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年那时候儿，有一家父母双亡，只撇下

哥哥、嫂嫂和妹子三口人过日子儿。妹子小，哥

嫂心疼她，凡事儿都让她，把她给惯得没样儿。

嫂子添了孩子，很快都要懂事儿，可她还是啥

活也不干。哥哥看不下去了，就叫她跟着嫂子

学纺花。

头一天，妹妹就拿着线穗儿对哥哥说：“俺

嫂子光卖嘴，就是不干活。我比她多纺俩线穗

儿。”一连几天，总是这样儿。哥哥心也叫说活

了：不信吧，有妹子手里拿的线穗儿为证。说是

真的吧，妹子从来啥活都没干过，猛然才学活

手头儿就恁快？难道说她会啥法术？要不还就

真像她说的，她嫂子光玩嘴不正经干活？哥哥

心里没底儿，想看看到底谁真谁假。

第二天，吃罢清早饭，哥哥跟往常一样，背

上家什儿下地走了，妹子和嫂子俩人在家里纺

花。不到半晌儿，哥哥就打地里回来了，藏到一

边儿，要看个究竟。

天到小晌午，嫂子起身去灶火做饭了，妹

子慌张跑过去，把嫂子纺的线穗儿拿了一个，后半晌，天

快擦黑儿，嫂子去烧汤，妹子又跑过去，把嫂子纺的线穗

儿拿走了一个。喝汤时，妹子又向哥告嫂子的状，哥哥笑

笑不说话。哥哥嫂子都不计较，还是实心实意对待妹子。

妹子是个不知足的人。有一天，舅舅来了，她就向舅

舅翻疙瘩，说嫂子待她不好，哥哥偏心，总护嫂子的短。舅

舅听了，恼得不像，就日刮外甥儿。哥哥觉着冤枉，对舅舅

说：“您甭信，她说那净瞎话，光听一面儿理，您也太偏心

了。”

妹妹听哥哥说她说瞎话，就赌咒说：“我要是说瞎话，

就叫我变成鸡蛋！”舅舅见外甥说他偏心，也赌咒说：“我

要是偏心，就叫我变成黑豆！”谁知，过了一会儿，俩人真

的都变了。妹妹成了鸡蛋，舅舅成了黑豆！哥哥和嫂子虽

说心里有气，到底还是老心疼妹子，怕妹子受冻，就把那

鸡蛋搁到灶火台儿上叫她暖和。过了些时，鸡蛋壳儿烂

了，里头拱出个鸡娃儿。

哥哥和嫂嫂的小孩儿见了，稀罕得不得了，要拿东西

叫它吃，可又不知道该叫它啥，就问他娘，他娘说：“这是

你姑姑变的，你还叫它‘姑姑’吧！”

后来，人们喂鸡时，嘴里就“咕咕”叫鸡。至于黑豆，本

是鸡的舅舅变的，鸡自然就

不会吃它了。

讲述者：齐毛兴
整理者：刘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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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是传说中的明君“五帝”之一，在上

