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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两家人，东庄张沟的那家

外号叫“吝啬鬼”，西村李窑的那家外

号叫“老鳖一”。经媒人说合，两家结

为儿女亲家，弯刀照住瓢切菜，算是

对住把了。

有一天，亲家母来叫闺女，怀里

抱了个烂麻包，笑吟吟走进门来，说：

“我来没啥事，逮了两个老母鸡，下的

鸡蛋恁好喝。”

婆子接过抖开一看，原来里边包

的是两个鸡蛋，不老高兴，嘟囔道：

“原来是鸡蛋，哪里有老母鸡？”

亲家母说：“现在是嫌嫩些，将来

就是老母鸡。”

“哦，是这么回事。”婆子下灶火

做了一碗玉米面糊涂，招待她。对她

说：“这次委屈一顿，下次再来，割肉

买菜补补虚。”

亲家应道：“嗯，我记下了。”

过了几天，婆子去叫媳妇回来，

擓了满满一个竹篮，上边盖一条花手

巾，笑容满面开了腔：“我来得促忙，

没啥拿，擓一篮豆芽菜炒炒吃。”

亲家母信以为真，慌忙揭开竹篮

上盖着的花手巾，诧异地问：“啊！一

篮子干豆秆，哪里是豆芽？”

婆子说：“豆芽嫌老些。当初才出

来可是豆芽吧？”

亲家母说：“我听明白了。”

快该吃饭了，婆子说：“自家人，

别费事。”

亲家母满面热情，说：“轻易不

来，变变茶饭。”说罢，端出来一碗红

薯面汤，又在灰尘像铜钱一般厚的小

桌上画出四个盘，还解释着：“一盘肉

片，一盘鸡蛋，一盘豆腐，一盘黄瓜。”

然后，又圆圆画出几个大蒸馍。

婆子看到这般情景，也不得不说

句漂亮话：“至近亲戚，费恁大事弄

啥？”

亲家母说：“不老像样，有啥吃

啥。”

吃过饭，婆婆引上媳妇，回家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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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

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

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

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

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 1957年。有的

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

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

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

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

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

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

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

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

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 30

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

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

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

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

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

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

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

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

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

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 6月讲了，

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

嘛。”

会上，军队一位负责同志发言也批评说：农业恢

复的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

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还有的同志在小组会

上发言说：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个恢复问

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

8月 15日，核心小组会议，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

发言。其间毛泽东有一些插话。会议决定 9月 1日召

开中央全会（在北京）。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

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

生产要抓十年。毛泽东插话：“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

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李富春接着说：5月会议提出争取快、准备慢，问

题是有些同志把重点放在准备慢上了。毛主席插话

说：“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

灵；慢了，后一句灵。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

多了。他不赞成说农业的恢复要五年。他说，实际上，

“五风”纠正了，搞了“十二条”“六十条”，恢复就会很

快，只要两年就达到 1957年 3700亿斤的水平。毛泽

东插话说，我不相信恢复会那么慢。又说：“瞎指挥我

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

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还是搞社会主义。主要是今

明两年，1964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

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 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

全面好转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

说，过去的 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

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这一天，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

况和我们的对策报告草稿作了批示。

16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

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

的生产责任制报告作了批示。

17日，毛泽东对李先念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

汇报提纲作了批示。

下午 2时至 5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

议，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李先念、周

恩来发言，其间毛泽东有一些插话。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

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

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

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

口粮食 540 万吨，今年进口 470 万吨，减少了 70 万

吨。毛泽东说：“减少了 70万吨，就是 14亿斤。你看，

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

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

“今年进口粮食减少 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

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 70万吨，再看

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

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

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

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

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

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

有职业病。”

