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红丽
乡下娘们儿是村子里的一道风景，朴实、鲜

活、靓丽，有滋有味。
春节才刚过，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犹在耳畔回

响，空气里还弥漫着浓浓的硫磺味儿，男人们便纷
纷离开家、离开村庄，或近或远，外出打工，村子
便安静下来，静得可以听见娘们儿的心跳。

吃罢早饭，天气暖和，大家好像约好的一般，
陆续来到村子的小广场上，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着。孩子们在一边儿玩耍。有
的女人手里抱着个手机，不停地捣鼓，偶尔有谁在
微信群里发个红包，会引爆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一下子，整个村庄都要被这种肆无忌惮的笑声震得
耳朵发聋。不玩手机的娘们儿，忙着织毛线活儿。
她们把穿旧的毛衣毛裤洗净、拆掉，绕成团，再次
织成棉鞋、钩成拖鞋，家里的老人、孩子、男人，
包括亲戚，几乎每人一双。

过罢正月十五，学生开学了，村庄显得更加安
静。只剩下南墙根下几个老妪，絮絮叨叨地唠着早
已过时的家长里短。打麻将的女人们也离开了牌

桌，吃罢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就匆匆去干活了。
有排红薯母的、有下烟苗的、有点瓜苗的、有锄地
的……反正农活儿多得是，只要想干整天都闲不
住。干农活很累，弄得浑身是土、很脏，挣的钱却
不多，可是勤劳的娘们儿不计较这些，她们最怕闲
着，只要有事情做就行。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
戏。一群女人一定热闹得不得了，她们有本事把欢
乐带到任何一个地方。春风吹过田野，带着她们无
拘无束的笑声，一定是哪个性格开朗的女人说了什
么不该说的话，惹得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绿绿的
麦苗听了轻轻摆动身子，像是赞许，又像是摇头。
笑声在田野上飘荡，随着风儿飞向远方。

晚上，路灯把街道照得亮晃晃的，把人的影子
拉长又缩短，让人一会儿变得高瘦，一会儿又变得
矮胖，像调皮的孩子，玩着单调而有趣的游戏。跳
广场舞的娘们儿早早散场，结伴儿往家里走去。明
天，孩子还要上学呢，不到周末，跳舞可不能跳得
太久。她们一边走一边聊着刚刚跳过的舞蹈，怎么
举手，如何投足，谁跳得不好，谁又跳得太疯。突
然有谁的电话响了，是自己男人打过来的。路灯可

听不见男人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瞪大眼睛也只
看见接电话的娘们儿一下子嗔怪，一下子撒娇，一
下子横眉立目，下一刻又眉开眼笑。

田里的庄稼收了种，种了又收，男人回来又离
开，树叶落了又发芽，孩子一天天在长高。时光
悄悄流逝，乡村在女人们的守护中也变得越来越
美丽。家家门前都铺上了水泥路，下雨天出门再
也不会踩上两脚烂泥，让人又恨又急。娘们儿穿
着连衣裙、踩着高跟鞋从家里出来，可以一路扭
着模特步。村子里路通了，自来水也用上了，马
上要通天然气。菜是自己种的，鸡鸭鹅是自己养
的。树木多，空气清新，吸一口气从心里往外都
透着舒坦。

二胎政策开放后，年轻的娘们儿开始计划要二
胎。大多数人觉得，不论是男孩女孩，再多养一
个，孩子长大后能有个伴儿。也有娘们儿被公公婆
婆催生二胎却迟迟没动静，她们觉得，养一个孩子
就行，养得多却不好好培养和陪伴，长大以后打工
都没人用。虽然是农村，新时代的新农村，人们的
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新变化。

