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傍晚，鸡鸭羊都已入舍做梦去了，只有猪这个没心没

肺的家伙还在圈里打转儿。锅铲声总是高调地溜进巷子
里，格外刺耳。乡下人的晚饭很是简单，玉米糁红薯稀饭
加凉拌萝卜丝，一家人围坐在没有餐桌的灶间，发出“呼
噜呼噜”地吞咽声，打饱嗝的声音传得很远。空旷的夜
里，家狗在人的脚下摇着尾巴，专注地捡吃人随手扔下的
红薯皮儿。

低矮的堂屋里，豆花大的油灯下，孩子们勉强伸出
冻红的小手，在中字格或小字格里规划着自己未知的人
生。随着“呼啦”一声，猪盼来了人吃剩下的稀汤寡
水，低头不由分说地狼吞虎咽起来，填饱了肚子，便呼
呼大睡。

牲口屋里，微弱的一点红光，像穷人家孩子脸蛋儿上
的一抹胭脂，点缀着清冷的夜。父亲的三两个伙计歪坐在
铺着麦草的床上和麦秸堆里，手里夹着温热的烟草，嘴里
说着不紧不慢的老话儿，缭绕的烟草味和黑夜纠缠在一
起，朦胧了他们写满岁月沧桑的脸。

整个冬天，牛马都是有福的，只管养膘，夜深了还在
漫不经心地咀嚼着幸福。父亲望着牛，心里是踏实的。

稀疏的星星，裹着厚实的头巾，慵懒得不愿睁眼。屋
外很黑，风很刻薄，抚摸一下脸庞，顿觉生疼。偶然间听
大人说过黑夜有鬼，从此，鬼便住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再
也挥之不去。黑夜的鬼和寒冷一样让人失去胆量，去厕所
成了每晚的忧虑，只有耐心地等待着灶火里母亲“咣当”
的关门声，动静有时候会给人勇气，趁着动静来去匆匆地
跑趟厕所。火炉上温的洗脚水冒着热气，靠在炉子的椅子
肘上，挂着的冻僵的袜子变得温软起来。孩子们一个哈欠
连着一个，眼帘都打起架来，耳朵却还竖着，听到母亲近
了的脚步声，心也一下子有了着落。

特资匮乏，孩子却很拥挤。在母亲强迫的命令下，一
个盆子里往往伸进几双手或者脚，争先恐后地争夺那半盆
子温热，手脸脚洗完了，水就和夜一样混浊起来。孩子们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还要等，等母亲铺床——都是背了尿
床孩子的害，每天要翻晒零碎的铺盖，铺床成了每晚的主
题——夜晚铺床有些麻烦，床单是一块块的，棉花是一片
片的，铺上一层又一层却还是不够温暖，这古老的棉被好
似有几个朝代那么久，但孩子们从不去追溯。床铺好了，
坐在椅子上睡熟了的孩子却尿湿了棉裤。窗外的风踮着脚
尖听母亲恼怒的质问，尿湿棉裤的人带着惺忪的、愧疚
的、胆怯的眼神，低着头无话可说。终于上床了，终于盼
来了幸福的时刻，便长出了一口气，应该只剩下做梦的事

情了吧？
不！没那么简单……
夜晚，村庄的狗配合得很默契，东边停下，西边上

场，东西南北互相转换，好似一圈会发声的锁链，把村庄
紧紧围拢，使黑夜的村落不那么孤寂了。它们竭力保护着
村庄和主人的安全，所以，生活中总是有人和它为友，有
人与它为敌，有人惧怕它，也有人亲近它。在伸手不见五
指的黑夜，偷鸡摸狗是时代的写照。

自古以来，狗都是有些人的对头。
晚上，父亲送走老伙计们回屋睡觉时，已经很晚了，

整个村庄都困了。
牛马是男人的脊梁，是家庭的定海神器。我们家，人

和牛的安全，父亲和狗有着不可推卸的重任，睡着的时候
也逼迫自己睁着一只眼。但这天晚上的后半夜，父亲起来
看牛时，栅栏大门开得很圆，牲口屋的门也开得很圆，牛
没了，狗也没了。

