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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个鸡蛋过生日
王天瑞

如果给你说， 王家航那年过生
日， 只吃到一个鸡蛋， 不知你信不
信？ 如果给你说， 李向喜那年过生
日， 只吃到半个鸡蛋， 不知你信不
信？ 如果给你说， 陈家东那年过生
日 ， 连半 个 鸡 蛋 也 没 有 吃 到 嘴
里———根本就没有吃到鸡蛋， 不知
你信不信？ 当把这些往事说给现在
的年轻人听， 年轻人就摇头、 就撇
嘴、就窃笑 ，说 ，瞎扯的吧 ？ 胡说的
吧？ 骗人的吧？ 不过，我信。

村中大台前的广场上， 几个白
胡子老头打过一阵门球后， 歇息坐
在马扎上，山南海北地侃大山。 当看
到小旦妈开车驶过， 也就说起了过
生日。 小旦过生日哩，才三岁个小娃
娃孩，扑腾得惊天动地。 虽然没有他
爷爷奶奶声势大，但也够大的了。 小
旦爸打工挣了几个钱， 就给家里买
了辆小轿车。 小旦妈学会开车后，气
派得很， 出外办事都是开着车。 这
不，小旦过生日，要到镇上馆里拉桌
吃饭！ 不但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参
加 ，还请来了姥爷 、姥娘 、舅舅 、妗
子，小车来来往往跑了三趟，才把人
拉去完。 王家航笑着说，不知是从哪
朝哪代时兴过生日的？

生日，顾名思义，是指某人出生
之日，也是指每年周岁的那一天。 汉
代孔融在 《杂诗》 中说：“人生自有
命，但恨生日稀。 ”意思是说，人生下
来便拥有了生命， 只可惜生命不能
长久。 我们豫东民间，人们都比较重
视老年人和儿童过生日， 对中年人
的生日却视而不见， 一般中年人不
过生日。 “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过啥
生日哩！ ”人们过生日，现在仍然使
用阴历，不用阳历。 那么，是从哪朝
哪代时兴过生日的呢？ 虽然众说纷
纭， 但大多数人却偏向于先秦。 因
为，先秦《礼记内则》中说，孩子生下
来那天，如果是男子，就在家门左边
挂一把弓，如果是女孩子，就在家门
右边挂一个手绢，此后，每年的这一
天，全家都要设宴庆祝。 这，不就是
今人所说的过生日吗？ 过生日，既是
庆祝生命的延续和兴旺， 又是表达
对母亲赋予生命的感激。

至于过生日为什么吃鸡蛋 ，哪
朝哪代也没有明文规定， 这是一个
不成文的传统习俗。 我猜想， 在农
村，尤其是在我们豫东农村，鸡蛋很
普通、很普遍 、很普及 ，如果有人家
生了孩子，无论亲戚或邻居，也无论
富家或穷户，为表示祝贺，适当送些
鸡蛋，都能送得起，不至于使贫穷人
家尴尬， 这就使亲戚邻居之间显得
很热情、很喜庆、很和谐。 于是，给生
孩子人家送鸡蛋便成了传统习俗 ，
相随而来的过生日吃鸡蛋， 也就延

续千年。 当然，鸡蛋还寓意深刻。 鸡
蛋是圆的，圆圆的鸡蛋能带来福气，
能滚来好运。 再说，鸡蛋的蛋清———
清清白白，蛋黄———黄黄灿灿，过生
日吃鸡蛋，寓意这一年清清白白、黄
黄灿灿 、圆圆满满地 “骨碌 ”着顺利
过去了。

王家航说，他小时候，虽然农家
都养鸡，但要吃到鸡蛋却很难。 罐子
里存的那几个鸡蛋， 不仅是全家老
少的油盐酱醋钱， 还是亲朋好友间
的迎来送往钱。 那年他过生日，提前
半个月就叫娘准备鸡蛋， 可到生日
那天中午， 娘才用清水给他煮上一
个鸡蛋。 娘拿着那个热乎乎的熟鸡
蛋，在他脸上、手上 、身上 “骨碌 ”了
一遍， 最后在他头上咔嚓一下磕开
了，这表示“开窍 ”了 ，孩子聪明 ，将
来大富大贵。 然后， 娘把鸡蛋交给
他，说，吃吧！ 他小心翼翼地把皮剥
开， 一小口一小口地品起来……千
万不能一两口吃完， 吃完了就再品
不到鸡蛋的美妙味道了。

