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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范闽杰

进军朝鲜
三"果断出兵

此时发生了一件极富中国特色的个人事件!

它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朝外交史!甚至对东亚的外

交格局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这一节我们不妨

采取倒叙的方式来介绍中国果断出兵朝鲜的情

况!以便我们对历史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由于中国果断出兵! 朝鲜壬午危机初步化

解!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消息抵京之后!北京大

小京官都大兴奋! 尤其是平素不满李鸿章之清

流! 都认为假使李鸿章不丁忧!$而由李鸿章%办

理此案!决不能如此迅捷& 有的说'(李鸿章决计

不肯派兵)!有的说'*即使派兵!亦不肯以全权交

付吴长庆+ ,-

!一时间!对李鸿章和张树声外交风

格的比较成为清流派重要的谈资& 原来朝鲜壬午

兵变爆发时!李鸿章因丁母忧获假百日!回原籍

治丧!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暂由两广总督张树声

代署& 我也倾向当时清流派官员的上述意见!如

果当时由李鸿章在衙处置!结局很可能是另一种

样子&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一件史料完全可

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种推测&

决定出兵后!张树声专门致函合肥!征求李

鸿章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六月三十$

!

月
*+

日%!

李在.复张振轩制军/信函中主张0相机调停!自

是不易办法+1至调派陆军!尤须妥筹& -并建议!

如果必须大举派兵的话!也应派驻扎天津附近之

刘盛休的铭军 !由 0稍有智谋 -的吴殿元统领东

征& 从这封复函看!首先李鸿章依然把0调停-看

作是外交活动中0不易-的良方& 而0以夷制夷-!

调停妥协也正是李鸿章绥靖政策的实质& 其次!

从海路前往朝鲜! 山东半岛北侧是最近的地方&

从烟台到朝鲜汉江口!以当时的舰艇速度!一天

一夜亦可到达!而从天津塘沽到达汉江口则需要

三天时间& 李鸿章建议张树声从天津调铭军入朝

不仅反映出心存私念!且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更

会贻误战机& 李鸿章所以建议这样做!因为吴长

庆在山东帮办海防时! 时常和李鸿章意见相左!

李鸿章对吴长庆处处制肘& 为巩固国防大计!吴

长庆谢绝好心人的劝说! 毅然上书朝廷直陈意

见!引发李鸿章极度反感!两人因此结下深深的

梁子&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张树声代李鸿章暂署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中国不会大出日本预料而神

速出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稳定事态2如

果没有张树声掌控北洋权柄! 即使最终无奈出

兵! 也轮不到吴长庆的庆军去朝鲜建功立业!自

然袁世凯也就难碰上这出头之机+ 大清是幸运

的!朝鲜也是幸运的!袁世凯更是幸运儿+

接到东京公使关于朝鲜兵变!及日本政府反

应的电报后! 张树声一方面向总理衙门报告!一

方面派人紧急会见正带使团在天津学习洋务的

朝鲜领选使金允植!了解事件真相!共同商议对

策+ 金允植请求清政府迅速出兵!以防被日军抢

得先机+ 金允植请求道'0烦乞中国饬派兵船几

只!陆军千名!戒严以待3伐叛讨逆!扶危定乱!

并自由中国主之& -

!

月
,

日!驻天津的朝鲜问议

官鱼允中面见天津海关道周馥催促清政府出兵!

并表示愿意随中国舰队回朝鲜负责调查事变情

况&

和金允植达成共识后!张树声遂与总理衙门

协商出兵干预事宜& 与此同时!张树声开始着手

军事部署& 0六月二十四日$

!

月
%

日%!海军提督

丁汝昌至登州!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之手

函!面呈吴长庆& 函言日本干涉朝鲜内政!促吴长

庆即日赴津!密商机要& 长庆偕$张%謇于第二天

乘轮赴津& 二十六日!船抵大沽口!树声派员引

导!径至某公馆下榻& 不久树声与其幕友何嗣!