古文化典籍中，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

物。其实很多事儿，包括对古人的称呼，对

古代领导人的称呼，都是后人根据自己所

处时代的思维习惯来命名的；如果我们能

够穿越到圣人所处的时代，我们就会明

白，这些古代的明君，可不是一般的圣明，

要知道在那个物质匮乏、还经常遭遇洪水

猛兽滋扰、生活环境恶劣、甚至居无定所

的年代，作为领导人完全不是现代社会的

概念，他们既没有优厚的待遇，又必须身

先士卒，衣食住行都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

别，也算是一心一意为民着想了。

从目前已知的文化典籍和出土的实

物文物可以考证，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

下游之间的高山、平原，河流资源丰富，森

林植被茂密，食物资源充足，是华夏文明

的主要发祥地。“五帝”所处的时代是原始

社会的父系氏族时期。这五位“帝君”，也

就是当时的氏族部落联盟首领。

尧是黄帝的玄孙。玄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黄帝的孙子的孙子。传说中的“五

帝”，包括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有着

直系血缘关系的一个家族里面的成员。他

们之所以能成为古代的圣君榜样“五帝”，

除了优秀的家族传承之外，与个人的天

赋、勤奋、修德也是密不可分的，用现在时

髦的话来说，他们是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

大觉、不吃老本的“官二代”。

大伙儿若不信，那就听在下多啰唆两

句。我们都知道，黄帝是少典部族的子孙，

姓公孙名叫轩辕。他一生下来，就很有灵

性，出生不久就会说话，这就是做明君的天

赋。黄帝幼年时聪明机敏，长大后诚实勤

奋，成年以后见闻广博，对事物能够从表面

看到实质，是一位遇事不糊涂的主儿。

黄帝的青年时代，曾经尝百草而受到

部落成员拥戴的神农氏的后代已经衰败，

各部落之间互相争夺地盘、资源，遭殃的

还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氏族成员，而神

农氏的后代已经没有力量征讨他们，去平

息这些乱糟糟的事儿。

时势造英雄，黄帝，当然这时候他还

叫公孙轩辕，就招兵买马、习兵练武，去征

讨那些不来朝贡神农氏继承人的部落。他

率领军队先后打败了凶暴的蚩尤、不听招

呼的炎帝部落。这样东征西讨，名气越来

越大，后来就取代没落的神农氏部落的统

治地位，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黄帝一生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建立