这是天大的事，谁也不敢怠慢。父亲慌慌张张地叫醒
家人，颤抖着说：“都快起来，牛没了，牛没了。”

“啊！天哪！牛咋没了？我刚躺下牛可被偷走了？这
该死的夜，该死的贼……”母亲发出愤恨的诅咒声。

大哥、二哥、三叔和爷爷不一会就都出现在了牲口屋
门口，牛屋空荡了，父亲的心里却塞满了忧愁和寒冷，他
担忧着牛的丢失，给这个家的命运会带来怎样的打击。他
们在惊慌中商量着找牛的途径：先是看看村里不安分的人
在家不在家，父亲去把组里关系好的年轻人都叫起来帮忙
连夜找；三叔去屠宰场看看；大哥去远伯家 （本村的牛马
行户） 让他在集会上留意一下，并多派几个人到附近的集
会上看看偷牛人会不会去卖牛。

耗子绝不是等闲之辈，一辈子净干些偷摸的勾当，夜
里走家串户，兴风作浪，打闹的“叽叽”声，呼唤同伴的

“咕咕”声，啃东西的“嘎嘣”声，上蹿下跳的“呼啦”
声，还有被夹子夹住后“吱吱”地求救声，在夜里喧嚣起
来。“这该死的夜……就使劲闹腾吧，这一群败类。”烦躁
恼怒的母亲又一次大声吆喝着，她无奈地躺下了一次又一
次，却又一次次地坐起来。是的，她睡不安生。

小油灯的油快耗干了，灯花渐渐小了起来。父亲和爷
爷还在挖空心思地分析着，把想到的想不到的像筛子过滤
般一遍又一遍，却也没理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脑子却变得
混沌无力。父亲的粗烟卷一支接一支，愤恨的心事掉进了
浓稠的黑夜里不着边际。

没有钟表的岁月，时间是模糊的，鸡和太阳承担着分
辨时间的重任。鸡啼鸣四五遍的时候，上学的、赶集的，

都该起床了。铃声把懒得起床的孩子敲醒，揉着惺忪的眼
睛跟着启明星上学去了。光线慢慢撕裂了黑暗，把万物拥
进了怀里。村子的上空炊烟袅袅，金黄色的土地上，雪霜
发出闪闪的光片，唯独我家的院子还沉浸在黑夜里。

早上起来，屋子角落里的一堆新土，是鼠族“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的有力罪证，它们拖儿带女地在柜子里的
被子上安家落户，把母亲压箱底儿的家当咬得稀巴烂，甚
至用屙门尿户来作贱柜子里的稀贵物品。鼠族在神话里背
叛了猫，在现实中也时常糟蹋着人类，粮仓里、灶台上，
红薯、萝卜等，从不放过。

第三天，父亲来到裴城会上，在牛市沮丧地转悠。突
然，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个火车头帽子，腰间扎着一
条束腰带，从后面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说：“老弟你也来
了？”父亲癔症了一下。“不认识我了？我是裴城的老赵
啊！几年前你和你家老掌柜冒雪给我老父亲做老屋，你忘
了？”男人说着话还热情地递过来一支粗烟卷。

哦！想起来了！这柳暗花明的偶遇让父亲的眼睛亮了
一下。老赵是这一带有名的牛马行户，那时的“行户”可
是神通广大，听了父亲说的情况后，老赵猛拍脑门，似乎
想到了什么。

他带父亲快步来到牛马市的一角，手向前方指了一
下，父亲远远地看见一脸茫然的老牛，狗在牛的身旁卧
着，眼睛向四处搜索。听到父亲的脚步声，便猛扑过来，
咬住了父亲的裤脚。父亲顾不上狗的缠绕，一把抓住牛的
绳索，一手抚摸着牛的头，老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等回
过神来，却不见牵牛人的踪影。

没有任何通信的时代，只有等待，粗茶淡饭让人更加
索然苦涩。从不喝酒的父亲，在黑夜里牵着牛终于回来
了，醉醺醺的，脸上的皱纹像新犁过的泥土，发出了亮光。

人总有聪明的一面，贼更是费尽心机，为了达到目
的，处心积虑。那晚，牛脖子的铜铃铛留在了牲口屋的窗
台上，狗看到了熟悉的面孔牵着熟悉的牛，对窗里亮着的
豆花灯思索一下，连给它扔的骨头都没来得及尝一口，就
顺从地跟着牛出了门。

