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一

每次去开封东南隅的禹王台公园，我
都要登上“古吹台”。

虽然隔着 2500 多年的沧桑，但我仍
能看到那个衣袂飘飘的长者，仍能听到那
穿越时空的悠扬琴声。

可以说，师旷是专为音乐而生的。
这个聪明过人、生性爱动的年轻人，为
了心中的音乐梦想，竟然举起绣花针刺
瞎了自己的双眼。这个毅然决然的举
动，古往今来感动了多少听故事的人！
残酷吗？残酷！幸运吗？幸运！世界对
他关闭了所有诱惑的窗口，却为他打开
了成功之门。心无旁骛的师旷，从此心
静如水，发愤练琴，终于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琴艺超过了他的师父高扬，成为
晋国的“音乐之神”。

我想，“古吹台”一定是师旷精心挑
选的练琴台。这里地处晋国的东南边陲，
幽静却不偏僻，超尘却不绝尘，极像姜
太公垂钓的渭滨，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
等来千古知音。每天清晨或者黄昏，师
旷都要登上高台，拂琴数曲。他用琴声
表现自然界的音响，描绘飞鸟飞行的优
美姿态和鸣叫。当师旷弹琴的时候，马
儿会停止吃草，仰起头来侧耳倾听；觅
食的鸟儿会停止飞翔，翘首迷醉，丢失
口中的食物。远近的百姓听到琴声，都
会聚拢而来，大家面带笑容，享受这音
乐的盛宴。

师旷终于等来了知音——晋平公的特
使，成为晋国宫廷里的一名乐师，开始了

“迹虽隐于乐官，而实参国议”的生涯。
或论“天下五墨墨”，或论“人君之道”，
或论“君必惠民”，这些忠言谠论无不透
显着晋国太宰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自

此，“晋国大治”，“始无乱政”。
师旷禀性刚烈。有一次，晋平公和群

臣饮酒，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晋平公得
意地说：“做国君真是快乐啊，说出的话
没有人敢违背。”当时，师旷就坐在平公
的旁边，他拿起琴就向晋平公砸过去，可
惜他是个盲人，没有砸中晋平公。晋平公
问他砸谁。师旷说：“我刚才听见有一个
小人在旁边乱说，所以我用琴砸他。”晋
平公说：“那不是小人，是我。”师旷故作
惊讶地说：“不对吧，那不是国君应该说
的话。”左右臣子认为师旷犯上，要求惩
办他。晋平公说：“放了他吧，我要以此
作为鉴戒。”

师旷身在宫廷，琴艺却丝毫没有落
下。有一次，他为晋平公弹奏 《清徵》，
有 16 只玄鹤从南方翩翩飞来，一边伸着
脖颈鸣叫，一边排着整齐的队列展翅起
舞。换奏《清角》时，晴朗的天空陡然滚
起乌云，尖厉的狂风呼啸着，掀翻了宫廷
的房瓦，满堂的宾客吓得惊慌躲避，四处
奔走。师旷停手，顿时风止雨退，云开雾
散。

师旷的身影从历史的烟云中消失了，
但“古吹台”还在。“吹台秋雨”，是后人
对这位音乐大师最深情的怀念。

二

西汉初年，梁孝王刘武封于大梁。这
个喜欢文艺的年轻人，在古吹台周边兴建
殿宇亭楼，种植名贵花木，建成了一座豪
华的园林，世称“梁园”。

天宝三年，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
踏着唐朝的小雨，出现在汴州“梁园”的
大门外。

这是梁园的深秋。银杏金叶铺地，乐
师抚琴。一曲《阳春》之后，《白雪》的
琴声又起。宗氏侍立一旁，她的身后，一

株凌霄直插云天。
酒已经温好，汴州的菊花烧，醇香袭

人。
唐朝文坛的三大高手，次第登场。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

歌……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
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
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
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李白的喟
叹，像一团火，燃烧着他的悲凉和狂放。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
断柳，客泪堕清笳”“气酣登吹台，怀古
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与
李白相比，杜甫的诗，只能算是一种闲
愁。

“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
千年，陈迹唯高台。寂寞向秋草，悲歌千
里来。”而高适眼里的大梁，只剩下一声
长长的叹息。

可以确定，这次高端际会，李白是主
角。酒是主角。诗歌是主角。

夕照中，风儿醉了，诗人醉了，诗歌
也醉了。古吹台收下了他们高卧的姿态，
也收下了他们泼洒的诗种。

千年之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依
然弹奏着千金买壁的余韵，依然洋溢着

“三贤相聚”的笑声。
每到冬季，雪过天晴，梁园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梁园雪霁”，是闻名遐迩
的汴京八景之一。