乡下娘们儿

■特约撰稿人 张海燕
端午节前夕，我去菜市场买菜和

饺子馅，老板娘把肉称好，去打饺子
馅时，我发现在她的店门口，立着一
棵开花的树。

这是一棵石榴树，一米多高，树
干有大拇指粗，树干的左右都是旁
枝，枝上盛开着七朵石榴花，其余的
全是花骨朵，这小小的石榴树能量真
不小。可往下看时我却惊呆了，它的
花盆竟是用一个长方形泡沫棉改装
的，泡沫棉用黄色的胶布里外缠了一
圈，花盆的面上扔满了葱叶、大蒜皮
等。我暗暗佩服这棵石榴树的顽强生
命力。今年端午节，因邂逅这棵石榴
树而与众不同，也唤醒了我的那些美
好记忆。

去年年初，我带儿子到科技馆
玩。儿子一进来，就被眼花缭乱的儿
童娱乐设施搅得兴奋起来，不知道玩
哪个好了。我就跟在他的屁股后，看
他摸摸这个，动动那个，最后，他在
一个类似压井的模型旁玩得不亦乐
乎，这个压井和我们老家农村的压井
造型一模一样，铁的井杆、井肚，唯
一不一样的是没有出水口，出水口是
一根绳子，绳子和一架风车相连，风
车上面还有三层小风车，分别是绿
色、红色、白色，风车的顶端是个透
明的半圆漏斗。孩子用力压下井杆
时，水珠就从风车的顶部喷洒下来，
水帘一样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撒开，甚

是漂亮。儿子玩得不亦乐乎，我在一
旁也看得心花怒放。

去年暑假的一天早上，我在北
京，下了早高峰的4号地铁，匆匆赶往
医院。在中关村南大街的便道上，路
边上碗口粗的银杏树笔直笔直的，我
猛抬头，看到一棵树上结着拇指大小
的果，白色的银杏果在太阳光的照射
下发着光。那果实结得真稠啊，一串
挨着一串，把枝丫都压弯了。绿色的
伞状叶子和白色的果实组成了一个特
别的世界：在自己的天地里努力绽放
自己。银杏树结果子的不多，我走了
近五百米的路程，只看到了三棵结果
的树。我上网查了一下：银杏是分雌
雄的，雄性银杏树不会结果子，雌性
树才结果子。不过，一般种上20年以
上的树才能够少量结果，种上40年左
右的树才能够大量结果。如此看来，
眼前结果的这棵树得有 40 年左右了。
在这个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行人行色
匆匆，没有那么多人有闲心来观赏一
棵银杏树是否会结果，但是我看到了
这满树的硕果，眼前这棵枝繁叶茂的
银杏树，使我奔向医院的紧张心情大
大缓解。

我还在颐和园邂逅过黑天鹅，邂
逅过深秋昆明湖畔的芦苇，体会到了

“兼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深刻意境。
生命中的每次邂逅，都给我留下了难
忘的记忆，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深
爱这世间的一草一木。

邂逅美好

■余飞
河无船坡无地以社为家演好戏
效先贤颂当今以艺为业戏演好

——戏谚
城在古代是指城邑四周的墙垣，一般分为两种，

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
“城，所以盛民也。”这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

成长，并在这里完成了他的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
的许慎老夫子对城字的解释。“土”和“成”合起来
念城，说明古代城邑大多是一圈完整的土墙围起来，
用以保护里边居住的人口的地方。

明代以前，郾城县城也系土城。
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时任郾城县知县的

李振声改建县城为砖石城，因用石磙铺基，故俗称
“石磙城”。

关于郾城建“石磙城”，民间是这样传说的——
李振声的母亲曾经做过皇帝的乳母，也许就是因为有
这样一层关系，皇帝就把他派到郾城做了个知县。当
时，这个李振声嗜吸红烟，老百姓就戏称他“红烟老
李”。

