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故间民

汝州方言

咬躁 （爱找碴儿）

挑皮钱儿 （挑毛病）

踩脚后跟 （跟踪、挑毛病）

上癞药 （说坏话）

捣瞎话 （说谎）

捣捣鼓鼓 （经常搬弄是非）

戳戳捣捣 （来回搬弄是非）

穿小鞋 （办难看、报复）

垫害 （背地造谣、中伤）

捣 （骗、搬弄是非）

戳疙瘩 （挑拨关系、搬弄是非）

传说很早以前，有人想在汝河岸边建一座城，城址就

选在汝河南岸。

许多仙家知道后，都赶来看热闹。

人们干一个月了，只运来了一部分沙石砖土。

河大王爷看看就着急了，对土地爷说：“要是叫我干，

我一夜就能把城盖好。”

土地爷说：“那不一定。你盖的是一座城，可不是几间

房子，咱俩打赌，要是你输了，你在南边再开一条河。”

“我一夜不把城盖起来，不光再开一条河，还要把城

向东挪十里，挪到河北岸再盖一座城。”

土地爷忙接着说：“中，一言为定。”

天黑了，河大王爷率领自己的人马，慌慌张张干了一

黑地儿，一会儿也没敢歇，眼看就要完工了，突然听见鸡

叫，河大王爷赶紧招呼手下，集中人马回营。

这时候，土地爷偷偷地笑了。原来，他看河大王爷的

人马真厉害，一夜竟盖好一座城，要是输了，自己面子上

过不去，于是就偷偷来到一户人家的鸡窝旁学起鸡叫来

了，这一招真灵，一会儿工夫，附近村庄的公鸡都打起鸣

来，因为神仙干活不能让凡人看到，所以河大王爷听见公

鸡打鸣，就招呼人马撤退了。

河大王爷输了，在古城遗址南边又开了一条河，就是

现在的卢沟河，城嘛，当然向东挪了十里，挪到了汝河北

岸，就是现在的汝州城，那河大王爷没有盖好的城，就是

现在汝州城西十里的杨古城、叶古城和樊古城。樊古城西

边有一条土坡，据说是河大王

爷垒了半截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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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公旦（约公元前 年），姓姬，名

旦，氏号为周，爵位为公。因采邑在周，称为周

公，因谥号为文，又称为周文公。周成王之叔，因

成王即位时年少，便辅政成王。相传他制礼作

乐，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

最崇敬的古代圣人。

【故事】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
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

“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

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

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

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

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

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

慎欤！”这就是周公的《诫伯禽书》。他告诫儿子伯

禽：“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

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

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

了。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

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唯恐

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听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

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

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

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

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

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即使

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

品德。不知谦逊从而招致身死国丧，桀纣就是这样

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而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

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淳朴、务本重

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

【圈点】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对
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良苦用心。 张坤

中国古代十大经典家训之一：

周公的《诫伯禽书》

汝州城的传说

5月 10日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根据我

们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

作组在北京近郊及各县一个多月的调查情况来看，贯彻执

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农业六十条指示后，农民

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

民的积极性，有许多措施还需要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

正。

一、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

队、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分调整完毕。多数是

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 50户

左右。实行责任制，使农民心里有了底，大大提高了社员的

生产积极性。

二、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多数生产队赞成对

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对包产指标高的

队，超产粮的征购比例也可以低于 40％。征购后的余粮，应

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

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三、关于供给制问题。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带有

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

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

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

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四、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问题。凡是几年来年年

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

制度的，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没有

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一般都减了产。

五、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

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

愿。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

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

了，应办小型的或自愿结合的。

六、关于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

产队所有，多数主张牲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牲畜归生产队

所有，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减少死亡。同时繁殖也

会较快。

七、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对于手工业

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

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织生

产。

14日，专列抵达天津。

毛泽东就转发张平化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作了批示：

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张平化同

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

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

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

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

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 5月 14日，于天津。

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四十 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
1961 年 7月 6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沿京沪线南下视

察。

这次随毛泽东出行的有汪东兴、张仙朋。

专列途经天津。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主席汇报。

刘子厚谈到：保定地区唐县一个公社，各生产大队实行

粮食“分配大包干”。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交国家和大队以

外，统由生产队支配，按照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社员的

生产积极性。这个公社粮食连年增产，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连

年增加，牲口、猪羊肥壮，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没有发生浮肿病。河北省委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

型，准备推广。但在三级干部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赞成，少数

同志有怀疑和顾虑。毛泽东认为“分配大包干”是个好办法，

指示河北省委继续试行下去。

9日上午 9时，专列途经蚌埠，毛泽东在站台上同当地

的警卫同志交谈。交谈之中，曾希圣等省委领导赶到蚌埠车

站，邀请毛泽东去蚌埠休息。毛泽东表示：“这次不去了”。12

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宴请了当地的警卫服务人员。饭后同他

们照了相。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

圣的汇报。曾希圣再一次向毛泽东谈到“责任田”试验的问

题，并且希望在全省推广。毛泽东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

可以普遍推广。”又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

点。”