李向喜说，那年他过生日，娘给
他煮了一个鸡蛋。 但是， 还有哥哥
哩，哥哥比他大一岁，娘就安排哥哥
出去玩。哥哥要与他一起玩。他实话
实说，我过生日哩！ 我吃鸡蛋哩！ 就
把鸡蛋亮了出来。 哥哥看见鸡蛋，便
过来抢， 两人就争了起来。 娘没办
法，含着泪反反复复劝他俩 ，说 ，给
哥哥一半，到哥哥过生日时，煮两个
鸡蛋，大的给你，小的给哥哥。 于是，
他才同意把这个鸡蛋一分两半。 他
过生日，只吃到半个鸡蛋。

陈家东说，那年他过生日，家里
一个鸡蛋也没有。 娘跟他说， 你在
家等鸡下蛋吧 ，鸡下了蛋给你煮煮
吃。 他早早就蹲在鸡窝门口， 等鸡
上窝 ，等鸡下蛋 ，等得眼睛发酸 ，等
得心里直跳，等得口水乱流，等得大
汗淋漓……直到快晌午了， 才看到
那只老母鸡在窝里站起来， 头脸憋
得通红，用尽浑身力气，才把鸡蛋嬎
下来。 他迫不及待地把老母鸡赶走，
捧起鸡蛋就跑去给娘看，岂料，叭的
一声摔倒在地上， 鸡蛋汁儿流进了
泥土里……娘抱着他痛哭一场……
现在说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儿哩！

王家航说，咱小时候过生日，跟
现在的孩子过生日没法比呀， 一个
天上， 一个地下， 现在的孩子过生
日，像过大节 ，咱过生日 ，是过辛酸
哩！ 李向喜说，现在大多数人家都富
了，一说过生日，不论是老年人或孩
子，都是到餐馆里拉桌吃饭。 陈家东
说，如今，天变了，地变了，过生日的
氛围也变了 ，变得排场 、变得阔气 、
变得气派，真该感谢共产党！ 真该感
谢新时代！ ②8

西华县续志
岳霄 徐春霞

2015 年 8 月 17 日， 我们西华县档
案局办公室收到一封南京某干休所的

来信，信封上没有明确的收信人，大家
很纳闷这封信的内容，于是忐忑着打开
了信。看后，大家惊呆了。该信是一名叫
曾庆典的漯河籍老人写来的， 他写道：
“1966 年 5 月， 我的同村远房亲戚交给
我四本 1938 年的西华县志， 现保存在
我这里。 这是历史资料，我愿意无偿交
回县里，看是否需要。 如果同意，可来电
话和信函，我即刻寄回贵局。 ”

局里第一次接到主动捐赠的来信，
同事们沸腾了。 经大家一致同意，18 日
上午，我们打通了老人的电话。 随后，老
人寄来一个包裹和一封信，老人说：“接
到电话很高兴。 历史资料应由国家保管
为好，这样才能延续发挥作用。 ”几天
后，我们收到了包裹。 里面有四本《西华
县续志》和一本淮阳专区时期的土改账
册，虽然都有残破，但是不影响阅读，局
里将这五本书册定为珍贵档案，做杀菌
防虫处理后入馆。

这四本《西华县续志》是否是完整
的一套，是否真是民国时期志书，为何
是续志？ 经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存
《西华县续志》进行比对，系同一版本，
册数页数无一残缺。 乾隆十九年（1754
年）《西华县志》之后近二百年没有新的
西华志书，这套志书被当时的编辑们在
后记中称为“续修”，也就是连接乾隆版
了。 目前，这也是我市各级档案馆中仅
存的一套民国时期西华志书。

该志书系 1923 年西华县奉命编
撰，1936年全书脱稿，1938 年元月成书，
开封建华印刷所承印，铅印本，印数不
详。 全书四册， 第一册内含卷首序、目
录、舆图、大事记、疆域志、河渠志；第二
册内含职官志 、民政志 、财政志 、建设
志 、教育志 ；第三册内含司法志 、兵防
志 、艺文志 、金石志 ；第四册内含人物
志、文征、掌故。 由潘光龙、凌甲?、张嘉
谋、王从周、王之瑞等七十九人历时十
四年，分监修、纂修、编辑、协修、校订、
采访、会计等，各尽其责参与完成。 民国
时期的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关百益题写
封面 《中华民国廿七年元月 西华县续