话说“红烟老李”当了郾城知县后，就想把原为
土筑的县城修葺一番，把城墙加固成石筑。这样做的
目的一是显示自己治理有方，二是让这座城池变得十
分坚固。然而，郾城这个地方地处中原之中，周边百
里之内却是有水无山，想要修座石城，那修城所需的
石材却是无处可取。“红烟老李”虽然是靠老娘的关
系做的这个县令，但还是有些小聪明的，为了筹集筑
城用的石材，他的眼睛就盯上了这里的老百姓碾场用
的石磙。于是，衙门就出了告示，说县衙按斤高价收
购石磙。四乡百姓不知是计，纷纷把自家碾场用的石
磙运进了县城，偌大个县城一时便是石磙堆积如山。
看到石料已足，这时的李振声却令人以长丈余的杉篙
为秤杆、重二百斤的生铁铸成的秤砣称之。结果可想
而知，所有的石磙不管多大均压不住秤星。拉来的石
磙卖吧？卖的钱还不够路上的花销。不卖吧，原路再
拉会去又需费许多气力。百姓明知上当，虽怨声载道
却又敢怒不敢言，只好把这些石磙扔在了县城。就这
样，李振声凭着自己的狡猾骗得了修城的石磙，却在
老百姓的心里落下个狡猾残忍、心黑手狠、贪得无
厌、见钱眼红的恶名，就把他的绰号“红烟老李”改
为“红眼老李”了。

关于这个传说是真或假暂且不说，但郾城县城的
城墙均以石磙为基，甚至连河边堵水的石坝下面也有
许多石磙却是不争之实。传说中那个重二百斤的秤砣
我也见过，当年我在剧团时，那东西就撂在舞台上做
拴拉大幕的绳用。那时我们都小，想试着搬动，却都
是面红耳赤徒劳无功。后来，我离开了剧团，这个秤
砣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

前两年翻《郾城县志》，发现关于李振声的传说
竟然是另外一种版本。

关于李振声其人，民国版的《郾城县志》做了这
样的记载：“李振声，字华嶙，陕西米脂人。崇祯甲
戌进士，授郾城知县。当是，流寇方炽徐来，朱阳关
之溃贼遂窜豫而及郾城。城故土垣也。振声率乡勇出

以拒，有所斩获，贼引去，城得全。嗣是贼屡犯境皆
却之，而以螺湾河之擒杀多功，得‘减俸优选’之
旨。复合大梁道中军尹先民败杨四而降之。杨四者，
舞阳土寇也，狡且强。时会槎丫山（即嵖岈山）群盗
谋取郾城。振声与先民合兵夹剿，七战七捷，四乃
降。既粗得休息，于是易土城爲塼，其制度详见《疆
域篇》。振声旋以行取户部主事去。去后不数年，流
寇大至，遂屠城。邑之人感其保障之功，不容没也，
颂之至今。”而吴伟业著《绥寇纪略》亦称“其能完
守，有杀贼威名云”。至于说他修城骗老百姓石磙的
故事，可见是民间传说，而且，这样的故事不只郾城
独有，周边的上蔡县令吴义、方城知州郝世家均有这
样的传说和民间故事。

“石磙城”的故事真假不说，但从进士及第又是
李自成的老乡李振声筑城抗击群盗的事实说明，那时
的郾城确实经常遭遇贼寇的攻击，甚至在他离职后这
里还被“流寇屠城”。由此可见，李自成领导的农民
起义军确实到过这里；至于“屠城”一说，虽然有吴
某人的文字记载可查，但老百姓知之甚少。而在那之
后，李自成的确在沙河两岸留下了印记——一出歌颂
闯王的《大闹雷音寺》被这里的梆子戏一代一代唱到
了现在，成为沙河调独有的保留剧目。与官府的记载
不同，这出戏竟然是把李自成当作英雄来塑造的。不
但是红生正扮，而且在舞台上还称王道孤，完全是一
惩恶扬善的侠义英雄的形象。这出戏从有文字记载算
起，至今已经演出了近三百年，直到现在在漯河的舞
台上仍可以看到。