（未完待续）

在清末民国初年，夏店镇出了一个赫赫

有名的省部级高官，因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

阿，平易近人，不欺上瞒下，深得百姓爱戴，人

称“徐青天”，他就是夏店镇毛寨村人氏徐仟。

徐仟（1877年—1952年），字英甫，人称徐

英老，原是汝州城内前火神庙街人，后迁居夏店

镇毛寨村。清宣统年间曾任湖广总督巡阅使，民

国时期先后任舞阳、临颍、襄城、郏县知事。

徐仟祖籍孟县徐家窑，清乾隆年间，十四

世立忠率子迁居汝州西关南拐街，后又迁至

前火神庙街。清光绪三年（1877年）夏历 12月

23日徐仟出生，幼承祖训，束发受训，颖悟非

常。入私塾学习，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

字文》等启蒙读物，后入汝阳书院（城隍庙西

侧，现瑞兴祥苑）学习。他勤奋好学，系统地学

习了《明贤集》《朱子治家格言》，四书五经、诸

子百家及治国理政之道。光绪十五年（1889

年），12岁的徐仟参加童试，成为秀才。光绪二

十年（1894年），17岁的徐仟赴省参加甲午乡

试，成为举人。宣统元年（1909年），32岁的徐

仟奉旨出任湖广总督巡阅使（为现省部级巡

视组长，临时职务），巡视湖广地界吏治、社会

治安。虽有生杀予夺之权，但他从不人云亦

云，草菅人命，不做冤枉、亏心之事。对每一期

复审案件都要亲自过问，人证、物证、口供每

个证据链条准确无误后，才报请刑部，罪犯心

服口服，认罪服法。凡经他审理的案件无一冤

案。

徐仟秉性刚直，不媚上欺下，生活简朴，

不尚靡奢，每日餐后，必用茶水冲碗，然后喝

下。徐仟外出巡视，多为微服私访，从不乘轿

鸣锣，加之平易近人，无官架子，受到乡民尊

重。

时湖广流传这样一则轶事：一次徐仟带

书僮微服私访，乘船至淮河官渡口，船旋转不

前，有倾覆危险，船上人惊恐万状。徐仟处变

不惊，安若泰山，船家久经风雨，阅人无数，看

出徐非等闲之人，为安稳大家别慌，便说船上

有大人。徐仟一怔，心想，莫非今日登上贼船，

就暗暗戒备。船家说：俺没恶意，请大人亮明

身份，这是龙王献宝。徐仟向船家深鞠一躬，

答道：“我乃汝州徐仟”，言罢，江中跃起一群

鲤鱼，数条落到船上，此时风平浪静，平稳驶

向对岸。

辛亥年初（1911年），辞官返乡。为避免扰

民，携眷夜行路过舞阳，当地百姓见两盏红纱

灯，上书：“湖广总督巡阅使徐”，知是有“徐青

天”之名的徐仟由此路过，拦住不让走，让其

留下为官。徐仟无奈，呈请上司同意，留下任

县知事，不到两年，将舞阳县治理得河清海

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好转。上司嘉其

人品才学，又先后任临颍、襄城、郏县知事。

民国十五年（1926 年），徐仟 49 岁时，从

郏县知事任上辞官回临汝养老。民国二十七

年（1938年）6月，侵华日军沿陇海铁路西犯，

图谋自郑州南下，进攻中国战时指挥中

心———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以水代兵，阻止日

军西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洪水一泻

千里，鄢陵、扶沟、太康灾民涌入临汝。为救助

灾民，徐仟在西关搭棚舍粥，活人无数。民国

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遭遇旱灾、蝗灾为主

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人数远超历史最高水

平，加之日寇的扫荡，人们纷纷离家西迁，临汝