志》， 他 1927 年~1929 年任重修河南通
志处纂修，1930 年~1935 年任河南博物
馆馆长，1936 年~1938 年 5 月开封沦陷
前，任河南通志馆纂修，是当时的河南
历史权威。 他任河南博物馆馆长期间，
成立博物馆理事会，制定《河南博物馆
组织条例》， 这是河南博物馆建馆后的
第一个条例，亦是中国博物馆界较早的
法规之一。

在志书的扉页上清晰地记录着“新
修续志稿以时局紧迫，恐有散佚，仓促
付印，幸于战云密布空袭频传，期间勉
强出书。 ”后记详细记录了十四年间大
家的编辑过程，其中“适值中日战争爆
发，豫北、鲁西南战云密布，大梁（即开
封）附近感受威胁。 ”“中孚、宝祯两先生
于敌机肆扰兵戈满眼中编纂订正，孜孜
不倦，一字之微，分毫之细，亦反复考订
不厌求详。 ”

根据他们说的时间和敌机轰炸事

件，结合历史文献证实，是 1936 年国民
党周家口机场遭受轰炸时期。 1934 年，
国民党成立空军时，在全国选址建立机
场，周家口为中部地区的机场首选。 从
战略位置上看， 周家口地处中原腹心，
东眺宁沪，南望荆楚，北倚陇海铁路，西
靠平汉铁路， 沙颍河西通伏牛山脉、东
达江淮沿海， 地势平坦， 物产丰饶，南
京、武汉、西安、连云港、济南、石家庄都
在五百公里作战半径以内，既便于地面
物资补给，又便于空中机动作战。 周家
口机场建在今周口市区西南部的富民

路和交通大道以南一带，是当时国民党
航空总站南京大校场机场、空军杭州笕
桥机场的备用机场， 具有航空枢纽、应
备空战、补给后援等军事作用。 当时，国
民党空军辖九个大队，共三十个中队近
三百架作战飞机， 其中 1936 年驻防周
家口机场的是第四大队，大队长是高志
航。 日军将周家口机场及周边几十公里
内的西华、商水、淮阳视为空袭战略目
标， 旨在毁灭共产党在河南的抗战力
量，同时切断国民党中部战区物资补给
线路。 有一部电视剧《血战长空》，描写
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故事，里面多次出现
“周家口机场”。

相对于民国时期周口的其他志书：
1918 年 《商水县志》，1933 年 《太康县
志》，1934 年《淮阳县志》，这套《西华县
续志》具有内存数据型图表较多的显著
特点。 内有西华县交通水利平面图、河
南廿四年贾鲁河上游水位流量及含沙

量统计表、鲤鱼岗平面图、颍河详图、廿
四年沙河上游下游水位流量及含沙量

统计表、西华县田赋正附概况表、西华
县地方款民国二十三年度支出预算简

明表、区立完全小学一览表、西华郾城
交界吴公渠入颍地点附近平面图等二

十多个数据型图表。 比如《民政志》记
录 “1932 年统计本县人口 79421 户 ，
427221 人 ”，《疆域志 》区划记录 “第一
区有 43 个乡镇 342 街村，第二区 42 乡
镇 246 街村， 第三区 60 个乡镇 244 街
村 ， 第四区 62 乡镇 205 街村 ”，《建设
志》农业记录“1936 年农作物产量调查
表，小麦 1341900 担，大麦 442120 担 ”，
还有豌豆、粟、高粱、黄豆等。 一担是 50
公斤，小麦即 67095 吨。 这些抗战前数
据可以用于研究抗战前西华历史 、战
争灾害影响。

1938 年 6 月 9 日 ， 蒋介石下令炸
开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 ，
西华等地受灾形成大片黄泛区 。 1948
年 8 月，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
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合编 《黄泛区
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记录有“1946
年 12 月调查数据，西华战前村落 1039
个，现存村落 447 个，淹毁村落 584 个”
以及 “西华耕地面积 1355166 亩 ，淹田
面积 838000 亩 ， 淹田占耕地面积的

