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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寄料镇政府所在地寄料街，上点岁数的人

都叫圪料街，有人说这是因为过去街道不直，所以土

话就叫圪料。

真实情况还得从王莽撵刘秀说起。

公元22年秋，已经随兄长在南阳起义的刘秀带一

随从到伊阙（现龙门）观察敌情，熟悉地形，被王莽的

守将发现，王莽亲自带兵一路追杀。刘秀从龙门东冲

西撞，左冲右突，且战且退。天将黑时，人困马乏，跑到

寄料这个地方。当时这里人烟稀少，自南阳到洛阳的

驿道从这里通过，山脚拐弯处有一家路边旅店，平时

生意比较好，店家人也忠诚老实。刘秀和随从来到这

里，看天色已晚，听听后边也没有追兵的声音，座下的

马也是四蹄无力，陪着主人呼呼喘气。刘秀就勒马下

蹬，让随从上前求店家赊一顿饭，给马赊一顿草料，为

啥说赊呢？因为身上的盘缠早跑丢了。

店家一看刘秀主仆二人，虽然因疲乏显得憔悴，

但眉宇不失英雄之气，料也不是等闲之辈，这种人要

不是有十分的难处，是不会装穷求人施舍的。

过去凡是在驿道或官道开店经商的人无不是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心眼灵活，善解人意。这店家既然看

出刘秀不是等闲之辈，当然格外殷勤周到。一边连声

说着：“甭提钱，客官能光临小店，就是小店的福气造

化，谁出门没个闪失？到店如到家，到家甭客气，人吃

马喂管足管够！”一边忙吩咐小二端草料喂马，自己亲

自张罗盛饭端菜。

谁知刘秀主仆二人一个蒸馍没嚼完，两匹马一筐

草料没吞完，就隐约听出从北方传来乱哄哄的马声

响，知道是王莽的追兵快到了，丢下碗筷赶忙牵马谢

过店主，朝南而去。

两年以后，刘秀的起义军在河北发展壮大，被当

时的临时皇帝刘玄封为萧王，回南阳探亲又路过这

里，为了感谢这家店主当年施舍草料之情分，专门拐

到店里歇息叙旧，临走时又命留给店家马料两袋。

刘秀走后，店主觉得自己荣耀也为自己当年慧眼

识人主动义举感到自豪，就把自己的小旅店取名“给

料店”。

汝州方言“给gei”念成“供给”的“ji”，所以后来官
场不仅把“圪料”说成“寄料”，还逐渐把“给”字写成

“寄”字，也就成现在

的寄料街了。

讲述者：郭明
整理者：郭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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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我们早就想搞，但是冯

书记不让现在就搞。”

我对他们说：“搞‘大包干’咱县

领导认识不一致，但允许你们公社先

搞个试点。我讲三条原则和三个

‘不’。三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多数社员愿意就搞，多数人

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时，

远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队

分配地。三个‘不’就是不汇报、不宣

传、不上报。你们两个记住了吗？”

他们说：“记住了！”

我说：“记住了，回去就搞。”

结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农业产

值翻了一番半，社员年人均收入分配

从210多元涨到了400多元。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我和冯书

记骑车下乡到里双店，我们两个还没

坐稳，还没说让公社干部汇报什么工

作，公社书记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

飞色舞地讲起了“大包干”的好处。还

没说完，冯书记就拍了桌子：“是谁叫

你们搞的！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知

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他们摸不着头脑，就老看我。我

汗珠子一下子就下来了。冯书记转过

头问我：“程县长，这个事你知道吗？”

我当时有点儿懵了，不敢说不知

道，也不敢说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说：

“我好像知道点儿，忘了跟你汇报这

个事，我做得不对。”

冯书记啥也没说，骑上车就往外

走，40里地我们俩没说一句话。走到

县委门口，我把车子撂下，三步并两

步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我对近平同

志说：“不好了，老书记知道搞‘大包

干’了。”近平同志说：“程县长，你紧

张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大包干’搞成功了，应该受到表

扬，不应该受到批评。”

我说：“那你赶紧跟冯书记解释

解释吧。”