三

开封是七朝古都，却也是头上悬着达
摩克利斯之剑的城市。历史上，黄河开封
段非常凶险，曾经决口120多次。百姓饱
经水患，到了“谈水色变”的地步。

明嘉靖二年 （1523年），官府在“古

吹台”之上，修建了禹王庙。希望借助大
禹的神威，镇住洪魔，为开封百姓造福。
这也正是今天“禹王台”的由来。

在我佩服的古代治水先贤中，大禹当
属第一。这个有着超凡意志的人，带领他
的团队开通了九条山脉，疏导了九条大
河，将天下划分为九州，留下了“三过家
门而不入”的佳话。“江淮河汉思明德，
精一危微见道心”，足见人们对大禹的景
仰和爱戴。

禹王台西侧的“水德祠”内，还有一
位先贤引起我的注意，他就是民族英雄林
则徐。林则徐不仅因为禁烟而名垂青史，
还因为治水而功勋卓著。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 夏，中原地区大雨如注，黄河
河堤险象环生。林则徐本来是要遣戍伊犁
的，半路接到命令，要他“折回东河效力
赎罪”。林则徐随即星夜驰往开封，住下
汛六堡(今开封郊区小马圈)，协助大学
士、钦差大臣王鼎堵塞张湾决口，“每日
五鼓赴工督理，三更始旋寓所”。历时 5
个月，林则徐率众修筑了开封城北水稻乡
马头村往东到柳园口乡小马圈村的大堤，
全长15里。“尺书来讯汴堤秋，叹息滔滔
注六州。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
头。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
江海澄清定河日，忧时频倚仲宣楼。”为
纪念林则徐堵口筑堤之功，开封人民亲切
地称之为“林公堤”。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林则徐身处逆境，仍忧国事，其胸
怀令人叹服，其精神令人起敬！

禹王台公园的旁边，矗立着一座敦实
的古塔——繁塔。“台高地迥出天半，瞭
见皇都十里春。”与气宇轩昂的铁塔相
比，繁塔是都市里的隐者。它闭目合眼，
端坐成另一种高大。同时，它又像一位威
武的将军，护卫着禹王台的四季，给多灾
多难的开封奉上平安和幸福。

禹王台遐思

■■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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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左素莉
“漯河位居中原腹地，沙河、颍河穿

境而过，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战略地
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地灵人杰，为后
人留下一座璀璨的文化长廊。曹操说：

‘汝颍固多奇士。’据郾城、舞阳、临颍
古县志记载，漯河涌现的清官、廉吏、
豪杰、义士达 300 余人。众多漯河本土
历史廉吏，犹如璀璨的群星闪耀在历史
的天空。他们廉迹彰于一朝，盛名传于
千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8 月15 日，由漯河市社科联、漯河日报
社联合主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
堂”在马路街新华书店购书中心举行，
邀请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永胜以

《漯河历史上的廉吏》为题，讲述我市历
史上众多廉吏廉洁勤政的感人故事，传
播我市传统深厚的廉洁文化。

祭遵，颍川颍阳人，东汉中兴名
将，封颍阳侯。祭遵少爱读书，曾为县
吏。投奔刘秀后，执法如山。有一次，
刘秀身边的侍从犯了法，祭遵就把他杀
了。刘秀对将领们说：“你们要当心祭
遵！我身边的侍从犯了法，都被他杀掉
了，如果你们犯了法，祭遵一定不会留
情面的。”《后汉书》中写道：“遵为人廉
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
家无私财。”“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
当世。”他的一生，穿皮裤，盖布被；夫
人也裳不加缘，简朴至极。他兄长祭午
见他没有儿女，便做主娶了一妾给他送
去，祭遵坚决不受。他认为自己身荷国
家重任，因而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
死时，他告诉家人将自己用牛车拉回，
薄葬洛阳。

丁鸿，字孝公，颍川郡定陵县人，
东汉时期名儒、大臣，丁鸿袭封父爵陵
阳侯，在封地大办学堂，受汉明帝赏
识，被召入朝为侍中，又兼射声校尉，
改封鲁阳乡侯。明帝召开“白虎观会

议”时，丁鸿因为才学最高，论难最
明，受到诸儒的称赞，章帝也多次赞
美。当时人叹道：“殿中无双丁孝公。”此
后遍历校书、少府、太常、司徒等职。汉
和帝时，升任太尉兼卫尉，奉命收缴大将
军窦宪的印绶。成语“防微杜渐”出自