62%”。 把《西华县续志》中的数据和这
些数据进行参考对比， 足见西华深受
水淹和战争的影响。

这套书还有一点很值得关注 ，《建
设志 》交通中有沙河 、贾鲁河 、颍河航
运情况介绍。 “沙河。 西华河运以沙河
为最便利，在县境水路长九十余里，上
通偃襄下接周口，东南可达皖北，商船
往来帆樯相望， 运输以粮米杂货为大
宗 ，装卸码头以老窝集 、逍遥镇 、龙胜
沟、李埠口等处为最大，其他各渡口均
可停泊。 ”“贾鲁河。 上通新郑，下达周
口，在县境长 65 里，上游新郑、长葛、禹
密等县大枣、条香、煤炭、石灰，下游由
周口南来之竹木杂货及本境之五谷 ，
均由此运输。 ”“颍河。 上游因水浅，曲
未通舟楫， 唯自…湾以下至周家口一
段长七十余里， 可通船舶， 以运输货
物， 其输出品以簸箕柳制之篮筐及五
谷果品等类为多。 ”以及水流故道、治
理水利、河流数据的很多记录，这对于
研究周口内河航运和商业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文献价值。
西华，历史上也是名县 ，周代属陈

国，“因水利始于东汉盛于曹魏”， 留下
的志书和文献却极其有限。 志书和档案
是复原西华历史的有力记录，每一个人
都有保存档案的义务，这也是保存自己
的记忆。 我们非常感谢曾庆典老人，他
深明大义捐赠志书的善举，不仅仅是我
们档案人的榜样，也理当受到全社会的
赞扬。 我们呼吁和欢迎大家关注档案，
更希望大家一起保护档案，保存我们共
有的记忆。 ②8

鸿沟：周口航运史的“精彩序章”
常全欣

周口航运史话系列之二

位于黄淮平原的周口， 自古以来，
虽屡遭黄河决口之水患， 河道水系变
更频繁， 但因属平原地带， 易于动土，
所以历代都曾在这里开挖河道， 除水
患、 利农业、 兴航运。 在距今 2000 多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周口大地上就

开始开凿运河 、 发展航运 。 这其中 ，
鸿沟最为有名。 因此， 也使周口在中
国运河史占了一席之位。

据 《河南航运史 》 记载 ： 在鸿沟
之前， 周口大地上就有了第一条运河。
在西周或春秋时期， 开凿于西周两个

封国陈 （今淮阳） 和蔡 （今上蔡 ） 之
间， 沟通沙水与汝水的人工运河， 是
见于古籍记载的河南第一条运河。 据
《博物志》 引 《徐偃王志》 和 《水经·
济水注》 引 《徐州地理志》 记载 ： 在
江苏北部， 统辖今淮、 泗一带的徐戎
首领徐偃王， 当时名气和威望都很大，
“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 他向往中
原 ， “欲舟行上国 ， 乃通沟陈蔡之
间”。 沙、 汝二水均是在淮河北侧的支
流， 但水道分隔， 不能直接通舟。 从
陈到蔡， 舟行要绕道淮河， 开凿运河
沟通沙、 汝二水， 确属捷径。 可能当
时开通的这条运河规模不大， 不久就
被湮废。 它的具体位置与宽窄、 长短，
史实已不可考， 渐不再为人们所提及。

而更多被历史所记载的 ， 则是著
名的鸿沟。 战国时期， 诸侯争霸、 逐
鹿中原 。 各诸侯国或为了国家安全 ，
或为了民生福祉， 都非常重视对水运
交通的开发利用。 而发展水运， 最主
要的就是将互不相通的河流打通、 连
接 。 《战国策 》 记载 ： 魏惠王十年
（公元前 360 年）， 魏惠王两次兴工开
挖鸿沟。 “一期工程”西始荥阳（今荥阳
平荥），东到大梁 （今开封）。 第二年，
“二期工程” 开工 ， 经过 20 多年 ， 鸿
沟向东南拓展， 一分两支， “汴东注，
沙南流 ”。 “沙水 ” 经过今天的通许
东、 太康、 西华一带到达陈州 （今淮
阳）， 又分为两支入颍通淮： “一支经
安徽界首入颍水通淮河 ， 称新沟水 ；
一支东流经鹿邑、 安徽亳州、 蒙城到
怀远入淮河” （《河南航运史》）。 《水
经注》 记载： “沙水东经长平县 （今
西华东） 故城北， 又东南经陈城 （今
淮阳） 北， ……又东而南曲 ， 经陈城
东， 谓之百尺沟， 又陈南流于颍。” 这
样， 鸿沟水系就在今天我们脚下的这
片土地上出现了。 《史记·河渠书》 记
载： 鸿沟 “以通宋、 郑、 陈、 蔡、 曹、
卫， 与济、 汝、 淮、 泗会。” 它贯穿豫
东平原， 把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间的
济、 濮、 睢、 颍 、 涡 、 汝 、 泗 、 荷等
主要水道连了起来，使以陈为中心的古
周口大地南接江淮，北连黄河，东通济
水，西溯黄河可连樯洛渭二水，实现了
最初版的“通江达海”。