自己姓氏的有十四人。

黄帝居住在轩辕山的时候，娶西陵国

的女儿为妻，这就是嫘祖。嫘祖是黄帝的

正妃，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嚣，也就是

青阳，居住在江水；另一个叫昌意，居住在

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生下高阳，

也就是“五帝”中的第二位明君颛顼。

黄帝死后，孙子高阳继承部落联盟首

领之位。颛顼帝高阳，沉静稳练而有机谋，

通达而知事理。他带领部落成员利用肥沃

的土壤发展种庄稼、养畜禽，推算四时节

气，制定礼仪教化万民，凡是他的统治达

到的地方，一片和顺。

颛顼死后，他的侄子，也就是玄嚣的

孙子高辛即位，这就是帝喾。高辛的父亲

叫极，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的父亲就是

黄帝。玄嚣和极都没有当上部落联盟首

领，这说明即便在一个家族之内，没有能

力也是不能担当大任的，举贤不避亲、任

人唯贤的家风，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很

好的传承。

高辛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一出生

就会说话，能叫出自己的名字。他耳聪目明，

看啥事都能看得很明白。他顺应上天的意

旨，了解下民之所急。与他的曾祖黄帝一样，

修订历法，引导部落发展农业生产，整个部

落联盟内部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

帝喾娶陈锋氏的女儿，生下放勋。娶

訾氏的女儿，生下挚。帝喾死后，挚接替大

位。挚继承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却没有干

出什么政绩，于是弟弟放勋接替哥哥的位

子。这就是尧。

尧是黄帝的玄孙，他继承了先祖黄帝

高雅的血统，成为“当代版”的黄帝。他仁

德如天，智慧如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

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彩一般覆润大

地。虽然贵为部落联盟首领，尧却一点没

有“官五代”和天子的架子，亲和得像一位

邻家“小哥哥”。他出来巡视天下的时候，

常常戴着黄色的帽子，穿着黑色的衣裳，

坐着白马拉的朱红色的车子。对待贤德的

人，他相敬如宾；他不仅自己按照古代礼

仪团结同族的人和睦相处，而且用他的仁

德之政感召百官和各个部落，让他们亲如

一家人，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在上古时期

就有了，而且部落联盟首领中的佼佼者，

更是这种思想的忠实践行者。作为一位部

落联盟首领，能够继承大位，在他们看来，

首先是上天意志的安排，他们是奉上天的

旨意来领导大家的。所以在上古时期，部

落联盟首领接班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严格按照当时的礼仪制度去祭祀天地之

间的鬼神，去接应上天的安排；同时，遇到

一些疑难的国家大事不能决断的时候，就

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通过大宝龟、蓍草

的占卜决定行动的吉凶。

农耕，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儿。部落成

员都能吃饱肚子，整个部落才会平稳。而

要想大家都能吃饱肚子，必须依靠天时去

耕种收获。尧让掌管天地之间四时变化的

国家天文台负责人羲氏、和氏，遵循上天

的意旨，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

定历法，指导民众按照节令的日期安排生

产劳动。

为了准确掌握日出变化的规律，尧命

令羲仲居住在东方一个叫旸谷的地方，在

东海的海边，设置分天文台，每天像祭祀

上天一样，辨别测定太阳东升的时刻。羲

仲通过长期观测，发现春分日这一天，白

昼与黑夜一样长，朱雀七宿中的星宿初昏

时出现在正南方。这时候天气变暖，民众

就分散在田间劳作，鸟兽开始交配生育。

春季的农活，就这样安排妥当了。

尧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一个叫南

交的地方，据说是现在越南的北部，观察

夏季的日出与昼夜变化规律。羲叔通过

长期观测发现，夏至日这天，白昼最长，

苍龙七宿中的心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

方，据此来确定仲夏时节。这时候，就安

排民众居住在高处，防止夏季暴雨引发

的大洪水的侵袭，这时候鸟兽因为炎热

也褪掉厚厚的毛羽。夏季的农活，就这样

安排妥当了。

尧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一个叫昧

谷的地方，长期观测太阳落下的变化规

律，安排秋天的收获。和仲通过长期观测

发现，秋分日这天，黑夜与白昼一样长，玄

武七宿中的虚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

此来确定仲秋时节。这时候，老百姓因为

汛期已过，可以安全地移居到平地生活，

鸟兽因为天气转凉开始长出新的毛羽，准

备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秋季的农活，就

这样安排妥当了。

尧又命令和叔，住在北方一个叫幽都

的地方，现在的内蒙古东北一带，观测冬

季的太阳运行规律。和叔通过长期的观测

发现，冬至日这天，白昼最短，白虎七宿中

的昴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此来确定

仲冬时节。这时候，民众减少室外活动和

生产劳动，躲进屋内取暖，鸟兽长满细毛，

羽毛细密，可以抵御寒冷的侵袭。这样一

年四季的生产活动都有了准确的历法指

导。

这些掌握国家天文历法的专家，通过

对天体运行规律的长期观测，根据太阳历

准确地推算出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根据

太阴历推算出一年有三百五十五天或者

三百五十四天，为了解决二者的矛盾就采

取设置闰月的办法，使这两个周期协调起

来，使一年中的节气与四季的实际气候相

符，以利生产。

这种顺天应人的思想，不止体现在尧

的治国理政上，对于自己身体的生理变

化，他也有清醒的认识。尧做了六十一年

的部落联盟首领后，深感自己已经苍老，

需要推选新的领导人。于是征求大家的意

见，一个叫放齐的大臣推荐了尧的儿子丹

朱，尧以儿子不堪重用而否决了。南方部

落三苗的首领驩兜又推荐了共工，又被尧

以共工阿谀奉承、阳奉阴违为由否决了。

这时，负责祭祀四岳的部落首领又推荐了

鲧去治理发生的大洪水。尧本来不看好

鲧，但因为一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接班

人，再加上大家的极力推荐，尧最后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让鲧成为考察的后备干部，

去治理洪水。结果鲧治水九年而未取得明

显成效，让尧倍感失望。

此时，尧已在位七十年。尧让大臣扩大

推荐接班人的范围，大臣就推荐了单身草根

舜。舜的父亲是个盲人，不仅眼瞎而且心眼

也瞎。舜的母亲很早去世，舜的父亲又娶了

一个媳妇，生下与舜同父异母的弟弟象。父

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骜不驯，

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

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

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

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

好转，马上又回到他们身边，与他们友善相

处。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

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是舜

难能可贵的一面。

尧为了考察舜的德行和执政能力，就

让他处理不同的政事，并把自己的女儿嫁

给他，做最亲密最直接的考察。经过三年

的综合考察，尧觉得舜已经具备了接班人

的资格，于是就在第四年的正月初一，把

部落联盟首领的大位传给他，开创了上古

时期天子之位禅让的传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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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者，又称丹鸟，火鸟。中华之灵鸟，精神之图腾。