微行至该公馆!密商派兵东征!并研究措理李
!

应及对付日本之方案& 晤商凡两次!关防极严!在

座除树声!长庆外!惟何嗣及謇二人& 二十八日

黎明!长庆及謇乘轮返登& 二十九日$

!

月
*,

日%

抵登州后!长庆即发紧急命令!预备开拔& 七月三

日$

!

月
*-

日%即帅六营军队!登轮出发矣& 又据

张謇告我!张树声与吴长庆会谈!何以如此之秘

密4因恐日本人探知消息!于军事不利也&树声曾

言!据英领事报告!日本在北京5天津都有间谍!

而重要行政机关之官吏5书办5仆役!多有为之耳

目者6 前吴长庆到津!即赴北洋大臣官署谒见!恐

不能秘密云6 -

"

!

月
#

日! 张树声命丁汝昌7 马建忠帅 0超

勇-50扬威-50威远- 三舰从烟台启程前往朝鲜

0东渡观变-8并安排金允植5鱼允中随行+于次日

抵达朝鲜仁川+ 此时!日军舰艇金刚号已经进驻

仁川港!日军亦正在陆续到达+ 丁汝昌5马建忠等

人与日本使馆人员接触!并派人全面了解兵变真

相+

!

月
*,

日晨!丁汝昌返回天津复命!马建忠继

续与日本使馆沟通!留0超勇-50扬威-两艘军舰

于仁川!以示威慑+

得到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张树声愈感事态严

重!更加紧锣密鼓筹划出兵+

!

月
*+

日张树声向

朝廷急报.奏朝鲜乱党滋事遵旨派兵保护折/'强

调0水师之外!必当派陆兵+ 北洋防军惟广东水师

提督吴长庆所部淮军六营驻扎山东登州!由轮船

拔队东渡!最为径捷+ -接到张树声奏报!事关紧

急! 朝廷于当日即颁下谕旨'0朝鲜乱党滋事!张

树声已派提督丁汝昌等酌带兵船! 驰往查探!并

添派提督吴长庆统带所部六营! 克期拔队东渡!

所筹甚合机宜! 即著饬令吴长庆等相机因应!妥

筹办理+ -

吴长庆接到东渡指令后! 丝毫不敢怠慢!加

紧筹备工作进度!他亲往营中视察!宵衣旰食+ 但

部队暮气沉沉的现状让他深以为虑!怎么也兴奋

不起来+ 开拔在即!将官不愿出国远行!纷纷称病

告假!请返原籍2士兵擅自离队!开小差普遍2不

久将是大比之年!幕府中亦是人心浮动!去多留

少+ 张謇看出了吴长庆的心结!建议道'0我于移

营登州后! 亦颇感军气不如驻扎浦口发扬+ $我

们%宜乘此机会多多拔擢青年!使之耳目一新+ -

#

吴长庆闻言!知张謇已心存成熟想法!便迫不及

待地问'0先生!以为哪些青年可用4 -张謇向吴长

庆转述了袁世凯之前向自己表露的心志和理想!

趁机推荐袁世凯!并称赞袁世凯0才气可用-+

吴长庆点头不语!似已采纳了张謇的意见+

筹备开拔!军务千头万绪!吴长庆0以前敌营

务!全全委任张謇办理-!同时重要公文亦需要张

謇夙夜草拟!

*+

日5

*.

日两天!张謇代拟出.陈援

护朝鲜事宜疏/5.谕朝鲜檄/+ 军务紧急5公文繁

杂!张謇实在难以应付!以0诸务冗集-为由!再次

力荐袁世凯佐理营务+ 吴长庆遂委任袁世凯会办

前敌营务处+ 清朝经制军中的 0会办营务处-!就

相当于秦汉朝之前的军咨祭酒!三国魏帝之后的

行军司马!现代部队建制中的参谋长!是协助首

长处理部队各种具体事务的第一忙差+ 清军出发

前!无论是后勤物质调备!装备运输管理!行军线

路勘定都是营务处的活+ 袁世凯都能在极其有限

的时间内处理得井井有条! 深得吴长庆赏识!张

謇也因此在吴长庆那里落得个辩才识人的美名+

0

!

