如梁上这位君子就是
这样啊。”小偷听了非常吃惊，原来
自己早就暴露，就从梁上跳到地下，
跪地叩首请罪。陈寔态度温和地对
小偷说：“看你的相貌神态，不像恶
人，大概是因为生活贫困才被迫如
此的，你一定要克制自己正当做人
才是啊。”随后送了他两匹绢，放他
回去。小偷非常感动，连连叩头谢
罪，从此改邪归正。此事传扬出去，
当地再无人偷盗，“梁上君子”的典
故由此而来。毛泽东在读《陈寔传》
后，非常赞同陈寔对那个“梁上君
子”的分析：“不善之本，未必本恶，
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
矣。”并对陈寔对这件事的恰当处理
作了画龙点睛的点评：人在一定条
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陈寔论才学和水平，本是将相
之 材 ，但 是 他 的 官 为 什 么 没 有 做
大？是他的秉性使然。东汉后期，
因外戚和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一些
士大夫对此痛心疾首，并时常加以
抨击。然而专权的宦官们却籍皇帝
之力，诬陷士人与太学生们“诽讪朝
廷，疑乱风俗”，将士大夫和太学生
们诬为“党人”而加以禁锢，“党锢之
祸”由此形成。它使许多贤良忠义
之士受到株连，陈寔也未幸免。当
时受株连者有的逃避他乡，有的请
求赦免，陈寔却大义凛然地说：“吾
不就狱，众无所恃。”便主动投狱，为
他人承担责任，一年后遇赦才出狱，
但被定为“以后不许再做官”。从此
断绝了陈寔的“官路”。陈寔这种舍
己为人、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的精神
和他那种“佼不诌上，爱不渎下”的
品行，在当时受到天下士人的钦佩
和敬重。所以盛传“宁愿刑罚所加，
不为陈君所短”的说法。

历史上还有一段陈寔为拒“后
门干部”而自降官职的佳话。陈寔
出任郡功曹时，皇帝近臣侯览举荐
了一位亲信，强迫太守高伦任用，太
守不敢怠慢，而陈寔认为此人无才
无德不可任用，高伦很为难，于是陈
寔说：“既然太守很为难，那么就以
我个人反对为名，把此人辞退，然后
把我降到外署使用。不管别人有什
么看法，而我全为朝廷着想，问心无
愧。”后来那位“开后门”的皇帝近臣
侯览由于贪腐被查处而自杀。高伦
知道后十分感慨地说：“陈君可谓善
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

陈寔的故事已经过去有近 2000
年了，前些时到长葛走近他的墓地
时仍使人们肃然起敬。当今人们喜
欢追星，什么歌星、影视星、体育星
等等，追起来都不亦乐乎，那么对于

“德星”能不能也有点热情呢？哪怕
不管是历史的还是当今的。

新书架

《桂系演义》
余 余

《桂系演义》以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浩
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主题，以李宗
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集团的兴亡
为故事线索，再现了 1922~1952 年中国军政
舞台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此次出版《桂系演义（增补版）》在 2009
年版本上新增加了三个章回，由原来的93回
增至 96 回。新增加的三个章回内容为：第
一，20世纪 30年代的广西建设，新桂系提出
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和“三自”“三
寓”的政策，使广西获得了“模范省”的美名；
第二，叙述了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会战
——武汉会战，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第三，桂系兵败广西后，其残部三万余
人的下落及最后归宿，鲜为人知。本书增加
一个章回，反映桂系残军流落越南富国岛，直
到 1953年由台湾方面派出舰船接运回台的
经过，折射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知味

街子凉糕
彭忠富

街子和青城山相距不远。古镇有
丽江古城的韵味，在唐求故里的牌坊
下，一个小吃店店铺角落的一张桌子
上，摆着十多个瓷碗，装着米白色的东
西，看是稀饭却又没有米粒，旁边一台
小电风扇，正对着这些瓷碗呼呼地扇
着。

我问老板这是什么食物？老板说
这是凉糕，古镇一绝，还建议我来一碗
尝尝鲜。凉糕，夏日小吃，看起来跟糕
点毫无关系，倒有些像凉粉。凉糕端
上来了，周边浸着一汪红糖水，颤巍巍
的。用调羹把凉糕划成小块，让红糖
水跟凉糕充分混合，有些豆花的样
子。舀一勺子凉糕到嘴里，慢慢地吞
咽下去，软、嫩、甜、凉。最大的感受就
是冰凉，一股凉意沿着食道走遍全身，
吃完之后感到浑身特别舒畅，精神顿
时为之一振。