林中百鸟之王，吉祥和谐化身。鸡头燕颔蛇颈，龟背鱼尾五

彩纹。与龙并驾齐驱，尽显高贵之魂。出自东方君子之国，翱翔

五湖四海之滨。

胸怀宇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绚丽之身，高洁之魂。

贤淑仁爱，仪态端方，德馨双全，美丽善良。积极进取，和平至

上。龙飞凤舞，龙凤呈祥。

山不在高，有凤亦灵。福寿蟒窝地，仙山凤凰台。栽下梧桐

树，自有凤凰来。亿万年沧海桑田之变幻，沉积而成凤凰山。仙

草依依白若锦，紫褐双翅羽成仙，凤凰台上凤凰栖，蟒窝福地祥

瑞天。本是一方富贵地，谁料南蛮争江山，唯恐人才出中原，暗

中调查凤凰山。要把龙脉来挖断，偷走簸箕金一件，凤凰护宝高

声叫，南蛮狠心扎凤眼，凤凰仙泪化山泉，庇护百姓保平安。仙

泉浇灌百花艳，蝶飞蜂舞鸟婉转，福瑞降临，美轮美奂。

昔日，诗仙太白登金陵凤凰台，曾感叹，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而今，汝州凤凰山上凤凰台，凤栖蟒窝吉祥

生。

蟒窝人民，英雄百姓。奋战贫瘠，不懈抗争，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穷山僻壤变沃土，石头缝里金豆生。

驻村队员，一心为民，公仆情怀，两袖清风。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安全饮水，道路提升，危房改造，安装路灯，基本医疗，教

育复兴，金融贷款，培训技能，花椒基地，香菇大棚……易地搬

迁解民忧，小康路上见真情。昔日蟒窝，翻天覆地得新生。

仰望凤凰台，悠悠思绪舞翩翩。回首凤凰山，宛若凤驾祥云

欲出山。昔日旧蟒窝，浴火重生自涅槃。明朝绘蓝图，定有百福

祥瑞霞满天。

汝州中大街，乃明清古街，保存古建筑众

多，张公巷窑址、文庙这两大国保单位位居东西

两端，县级文保单位钟楼居于正中，人文沧桑，

商贾云集，百姓聚居，成就了古老的美食长街。

店铺门脸主要集中分布在六大区域，从东到西

分别是：东关桥头、钟楼门、南门口、十字街、广

场口、西关桥头。主要品种不仅有豆沫、胡辣汤、

油茶、浆面条、豆腐脑、豆浆、油条、水煎包、肉

盒、卤鸡蛋、糖葫芦、臭豆腐等特色小吃，还有稀

饭、烙馍、烩面、拉面、炒面、焖面、捞面、卤面等

家常饭菜，更有羊肉汤、牛肉汤、卤猪肉、炸鸡、

烧烤、涮锅等诱人美味，再加上具有浓郁汝州特

色的锅盔馍、烧饼、豆酥饼、鸡蛋糕、麻花、花米

团儿、芝麻糖等五花八门点缀其中，成为老汝州

风味美食的集大成者。

寻味线路：从市标出发。1.沿广育路南行，过

老二门街，至中大街；2.沿广成路西行，至洗耳路

左转，直行至中大街西关桥头；3.沿广成路东行，

至城垣路右转，直行至中大街东关桥头。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尧的那些事儿

一街一巷一世界，一摊一点满城香。没
有找不到的美味，只有不满足的特色。华灯
初上，或晨曦微露，汝州，便一直沉浸在这久
久的寻味之中。

中大街风味小吃

蟒窝凤凰台赋
●孙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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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上接第2728期）