《后汉书·丁鸿传》：“若敕政责躬，杜渐
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成语

“干云蔽日”出自 《后汉书·丁鸿传》：
“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

韩棱，字伯师，东汉名臣，西汉韩
王韩信之后，颍川舞阳人。韩棱年少时
就以孝行闻名乡里，年长后，韩棱将父
亲遗留下的数百万家产分给族内的兄
弟。后来，韩棱被推举到本郡做功曹。
太守身体不好，韩棱就代为行事，政通
令止，治下有方。汉明帝听到了韩棱的
名声，特别征召，接连五次升迁官职，
一直做到尚书令，为百姓做了许多好
事。韩棱又和司徒丁鸿、司空任隗等密
议，帮助和帝除掉窦宪，推翻窦氏外戚
集团。窦宪垮台后，韩棱夜以继日，典
查其谋反罪状。晚年的韩棱出任南阳太
守，在任期间，韩棱执纪严明，施法公
正，严厉揭露和打击奸盗，使得郡中的
权贵十分害怕。几年后，韩棱被征召入
朝任太仆。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东汉
时期党人名士。太守宗资先前听说过范
滂的名声，聘请他到郡府中担任功曹，
把政事交给他处理。范滂在职期间，严
厉整治邪恶，对那些行为违背孝悌道
义、不依仁义办事的人，全都清扫出
去，撤职驱逐，不跟他们一起共事。范
滂的外甥西平人李颂，是公侯家族后
代，但是被乡里百姓唾弃，中常侍唐衡
把李颂推荐给宗资，宗资任命他做官。
范滂认为李颂不是做官的材料，压下任
命不征召他。冀州发生饥荒，盗贼蜂
起，于是便任用范滂为清诏使，巡视考
察民情。范滂登上座车挽起缰绳，慷慨
激昂，显示出要澄清天下的志向，等他
到达州界，当地郡守县令听到消息后，
抛下官印绶带逃走了。建宁二年 （169
年），汉灵帝刘宏大批诛杀党人，范滂随
即去监狱投案，英勇就义，享年三十三
岁。

韩韶，颍川郡舞阳县人。年轻时在
郡里做官，征召司徒府。这时太山贼公
孙举称伪号有几年了，经常犯法，令守
无能力破灭或驱散他。尚书省挑选三府
掾中能理治烦乱的人，来解决这个问
题，于是任命韩韶为赢县长。太山贼听
说韩韶是个好官，就彼此约束不入赢县
境内，但是其他各县就更多地遭到他们
的侵扰，闹得男的不能耕田，女的不能
植桑养蚕，因而逃亡到赢县乞讨的人很
多。韩韶可怜他们饥不得食，于是开仓
救济他们，分得粮食的有一万多户人
家。县里的主管都争着说不行。韩韶
说：“救活这些将死于沟壑的人，如果因
此获罪，死了也是高兴的。”太守平日知
道韩韶的品德，就没有处理他。韩韶因
病死在任上，与同是颍川郡人的钟皓、

荀淑、陈寔等皆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
世，合称为“颍川四长”。

陈玑是原郾城县风宪里人，曾任汉
中知府、湖广按察司副使。据《任县县
志》 记载，当时任县大陆泽九河举发，
洪水泛滥，堤防溃决，水失其性，三十
余村顿成泽国。为避水患，百姓皆茅舍
而居，为纳赋税，卖儿鬻女，民不聊
生，百业凋零。陈玑目睹百姓艰难，下
决心治水。他绘图具牍上呈巡抚，为民
请命。督工疏浚穆家口河，使陆泽之水
得以下泄。据史书记载，陈玑在任县留
心政教，百废振举。他调任离去，民不
忍舍。陈玑对官场腐败现象坚决予以抵
制，做到不讲排场、不摆阔气、不破标
准，事事简朴、处处节约。有一年，陈
玑从湖南官邸回河南老家省亲，路上的
吃住行所需费用，全是他个人掏腰包，
不接受下属款待。陈玑不仅洁身自好，
还注重教育家人后辈保持清廉之风，他
这种言传身教的清廉家风被风宪里的后
人发扬光大。据县志记载，“风宪里”在
明清两代有80余人为官，这些官员大多
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备受朝廷恩宠和
百姓爱戴。