月
!

日!吴长庆到天津接受任务+ 回防后

即令张謇筹划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此时正当举行

乡试之期!幕僚大都回家准备参加考试+ 袁世凯

却留营中+吴从爱护出发!劝其去考举人+袁自知

考不上!但说不出口来+ 正在为难之际!忙得不可

开交的张謇说'*大帅不要叫慰亭去考了!就让他

帮我办办出发的军务吧+ ,为袁世凯解了尴尬+吴

同意后!张即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 袁

世凯的学问虽然了了!可是实际办事能力却很有

一些!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能办

妥+ -

$

上述内容以后被很多传记作者引述! 据此认

为袁世凯所以要去朝鲜平乱是因为自知科举无

望+袁世凯秋闱新败是事实!但由此断言他因不敢

再参加考试而赴朝逃避并不妥+ 袁世凯自幼 0不

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

%

+ 效

命疆场! 马上封侯一直是少年袁世凯的理想之

路!所以!当赴朝戡乱的命令到来时!袁世凯应当

暗自庆幸!因为面临的并不只是敢不敢再去考试

的胆识!而是一种明白的人生抉择+ 是在异国平

乱中靠军功立身!还是再去秋闱中奋力一搏4 袁

世凯上辈出了两位进士!两位举人!但无一例外

都是靠军功才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2其次!秋闱

还会再来! 去朝鲜建功立业的机会仅此一次!稍

纵即逝+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权衡!袁世凯的选择

都会是唯一的!那就是'赴朝参战!在腥风血雨中

寻求进身的阶梯+ #未完待续$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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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口商贸经营中的监督文化
王爱民

二%借助关公文化监督&以神灵威

慑来规范商人的从业行为

由山陕商人兴建的周口最大的庙

宇周口关帝庙! 供奉着的神灵是关羽+

关帝庙的重要内涵就是关公文化+ 关公

从 0当时义勇倾三国- 的蜀汉名将!到

0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5圣化偶像!

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

界对关公不断美化5 圣化和神化的结

果+ 从关公身上发掘出来的和被追加到

关公身上的美德与美誉!远远超过了历

史上真实的关公!几乎达到了无人可及

而又无以复加的地步+

关公是山陕商人崇敬的精神偶像+

他所代表的0忠义-和0诚信-美德!为周

口的关帝庙镀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 关

帝庙通过敬奉关羽! 而突出 0诚信为

本-50义字当先-的主基调!以弘扬0义

中取利-的商业道德9::这也是周口关

帝庙商业文化最核心5最令人信服的内

在精神!是关帝灵魂之所在8 关帝庙的

建造者巧妙地把这种商德宣言5诚信理

念依附在关公身上! 雕刻在石碑上5隐

喻在装饰图案里!反复渲染!集中体现!

约束5警示5教化5监督和鞭策商人要诚

实守信5合法经商8 其良苦用心天地可

鉴8 关帝庙的建筑造型5整体布局以及

木雕5石雕5彩绘5楹联等不仅艺术精湛!

而且内涵丰富!在渲染吉祥和神圣的气

氛中!突出体现了0诚信为本-的商业信

条50忠信礼义- 的传统文化8 在周口关

帝庙!对关公的赞美楹联有很多!而这

些楹联也成为关帝庙关公文化的内蕴

之一8 其中石牌坊上有0读好书说好话!

做好人行好事-5大殿上书写的 0忠能择

主鼎足定汉室天下!德必有邻把臂呼岳

家父子-的赞誉2拜殿则有0赤胆扶汉尽

忠尽勇千秋豪气参大地!丹心托月重信

重义一生高节韶春秋-2春秋阁上有0赤

面表赤心千里常怀赤帝!青灯观青史一

生不愧青天-50秉烛持纲常顾影何惭心

上日!封金完节义对人不愧性中天-等!