毛泽东在旅途中给张维写回信。

7月 10日，专列途经上海，毛泽东托身边工作人员给

张维送信。随信附去三张照片，5000元现款。毛泽东捎话

说：这是个人的稿费，希望他用来看病和调养好身体。

11日，专列抵达杭州。毛泽东住汪庄。在杭州，毛泽东

停留了一个礼拜。每天关注国内外大事，审阅文件。

13日，毛泽东在杭州就一份关于日本经济政策和国防

工业发展问题的内部材料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四

同志写信：“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

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

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

一谈。”

上午，毛泽东在汪庄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

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下午，在汪庄与周恩来、陈毅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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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1978年秋，阎村社员种树时，在不到 30

平方米的范围内，挖出了 11座瓮棺葬。这些

作为瓮棺葬具的陶器大部分是陶缸，其中一

件陶缸上画有鹤叼鱼和有柄石斧的大型彩陶

画，发现者将其称作“鹳鱼石斧图”。

这件陶缸高 47厘米、口径 32.7厘米、底

径 19.5厘米。夹砂红陶，敞口，圆唇，深腹，平

底，底下有一圆形钻孔，沿下有四个对称的鸟

喙状泥突，腹部一侧画有一幅高 37厘米、宽

44厘米的彩色画，画面约占缸体面积的二分

之一。画幅左边为一只向右侧立的白鹤，细颈

长喙，短尾高足，通身洁白。白鹤衔鱼，鱼头、

身、尾、眼和背腹鳍都画得简洁分明，全身涂

白，不画鳞片，应该是白鲢一类的细鳞鱼。因

为鱼大，衔着费力，所以鹤身稍稍后仰，头颈

高扬，表现了动态平衡的绘画效果。鹤和鱼的

眼睛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处理：鹤眼画得很大，

目光炯炯，俨然是征服者的气概；鱼眼则画得

很小，配合僵直的身体，显得已无力挣扎。竖

立在右边的斧子，圆弧刃，中间有一穿，捆绑

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端，木棒上有四个圆孔，

用以穿绳固定斧子，木棒中部有 X形符号，

握柄处用尖状器刻画出绳索花纹。

史前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专门撰文阐释

“鹳鱼石斧图”的寓意。他说：这幅画最发人深

思的地方，是把鹤衔鱼和石斧这两类似乎毫

不相干的事物画在一起，并且画在专为装殓

成人尸骨的陶缸（棺）上，显然这不能看作是

一般的艺术作品。出土陶缸的伊洛———郑州

地区，在史前时期人们共同体是一个部落联

盟，阎村遗址是这个联盟的中心部落，而画有

《鹤鱼石斧图》的陶缸应当是该部落的酋

长———多半是对建立联盟有功的第一任酋长

的瓮棺。在酋长的瓮棺上画白鹤衔鱼，决不单

是为了好看，也不是为了给酋长在天国玩赏。

这两种动物应该都是图腾，白鹤是死者本人

所属氏族及部落的图腾，鲢鱼则是敌对氏族

及部落的图腾。这位酋长生前必定是英武善

战的，他曾高举那作为权力标志的大石斧，率

领白鹤氏族和本联盟的人民，同鲢鱼氏族进

行殊死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时的

画师极尽渲染之能事，把画幅设计得尽可能

的大，选用了最强的对比颜色。他把白鹤画得

雄壮有力，气势高昂，用来歌颂本族人民的胜

利；他把鲢鱼画得奄奄一息，俯首就擒，用来

形容敌方的惨败。为了强调这场战斗的组织

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特意描绘了最能代表

其身份和权威的大石斧，从而给我们留下了

这样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画。

严文明的解释可谓“图腾说”。此外，“现

实艺术造型说”的解释也比较有影响。持此

观点的学者认为，史前艺术家为了表达自己

的感情和见解，理想和愿望，借着陶缸的表

面来进行描写现实的创作。河中的鱼类是远

古时期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鹳鱼石斧图”

反映的是原始人们祈求渔猎收获的愿望，画

面的主体思想就是“老鹳捉鱼”。书画篆刻家

张绍文从艺术的角度做出了生动的描绘：在

那苍茫原野，茅屋几间，清流河岸，绿草无边

之中，点点白鹤，姿态各异。正当朝霞初露，

满空寂静之时，突然一只老鹤叼起一条鱼

儿，互相挣扎着……这个生动的镜头，被画

家一下子抓住了。它那可爱的动态，促使着

富有感情的画家的画笔，终于把它描绘在新

制的陶缸上。

来源：广州日报

鹳鱼石斧图：
展现史前部落间的殊死战斗

●许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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