1991 年，86 岁的父亲过世，迄今已 30 多年了。
他在世时曾经多次说过，他小时候就看过 《三打雷
音寺》，用他的原话说就是：“那时，戏里的恶和尚
残害老百姓，把人活埋在土里只露个头，然后用牲
口拉着耙去耙人头，李自成就兴兵把这些恶和尚给
灭了。”老父亲不识字，关于李自成，他知道的也
许只有这些。但这就足以说明这出把李自成作为正
面人物传唱的戏，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沙河流域唱了
很久了。无独有偶，前不久翻看 《于氏家谱》，突
然发现，大概在这出戏出现的同时，李自成的传说
在这里就有记载。据这本 100 多年前编撰的 《于氏
家谱》 载，崇祯末年，李自成挥兵南下，屯兵沙河
北岸，派其侄李过率蝎子块等部下打粮，过沙河而
至下堤于寨。当时的寨子是一座坚固的土围子，尽
管很小，但是寨墙高筑，寨壕水深。况且，该村辞
官归里、曾任湖南镇守总镇、被地方衙门招揽做了

“护农总兵”、又被于氏后人称为“老总兵”的于登
俊恰巧在家。李过率兵围寨，因寨门紧闭而暂不得
入，正欲强攻，老总兵却出现在寨门箭楼要求与李过
搭话。说话的过程没有详细记载，只记下了老总兵提
出要和李过打赌，条件就是由李过放马飞奔，百步之
外老总兵用弹弓射他的马蹄，如射中，李过不得进
寨，至于去其他什么地方，老总兵当时显然是顾不得
了。当然，如射不中，他就得大开寨门，寨内的一切
包括他自己就得由人家李过发落。不知道当时李过是
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而答应了这个他本可以不去理睬的
条件。试想，我李过大兵围了小寨，你于登俊孤身应

战说明你身边无兵，即便有兵也绝不可能抵挡得了我
“一只虎”率领的闯王精锐，我就不理你的条件而打
下你的寨子又该如何？然而，李过却答应了老总兵提
出的条件，放弃了自己的绝对优势去和这个敢于向自
己挑战的中原汉子赌命了。是李过过于托大，不相信
这地方会有敢于和自己单挑的人物，抑或是他根本不
相信这个人物会有那么高的武艺？也许就是他对眼前
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想把他收归自己的帐下听用。
当然，也不排除李过对箭楼上那个敢向自己挑战的人
已经有了了解，然后就英雄相惜，想通过这样的交往
方式结下一位可以过命的朋友。所有这些设想，似乎
都不足以给李过为什么要和老总兵赌命的行为做出能
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是，在下堤于寨的西寨门外，的
确发生了老总兵弹射“一只虎”李过马蹄的故事。既
然是于家的家谱记载，那故事肯定是以老总兵于登俊
得胜而告终。试想，如果是李过得胜，于氏后人为长
者讳，自然是不会把这不怎么光彩的败绩真实地写入
自家家谱的。故事的结果是李过率兵绕寨而过去了别
的什么地方，老总兵与诸葛亮空城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的弹射马蹄也取得了成功。也许，当时的于总兵提出
和李过赌命确实是他的无奈之举，要不然凭他一人之
力，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个钉呢？何况面对的又是
素以勇猛著称、令官兵闻风丧胆的“一只虎”，无奈
之下，他只能以这看似不能却收到奇效的手段，让他
的乡亲们躲过一劫。此举不但保护了这个村寨没有受
到战火的蹂躏，更让于氏宗祠完整地保留下来，让之
后的于大妮在这里办起了漯河第一个戏剧“窝班”，
也让再晚些时候能够在这里办起一所小学，著名的乡
村教育家王拱璧，就是从这里走出了他人生的第一
步。

不管是李自成的义军在这里留下的故事，还是漯
河的第一个戏剧“窝班”在这里出现，仅王拱璧先后
两次在于氏宗祠里兴办的学校里上过小学一事，就足
以让这个中原小村的后人为之骄傲几百年了。

