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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傍水而居是人类理想的
生活方式，沙澧大地每一历史阶段的繁盛，
无不留下水与河的深深印记。但河与水不会
永远都是静静流淌，河也有“脾气”，水也有

“性格”。渴望年年风调雨顺、期盼河流岁岁
安澜的一方苍生，于是便把他们的朴素愿
望，幻化出一个个丰富奔放、瑰奇多彩的想
象，幻化出一个个利用自然、趋利避害的美
丽传说。

在漯河，这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
就有一个，就是家喻户晓的“铁水牛”。传说
中，大沙河之所以从来不发水，是因为铁牛
的守卫，每当大水临近铁牛的嘴边，铁牛便
会狂饮，水便永远不会漫灌，河堤自然也不
会决口，铁牛成了郾城人民的守卫神。

听说过传说的人比比皆是，但对于熔铸
在镇河铁牛上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即便是本
乡本土的漯河人了解得也比较有限。1月26日
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举
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走进漯河市博物
馆，由漯河博物馆副馆长、河南省文史撰稿
员赵永胜以 《从郾城镇河铁牛谈起》 为题作
精彩讲解，让大家在倾听中体会漯河历史文
化的厚重。

“铁水牛”的风雨沧桑

铁水牛左背部至腹部竖向铸有阳文“道
光九年”四字，笔力遒劲，饱含沧桑，彰显
出铁牛的厚重历史。铁牛通体乌黑，牛身长
1.08米，牛高1.5米，身长1.2米，呈俯卧状正
对沙河河口，四腿盘踞，蹄下掖，双角高
耸，昂首翘鼻，两眼凝视河面，安详静卧，
形象生动，气势威而不露。铁牛虽然两耳缺
失，但是体态丰盈，健壮有力，生动逼真，
个性鲜明，呼之欲动，工艺精湛绝伦，其整
体塑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堪
称科技与艺术高度融合的珍宝，是漯河不可
多得的艺术珍品。

镇河铁牛最初离沙河水面很近，以前船
靠岸的时候，人们可以抓住牛角就能上来。
1958 年重修西关石包岸河堤时候，特在河堤
上筑高1米、长宽各1.5米的水泥基座，将铁
牛迁移置于其上。2011 年，沙澧河开发建设
过程中将水泥基座改造，上贴花岗岩，“镇河
铁牛”四个金字嵌入其中，成为漯河一景，
现在已经是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铁水牛下方河堤不远处的石坝上，以
前还镶嵌着一个巨大的红石龙头，与铁牛共
成一景，相映成趣，可惜后来被毁。铁牛和

石龙头，均是测量水位的标志，通过水位上
涨到动物脚、身、颈的位置，判断水患发生
的可能性。

民国陈金台编纂《郾城县记》《柴午村重
修沙河城堤碑记》 记载：窃以郾邑之水患，
沙河为尤。沙河之决口，近城为要。道光八
年知县马应宿详称西门外滨河旧有土堤名曰

“等堤”，上年雨水过多，自竹竿村起至城西
南隅止，计长一里有余，水来源急，形势顶
冲，逼近城根，上游山水骤发，砖石各工间
被刷毁，急宜兴修。拟将冲损各段改筑碎石
坦坡，抛出水面后退回五尺，以三合土夯硪
坚平，上砌条石，加用糯米、灰浆灌抿石
缝。九年三月十八日开工，五月十九日工
竣。道光九年 （1829 年） 郾城县县令马应宿
修建西门外滨河石堤后，督导铁匠用白口生
铁分两次铸成，是清代和民国时期郾城八小
景之首。

镇河铁牛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与洪水抗
争、治理水患的历史见证，还对研究清代的
冶铁铸造技术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铁牛镇水的神奇传说