赵永胜还详细讲述了贾山、陈寔、
荀淑、荀彧、荀攸、范缜、掌禹锡、李
兑、张彀、王润、贾咏、刘校、李振
声、潘弘、沈近思等漯河本土历史廉吏
的故事。他们知仁知本，知荣知辱，知
廉知耻，知义知鄙，知忠知奸，知礼知
道，知良知莠，知德知浊，知律知省。
有的崇俭去奢，以身先之；有的非义不
行，非义不居；有的以民为本，先忧后

乐；有的拒绝贪腐，恭俭纳福；有的清
白传家，子孙不匮；有的敢于担当、积
极作为。在其崇高美好的人生观指导
下，形成了朴素高洁的奢俭观、高风亮
节的义利观、出仕为民的民本观、极具
智慧的祸福观、理智清醒的财富观，不
仅承载着老百姓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清
官好官的祈盼，还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
气节之精华，为天下百姓世代传唱，并
在新时代里闪光。

赵永胜认为，古代“清官文化”是
弥足珍贵的财富，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
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深度挖
掘我市历史清官廉吏的事迹，可以给人
以深刻启迪，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廉政文
化体系和文化理念是有益的，有利于我
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勤政廉政先
贤，传承勤政廉政文化，发挥廉洁文化
春风化雨的作用，锻造绝对忠诚的政治
品格、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构筑起风
清气正、廉洁文明的坚固堤坝，做到忠
诚、干净、担当；深度挖掘清官廉吏无
私无畏的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发扬
斗争精神、磨砺斗争意志、提升斗争本
领，形成了敢于斗争、敢拼敢闯、破难
而上的良好风气；深度挖掘清官廉吏恪
尽职守的精神，激励全市党员干部爱岗
敬业、激情创业、勇担使命；深度挖掘
清官廉吏一心为民的精神，坚守至深至
厚的人民情怀，激励全市党员干部始终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虚
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
为群众服务的浓厚氛围。

漯河历史上的廉吏

■陈玉香
当摒弃浮躁，静下心来阅读

《猎人笔记》 时，我猛然感觉这
本书写得无比清新纯粹。书中令
人沉醉的乡村自然风光，无论是
清晨悦耳的鸟鸣，还是树叶沙沙
作响、树影随风移动的午后，抑
或是落满晚霞的傍晚，都让人心
驰神往。

屠格涅夫的小说既有浪漫主
义气质的融入，同时兼具诗人的
激情。《猎人笔记》 用温雅、婉
丽的笔触，将大自然和人的内心
激情水乳交融于一起，文字中所
流淌的不是果戈里的乌克兰田园
瓦舍的诗情幻想，也不同于莱蒙
托夫式的高加索的冷峻清丽，而
是屠格涅夫理解中的俄罗斯中部
平原大自然的美好风物。在这位
艺术大师的画笔下，一团篝火跳
荡着蓬勃的生命，一声虫鸣也飘
悠着女性的温柔，一个普通的星
夜被写得肃穆辉煌，一个多露的
清晨被写得流光溢彩，字字句句
给人美的享受。

屠格涅夫所描写的美好自然
景色，总和他钟爱的主人公相伴
相依，但和他憎恶的人却毫无
关系。如 《幽会》 中，大自然
景色的变化，以明丽的姿态，
有助于表达女主人公的爽朗心
情，而身处同一美景中正在抛
弃善良姑娘的贵族娄罗却对此
毫无感知。他笔下的大自然是
一幅生动祥和的完美画卷，即
便是写农民的苦难和不幸，也
是以优美的景色作烘托。随笔

《孤狼》 里，从护林员不知道有
盗木贼，到盗木贼被抓求救，
从猎人讲情要求“孤狼”将其
释放，到“孤狼”果真放手，
大 自 然 从 雨 后 天 晴 到 雷 声 大
作，继而电闪雷鸣，最终风停
雨 住 ， 一 切 又 都 归 于 宁 静 和
谐，让人不由得惊叹作者高超
的叙事描写手法，似乎即使抽
去 事 件 ， 凭 借 自 然 景 色 的 描
写，就可以明白特定背景下所
发生事件的前因后果。所以当读
着他的作品时，便觉得生活本身

好像就是为了享受其俊丽才存
在。

在屠格涅夫笔下，他所给予
同情和好感的农民都与大自然心
心相连，对大自然有着独特的感
知和审美能力。比如 《白净草
原》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感受大
自然的壮美，就连年龄很小的男
孩也懂得欣赏星空之美；还有

《木木》 既聋又哑，而大自然也
是又聋又哑，但是他和大自然互
为表征，他们懂感情、懂正义，
始终表达真、善、美和爱。特别
是《美人梅齐河的卡西扬》中的
卡西扬，忘情地谈说大自然，仿
佛与大自然相依相融，他对自然
美的感悟力简直让人动容。屠格
涅夫借助人与自然的主题，来揭
示并赞美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从而成功地展示他们内心深处的
善良和爱心。