这些楹联!构成了周口关帝庙鲜明的关

公文化特色8 这种道德的教化虽然带有

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在当时所处的封建

时代!对于倡导0诚信为本-的传统道德

观念及商人的自律意识起到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8 在0诚信为本-和0义利相通-

观念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

利思义! 作为当时商人经营的哲学基

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8 0诚招

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一时成为那个时

代商人精神价值观的集中体现8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道德

规范!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准则8 在周

家口发展的轨迹上!深深镌刻着0义-字

的烙印!做人讲仁义5经商讲信义5亲人

讲情义!对父母讲孝义8 这种义就是道

义和正义的结合8 明清时期!周家口市

场上用的是
*-

两秤8 俗话说的半斤八

两就缘于此8

*-

两秤上的秤星!每一颗

代表一颗星宿!它们是'北斗
%

星!南斗

-

星!再加上福5禄5寿
+

星8 给客人秤

高就0增福5加禄5添寿 -! 倘若缺斤短

两!少
*

两叫0损福-!少
,

两叫0伤禄-!

少
+

两叫0折寿-8 在秤杆上嵌这
*-

颗

星时! 其星的颜色必须是白色或黄色!

不能用黑色! 比喻做生意要心地纯洁!

不能昧着良心
0

黑心
1

挣黑钱8 这些秤星

时时刻刻在告诫生意人' 务必买卖公

平!切莫缺斤短两伤害自己8 这种神话

式的威慑蕴含了经商之道:::诚实守

信!助推着周家口的商业繁荣8 以神灵

的威慑!来凝聚5规范和教育同行业所

有人员!做到遵纪守法!诚实经营!童叟

无欺8

周家口商人把经商之道排列为'第

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8

0商家是要追逐利润! 但君子爱财要取

之有道!绝不干损人利己的事8 -在周家

口的各种商会$会馆%!每个月的初一有

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校秤!把各商行

使用的秤收起来!一家一家校对8 哪家

用秤不合规定!轻者罚款5罚聚餐5罚唱

大戏!重者停业整顿5直至取消经营资

格!永远不得经商8 校过秤后!贴上标

签!合法使用8 如发现使用未校的秤!立

即处罚!决不迁就8 这种用商会管理商

贸活动的方法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管理模式8

在周口关帝庙保存的各种石碑中!

其中有道光十七年0重修关帝庙碑-!碑

文详细记述了周家口
+,$

余家商行店

铺捐资的情况!详细地记述了维修关帝

庙捐资商号的名录5捐资数额以及建筑

开支情况8 捐资数额大的几百两白银!

少的几两8 每项开支精确到两5钱5分8

用的油漆5颜料5石灰5甚至麻捻都清晰

记录在案8 这种精确入微的财务公示!

更是0诚信为本-精神的褒扬和监督文

化的直接体现8 经得起时间5历史5人民

群众的检验8 这些行会商业规则和财务

公开制度所蕴涵的商业道德5 诚信观

念5价值取向5管理规程等仍是当代社

会需要传承和发扬的经商精神和监督

文化8 #中$

咴咴叫的小黑驴噤了声
王天瑞

在黄村!当家家户户都养牛5养驴

甚至养马5养骡的时候!牛驴马骡也就

是普普通通的农家耕畜8 随着时代变

迁!牛驴马骡一天天减少!当减少到只

剩王跑家最后一头小黑驴的时候!这

头小黑驴竟成了远近闻名的0明星-8

0到黄村看小黑驴去; -不少年轻

人和孩子们还真没有见过小黑驴!便

蹒跚而来5结队而来5飞奔而来8 他们

在王跑家看到小黑驴! 看到小黑驴吃

草5打滚5咴咴叫!就像在动物园看到

老虎 5狮子 5豹子怒吼 5穿林 5翻山一

样!咋看咋觉得稀少5稀奇又稀罕8

王跑家的这头小黑驴已经老了!