牛和人类的生活、生产活动关系密切，
一直被人们用来进行农耕、驾车等活动，又
是人们肉食、祭祀的重要原料。所以，我国
古代有关牛的塑像，最早就是以发展农业生
产的耕牛形象出现的，继之，又出现“艺术
牛”的形象、“镇水牛”的形象等。而作为古
代大型金属雕塑的牛来说，则以“镇水铁
牛”的塑像为主。

我国历史上，水灾几乎年年都有。因此，
被人们称颂的古代夏禹治水的故事，在广大人
民群众中能一直流传到现在。传说大禹治水
时，每治好一处，便铸制一条铁牛沉入水
底，以镇水患。这“铁牛能镇压水患”的传
说，就成了古代中国防治水患的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传说：大禹治水，因遇夔门高
山阻挡，虽历时8年，仍未完成治水任务。天
上的土星为大禹治水所感，变成勇猛的黄
牛，冲开夔门，向前犁出700公里的峡谷，使
治 水 顺 利 完
成。以土星变
身的牛，暗示
牛象征土，土
能克水，牛能
克水。

郾城铁牛
能镇洪水还有
另一种传说：
水患是源于水
中蛟龙的兴风
作浪，而蛟龙
惧铁，且按五
行之说，牛属
土，土又能制
水，铁牛集二
者于一身，故
能镇守河堤。

“铁水牛”的
传说还有其他

版本，总体上都是反映了劳动人民征服水患
的美好愿望。

镇河铁牛的历史起源

我国最早有确切记载的使用铁器镇水的
时间，大致发生在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十三
年(514 年)，梁朝在淮河上筑捻，想以淮水上
壅的方式，淹北魏军淮南据点寿阳。由于浮
山堰“成而复溃”，有人认为这是蛟龙作祟，
因为“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于
是，“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之”。这
件事也为后世修渠建堰提供了借鉴。从现在
的推理和理解来看，沉铁筑坝成功的原因是
因为重达数千万斤的铁在河底打下了一个很
好的坝基，为上面筑捻提供了基础。但水龙
畏铁的寓意，给后世铸造铁制镇水兽提供了
材料选择，并伴着人们对铁器锻造水平的不
断提高而发扬光大。

实际上，自唐、宋以来，人们并不把铁牛
投入河中，而是将铁牛置放在河岸上，作为

“镇水铁牛”。至于金属雕塑牛的种类，既有水
牛、黄牛，又有犀牛、牦牛，是丰富多彩的。

镇河铁牛的铸造工艺

唐时铸铁热处理，仍沿用春秋晚期先用
炉冶出液态，再顺槽浇铸成型技术，已使用
煤作燃料、使用白云石作溶剂，确保了铸铁
热处理的质量。铸造铁牛和铁人的最大难题
就是“铸模子”，这既涉及雕塑牛与人的神
形，又涉及铸牛与人的模具。在世界上其他
地区还不能生产铸铁的当时，我国古代劳动
人民将泥范铸造、铁范铸造、熔模铸造三大
工艺技术融为一体，运用得炉火纯青、天衣
无缝，并铸造出集科技与艺术为一体的铁牛
铁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勤
劳勇敢。

赵永胜说，漯河虽建省辖市才有30余年，
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些经过历史的烟云晕
染过的文化典故和传说，需要更多有识之士下
大功夫去搜集整理、发掘研究、传承弘扬，使
之成为漯河“名片”，光耀中原，走向世界。

走近郾城“铁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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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是官府的奸细！”
“凭什么说我是奸细？”
吴阿来被问住了，略一思忖便脱口道：“就

因为你一个打猎的使这么好的枪！”
猎人一声冷笑：“好枪有的是，就看你要不

要！”
吴阿来猛地打了个激灵：“啊？哪里有枪？

快说！”
猎人却是一脸不屑：“只会劫道行抢的土匪

也配用好枪？”
此时的吴阿富却又看不下去了：“妈的，你

敢瞧不起咱？老子……”说着又要拔出枪来。
猎人轻蔑地看了他一眼道：“看来你就是二

当家喽？别说是你，在座的所有人我都瞧不起！
一帮只会欺负老百姓的土匪！”