不知道后来近平同志是怎么跟

冯书记解释的，反正这场风波很快也

就过去了。正定开了全省“大包干”的

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干”上起

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后来，他解放思

想、大胆改革，实行科技兴县、工业兴

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走“半城郊

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经济

起飞的基础。

采访组：为了正定发展，习近平

同志那时大刀阔斧革新人才制度，收

到很好的效果，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

很大反响。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程宝怀：近平同志到正定后非常
重视人才，大念“人才经”。他讲，人才

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在招

聘人才上，他做得十分突出，亲自向

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联系信，聘请

有关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组成

了有50多人参加的县顾问团，应邀的

有顶级专家，如数学家华罗庚、经济

学家于光远等人。近平同志还让组织

部和人事局制定了一个表，把全县中

专以上人才进行拉网式统计，逐人登

记造册，建立“人才账”，该提拔的提

拔，该调动的调动，专业不对口的适

当调整，做到人得其所，才适其用。

（未完待续）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原文：孟子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

色也，睟（su侃）然见于面，盎（伽ng）于背，施于四体，四
体不言而喻。

———《孟子·尽心上》

译文：孟子说：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植根在心

中。它们产生的气色是纯正和润的，显现在脸上，充盈

在体内，延伸到四肢。四肢不必等他的吩咐，便明白该

怎样做了。

成语：“睟面盎背”和“不言而喻”皆出于此。

感悟：人要一股正气！

正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从人的自身中历练而

出的，不是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德的招牌获取

的。一个人有了正气长存的精神力量后，面对外界一

切巨大的诱惑和威胁就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了。然

后，将和气浮于表面，乐观、豁达、从容地看待世界。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原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译文：不要认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认为好事

很小就不去做。

感悟：这是刘备去世前给其子刘禅的遗诏中的

话，原句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

惟德，能服于人。”目的是劝勉他要进德修业，有所作

为。不要因为好事小而不做，更不能因为坏事小而去

做。小善积多了就成为利天下的大善，而小恶积多了

则“足以乱国家”。

这句话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只要是善，再小也要

勇于做；只要是“恶”，再小也坚决不能做。这话值得让

世人铭记于心。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小小的善举,举手之劳,并不需要我们付

出太多,却能换来尊重、点赞，甚至传递美德，弘扬正

能量。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做一点小善，天长日久，

就会形成滚滚的善举洪流并影响他人，感召他人，进

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好转，道德礼仪的提高，使社会更

加和谐，人生更加美好。反之，如果一个人做了小恶，

就有可能被他人鄙视，影响个人形象，被认为是道德

品行低下，趣味低级之人，让人不愿与你为伍，从而陷

入孤立无援的地步，终将导致一事无成。

所以，希望人们多做善事，多行义举，坚决杜绝

“恶”，禁止“恶”，远离恶，努力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让善在汝州大地发光发热，在全社会流淌，让恶

