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营
娘去田里插秧。家中猪栏留下三头小猪。娘

说：石榴儿，放学记着打猪草，顺便带上羊去蜈
蚣渠，把羊喂得饱饱的。

村南三里蜈蚣渠，水丰草肥，是打猪草的好
地方。

石榴长喜子两岁，身子弱，精瘦，风一吹，
就要倒。喜子长得墩实，比石榴低一个头际。石
榴读初三，喜子读初二。放学了，喜子跑得快，
到家就收拾起镰刀竹筐，一耸肩，说：姐，今年
你要中考，在家好好复习功课。

石榴不依。喜子顽皮，揪过两根稻草，张口
用牙切断草根，齐齐窝在手心：抽到长稻草算
赢，赢者说了算。

石榴抽三次，输三次。喜子返身操起系牢的
两个大竹筐，稳跨在头羊脊背，不忘把课本掖进
去，回头一笑，蹦跳着赶羊奔向蜈蚣渠。

那一年，石榴参加中考，收到县重点高中的
录取通知书。娘喜上眉梢，愁却隐上心头。这一
年猪瘟流行，娘合计好供姐弟的学费打了水漂。
卖了羊，仅能供一人的学费和生活开销。

石榴喜子，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娘作了
难，琢磨两天，唤齐了姐弟，要做一个决断。谁
去上学？娘一咬牙：抓阄。

喜子找来纸笔，划上圈儿，揉成两个卵：抓
到圈儿的去上学。娘不忍看，背过身。喜子让姐
先挑，石榴抓起一个，打开：是一个圈儿。剩下

那一个，被喜子丢在一边。喜子扬起脸，说：
娘！姐身子弱，我身体结实，外出打工也不愁饭
吃，就让姐去上学。

石榴鼻子一酸，泪花欲溅出眼眶。
那一夜，娘啜泣一夜，石榴一夜未眠。第二

天一早，喜子偷卷起行李，跟上村里的建筑队，
去了县城。

六年，石榴读高中，上大学。喜子在建筑队
做工，供姐读六年。

喜子脑瓜灵活，在建筑队上，学会了建筑设
计，后两年，还办起了建筑设计公司。

六年里，娘在家里，没敢闲着，喂了几头
肥猪，攒点小钱，要为喜子盖新房娶媳妇。家
里农活多，杂乱，前三年，娘腰膝酸软，尿
血，全身肿。去医院检查，得了慢性肾炎。娘
却不愿赋闲，固执地到田里插秧，去村外蜈蚣
渠打猪草，扯上羊去放羊。石榴大学毕业这
年，娘在蜈蚣渠正打猪草，忽然晕倒在地，人
事不省，送到县里医院检查，医生说，她这是
患了尿毒症，得换肾。如果不换，最多活得到
明年。

换肾，要三十万。娘心疼，嚷着回老家：人
老了，身体部件不行，换了肾也活不过三五年。
喜子说，娘只有一个，砸锅卖铁，也得挽回娘的
命。

喜子转让了公司，取出娘攒的盖新房钱，亲
友又借了个遍。钱凑足了，还要有肾源。

石榴喜子在医院做过检测，两人都符合肾源
匹配，就等做移植手术。娘死活不同意。

喜子跪下了。石榴跪下了。
娘执拗不过，掩面哭泣。
谁来捐？喜子找来纸笔，做成两个阄：谁抓

到带圈儿的，就由谁来给娘捐肾。
喜子让姐姐先挑，石榴抓起一个，是空的。

剩下那一个，喜子不抓了。喜子对娘说：这个
肾，由我来捐。说着，喜子还攥紧拳头，把自己
肩膀擂得梆梆响：娘！你看，喜子的身体比姐硬
实。

石榴不同意，喜子坚决不让，姐弟俩抢着要
给娘捐肾。一时争执不下，最后喜子气得转身冲
出病房。

病房门口，刚好走来主治医生，被喜子撞
个趔趄：喜子，你……你快推着娘去做肾源匹
配检测，医院刚接到红十字会电话，说有一个
癌症晚期病人，志愿将遗体捐献医学研究，她
的肾，如果配型成功，可以马上给你娘做肾源
移植……