牛回来了！狗也回来了！三天时间，牛的毛发也变得
憔悴无光，眼神漠然彷徨，狗愧疚地耷拉着脑袋，表情迷
离。失而复得、有惊无险的惊喜，让家人嘴里不停地念叨
着谢天谢地……

牛到底是谁偷走的呢？每个人都想知道真相。疲惫的
父亲抽着粗烟卷，若有所思地说：牛找回来了，狗也回来
了，以后当心点就是了。赵行户透露的信息父亲只字不
提，正说着话的父亲，鼾声均匀地响了起来。

夜的贼

■■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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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郑颖勇
一天，家人从超市里买回一袋香椿芽，我一看，香椿种植园

就在临颍县台陈镇，这家乡的产品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与台北知府
陈星聚故里九棵香椿树的故事。

陈星聚(1817～1885 年)，字耀堂，临颍县台陈镇台陈村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在福建省做官，历任顺昌、建安、
闽县、仙游、古田知县，后任台北知府。

陈星聚调往台湾任职后，随从人员及家眷便出现了水土不服
的症状，他远在家乡的母亲知道了这事后，十分着急，她在书信
里嘱咐儿子要以国家大业为己任，以岛为家，报效国家，同时，
想尽一切办法帮着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

经过多方打听，陈老夫人得知了一个用香椿医治的偏方。她
让人从香椿树上采摘了大量的树叶。晾晒后，把这些椿叶腌制加
工做成椿沫和香椿酱菜，装进罐子里，几经辗转，千里迢迢托人
带到台湾。

在他乡能吃上母亲让人从家乡送来的香椿菜，品尝到家乡风
味儿，陈星聚心中有说不出的温暖。他让家人把这些香椿沫作为
调味品，每餐加入饭食，吃了之后，水土不服的症状果然减轻
了。陈星聚遂查阅了有关资料，说是椿芽营养丰富，具有食疗作
用，主治外感风寒、风湿、痢疾等，清热化湿、解毒、健胃理
气、润肤、抗菌消炎，且根、皮、叶等都可以入药。中国人早就
有食用香椿的习惯，汉代香椿树已遍布大江南北。他立即派人从
大陆搜集香椿树苗，运往台湾栽种。树苗运到台湾后，不久就生
芽扎根了，但没过几个月就因为水土不服而慢慢死去了。

又一年春暖花开，陈老夫人出来游春时，看到路边树上的椿
芽，她又想起远在台湾的陈星聚，便同随从说：“听说耀堂在台
湾那边种植了好多香椿树，也该发芽了，今年他们应该能吃上香
椿菜了吧。”随从便如实说那里的香椿树没有栽活，老夫人心情
一下子不好了，立即打道回府。回到家里，陈老夫人到院子里转
了一圈，又到屋后看了空地，随后叫来管家，让他们购买香椿树
苗栽种到房前屋后空地上，前后院共栽种了九棵树。以后的每年
春天，陈老夫人都让人摘香椿叶制作成椿菜送到台湾，让孩子能
吃上家乡的香椿菜。一年又一年，香椿树长大了。

1883年，法军侵犯中国东南沿海，妄图占领台湾。68岁的
陈星聚，积极组织军民抗战，决心与台北共存亡。由于东南沿海
战败，大陆与台湾联系中断，危急时刻，他让全家老小十余口团
团围坐在府衙后花园的水井旁，一旦城破，准备全家投井殉国。
陈星聚本人日夜守前线，督战指挥，英勇抗击侵略者。台湾军民
在他的激励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严守淡水，几次击退自基隆向
台北进犯的法军，保住了台北，为保卫台湾做出了贡献。

陈星聚在外为官二十余年，励精图治，体恤百姓，不忘救济
家乡父老。《临颍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大饥，道馑相望，星聚
捐谷千石，又赈本乡数百石。”家乡的人民亲切称呼他为“陈
倌”。