“呵呵！听这话是有点本事了，老子倒要看
看你是哪坑的泥！”吴阿来说着就走到了猎人的
面前，顺势拉开了架势，不待猎人答话，一个饿
虎扑食扑向了猎人。

吴氏兄弟尚未成人就父母双亡，兄弟二人沦
为乞丐，流浪街头。吃的是百家饭，就免不了和
别的乞丐争食。因为年幼，初时他们的确受了不
少欺负。但随着他们渐渐长大，兄弟俩也就敢奋
起抗争起来；因他们自幼缺爹少娘，无人教管，
和年龄同步增长的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
识，在和别的乞丐的争斗中，二人均是拼命，这
就让那些只有群胆的乞丐们见到他们就退避三
舍，他们也就在北台湾一带渐渐有了些名气，也
就有一帮无业游民，地痞混混慢慢聚拢在弟兄二
人的身边，时间一长，竟形成了一个以吴氏兄弟
为首的团伙，平日里就在这淡水地面寻衅滋事，
打架斗殴，欺压良善。寻常百姓自是畏之如虎，
官府却因其无大恶迹，倒也不能奈何他们。这吴
阿来自幼练武，虽未经名师，却力大惊人，成人
后就选了杀猪卖肉为业，寻常三几百斤的肥猪在
他的手里犹如面团一般；与人争斗，一把杀猪刀
在手，三二十人也不敢靠近，再加上还有个泼皮
弟弟吴阿富在旁帮衬，欺行霸市，讹诈路人之举
也就屡见不鲜了。那次就是因为他把一家埋掉的

“米糁”猪扒出拉到集市上卖被买家发现起了争
执，恼羞成怒的吴阿来竟挥起杀猪刀将人一刀刺
死，待衙门捕快闻讯前来擒他的时候，他竟是一
不做二不休，干脆纠集手下的一帮闲汉与捕快争
斗起来。尽管那次出面捕他的是捕头萧羌，但终

因吴阿来纠集的人多是亡命之徒且人多势众，捕
快们寡不敌众，不得不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眼睁
睁看吴氏兄弟逃之夭夭。而自那以后，身背命
案，且和官府公然作对的吴阿来自知再难以于淡
水存身，干脆拉起人马啸聚基隆山深处，干起了
打家劫舍的无本买卖。此时，他看到眼前这个所
谓的猎人只身被擒，却是不惊不颤，一举一动绝
不是江湖做派，顿时生疑，就想亲自试试来人的
手段。

猎人看吴阿来纵身扑了上来，竟然是冷冷一
笑，闪身就势一击，只听一声闷响，再看吴阿来
时，却已应声飞出丈余重重摔倒，旁边的土匪呼
地将猎人团团围了起来。

挨了重击的吴阿来竟是少有的没有发怒，只
见他慢慢爬起，走到猎人面前抱拳道：“有点本
事，报个姓名吧？”

猎人这才正色还礼道：“在下丘阿朗，独身走
江湖，早就听说吴氏兄弟家大业大，就想投奔山
头混口饭吃，没想到……哼哼！”

吴阿富闻言满脸疑惑：“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啊？”

吴阿来却不管兄弟的疑惑，径自向自称丘阿
朗的猎人问道：“既然是来投我，不会空手而来
吧？”

“那是自然，虽然在下在江湖上籍籍无名，
但江湖规矩还是知道的，看到我的枪了吧？”丘
阿朗回头看了看旁边一个土匪拿着的原属于自己
的枪道。

吴阿来回身把那把枪拿在手里，一阵端详后
赞道：“哈！是把好枪！”

丘阿朗朗声问道：“大当家不需要？”
吴阿来一惊：“怎么？你……”
丘阿朗见他面露贪色，更是从容：“日本人

撤兵大当家的想必是知道的吧？”
“当然知道，小鬼子不是染上了热病嘛，他

们还敢在这儿多待？”