在推着娘去手术室的路上，娘看看喜子，又
望望石榴，哽咽着对石榴说：六年前，你上高中
那次抓阄，娘后来捡起喜子丢弃的那个阄看了，
也是一个圈儿。为了让你读重点高中，那次抓
阄，喜子有意做了两个有圈儿的阄…

娘双唇嚅动的话语，如一声闷雷，惊得石榴
儿一阵晕眩。

喜 子

■李晓玲
春日里，我在沙澧河畔看到了有关部

门成立的太极拳辅导站义务教太极拳，我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队伍中。

太极拳创立一千多年来，吸引了众多
爱好者研究学习，它刚柔相济、含蓄婉约
等特点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与高
雅志趣。如“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手
挥琵琶”等，既典雅含蓄，又直接明了突
出其外形特点。打拳时所有招式的连接都
有一种气势贯穿其中，因此一套拳下来才
不疾不徐，连绵不绝，这与歌唱中的“声
断气连”，书法中的“笔断意连”有异曲同
工之妙。

学三十二式太极剑时，“昔有佳人公孙
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中公孙大娘的形象
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这“来如雷霆收震
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公孙大娘和李十
二娘不正是漯河人的骄傲吗？

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当我满心
欢喜地开始学剑时，还是差点被难倒。一
把太极剑好几斤重，早上一个半小时一直
举着做各种动作，没有体力和毅力真是难
以坚持。剑的运用灵活多变，有刺剑、点

剑、削剑、扫剑、劈剑、挂剑、撩剑、带
剑、截剑等，舞动时还要注意着力点的细
微差别。步伐上有仆步、弓步、虚步、插
步、撤步、独立步等，运行当中也要时刻
注意重心转换，虚实结合，让剑在手中灵
动起来，方能显出美感。我很多时候手脚
不协调，顾上不顾下，比如虚步下截、跳
步平刺、旋转平抹等，都需要肢体高度协
调，每个动作都要分解开慢慢练，再合起
来分段练，经过数十遍的巩固才能勉强过
关，再次验证了“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
真理。

我很佩服两位已年近八旬、但精神饱
满、肢体灵活的老师。面对笨拙的新学
员，他们一遍遍不厌其烦，耐心指导、示
范，时不时还来点小幽默活跃气氛，尽力
让每位学员都学会、学透，这种精神着实
令人感动！我也是一位教师，深知做老师
的辛苦，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勤恳
的态度是每一位优秀师者的职业素养，值
得所有人尊敬！我想，这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不仅仅是因为爱好，更是一种情怀，
一种纯净的不掺杂功利的大爱情怀，是太
极拳几千年生生不息得以传承的根本所在！

“撑开一片天，划出一道云。欲求阴阳
理，入我太极门。”太极，于静中产生美，
于流动中产生力量，遇刚则柔，以柔克刚。
她让人抛却功利与浮华，在行动中去感受去
彻悟；她让人静心沉淀，淘洗本真，把性灵
放逐长远，让身心在一吸一呼中寻求自然
的平衡；她融入了中国人的山水情怀，可
以奔放豪迈，亦可以柔情似水，这，不正
是人们苦苦追求的至高境界吗？

太极情怀
■特约撰稿人 陶 超
某位作家曾说过：“一座城市的人文情怀不在

于它有多少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建筑，而在于是否
有几个好的菜市场。”我认为，好的菜市场就像是
一处舒适的港湾，让你停歇。一本智慧的书籍，
给你启迪；一位知心的朋友，赐你温暖。总之，
菜市场是一所心灵的栖息地。

记得小时候，20世纪90年代，我的爷爷经常
带我去赶集，就是去逛菜市场。每天清晨，年过
七旬的爷爷手持一个白纱布袋，拄着拐杖，见到
街坊邻居都会笑脸相迎地问声好，嘴里还时不时
地哼着豫剧，我能感受到一种很喜悦的仪式感。
那时候我在爷爷家住，逛得最多的便是解放南路
大集。

走入集市，首先扑鼻而来的是粮油的味道。
粮油店里盛放着现榨的芝麻酱与芝麻油，香香
的，令人垂涎三尺，味蕾全开。还有调料、大
米、豆类、腌制食物等，让人目不暇接。再往前
走，大爷大妈们推着三轮车，有的跨个篮子在地
上摆摊。“菠菜便宜啦，鲜哩很呐。”人群当中夹
杂着叫卖声。各种新鲜蔬菜和瓜果都映入眼帘，
遇上那些叫不上名的蔬菜我就向爷爷发问，爷爷
一个个耐心地回答我。走到了肉蛋禽区，这里散