西关聚集数千灾民，饿殍遍地。徐仟一面设棚

舍粥，一面利用家传秘方，熬制膏药，医治灾

民，将自家二亩桑园树叶捋光入药。对死亡灾

民，施舍苇席入土。返乡灾民不忘徐仟活命之

恩，家家立徐仟长生牌位。南阳灾民共推吴马

候为代表，给徐仟送“徐府善人”牌匾，以褒徐

仟。

徐仟在夏店镇毛寨村赋闲期间，夏店镇上

鲁村、毛寨村曾发生几起重大案件，徐仟亲疏

有别，不偏不倚，使问题妥善解决，群众口碑俱

佳。1952年农历腊月二十六，徐仟病逝于毛寨

村，享年 75岁。留有手抄《朱子治家格言》、砚

台、方章、茶具等遗物。

徐仟后代有 2子 3孙，均生活在夏店镇毛

寨村，或从政、从医、从教，枝繁叶茂，人丁兴

旺。其次子徐解放曾任寄料镇观上小学校长，

名噪一时。

徐青天
●平党申

拉坯第一步是设计，想拉一个什么造型，想表达

一种什么思想，心里一定要明白，图纸提前设计好，

去看去背去理解。比如一件梅瓶，它为什么好看，整

体的气质是怎样的？说它特别挺拔，它的挺拔是怎么

造成的，它的弧线哪一段是直，哪一段徐徐展开，哪

一段丰满，又是怎么收过来的？这个梅瓶是什么样的

比例，需要提前记住、理解。

拉坯前先备泥，“眼是尺子手是秤”，要熟悉自己

的技术在哪一个层面上，要用多大的泥料，泥料的硬

软，拉坯多高到位？第一是长时间的练习，也有技巧，

就是找参照物，比如一拃是多少公分，一掌是多少，

一臂是多少，到手腕是多少等，每一个关节都可以是

尺子，一比划就出来了。轮盘也有尺寸，拉多大直径，

一般轮盘直径是 33公分，每大一圈就大 3公分。揉

泥，按着一个方向揉，泥在手心里过一遍，把里边的

空气都排净。泥揉好以后放在轮盘上找正，找正是拉

坯的核心，只要泥能找正，拉坯就算是入了门。找正

泥有一个原理，泥是硬的，手是软的，软的随着硬的

走，只要有一只手能稳住不动，找正泥就不是问题。

往往是越不正越用力，越用力晃得越厉害。想不让它

晃悠，把劲用在手上，而不是过分用在泥上，这是手

稳。第二个是心稳。不能关注点老是在泥上，心在手

上，慢慢地，手就自由了。走正泥的时候，实际上也就

是反复拉一遍。这样泥就会特别好用，中心点会自然

形成。 （五十六）

薄亲戚

晨登歇马岭，遥望伏牛山。

孤出群峰首，熊熊元气 2间。

太和 3亦崔嵬，石扇横闪倏。

细岑互攒倚 4，浮巘 5竞奔蹙 6。

白云遥入怀，青霭近可掬。

徒寻灵异迹 7，周顾 8惬心目。

晨拂鸟路行，暮投人烟宿。

粳稻远弥秀，栗芋 9秋新熟。

石髓非一岩，药苗乃万族 10。

间关 11踏云雨，缭绕缘水木。

西见商山芝，南到楚乡竹。

楚竹幽且深，半杂枫香林。

浩歌清潭曲，寄尔桃源心。

宋之问（？~712年），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

灵宝西南）人。其诗属对精密、音韵谐调，与沈佺期齐

名，号“沈宋体”。宋之问一生坎坷，两度流放，其纪行

述感之作堪称上乘。

这首诗选自《全唐诗》，是诗人早年从洛阳南游

鲁山时所作。描写了豫西伏牛山的磅礴气势和山川

物产的丰富。

注释：
1.歇马岭，位于鲁山西北与汝州分界处，是滍水

与汝水的分水岭，宛、洛古道通过这里。岭上有一古

关隘，名歇马岭关。枫香林，在鲁山南。

2.熊熊：盛貌。元气：天地。

3.太和：山名，在鲁山西北与汝州交界处。

4.细岑：峻峭如削的山。攒倚：相互紧靠。

5.浮巘：露在云雾上面的山峰。

6.奔蹙：追赶。

7.灵异迹：指女灵山，在歇马岭东南，上有女灵祠。

8.周顾：环视四周。

9.栗芋：板栗和芋头。

10.万族：万种。

11.间关：道路崎岖难行。

《自歇马岭到枫香林》1

赏析
唐·宋之问

拉坯不止是一门技术（三）

弘宝汝瓷范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