无处遁形。

历史上，末代国君往往都是悲剧式的人

物，要么颓废奢靡，要么发愤图强，然大厦之

将倾，终究难逃国破家亡之结局。东周最后一

个国君周赧王也不例外。

在周赧王离开人世二千二百七十五年后

的初夏，我第二次来到他的陵前。整饬一新的

石雕栏杆，围护着一片空旷

的原野，这儿疯长的杂草，与

栏杆外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仿佛并没有因为这儿埋葬着

一位天子而显出与众不同的

样子。唯有那棵孤零零陪伴

他的大树，显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给

这里平添了几分生气。那缠满指头的红

丝带，在风中上下翻飞，仿佛是这位国

君不灭的灵魂，在诉说着两千多年的人

世冷暖和王朝兴衰。

周赧王，姓姬名延，周慎靓王之子，东周第

25位君主，也是东周最后一位君主。东周分为春

秋、战国两个阶段，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

封建社会转折的重大变革时期。此时，曾经强大

的周王朝日渐衰落，而西周初年分封到各地的

诸侯国却日渐强大起来，中央王朝的影响力和

号召力早已成了强弩之末。诸侯国之间弱肉强

食、互相兼并的现象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东周最后一位

国君，能够长寿到九十二岁，而且执掌摇摇欲坠

的王权达五十九年之久。我们在看到其回天无

力的悲情与无奈的同时，对这位靠举债力图强

国的天子，似乎更应该给予几分敬重。

周赧王的命运，伴随着一次次的挽救将

倾之大厦，而跌宕起伏。

公元前314年，周赧王登基即位。此时，周

王室已经十分衰弱，他所统治的地盘只剩下

三四十座小城池，总人口只有3万多。就是这

么一个小国寡民，还分成东周国和西周国两

部分，由东周公和西周公分治，周赧王居于西

周国王城。

当时不断攻城略地的诸侯国秦国，已相

继攻占了同为诸侯国的韩国、魏国、赵国的很

多地方，对仅剩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周王朝虎

视眈眈。姬延对此整日忧心忡忡。

而同样为强国的楚国挖空心思想抑制秦

国势力的扩展，于是派使者奏请赧王以天子

名义，号令各国协力攻秦。赧王大喜，命令西

周公凑起了一支五六千人的军队，准备联合

楚国等诸侯国讨伐秦国。

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需要强大的财力

作保障，而积弊已久的周王室哪有这样的实

力去供给战争后勤。于是励精图治的赧王向

境内的富户筹借军资，付给他们借券，答应周

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

赧王准备就绪，任命西周公为大将，率领

五千军队伐秦，并约六国诸侯到伊阙会合，一

起出击。不料，除了楚、燕两国派了些兵来以

外，其他四国的兵马都爽约了。这样，讨伐大

军加起来不过几万人，而秦国有数十万兵力

对抗。双方力量悬殊太大，讨伐大军在那里干

耗了3个月后偃旗息鼓、不欢而散。西周公只

好带着自己的人马无功而回。

西周国的富户原本以为还可以发一点战

争财，结果见周军这样归来，纷纷持借券向赧

王讨债。他们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外，喧哗不

止，声音直传入内宫。赧王愧悔不及，又无可

奈何，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避债。周朝

人将这个高台称为“逃债台”，因此给后人留

下了“债台高筑”的成语。

堂堂一个国君竟然威风扫地、颜面尽失，

被臣民围攻逼债。一个王朝的衰败，由此窥一

斑而知全豹。

周赧王这冒险的一步棋惹恼了早就磨刀

霍霍的秦军，秦军以此为借口向周王室的领

地发动进攻，先后攻下韩国的阳城、负黍后，

直扑东周王城，向周王室发难。此事一直闹到

西周公亲自前去谢罪，秦国才算罢休。

而史称“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左右出

击，南攻楚，东击三晋（韩、赵、魏），向中原地

区扩展，越来越一家独大。

逐渐吞并其他六国领地的秦国，越来缩

小了对最后一块觊觎之地的包围圈。攻灭西

周王室，夺取象征王权的九鼎，建立一个强大

帝国的梦想，在秦国上下熊熊燃烧。

公元前256年，秦军再次攻取韩国的阳城、

负黍，西周国惧怕之下背叛秦国，与东方各诸

侯相联合，率领天下的精锐部队出伊阙塞去

攻打秦国，使得秦国与阳城之间无法相通。秦