发着腥臭的气味，笼子里的柴鸡挥动着翅膀，咯
咯地叫着。大盆子里的鱼活蹦乱跳，连河虾也手
舞足蹈地比划着，像是一场集体的狂欢。我们爷
俩买了条鱼，只见宰鱼人左手持鱼头部，右手拿
一把刷子，“嘭”的一声向鱼头部砸去，如同关公
挥舞大刀，狠狠地向敌人头颅砍去的样子。即
刻，鱼晕，宰鱼人用剪刀破胸膛，掏五脏，去鱼
鳞和鱼鳃，清水一涮，动作娴熟地用塑料袋装好
递过来，“拿好喽，十块钱。”老板用那憨厚的腔
调说着。一路逛完，我们爷俩满载而归，有种说
不出的快乐。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型超市开始出现。那里
干净整洁，灯光夺目，物品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
货架上，明码标价，购物极其方便快捷。现在，
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任何生活用品、瓜果蔬
菜都可以直接送货到门，免去了路途的奔波，省
时省力。当然，人生就是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
的过程，我们得到了方便与快捷，却失去了逛菜
市场的那份乐趣。

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每周末要去逛一逛菜
市场，买一些蔬菜肉鱼回家做顿丰盛的午餐。在
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
诈，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自己，去感悟生活气息。

我们时常说要做一个有趣的人，在菜市场上也可
以显得有趣。记得我经常去买一家清真肉食店的
羊肉，会跟老板聊羊肉的做法，如爆炒、乱炖还
是油炸的口感好，要分别耗时多久。有时能聊上
半个小时，有时完全忘了时间。有家卖菜的阿
姨，问我她女儿刚高考完，该怎么填报院校怎么
选专业及就业前景的问题，每次我都竭尽所能地
回答。后来得知她的女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
我的内心也饱含着喜悦。当看到大冬天满头白
发、走路蹒跚的老年人推着三轮车卖菜，我总是
忍不住要多买一些，希望他们能早点回家，因为
看到他们，我就如同看到了当年在世的爷爷奶
奶，看到了那一份爱与亲情。买完菜，提着大兜
小兜赶回家，择菜、洗菜、切菜、配菜、爆炒到
出锅端盘，满屋飘香，觉得这更像是人生，重在
过程，而不在于结果。

酒，因为时间的慢慢酝酿才变得香醇醉人。
歌，因为饱含着感情的投入才变得感人至深。
生活，因为有了趣味才更加弥足珍贵。在这个工
作和生活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的心需要“慢”
下来休息片刻。无论当下的你是喜悦、悲伤、愤
怒、迷茫，还是一蹶不振，都抽空去逛一下菜市
场吧！因为，那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

菜市场，心灵的栖息地■心灵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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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特约撰稿人 王新卫
大舅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是

家里的长子。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姥
姥就去世了。当时，姥爷在朝鲜打仗，舅
舅兄妹三个跟随我的太姥姥生活。可惜没
多久，太姥姥和小舅因病相继去世。姥爷
转业到县里工作后，在城里又结了婚，只
剩下大舅和我母亲在老家相依为命。听母
亲说，1959年闹饥荒，大舅天天到河里网
鱼，有鱼虾充饥，他们兄妹俩才没有饿死。

儿时的记忆中，大舅每次看见我们兄
妹几个总是笑眯眯的，喜欢拍拍这个的肩
膀、摸摸那个的头，他的手很大很粗糙，
但很温暖。

大舅赶集时，时常会绕道我们家坐一
会儿，从来不空手，有时拎着一个甜瓜，
有时带着两个烧饼。那时候农村穷，现在
看来很普通的食物，在当时是农村孩子的
稀罕物，为此我们总希望韩寨天天有集，
大舅能天天来。隔上十天半个月不见大
舅，我们兄妹几个会假设大舅今天肯定赶
集了，在集上买了什么好东西，现在大概
走到哪儿了，常常以此打赌，谁赢了谁可
以多分大舅带来的“牙祭”。

有一段时间，姐姐的身体不太好，日
渐消瘦。大舅问了母亲后才知道是因为家
里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大舅很生气，指
责母亲对孩子不够关心，当即决定把姐姐