已经不能干什么活了8 清庄上的屠宰

户找到王跑!劝他把小黑驴卖掉!并且

给的价钱还挺高8王跑笑着摇头说!不

卖!不卖!给多少钱也不卖8屠宰户说!

你想养到啥时候4 王跑说!养到老死8

屠宰户悻悻而去8王跑补充说!养到老

死也不卖8 当然!我知道王跑的心思8

在小黑驴还是小驴驹的时候! 王跑拉

麦子翻了车!被压在麦车底下8小驴驹

跑到家!直拱人8 家人不知咋回事!跟

随小驴驹来到村外!远远一看!恍然大

悟!匆忙跑过去!掀起麦车!救出了王

跑8 王跑曾给我说过! 牲口也通人性

啊!小黑驴救了我!我也要对得起小黑

驴8

驴!又叫驴子或毛驴!被毛多为黑

色或灰色!而口5鼻5眼圈和腹下多为

白色8 驴的脸长!耳朵也长8 有时形容

人!驴脸瓜达的!像驴的耳朵一样8 驴

的妊娠期是
*,

个月!马的妊娠期是
**

个月!所以又有0驴年马月-之说$暗喻

事情遥遥无期!难以实现%8 母驴
+

年

可产
,

胎!每胎产驹一头8一头母驴终

生可产
!

至
*$

胎8 驴!一般寿命为
+$

年左右8公马与母驴交配所生杂种!叫

驴骡8公驴与母马交配所生杂种!叫马

骡8驴骡和马骡!力气都比驴或马的力

气大得多8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驴们

是帮助人类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亲密

伙伴8 南宋诗人陆游说'0远游无处不

消魂<<细雨骑驴入剑门8 -唐朝诗人

白居易说'0日暮独归愁未尽! 泥深同

出借驴骑8 -

农谚说!草膘料力水精神8 驴!日

日月月年年!每天早中晚三顿!吃的都

是干草=::麦草5谷草5大豆秸5花生

秧5红薯藤<<大约不超过七八斤!还

有二三斤粗料:::棉籽饼5花生饼5玉

米糁5大豆糁5麦麸子<<这是人们必

须供给的最基本的营养+ 即便在夏秋

季节!这些干草里!若能多少加一点点

青草!那就是美味佳肴了+ 至于水!驴

耐热又耐渴!饮水量很少!那就适当给

予饮水吧+ 如果要问驴! 还有什么奢

望4驴一定会说!唯一的奢望就是农谚

说的0马无夜草不肥-!驴也是如此!夜

间要再加喂一次草料+这奢望不高啊;

要让驴焕发冲天干劲! 干草粗料必须

让它吃饱肚皮吧+ 平时!驴性情温顺!

与人相偎相依+如果不是累极了!如果

不是认为你鞭打无理! 驴绝对不会嘶

鸣!绝对不会尥蹶子+不过!事后!驴又

立马忘掉一切烦恼! 依然默不作声地

低头干起活来+

听从安排!这是驴的情操+ 驴!甘

当人的不言不语的交通工具:::让

人乘骑!走南闯北!走东向西<<驴!

愿做人的不吭不哈的劳动工具:::拉

犁耕地5拉磙打场5拉磨磨面5拉车运

货<<主人让干啥就干啥!主人让干

啥就干好啥+

干活卖力!这是驴的品德+无论酷

暑寒冬!也无论白天黑夜!驴干活!不

偷懒 !不取巧 !不藏奸 !不耍滑 !不松

套!不停步!任凭汗水淋漓!任凭精疲

力尽!有多大劲就用多大劲!有多大力

就用多大力! 一直向前<<驴拉犁耕

地!每天能耕
-

至
%

个小时!一具牲口

可耕
,

至
+

亩土地+ 驴供人乘骑!驮个

胖胖的小媳妇回娘家! 一气能走十多

里+

奉献到底! 这是驴的精神+ 常言

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细嫩!味

道鲜美!营养丰富!可供食客解馋+驴!