凉糕跟凉粉的做法差不多，都是
以大米为主要原料。首先把挑选干净
的大米，用凉水泡上，待能用手将之捻
成末时，滗去水，另加进适量清水，用
石磨磨成细浆，过箩待用。接着把石
膏用适量水泡上搅挥，再使之沉淀，澄
清石膏水待用。红糖加入少许凉开水
研成汁，放入冰箱内冰凉。其次将适
量清水放铝锅内烧开，把米浆搅匀，冲
入开水(慢慢倒)，随冲随搅，直搅到浆
熟时，滴入石膏水，搅匀，使其凝固，舀
入瓷碗内冷却。最后将瓷碗内的凉糕
浇上红糖汁，即可端给食客享用了。

大米本来是南方人的主食，不外
乎干饭、稀饭两种形式。可是经过改
良，大米又可以制成凉粉、凉虾、凉糕、
河粉等形式，摇身一变成了小吃。在
农产品深加工这一点上，看来真是不
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啊！

村头那条路
孙 勇

野蒺藜开出黄色花朵的时候，湿
滑的地气被太阳晒透，干涸的小水坑
举着一片片泥瓦。

这个季节，村庄披着一身碧绿。
父母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麦田的气

息和榆枝柳条的节气，来往于村头的
土路上。野蒺藜的芒刺扎疼脚的那
天，布谷鸟飞进父母的日子，村子与麦
田的距离，一夜之间缩短。

镰刀在父母的腰间上蹿下跳，憋了
两个季节的它，跟着父母走出村子的一
刹那，就迫不及待地舒展筋骨，掀起身
后一溜尘烟，呛咳了路边的野蒺藜。

村庄已经入夜，村头的土路上，仍
旧人欢马叫。父母的天，就在这火热的
村头土路上，被麦香吞没。

我的乡愁，是从我穿上军装开始的。

那天，父母把我送到村头，路边的
野蒺藜已经苍老。

庄稼在路两边青立着，桑葚一枚
一枚黑在叶子后面，村头的土路越发
没了生气，只有我在兴奋，怎么想也想
象不出军营里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劝母亲不要哭，三年后，我还要
吃母亲做的葱花手擀面，就蹲在村头的
老槐树下。我劝父亲不要老抽烟，烟锅
里剩下的烟油吸到肺里等于慢性自杀。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父母
早点回村，一溜烟儿小跑在村头的土

路上。将要走进乡政府的那一刻，我
的心被针尖儿扎了一下，当我回头再
看村头的土路，一根绳子，从村庄甩过
来，拴在了我的心上……

多年来，一闲下来，就看见父母在
村头的土路上转悠，把我的脚印，踩成
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董。我仿佛看
到，苍老的父母，像被庄稼吸收干、原
本肥沃的一块好田！

村头的土路不见了，坚硬的水泥
糊住了野蒺藜的锋芒。

退了颜色的军装，在水泥路上显
得既生涩又土气。

路南面的孙家坟，被新农户的院
落挡住；路北边的周家冢，被花椒园淹
没。锄头和镰刀，早被父亲母亲从家
院深处翻出来，打磨得锃光瓦亮，递到
我的手中。

我没有犹豫，把旧军装整理好，端
起母亲做好的葱花手擀面，蹲在村头
的老槐树下，望着村庄通向远方的水
泥路，一口气喝完。

我没有向父母道别。
我知道，当我坐上大巴车的时候，

母亲一定又在村头的路边摘花椒，父
亲蹲在老槐树下，呆呆地望着水泥路
的另一头，抽着本来将要断了的旱烟。

身在他乡，村头的那条路，在我的
泪光里百味杂陈……

可可西里看昆仑 王国强 摄影

散文

赞嵩山红叶
杨德本

金秋嵩岳蕴奇观，碧野枫栌俱变丹。
亦幻亦真非梦境，如霞如锦醉心田。
墨家竞往觅神韵，游客争来解眼馋。
今览中原红叶美，何须千里赴香山。

梁启超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