带到他家生活一段时间。等姐姐从大舅家
回来的时候，人胖了一圈，精神状态也好
了很多。听姐姐说，在大舅家时，大舅和
舅母从不让她干农活，隔三差五给她煮个
鸡蛋、割点肉、买点豆腐补养身体。现在
姐姐每每说起这件事，都忍不住流泪。其
实当时大舅家并不宽裕，四五个孩子都在
上学，家里的负担非常重。

有一次，弟弟腿上生了毒疮，看了多
个医生都不见好转，后来大舅不知从哪里
打听到一个老郎中善于治疮，千方百计讨
了药送过来，弟弟敷上之后，很快就痊愈
了。参加工作之后，由于交通不方便，我
很少和大舅见面，有一次到大舅家的邻村
公干，没想到，午饭的时候大舅冒着酷暑
赶过来了，背着一大包新鲜的蔬菜，非要
我们带回去，说自己家种的，没打过农
药，吃了安全，同行的同事对此都唏嘘不
已。

去年春节，我和哥哥、弟弟一起到大
舅家探亲，大舅和舅母看见我们非常高
兴，非要大表哥炒菜上酒，吃一顿团圆
饭，因当时家里有事急着返回，最终我们
没有留在大舅家吃顿团圆饭。大舅送我们
出村时，万分不舍，一会拉拉这个的手，
一会拍拍那个身上的土，他的手依旧那么
温暖，他的眼里满是疼爱和依恋。谁能料
到，这顿饭竟成了我们兄弟一生的遗憾。

去年夏天的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
说，大舅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入殓的时候，大舅神态安详，双手半握半
张，像熟睡了一样。按照老家的规矩，我
把手绢放到他手里，顺便抓住了他的左
手，那曾经温暖的手变得坚硬、冰凉。我
心头像被刀扎般生疼，眼泪一下子流了下
来。但我觉得他不会走远，因为他的爱已
成为我生命里那一束最温暖的光。

爱不曾走远

■薛文君
我出生在偏僻的农村，父母都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没有上过几年学，当然也不
会给我讲什么高深的道理，但父母是勤劳
的人。在我的记忆里，老屋低矮的土瓦房
常常被他们收拾得井井有条。

那时候虽然家里日子过得很紧巴，但
父 母 从 未 为 生 计 红 过 脸 。 母 亲 其 实 很

“惯”着父亲，由于家里穷，白面很稀少，
她总会偷偷地把很少的白面馍留给父亲
吃，父亲则会悄悄分给我们兄妹，然后摸
着我的小脑袋说：“我吃玉米面就行，你们
几个正在长身体，多吃细粮才好。”吃过
饭，父亲通常比母亲提前下地，又会比她
晚些归来。父亲常说，日子可以艰苦，但
一家人要团结和睦。

每当星期天我们兄妹几个都不上学
时，父亲就会把我们叫在一起，讲他当兵
的故事。他做过勤务兵，扛过步枪，还参
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说起这些时，父亲的
眼睛分外有神，每次说完总会发会呆，然
后若有所思地、又像自言自语地对我们
说：“生活来之不易，当珍惜。”

父母虽然知识不多，但非常支持我们
读书。特别是母亲，对我们的学习近乎苛
刻。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我的脚患了脚
气，又肿又烂，又痛又痒不能穿鞋更不能
下地走路。父亲说：“丫头的脚这样，这两
天就别去上学了。”可母亲执意不肯，她
说：“不上学怎么能行，我们又不会教，落
下功课怎么赶？”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母
亲硬是背着我，从村子东头一步一滑地向
学校走去。我伏在母亲背上，雨水打湿了

我的衣裳，我的泪打湿了母亲的衣裳。从
那天起，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

后来我上了中学，村里很多同龄女孩
已辍学在家帮衬家务。邻居们常常会笑话
母亲：“女孩子家会认几个字就行了，上那
么多学干啥？”母亲总是很认真地说：“闺
女只要想上，砸铁卖锅咱也得供应，多读
书才能有出息，多读书才会明事理！”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初二那年，
我做了一件极其“聪明”的事，现在想来
仍觉惭愧。那次英语测试，我发挥得很不
理想，回家后大哭一场，母亲则极其平静
地安慰我一番。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了，凑巧的是，英语老师因急事来不及改
卷，索性把答案留在办公室就让我与另外
两名同学代改。卷子一张张翻过去了，同
学们的成绩都很好，我的心却越来越慌
乱。突然，一行熟悉的笔迹跃入眼底，我
从装订的线缝里看到自己的名字。一阵