直到走向生命的终点! 仍然为人们做

着奉献!甚至任人把驴皮熬成胶!制作

成滋补强壮之剂+

我曾在全国的一次美术作品展览

会上! 看到解放军画家黄胄的传世画

作!他在一幅
-2#

米长的画卷上!画出

.-

头驴:::或低头5或昂首5或疾跑5

或跳跃5 或侧卧5 或嘶鸣<<栩栩如

生!精彩纷呈!令人叫绝+

我曾在全国的一次曲艺作品调演

会上! 看到一位曲艺家演唱 .小黑驴

儿/! 仍然记忆犹新'0说黑驴儿道黑驴

儿!小黑驴儿长得有意思儿!白眼圈儿!

白嘴唇儿!花脊梁骨!白肚皮儿!紧衬四

只粉白蹄儿!花鞍子儿!铜凳子儿!檀香

木刻了个驴座子儿!皮笼套!钢嚼子儿!

五彩绒线大鞍子儿! 上搭印花小铺底

儿!坐着个二八俏佳人儿<<-

可以说! 赞叹小毛驴的各种文学

艺术作品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但是!随着交通的日益发达5农业

机械化程度的逐年提高! 养驴的传统

用处便没有太大意义了+

当我再次见到王跑的时候! 他的

小黑驴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王跑告

诉我!他把小黑驴埋在了东地岗子上!

并栽一棵银杏树+如今!银杏树已经枝

繁叶茂+

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
!!!读王天瑞"品味乡愁#系列文章随想

顾玉杰

大概始于
,$*"

年炎夏 ! .周口日

报/文化版0品味乡愁-专栏!陆续刊登

王天瑞撰写的系列乡土文化散记!迄今

算来!已近三十篇了+ 这些文章!每篇我

都要细读的+ 平实的语言!质朴的文字!

烙满时代的印记! 回闪着岁月的灵光!

是四五十岁以上年纪的人品味乡愁5咀

嚼人生的一方精神圣土+

王天瑞!是长辈!我尊称老师+ 老师

行伍出身!在部队服役
,,

年!祖国的白

山黑水 !大漠边关 !沧浪海岛 !黄土高

坡!都曾留下他年轻的足迹+ 老师一生

痴爱文学!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他先

后出版了.江山万里行/.这边风景/.神

秘旅程/等作品集!著述等身+ 转业到地

方后!天瑞老师曾在周口市纪委5市文

联任职!一直与文字打交道+ 退休后!赋

闲在家的他!大量时间并没有放在含饴

弄孙5种花养鸟上!而是继续潜心创作!

笔耕不辍+

.周口日报/ 文化版开设 0品味乡

愁 -专栏时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

是向天瑞老师约稿+ 天瑞老师生在豫

东!根在农村!血脉和精神一辈子都与

故土相守! 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润

着对家乡的情感+ 还有一点!就是天瑞

老师阅历丰富!感情细腻!对事物观察

入微!文字功力深厚+ 果不其然!年届

七旬的天瑞老师 !写作 0品味乡愁 -系

列文章得心应手!顺风顺水!成为文化

版的专栏作家+ 作品刊发时!编辑配有

漫画插图! 文章散发着浓烈的时代气

息和历史韵味!人们争相阅读!有的老

年人还剪报收藏+ 据天瑞老师说!他已

写成定稿
%"

篇!计划创作
*$$

篇!全景

勾画和复原上世纪中原农耕文化的历

史风貌+

在天瑞老师的这组文章中!我读出

了生活的原味!那种平淡5真实!不可复

制的原味!这是乡愁系列文章的魅力所

在5价值所系+ 石磨!老井!花轿!夯歌!