关于李振声其人，不实的传说居多。然“石磙
城”却不是传说，这从城墙下和河堤上砌的许多石磙
可以证明传言不虚。至于说那个我曾经见过、重达二
百余斤且由生铁铸成、传说中说是称石磙用的秤砣，
在消失了很长时间后现又被寻回，就在郾城区博物馆
的文物仓库保存。不过，后经省文物局专家鉴定得
知，那东西只是晚清时期沙河码头上称大宗货物用的
物件，根本不是什么明代文物。由此可见，世间的许
多传说未见得件件是真，但所有被传说的事或人必然
有被传说的原因。

以《大闹雷音寺》为代表的几出地方特色浓厚的
戏是豫剧沙河调最重要的保留剧目，算来已经演出了
近三百年。由此可以论断，豫剧沙河调之所以被民间
说是在漯河诞生并被发展、传承到现在，固然有漯河
人自嗨的成分在内，但从郾城县城存在的戏曲发展遗
迹和明清时代戏曲活动的广泛开展来看，至少有一定
的理由说明这里不是硬往自己的脸上贴上个“文化圣
地”的标签的。

戏和孕育她的沙河水一样，在这广袤的中原大地
已经流了很久、很久……

石磙城与《大闹雷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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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后汉书》上记载：“范滂，字孟
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
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范滂是
东汉郾城 （汝南） 召陵 （征羌） 人，
年少时就品行端正，被举为孝廉，做
官后公、廉、勤、谨（光禄四行），声
名远播。范滂生活在汉桓帝、汉灵帝
执政时期，从公元165年至189年，这
是东汉历史上最黑暗乃至最血腥的二
十几年。那时，一场朝野上下反对宦
官专权的斗争相当激烈。在这场斗争
中，范滂勇往直前，忧以天下，乐以
天下，始终处在激流、险滩的中心。
自古忠臣有气节，范滂的凛然刚直，
使他的生命矫若松竹。其一，面对权
奸，他一身虎气，从不畏惧。其二，
面对私情，他一身正气，从不徇私。
其三，面对拥颂，他一身清气，从不
矫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范滂的母亲在
他赴死前，泪光闪烁，语出惊人：“儿
近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
恨？”这是一场出人意料又撼人心魄的
生死诀别，是一位心怀大义的母亲对
儿子凛然气节的深情嘉勉。范滂的刚
直不阿、凛然气节与范家的家风、范
母的教诲分不开。从范氏身上，我们
看到了家事连着国事，做官连着做
人，所谓“家国情怀”，“家”是根基
也。因此，家教与家风皆不可等闲视
之。如果说范滂挺身就险、在宦官集

团的刀锋下演奏了一曲生命的绝响，
那么，范母则是这首“绝响”中一个
走向高潮的音符。

想了解这段历史吗？
那就来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

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
讲堂”吧！2019 年 7 月 13 日 （周六）
上午九点，知名作家、市委老干部局
原副局长张德贞老师将以《说范滂 论
家风》为题，从范滂所处的时代、范
滂的高风亮节、范滂的后世影响、且
从家风说开去四个方面，在漯河日报
社三楼多功能会议室展开讲述。

全公益，全免费。前50名到场人
员有精美书籍免费赠送 （以签到顺
序），活动结束有抽奖。

欢迎参加！
报名电话：13783065109
微信：siying_289169909

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
公益讲座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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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娜
我是一位老师，更是一位妈妈，

所以知道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在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每天晚上临睡前
都会给她读绘本，并在家里的床头柜
上、沙发一角、电脑桌旁、博物架
边，都摆放的有孩子喜欢读的绘本，
客厅有一个角区，专门儿是摆放孩子
的绘本的地方，保证她在任何时候都
能拿到自己想读的书。

亲子共读有很多的方式，原文朗
读法、讲错改错法、提问讨论法、想
象阅读法、角色扮演法、艺术创作
法。我平时在亲子阅读过程当中使用
的有原文朗读法、提问讨论法、角色
扮演法。在以后的亲子阅读活动当
中，我会尝试使用其他的阅读方式。
我在给孩子读绘本的过程当中，她随
时都可以向我提问，我们可以一起讨
论。有时听到动情处，她还会一边听
我讲故事，一边站起来表演。随着天
长日久的坚持，孩子对这些优秀的绘
本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有时睡觉
前，我忘记给她读绘本，她就非常不