鸿沟带来了漕运的繁兴 ， 促进了
社会的发展。 《史记·河渠书》 记载：
“此渠皆可行舟， 有余则用溉浸， 百姓
飨其利。” 开凿初期， “粟粮曹庾不下

十万” 运往都城大梁。 据 《水经·河水
注》 引 《竹书纪年》 记载， 魏襄王七
年 （公元前 312 年）， 越国曾向魏国赠
送 300 只船， 载运 500 万支箭及犀角，
象齿等贵重礼品， 就是由江入淮、 溯
淮西上循鸿沟水系运达魏都大梁的 。
秦汉时期， 南方各地的征粮， 经淮河
入沙颍河， 北转鸿沟经黄河逆水西上，
运往洛阳、 长安。 鸿沟成为古代中原
与江南、 关东、 关中之间公私商旅往
来的重要水运通道。

随着鸿沟水系的不断完善 ， 交通
越来越便利， 灌溉越来越方便， 周边
的商业城镇和农业迅速发展。 先秦时
期， 鸿沟水系地区有荥阳、 大梁 （开
封）、 陈 （淮阳）、 雎阳 （商丘 ） 等都
邑， 特别是鸿沟南流入颍水的临河大
邑陈， 与关中、 齐鲁、 燕赵和江淮舟
楫相通 ， 日益繁华 。 司马迁称之为
“楚夏之交， 通鱼盐之货， 其民多贾”。
秦统一天下， 设陈县， 治驰道， 车同
轨， 陈更是成了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
公元前 209 年陈胜 、 吴广起义 ， 就抢
先占领了鸿沟下游的陈， 扼住了秦朝
的南北水路 ， 给秦统治以沉重打击 。
以后 ， 历代都在陈修官道 、 设驿站 ，
使陈得到了发展与繁荣， 成为经略中
原的重要基地。 西汉时期， 分布在全
国交通要道上的 20 个大中城市中， 河
南有七 ， 陈在其中 ： 温 、 轵 、 洛阳 、
颍川 、 宛 、 陈 、 睢阳 。 《盐铁论·通
有 》 说 ： “燕之涿 、 蓟 ， 赵之邯郸 ，
魏之温 、 轵 ， 韩之荥阳 ， 齐之临淄 ，
楚之宛丘 ， 郑之阳翟 ， 三川之二周 ，
富冠海内， 皆为天下名都。”

鸿沟在经历辉煌之后 ， 随着汉代
休养生息政策， 漕运日渐不兴， 再加
上汉武帝元光三年 （公元前 132 年 ）
黄河大决口， 对其带来了毁灭性的破
坏 ； 100 多年后再次淤塞 ， 更是使其
“元气大伤”。 虽然有汉明帝永平十二
年 （公元 69 年） 的治理， 但是仅恢复
了部分河段， 更多的河段被淤塞。

鸿沟为周口航运历史书写了精彩

“序章”，标志着中原航运从萌芽阶段开
始走向发展。 经过漫长的朝代更迭，古
鸿沟已经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它流经的
地方，慢慢地有了后来的通济渠、蔡河、
惠民河、运粮河、贾鲁河……今天，我们
可以从流经淮阳、 沈丘等地的蔡河，流
经淮阳、商水、项城等地的运粮河，看到
它的一点影子。 ②8

两汉时期鸿沟水系示意图

战国时期鸿沟水系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