“可是他们丢下一批枪！”
“枪？在哪儿？”
“在……”丘阿朗故意卖起了关子。
吴阿来有些急不可耐，不加思索就冲丘阿朗

吼道：“兄弟，如果你能带人把这批枪找来，你
就是大科坎的三当家！”

“就这样，我按照预定的计划，把几支枪从
八瑶湾取回给了他们，我就成了那里的三当家
了。”账房里，丘阿郎向账房先生讲完了事情的
经过。

账房先生似乎还沉浸在丘阿朗所讲的故事里
没回过神来，不由冒出一声日本话来：“呦唏！”
然话未落音，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又正色
道：“小野君，我们真的需要这支武装，你一定
要下功夫，争取尽快把他们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日本名叫小野，现在却化名叫丘阿朗，他本
来就是日本撤兵时专门留下来的“鹰隼组”的一
员，此时听到账房先生下达了新的任务，立马挺
身道：“是！”

看到账房先生露出满意的笑脸，丘阿朗又近
前道：“我发现这伙土匪还和别的外国势力有交
往 ， 他 们 和 法 国 教 堂 接 触 频 繁 ， 我 有 些 担
心……”

账房先生一愣：“法国？”
丘阿朗肯定地说：“是的，法国教堂有人经

常进山和他们接触。”
“法兰西？看来西乡将军是看准了……”

日本人布下了暗桩

三年前的射寮。
这是台湾东部的山区，此时已经被日军占

领。
一个较大的寮棚四周戒备森严，里边是日军

的指挥机关。
站在军旗下的是他们的指挥官西乡从道将

军，此刻，他正在向军官们传达着命令：“帝国
的勇士们，首先我们应该清楚这次撤兵并不是因
为什么传染病，更不是因为支那从大陆派来了军
队，而是我们自己主动撤走的！原因是我们已经
完成了帝国最初为我们设定的目标。当然，如果
我们继续在这里打下去，占领整个台湾也不是没
有可能。但是，那必将会招来支那大陆的强力反
弹，他们也许会倾全国之力与我一战，而和他们
全面开战，以帝国现有的实力，我们还没有必胜
的把握。”

一个官阶较高的军官霍地站起：“报告将
军，难道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取得的战果，
就这样轻而易举放弃了吗？”

“不！英雄的帝国武士不会白白牺牲的。日
照大神给我们创造了机会，我们当然不会放过！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休息和整备的时间能够看
到支那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在他遍体鳞伤的
时候再给他致命一击，那将是一种什么效果？
啊？”西乡的回答像是一个老师在启发自己的学
生。

军官们不知道将军在卖什么关子而面面相
觑。西乡笑了起来：“哈哈……现在可以告诉你
们了，法国人在越南和支那人的战争正在升级，
他们已经准备向台湾发起进攻了，也许这里马上
就会成为战争的中心，而我们是完全没有必要在
这里蹚这趟浑水的，所以帝国的利益需要我们暂

时撤离台湾！暂时的撤离是为了卷土重来！”
一个士兵进来报告：“报告将军，隼之组集

结完毕！”
西乡走出了寮棚。一个已经拆下的军帐旁，

几个日本士兵列队。看到西乡到来，少佐军衔的
井上一郎出列敬礼：“报告将军，隼之组集结完
毕，请将军训示！”

西乡还礼：“准备好了吗？”
“帝国必胜！”列队的士兵高呼。
“好！你们是帝国的勇士，留在这里是天皇

对你们的信任，更是你们的光荣！”看到这支精
干的小队如此精神抖擞，西乡很是高兴。

得到将军的夸赞，士兵们又是一阵欢呼：
“天皇万岁！”

西乡却放缓了语速继续道：“帝国的军队就
要撤走了，但是，这里的战争还要继续，法国人
和支那人将会在这里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可以
告诉你们的是，等到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帝国的大旗插上阿里山最高峰的时
候！这次你们留下来，就是帝国插在这里的钉
子，埋在这里的炸弹，更是放飞在这里的一只
隼！”