我们从田头随手拿起锄头和锄地拐，

因为当时地里的禾苗刚半尺高，穿着长袖

衬衫不方便，他说，干这活得把袖子撸起

来。我们撸起袖子就干了起来，他的手法

和老农一样熟练，当时我就吃了一惊。我

就紧跟在他后面一起干。当然，我是农村

孩子，农活自然也不在话下。老百姓一看，

来了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一起干，很高兴，

干得更是热火朝天。

近平同志对农民的生活特别了解，他

干农活挺厉害，那手法，那熟练程度，比起

我们农村长大的孩子，毫不逊色。他在

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熟悉，脑

子里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当年带着我在三

角村帮农民干活时撸起袖子的画面。他这

样的生活积淀非常深厚。他现在说的很多

话，都是来源于老百姓的生活，通俗易懂，

让人觉得很亲切。如果他一直没有接触过

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说出这些生动形

象、通俗易懂又寓意很深的话。

这些农民不知道我们是从县委来的，

干完了活，近平同志擦了把汗，才跟生产

队长说明了来意：“我们是从县里来向大

家征求意见的，现在歇晌的时间，咱们一

起开个会吧。”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抽

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近平同志就向大

家征求对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意见和

要求。当时谈的时间比较长，我记得主要

谈的内容是涉及个人生活和生产队粮食

提留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也提了一些。

另一方面，近平同志还让大家谈谈

正定县的未来发展怎么做才好。这就是

问计于民。三角村在正定是个比较先进

的村，也是我们正定一个“农业学大寨”

典型村，粮食产量比较高，每年交的提留

比较多，但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就比

较苦。近平同志当时就表态说：“这个问

题我们会认真研究，我们这个村是先进

村，本身为县里、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

决不能让老百姓受苦。”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近平同志当

时要着手调查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当

时交提留是按基数来计算的，基数越多，

交的越高，老百姓个人留的就越少。为了

追求产量，其他经济作物就种得很少。而

粮食价格很低，当时是一毛一一斤。三角

村离县城很近，种点儿经济作物供给县

城，不是更好吗？回来以后，近平同志就

研究这个事，后来一条一条都落实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在主政正定

期间，内引外招，大力推动人才建设。您当

时是亲历者，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事情。

石文生：内引外招，大力推动人才建

设，我不仅是亲历者，还是受益者。我到县

委办公室工作，就是因为当时文学创作上

的成绩被“内引”的，后来还获了“书记县

长文学奖”，盖有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程

宝怀印章的奖励证书，我现在还保存着。

我们县委办管文字的主任朱博华，就

是公文写作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是我

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的导师。近平同志对

朱博华很尊重，风趣地管他叫“朱子”，意

思是说他像宋代思想家朱熹那样有才。有

一次，朱博华同志让我给近平同志报了个

材料，第一页写了几句说明，是用毛笔写

的，因为写得比较潦草，近平同志风趣地

说：“朱子大草，我看不清！”我就给近平同

志口述了一遍。回到朱博华主任办公室，

我将这些情况进行了反馈，朱博华说，习

近平有能耐，批评人还能让你高兴。

经近平同志提议，要对县里的人才建

设进行全面总结，给省委写一个报告，交代

我起草初稿。我写的报告初稿题目是“正定

内外全面招揽人才为发展经济服务”。朱博

华同志把这个标题改成了七个字“正定念

好人才经”。这个题目简明扼要，又吸引人，

效果很好，经近平同志审阅后，很快被省委

的专刊采用，并向全省推广，正定念“人才

经”这一说法就由此传开了。

近平同志当时虽然年轻，但是他请

来的人才可是经验丰富，他从全国招揽

了一批专家学者当正定的顾问。这个“智

囊团”成员都是在各个领域大名鼎鼎的

专家学者，我记得有数学家华罗庚、经济

学家于光远等。有这些大专家给正定当

顾问，对正定这么一个冀中平原的县来

说是个很大提升。

举个例子。当时，经济学家于光远同

志在三角村搞了一个“循环经济”，他把

当时的传统农业从空间上分成几层一起

搞。比如，一块土地，上面种葡萄，葡萄藤

下挖池子养鱼，鱼池周边养鸡，葡萄剪下

来的叶子包括一些害虫，鸡可以吃，鸡粪

可以做葡萄的肥料，也可以做鱼饲料。当

时，全国好多人来参观这个“循环经济”

试点，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此外，正

定县在医学、文化方面的发展，这些专家

都起了很大作用。

（未完待续）

●虢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