昭襄王因此大怒，派大将军摎攻打西周。

据传，秦王下令攻打西周时，诸侯国人心

不齐，赧王无计可施，乃率群臣子姓哭于宗庙

三日。之后他手捧所辖领地图册，亲自到秦军

投降。西周国所属三十六城地全部归了秦国，

只剩下东周国一息尚存。赧王在秦军指引下，

到秦国向秦王谢罪。秦王为顾面子，将梁城封

给赧王居住，并将他降为周公，原西周公降为

家臣，东周公降为秦国的附庸国国君。梁城就

是现在的王寨乡樊古城一带，当地流传着“周

赧王坐庆阳”的传说。

在蟒川镇寺上村一带流传着周赧王战败

身亡的悲壮故事。当地的老百姓说，公元前256

年，刚刚迁居梁城的周赧王原以为偏安一隅，

可以躲避血雨腥风的诸侯争霸，使摇摇欲坠

的周王室得以苟延残喘。谁料强大的秦军仍

不愿罢休，早已意图攻灭周王室。

秦昭襄王很快派兵渡过汝河攻打梁城。

周赧王不得已率领五位战将及数十名军士

仓皇逃难，至五朵山麓被秦军围困。经过一

番激战，周赧王战败身死，后被埋葬于五朵

山麓。

7年后的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灭掉东周

公。东、西两周就全都归属于秦国，延续800多

年的周王室彻底灭亡。

据《史记》记载：为了“不绝其祀，秦于庄

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以阳人地赐周君，奉

其祭祀。”至汉元帝，于梁县东部置周承休县

（今纸坊镇纸坊街一带）。汉光帝奉姬姓后裔

常昶为承休公，主周祀。因为祭祀不断，于是

便在墓地北侧约百米远的地方建寺一座，名

“龙兴寺下院”，群众俗称“天子坟寺”“石门

寺”。寺南形成的村子亦因寺得名曰寺上村。

1999年寺上村一姓马的农民在家中找到

了原存于天子坟寺中的碑碣残块，上边刻着

“周天子避难处，后遂葬于此，至今有墓……”

如今在石门禅寺院内的一个残碑上，记

载有大明成化壬寅年（公元1482年）修建石门

禅寺的一段历史。

史书亦续亦断，传说亦真亦幻，经历两千

多年的风雨剥蚀，许多的往事早已化作残垣

断壁。汝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彭忠彦老师说，

周赧王墓曾经被夷为平地。后来根据在村民

家搜寻到的一块石碑，才慢慢找到了周赧王

墓的位置，重新封了墓冢、树碑，经我市著名

企业家周遂记等周姓、姬姓后裔多次整修，才

形成如今的陵墓规模。

站在高大的圆形墓冢上，向四周环望，但

见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山水相连，风景秀丽而

静谧。墓冢周围，环状排列着虎头山、鸡冠山、

蜈蚣山、荞麦山、凤凰山，五峰拱卫，宛若五龙

朝会，当地群众称作“五龙护天子”，视为“风水

宝地”。墓前平坦开阔，一大片杨树林高高耸

立，仿佛数百士兵守护。树林下有河流缓缓流

过，野花传香，不远处河流弯向东北，两岸有巨

石锁住水口，形似两道石门。形成一个断崖，断

崖下形成一个黑绿色的深潭，河水曲曲折折向

东流淌。

蟒川镇政府随行的向导说，周赧王陵是该

镇南部深山区五朵山风景区的中心，周围分布

有五将军、石老妪、翡翠屏、金鸡斗蜈蚣、天梯

玉阶、鸡冠怒竖、五龙护天子、二龟守门、金猴

蹲望、月牙湖、日月潭、一步峡、百福洞、九龟朝

赧等近二十个景点，是户外休闲旅游养生的绝

佳场所。

他的话可当真。在赧王墓前的一大片杨树

林下，笔者就发现了来自湖北等地驾车前来避

暑的外地游客，在流水潺潺、河谷中岩石阶梯

分布的冬青沟，笔者也发现了众多游客的影

踪。周赧王当年结束悲壮一生的地方，如今成

了绝佳的旅游胜地。

两千多年过去了。周朝这位末代天子带

着无尽的遗憾静静地躺在这里。这里虽然山

环水抱、草木葳蕤，被世人称为五龙护驾之

风水宝地，但似乎并不能削减掉他无力挽救

王室、当亡国奴的耻辱。历史原本无情，周赧

王只有躺在这块“风水宝地”内永远地遗憾

生不逢时了。

然而，这位末代天子应当感到欣慰的是：

就因为他葬于此，居于此的一代又一代百姓们

才得以演绎出一个个奇妙的传说、一段段曲折

的故事；而这一个个奇妙的传说、一段段曲折

的故事，历久弥新，不断演绎，就像飘绕在千山

万木之上的一片片云雾，给这钟灵毓秀的群山

更是蒙上了一片片神秘的面纱，让后来的探访

者趋之若鹜。

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辚

辚向前，时代总是以崭新的风貌呈现。周赧王

留给我们的，已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想，若赧王地下有知，也终可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