我打开香椿菜，调上小磨油，吃着香椿芽，回味着九棵香椿
树”的故事，虽然听说九棵香椿树已经不在了，但我仍被这个故
事深深感动着。

椿叶飘香慈母情

征稿启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砥砺奋进，70年谱写辉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

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而这70年，既有
广义上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宏大篇章，也有狭义上个人与家庭
的幸福和成长；既有成功时的高歌猛进，也有曲折时的风风雨
雨……新中国成立的 70 年，正是这样一篇既属于民族与国家，
又属于个体与个人的浩荡史诗。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
者、建设者，为记录伟大变革，书写时代华章，充分反映个人命
运与国家命运、时代命运、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关系，唱响主旋
律，展现家国情，引导和激励更多人为推动漯河高质量发展、深
入落实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局、全面推进

“四城同建”，以漯河更加精彩为中原更加出彩增添浓彩做出积极
贡献，漯河日报社决定举办“记录伟大变革 书写时代华章——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一、活动时间
2019年7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二、征文要求
1.征文以“记录伟大变革 书写时代华章”为主题，题材不

限，题目自拟，重点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伟
大成就，特别是漯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及感人故事，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新时代特色。

2.征文字数在1000至2500字左右，要求主题鲜明，思路清
晰，文风朴实，具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启发性，作品原创，
严禁抄袭。

3.优秀作品会在漯河日报水韵沙澧文艺副刊或观点·关注版
面开辟专栏陆续刊发。

三、其他事宜
参与方式：来稿请以WORD文档排版，在文头注明“记录

伟大变革 书写时代华章”征文字样，并在文尾注明作者姓名、单
位、详细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参与活动的稿件以电子文档优
先，也可以邮寄。

投稿地址：郾城区新闻大厦七楼日报采编大厅
电子邮箱：siying3366@163.com
邮 编：462000 联 系 人：陈思盈
电 话：13783065109

■文/本报记者 左素莉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公元 817 年秋天，唐朝宰相裴度来到漯河郾城一

带，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之后，又平定其他地方叛乱，
使唐王朝重新走上了统一，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政治局
面，郾城也与唐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为了纪念裴度平
叛，他所驻扎的地方改名裴城村沿用至今。作为漯河人，
我们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骄傲
地说一声：裴度来了！”6月29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
河日报社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举行，市委办
公室调研员张翠华以《从裴度平定淮西叛乱谈党员干部的
责任与担当》为题，从关于学习历史、裴度其人、裴度到
郾城平淮西叛乱前面临的困难、平定淮西叛乱、裴度平定
淮西叛乱带给我们的启示几个方面讲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
史，讲述她的感受和体会。

关于学习历史

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历史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读
《二十四史》二十多年手不释卷。习近平同志也是一个历
史爱好者，他在讲话中多次引经据典，多次强调学好历史
的重要性，说学习历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要
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地
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
总结。历史是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不仅给人
以智慧的启迪，还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领导干部不管
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这样才能使自己
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
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裴度其人

裴度 （765 年至 839 年），字中立，唐代杰出的文学
家、政治家。裴度出生于山西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这个
村子产生过 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名垂后世者不下千
余人，是个著名的宰相村。

二十余年间，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
任显职出将入相，爵封晋国公。裴度的“威望德业”，一
直为世所重。

与裴度同时代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都曾
写过诗文颂扬他的功德，比如白居易有诗：“令公桃李满
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韩愈不仅跟随裴度来到郾城平叛，还在平叛胜利后撰
写了《平淮西碑》，对裴度平定淮西叛乱大加赞扬。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七十余年中，为了维护
唐朝的统一，他坚持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整肃朝纲，
坚持与跋扈的宦官、蠹国败政的奸臣做斗争。尤其是他平
定藩镇割据势力所取得的巨大功绩，使他不愧为唐朝后期
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新唐书》说他：事四朝，以全德始
终。

平淮西叛乱前面临的困难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公元817年） 的八月二十三日，
裴度经过二十天的长途劳顿，终于来到了郾城，并在此驻
扎几个月，完成了影响唐朝历史的一件大事——平定淮西
吴元济叛乱。