“誓死效忠天皇！”
西乡挥手止住了士兵们的欢呼继续道：“你

们是经过认真挑选出来的帝国勇士，因为你们不
但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你们几乎都
在琉球或者台湾生活过，熟悉这里的一切，熟练
掌握他们的语言。因此，帝国需要你们潜伏下
来，在执行“樱花计划”的同时，采取一切手段
在番民和一切反对势力中培植、发展帝国需要的
力量，以备将来之需。另外，不要忘了，并不是
只有你们在这里战斗，需要的时候会有人帮助你
们完成任务的。井上君！”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二十八）

■余 飞

主讲人赵永胜倾情讲解。

听
众
认
真
聆
听
。

■陈思盈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乃人生八大雅事。善

琴者通达从容，善棋者筹谋睿智，善书者至情
至性，善画者至善至美，善诗者韵至心声，善
酒者情逢知己，善茶者陶冶情操，善花者品性
怡然。生活在当今的我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
因，不可能八大雅事样样精通，但若是有幸会
上那么三两样，已是古雅至极。

是的，美好的、有才情的女子总是令人赏
心悦目的，走到哪里，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 月 25 日晚，擅书法、懂教育，有才情、
喜读书，思文字、心细腻的潘淑亚老师，如约
来到文艺范十足的李雪书馆二楼，做客由漯河
日报社主办的“文艺小方桌”活动，与三十多
位文艺爱好者分享自己的心之芳香和书法情缘。

因鼓励和热爱与书法结缘
潘淑亚说，她的书法启蒙人是自己的三

爷。小时候，她在乡下生活，三爷是村里的小
学校长，也是村里唯一一位能舞文弄墨之人。
教学之余，他为村民写春联、婚联、寿联、挽
联，乃至盖房写“今日上梁、大吉大利”。每次
写字，潘淑亚都是最忠实的观众，只要见其铺
纸濡笔，七岁的潘淑亚就会跑上前，屏住呼吸
看老人一笔一画地书写。老人写完字的边角余
料，让她在上面涂鸦，这也成了潘淑亚的书法
启蒙。后来，由于父亲工作变动，潘淑亚来到
县城上学，在父亲的监督下，小学四年级的她
每晚临 《玄秘塔碑》 一张。在蒙蒙的灯光下，
十岁的潘淑亚临帖，父亲在一旁专注地看。一
张写完，父亲便把她的“作品”审视、品评。
在父亲那不够专业的话语里，潘淑亚感受到了
父亲对文化的敬畏和对她的期待，便不敢马
虎，写字越发用心。十二岁那年，春节放假回
乡，父亲鼓励她写春联，潘淑亚郑重其事地铺
纸濡笔，写完往自家门口一贴，没想到在村里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此，潘淑亚接过了三爷
的笔墨，每年春节放假回家，为乡亲写春联就
成了头等大事。书法能为乡亲造福，也让她乐
此不疲。

潘淑亚说，书贵自然，要想写得好，没有
任何捷径可走，勤学苦练是不二法门，首先要
学习传统，在临摹上下功夫。选取名家名帖，
进行对临、背临，从中学习体会名家的笔意、
笔力、笔势以及章法、墨法、笔法。潘淑亚初
学柳公权《玄秘塔碑》，后改练颜真卿《多宝塔
碑》、《颜勤礼碑》，再其后练写王羲之 《黄庭
经》、钟繇《宣示表》，取其高古。1997年，她
与青年书法家何晓东结为伉俪，在其指导下，
临写黄道周、傅山、王宠小楷，求其意趣。“胸
藏万汇凭吞吐，笔力千钧任翕张。”近年来，潘
淑亚钟情于赵孟頫、文徵明的小楷，尤对文徵
明《离骚经》用功最深，得其温婉清丽，进而
产生自己的书法语言，形成自己的风格。