虎头鞋!货郎担!织布机!寨海子!大铁

钟!牲口屋:::这是上世纪豫东农村生

活的真实0道具-!是中原地区特定历史

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和见证+ 作

者的老家是一个叫黄村的普通村庄!文

章中多见黄村的影子!也可以说黄村是

天瑞老师写作这组文章的源泉+ 在这些

文章中!作者不但叙事!也如实记下自

己的人生经历和感触2 这些经历很平

凡!感触也很普通!然而却是作者自己

的!他舍不得丢失!他说掏心窝子的话!

要拿出来给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分享!

分享一段久违的时光!分享一份相似的

回忆+

在.乡村老井水味儿甜/中!作者写

道'0老古井的水!冬暖夏凉!细品品!甜

丝丝的+ 夏日正午打出的井巴凉水!喝

上一瓢! 身上的汗立马散去-+ 字里行

间!洋溢着作者对农村古井的热爱和怀

念+ 在.夯歌声声唱富康/一文中!作者

生动地描述了农村打夯的场面'0来看

打夯的人越来越多! 场面越来越壮观+

老人5孩子5大闺女5小媳妇<<欣喜5

欢笑5鼓掌5指指点点<<这时!夯司令

更显英雄本色! 把夯歌唱得时而悠扬5

时而幽默5时而委婉5时而激越-+ 在.好

个奇怪的货郎担/中!货郎老钱头是底

层老百姓智慧和乐观的代表!他游走四

方练就的口才! 让作者打心眼里佩服+

0买的买!捎的捎!几毛钱能买一大包+

买包针!不值钱!不顶一根好纸烟+ 买上

两包带回家!老婆笑着把你夸'妮她爹!

孩他爸!你真是咱的好当家+ -老钱头粗

门大嗓!连说带唱!风趣诙谐的一段段

说词!几十年过去了!作者仍能表述得

这样清晰流畅!可见农村生活给作者留

下的印象多么深刻; 在.春蚕到死丝方

尽/一文中!作者先说'0我在少年时代!

就曾看到! 黄村周围的路边5 坑旁5河

堤5寨墙上!处处长满了高高大大的桑

树!一到春天!绝大多数人家都忙忙碌

碌地采桑养蚕-2 接着又无限感慨地写

道'0有了蚕丝还能愁绫罗绸缎吗4 在长

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劳动人民

创造并不断发展栽桑养蚕5缫丝织绸技

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

遗憾的是!农村里养蚕的人逐渐销声匿

迹了+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仿佛又回到

年少时代! 抚摸着故园的一草一木!沉

浸在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

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中!没有哪

个百年像二十世纪那样激荡5 壮阔5多

彩+ 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交织!信息化

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物质财富的极

大丰富!把人类带入一个充满未知和挑

战的新世纪+ 毫无疑问!在这场急风骤

雨的变革中!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

化!正逐渐消褪原色!走向历史深处!成

为留存在那一代人记忆中的一抹乡愁+

恰如编者在.开栏的话/中表述的

那样' 乡愁是老家屋顶上那一缕炊烟!

她代表着人们眷恋故土的永恒情感2乡

愁是故园的蓝天白云和母亲的声声呼

唤!她是沉淀在心灵深处不可替代的挚

爱与留恋+ 品读天瑞老师的这组文章!

我觉得所谓的乡愁!即是一种人生的厚

度!一种生活的底色!一种精神的找寻!

一种情感的回归!一种文化的积淀+

留住乡愁!就是传承+ 对于天瑞老

师的这类文字! 人们会以文化苦旅!或

文明的碎片形容之+ 不管怎么说!天瑞

老师无心插柳!弄出这浩繁的乡愁系列

文章!把我们的个体记忆修复得立体而

丰满!也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点缀得

瑰丽多姿+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瑞老师

对中原乡土文化研究! 又起到挖掘5补

充和丰富的作用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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