裴度为什么千里迢迢来到郾城平淮西吴元济的叛乱
呢？平定叛乱之前面临着怎样的困难？

藩镇割据严重。宪宗继位后，不满“安史之乱”后藩
镇割据的局面，立志削平藩镇，但是，承德王承宗、淄青
李师道、淮西吴元济比较顽固，特别是淮西这一带吴元济
的叛乱一直难以平定，成了宪宗的心腹大患。

叛军猖獗。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元济不肯迎接敕使，派
出兵马，四处出击，屠杀舞阳，火烧叶县，掳掠鲁山和襄
城。元和十年，吴元济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
周围的地区。在如何对待吴元济问题上，多数朝臣是主和
派，只有武元衡、裴度等是主战派，宪宗将采取军事行动
的事情交给宰相武元衡，叛军就想通过刺杀宰相破坏讨伐
蔡州的计划，武元衡被杀死，裴度被刺伤。

战败的沉重打击。宪宗曾削去吴元济官爵，并调集大
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高霞寓
的铁城之败又极大地挫伤了平定淮西叛军的信心。

平定淮西叛乱

裴度被刺，伤好后，即便面临生命威胁，他也没有退
缩，而是与宪宗计议，淮西地区是心腹之患，不能不予以
根除。而且，朝廷已经讨伐淮西了，河南、河北骄横强暴
的藩镇，都打算比照此一战事，来决定对朝廷的态度，因
此，讨伐吴元济是不能半途而废的。宪宗将采取军事行动
的事全权交给裴度。

裴度临行前，对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
来，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听得此言，
不禁流下了眼泪。唐宪宗对裴度寄予厚望，裴度也感到责
任重大，将生死置之度外。

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抚诸军，宣达圣旨，士气倍
增。裴度在郾城指挥的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吴元济的战斗，
已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出奇制胜的战例。李愬听降将李

祐说蔡州的精锐兵马全都被派往洄曲及四周的边境，在那
里防御守备。防守蔡州城的兵力都是老弱残兵，可以乘蔡
州空虚，直接抵达蔡州城。及至敌军将领得知消息时，吴
元济已经就擒了。李愬认为言之有理。元和十二年十月初
八，李愬派遣掌书记郑澥前往郾城，秘密禀报裴度。裴度
说：“用兵打仗，不出奇兵，不能取胜，李常侍提出了一
个很好的计划啊。”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吴元
济。

唐宪宗曾经将两把宝剑赐给梁守谦，让他去诛杀吴元
济往日的将领。裴度来到郾城时，遇到了梁守谦，又与梁
守谦一起进入蔡州，并酌量罪情，施以刑罚，并没有完全
执行诏书的旨意，还进献奏疏陈述自己的处理意见。除旧
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这样，申州、光州
也随之平定。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
战事终告结束。

裴度来到郾城，平定淮西叛乱，去除了唐宪宗的心腹
大患，让这位因为淮西叛乱而忧心忡忡的皇帝终于一展愁
容。唐朝又一度取得了统一，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政治
局面。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以裴度来过郾
城为荣。

平定淮西叛乱带给我们的启示

要更加注重人才的培养。天下事莫不成于才。在关键
时刻，唐宪宗冲破阻力大胆而坚定地提拔裴度为宰相，并
让他全权负责平淮西叛乱的所有事务，才使得平淮西的战
斗因为裴度的到来而完全改变了局面；裴度发现并推荐使
用了李光颜等大将，最终完成了唐宪宗交给他的任务。今
天，要实现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必须善于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大胆使
用人才。

要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保
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攻坚克难，敢于担当。如何
才能担当有为？裴度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一要做到一心为
公，二要有敢于担当的能力，三要转变作风抓落实，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张翠华最后说：“市委七届九次全会对‘四城同建’
做出具体的安排部署，其一是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城，让
中华汉字文化名城作为漯河符号写满全球。中华汉字文化
名城必定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城市，让我们携起手
来，更多地传播漯河优秀传统文化。‘七一’建党节就要
到了，让我们共同祝福中国共产党98岁生日！”

裴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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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老师倾情讲解。

水韵沙澧读书会
部分会员、水韵沙澧
文艺副刊部分特约撰
稿人、经济开发区部
分党员干部等百余人
到场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