因心怀温暖而传道授业
小时候，朴实本分的奶奶经常对潘淑亚

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中学时代，她遇

到了心地正直又博学多才的李明德老师，对她
影响颇深。课堂上，从没见他拿过教案，但他
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般复活了中国上下五千年
的历史，当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林则徐、
周恩来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含笑向她走来的同
时，也在她小小的心里植下了“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种子。他的历
史课兼有文学和哲学味，强调鉴赏、思辨和批
判。作为班主任，他对班里同学一视同仁，从
不因谁家境贫寒而歧视，也不因谁富贵而过分
青睐，在班里拥有绝对权威。和同学相处，他
总是要言不烦，中肯而亲切的言语常令学生们
心服口服。他对潘淑亚人格的塑造有着决定性
的影响。

1991 年，潘淑亚跨进了漯河师范的大门。
当看到教室里张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的标语时，她就决心按照自己崇拜的老师来塑
造自己，要做一个像李老师那样知识渊博、心
地善良的老师，充实的三年师范生活，使她拥
有了将为人师的底气与才情。多年来，潘淑亚
积累了丰厚的学识，完善了自己的个性，形成
了独特的教学风格，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现在受降路小学任教的赵敏，是潘淑亚师
范毕业参加工作后带的第一届学生中的一位，
她说：“一个人遇到一位能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
实在不多。当年，求学路上，她为我引路，如
今，我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她更是用自身行
动告诉我优秀老师的模样，她是我成长路上的
榜样。她用温暖和坚持这四个字，书写了什么
是不忘初心。”

水韵沙澧读书会深资会员、郾城区实验小
学教师崔笼霞说：“在我眼里，潘老师内敛而不
失自信，严谨而不失谦和，孜孜以求而不失端
庄优雅。她举手投足，洋溢着文化人的修养和
气质；她一笑一颦，散发着教育者亲切迷人的
智慧风度；她儒雅博学，代表着我们学校教师
队伍精神文化的高度。工作中，几十年如一
日，她爱岗敬业，开拓创新，逐渐形成自己独
特的课堂特色。她走遍各地讲课，身上永远散
发着被许慎文化滋养过的标签和魅力。她多次
以学科带头人的身份，给新人岗前培训，承载
着一方教育任重道远的重托和信任。”

因不忘初心而终有所成
陈静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漯河市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陈静，从繁忙的工作中直奔活动现
场。她说：“这真是个醉人的夜晚。前两天，接
到活动邀约时，着实觉得为难。一边是非常欣
赏的淑亚姐，一边是已经答应别人的微讲座活
动。昨晚终于将时间调开，我一定要给淑亚姐
一份惊喜。读书会开始后，我躲在小窗户里边聆
听淑亚姐姐的童年、学生时代和教师时光，一幕
幕仿佛穿越时空，在我的眼前立体起来，让我真
切感受到一个优秀的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我由
衷感受到：一个人，一件事，一辈子，我们很多
人由少年变成成人，却忘了诗和牧笛，心中偶
尔渴望原野，只是当年的风已不再。但在我的
眼中，淑亚姐一直在用书法、用墨香，坚守自
己心中的诗和远方。因无欲，然则刚；因坦
荡，则明亮；因深情，才会热泪盈眶！”

是的，潘淑亚因为不忘初心，才一步步走
在书法路上、教育路上，完善着自己的人生，
充实着自己的生活，实现着自己的理想；陈静，
也因为不忘初心，一步步走在自己的语文教学探
索之路上，并逐步探索出一套能让更多人受益的
教学模式；我，也因为不忘初心，一步步走在引
导更多人读好书、善读书的路上……

围炉夜话
遇见美好

下期“文艺小方桌”活动预告——【闻
香寻找张爱玲】。活动时间暂定2月 22日
（周五）晚上，请提前阅读张爱玲的文字，
提前写好读书心得。参加人员注意衣着整
洁，会有香道老师为我们结一次香席，让大
家了解香道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