“全书以一个猎人的行猎线
索，串起二十五篇自成起讫的故
事，如一曲曲独立的乐章，奏响
在俄罗斯广袤深沉的土地。”说
不尽的 《猎人笔记》，书中叙述
的事件，尤其是爱情故事，多
发 生 于 迷 离 朦 胧 的 星 光 月 色
中，那似有若无的静谧，营造
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美，
将读者带入其中不断玩味、不
断 想 象 、 不 断 创 造 ， 与 此 同
时，作品本身也就具有了永恒
的文学魅力。

说不尽的《猎人笔记》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那一日，我到受降亭时，正

是傍晚。天边是一抹淡淡的瓦
蓝，夕阳似有似无，只在西天悬
挂出一片耀眼的光斑，呈现出斑
斓的色泽，映衬着周围悠然的白
云。我站在广场的石阶前，仰望
受降亭。

受降亭采用“1 亭 4 碑”模
式，仿郾城八景之一的龙塔古篆
为 造 型 ， 从 地 平 线 到 亭 顶 共
19.45 米，寓意纪念 1945 年抗战
胜利，从地平线到亭子有八大台
阶，每一台阶又有四个小台阶。
据史料记载，受降亭原亭已于
1947年毁于战火，如今展现在人
们面前的，是2014年择此处重新
修建的。

我沿台阶而上，时光在上面
打磨出凹凸不平的深痕，仿佛是
历史的浮沉沉淀其上。台阶皆由
整块条石所建，台阶两边是苍翠
的竹子，自上而下织成一道绿色
的围栏，受降亭居于其间。竹子
后面植了树，那满树怒放的红色
花儿间，偶有蝴蝶或白蛾飞过，
在我肃穆的心湖里搅起阵阵涟
漪。

当我走近受降亭，主碑上刻
的三个大字“受降亭”异常醒
目。据史料记载，这主碑三字曾
是戴季陶亲题，其余三块碑文是

“抗战祝胜词”“受降亭记”“建
亭记”，分别是于右任、居正和
刘峙题写。虽不是原碑，也全部
按照原样复建。

从1945年抗战胜利至今七十
余年，年代说远不远，历史的亲
历者仍在，因此有关受降亭的历
史并不难追溯。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投降。郾城（今漯
河郾城区）是全国16个受降区之
一，同年9月20日，当时的国民

党第五战区司令刘峙在漯河山陕
会馆 （现漯河二中院内），接受
了侵华日军2971部队司令官鹰森
孝带领的31560 名日军投降。参
加受降仪式的还有七八个美国军
事顾问。签字后，鹰森孝脱下军
帽，连鞠9躬，并把佩挂的指挥
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刘峙。在
受降亭广场上，有一组 《受降》
雕塑，生动地还原了这一历史盛
事，在以受降亭为依托建设的中
州抗战纪念馆内，也有情景雕塑
再现。

当时，为了铭记历史，教育
子孙后代勿忘国耻、发愤图强，
在漯河商会的主持下，漯河民众
自发捐建受降亭。1945 年 12 月
上旬，在漯河火车站南端花园
内，受降亭建成。1946 年 2 月，
受降亭、碑落成，刘峙莅漯剪
彩。漯河是抗战胜利后全国16个
受降点中，唯一建亭立碑纪念这
一盛事的地方。

这本是值得漯河人民骄傲的
事，应该受到保护，然而炮火无
眼，就像历史总有遗憾，受降亭
于1947年毁于战火，所有碑块遗
失。很多年后，相关部门多方打
探，也只能找到一块半。2012
年，受降亭重建，有关部门向社
会广泛征集抗战纪念品，由专人
走访抗战老兵，翻阅史书典籍。
2014年5月，重建的受降亭在河
上街落成，原碑作为省一级文物
封存于中州抗战纪念馆内。

我的手指抚过受降亭，站在
它的身边，俯瞰着脚下的青草，
聆听对面鸟语林里传来的啾啾鸟
鸣，呼吸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鲜
花的芬芳，一种怡然且豪迈的情
怀从内心涌出，我有些不能自
持，想歌颂这片土地，我的呼吸
里，全是它的气息。

仰望受降亭

赵永胜倾情讲解。

互动环节，来自舞阳一高的听众周金生（右）向主讲老师请教历史文化方面的
知识并畅谈自己的听讲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