“窃喜”后，我一边偷偷瞄着那两位同学一
边飞快地把几道错题“纠正”过来，本来
的“87”分赫然成了“97”。当我小心翼翼
地把卷子拿给母亲看时，她的眉头由舒缓
变得紧凑起来，看看卷子又看看我，我再
也无法镇定，脸一下子红了。母亲语重心
长地说：“孩子，成绩重要，但做人比成绩
更重要。”这句话像一把利剑深深刺痛了
我，返校后，我向老师承认了错误，并把
母亲这句话作为我一生的座佑铭。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才
慢慢懂得，从父母身上学的东西就是家
风，它像一缕春风，吹拂我的思想，触摸
我的灵魂，端正我的行为，坚定我的意志。

父母的生活箴言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在漯河市大刘镇，有一个名叫大陈的小村。

这个小村，明清时被称作“风宪里”，是一个远近
闻名的“进士村”。

风宪，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执掌纠劾百官、肃
清吏治的职位。大陈之所以被称作“风宪里”，跟
一位叫陈玑的明朝官员有关。

一

陈玑，字天仪，原河南省郾城县人。明朝嘉
靖二年(公元 1523 年)，陈玑考中进士。嘉靖八
年，陈玑由河北新城县知县，调任任县知县。

河北任县地处华北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
兵家必争之地。陈玑上任伊始，就遭遇了一次严
峻考验。当时任县连降暴雨，大陆泽九河暴涨，
洪水翻滚，冲垮了河堤，三十多个村庄顿时变成
了一片泽国。为避水患，老百姓被迫远离家园，
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修筑茅舍而居。因为田地
被淹，老百姓常常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日子甚
是艰难。

陈玑沿途目睹了老百姓的生活困顿，暗暗下
决心要治理好任县的水患。他和随从人员实地走
访了受灾区域，详细记录了河流的走向、水量、
决口处和受灾人数，然后绘制图本上呈河北巡
抚，并主动请缨，担任了任县治涝的总指挥。经
过排查，陈玑发现穆家口河(今北澧河)河道淤塞，
导致陆泽之水难以下泄。于是，他紧急招募民
工，亲自参与穆家口河的疏浚工程。在陈玑的精
心治理下，任县很快出现了风清气正、百废振举
的大好局面。老百姓重回家园，纷纷用“玑镛再
来天开眼”的歌谣，表达对陈玑的赞扬。后来，
陈玑离开任县时，当地百姓依依不舍，百般挽
留，送行的队伍有几里长。

不久，陈玑由户部郎中，右迁山东临清，担
任运河钞关的主官。临清运河钞关，是明清两代
中央政府督理漕运税收的机构，是国家财政的重
要支柱。明朝中期，临清运河钞关的年收税银就
达四万多两。万历年间，临清运河钞关的年收税
银翻了一番，达八万三千多两，超越崇文门税
关，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陈玑在任期间，恪尽
职守，勤勉敬业，清廉自持，做到了“千金经手
过，钱却不沾一文”，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

二

由于政绩突出，陈玑得到提拔，由汉中知府
升任湖广按察司副使，分巡荆南，兼任湖广地区

科举考试的主考。
嘉靖十九年，陈玑主持乡试。他遵循“采葑

采菲，无遗下体”的原则，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在这次乡试中，有一个16岁的生员脱颖而出，名
列榜首。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明朝首辅张居正。
陈玑的执法公正，在湖广一带是出了名的。有一
次，湖南有一个官吏触犯了刑律，揣度着留在当
地免不了被处罚，便不远千里来到河南，送重金
给陈玑的父亲陈鸾，请他出面求情。陈玑的父亲
天性淡泊，他不想凭借儿子的权势来谋利，从而
葬送了儿子的前程，于是，他不仅拒绝了这笔贿
金，而且写信嘱咐陈玑一定要秉公处置，不可枉
法。最终，陈玑依法处置了这位心怀侥幸的官吏。