高兴，一定要求我给她读完两本绘本
后才睡觉。至于当天读书的内容，由
孩子提前选定好，如果一本绘本特别
喜欢的话，她会连续好几天每天都要
求我给她讲同一本绘本，直到把这本
绘本听熟练了，能够自己讲下来为
止。这样的亲子阅读，不仅拉近了我
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孩子
的语言能力得到了发展，不知不觉中
学着像书中的人物那样来表达自己的
感情，孩子的词汇量也丰富起来，记
忆力也增强了。当然，我也有做得不
够好的方面，比如有时会因为休息晚
了，就不读书了。

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我
发现了自身的不足，也激发了我不断
读书学习的兴趣，我读书的种类繁
多，有专业成长类的书记，有文学方
面的书籍……我坚信，读书，能够让
我们遇到更好的自己！“你或许拥有无
限的财富，一箱箱珠宝与一柜柜黄
金，但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我有一
位读书给我听的妈妈。”亲子阅读的路
上，我愿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与孩子一起成长

■特约撰稿人 曹敏
你的远方有诗有梦，也有七月如火
不想在你的梦里写诗，也不想在你的诗里梦蝶
只想为你撷片云，大树一样遮挡炎炎烈日
你的世界阴凉，知了也不想打扰
你若干渴，我便化云为雨
裁成绵软的锦，擦干你奔波的汗水
拭去思念的泪，抚摸你热闹的孤独
只想为你撷片云，幻化雁阵
牵你林中穿行没有迷茫，引你山中攀缘无险
陪你大漠行吟，伴你海岛飞度
只想为你撷片云，比格桑花还要朴素
比黄花还要简约，悄悄装点你的天空

草原的云
草原的云，洁白出尘，托着游子的乡思
鸿雁展翅哀鸣，故乡随云幻化
时间的河流漂洗，不知今夕何夕
昨夕己是远方的梦，牵着岁月的童话
奔跑辽阔的草原上空
云朵如羊群，追逐牧草放歌
行吟大地的恋歌，划着天地间魔幻的轨迹
明天的云飞扬思想，湛蓝碧绿之间
漂泊一群白发哲人，溯源旷古追怀当下

只想为你撷片云
（外一首）

■柴奇伟
近段时间，我读完了梁鸿的 《中国在梁庄》。

在书中，作者从八个方面讲述了故乡的人和事，主
要有生存环境、村里的孩子、村里的老人、外出打
工的村里人等内容。在作者眼里，家乡的环境是让
人担忧的、村里的孩子是让人抓狂的、村里的老人
是悲惨的、外出的人们是很值得同情的。

由此我想起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不管
是梁鸿的 《中国在梁庄》，还是 《乡村里的中
国》，都把目光对准了农村、农业和农民。在很多
人眼里，农村是落后的，农民是辛劳的，农业是
繁重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不应该戴着
有色眼镜看这些勤劳善良的人们，而是应该走近
他们，了解他们，关注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他
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如 《中国在梁
庄》 一书中，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他们的合法
权益谁在保护？这个时候，政府部门要站出来，

倾听他们的心声，时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于
他们的妻子、孩子和留守在家的老人，教育主管部
门和妇联要走近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
温暖。

看了《中国在梁庄》这本书，我找到了自己的
努力方向，那就是尽自己所能，多读书、读好书，
让自己强大起来。在此基础上，多指导学生爱读
书、读好书，让更多孩子感受到读书的快乐。与此
同时，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组织学生打腰鼓、跳扇子
舞、打花花棍，坚持每年组织两次文艺会演，让学
生的才能得以展现，让每个农村孩子感受到成长的
快乐！

读了这本书，也让我明白，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给更多的农村孩子健康
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为培养社会发展所
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强国梦努力奋斗！

未来在何方 ——读《中国在梁庄》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