三

陈玑生活俭朴，虽身居要职，却从来不讲排
场，不摆阔气，不破标准，力求事事简朴，处处
节约。

据《郾城县志》记载，有一年，陈玑从湖南
官邸回河南老家省亲。按明朝官场的潜规则，官
员荣归故里可以住馆驿，不仅吃喝用度全免，而
且还可以领取慰问金。但陈玑不想占这份便宜，
返乡途中，他不住朝廷定点接待的馆驿，而是

“屏踪息处”，打扮成老百姓，选择简易的旅馆
住，“道路所需费用取诸俸资，丝毫不以烦所
属”。回乡后，更是闭门谢客。有官员得知他回到
郾城，立即拎着礼物去他家里看望，结果这些献
殷勤者都吃了闭门羹。

陈玑低调节俭，但在周济别人时却从不吝
啬。嘉靖三十七年，郾城县百姓仰慕岳飞在郾城
大捷中的精忠之气，想在城内的西边空地上“建
祠以祀”，然而经费没有凑齐。陈玑闻讯后，立即
上书开封府，呈请为岳飞建祠，上表中他这样写
道：“以伸正气于既往，以揭臣理于将来。”并且
主动捐出自己的“工资”，作为修祠的费用。

四

陈玑非常注重对家族后人的训诫和培育。他
留下的九千多字的“族训”，从“孝父母”“正婚
嫁”“敬尊长”“求学问”“节财用”等方面，对陈
氏后人予以训导。比如，他嘱咐族人要重视对子
女的教育，他说：“若养而不教，教不以正，甚至
姑息为爱宠，成骄惰，日甚一日，不可救药矣！”
再如，他训诫族人当官不可当祸国殃民的官，而
要当解民于倒悬的官，否则祖宗的清誉都会受到
玷辱。

恪守族训、注重教育的陈氏家族人才辈出。
明清两代，村里考中进士、举人的有八十余人。
这些人进入官场以后，大多勤政廉洁，施惠于
民，备受朝廷的恩宠和百姓的爱戴。如陈玑的第
十一世孙陈伟勋，为官二十余年，历任四川冠县
知县、屏山县知县、抚州知府。他清正廉洁，爱
民如子，百姓为他建碑立祠，称他为“青天”、

“活佛”。
清末，陈玑的后人中有个叫陈金台的，是一

位有名的清官。宣统二年 （公元 1910 年），他任
安徽滁州知州时，竭尽全力，兴利除害，百姓
得以安居乐业，当地人称赞他为“贤刺史，不
可多得”。辛亥革命后，陈金台从滁州返回郾
城，致力于郾城的教育事业，创办了郾城县第
一所女子小学 （现郾城伊坪小学），使女子同男
子一样享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民国四年 （公元
1915 年），陈金台又与叔父陈伟勋共同筹划，创
设了郾城县志局，并独自担起纂修郾城县志的
重任。他编纂的 《郾城县志》 一经出版，就在
方志界引起了震动，被誉为中州方志名著，公
认它“版本完整，而且眼光高迈，编修质量也
较前此志书为高”。

五

陈玑在官场上的廉洁官声，也使他的父母和
家乡蒙受了恩宠。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4年)，嘉靖皇帝敕封陈
玑的父亲为“奉正大夫”，其母为“宜人”，陈玑
的家乡也“因玑官而得名”，被敕封为“郾城县风
宪里”。

而今，在大陈村的西南角，有一片柏树林，
现存明清时期古墓300余座。墓群之中，矗立着
一座五六米高的石制牌楼，牌楼的中间镶嵌着一
块石碑——交龙御碑，距今已有四百八十多年。

交龙御碑是明朝嘉靖十二年为陈玑父母加封
而立的一块纪念碑，现为国家三级文物。碑高
3.82 米，宽 0.82 米，厚 0.22 米，分为碑顶、碑
身、碑座，均为大理石所造。碑顶双龙相交，交
龙高0.99米，中刻篆体“奉而诰命”字样。交龙
图案雕刻精细、逼真，碑身高2.28米，碑文引人
注目，用“台阁体”书写而成，柳书风格，间有
欧书风韵，首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落款为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八，制诰之宝”字样。碑文计
219个字。四周雕龙镶嵌，琢工精细，碑座为“赑
屃”造型，体型精致，与碑身、碑顶浑然一体。

交龙御碑，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雨，也见证了
陈玑清廉为官的一生。

陈玑与“风宪里”■■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