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故事

洗耳河，位于河南汝州，因上古尧帝时期

“许由洗耳”的典故而得名，是一条大名鼎鼎

而又历史悠久的河流。汉朝蔡邕在《琴操·河

间杂歌·箕山操》中记载:许由以清节闻于世，

尧乃遣使欲禅为天子。许由以其言不洁，乃临

河洗耳。因之，后人称此河为“洗耳河”，作为

淡泊名利、高洁自持的象征。

河水静静流淌3000多年后，箕山之阳的

洗耳河畔建起一座小小的城池，曰“南汝原

县”；星移斗转1000多载后，水边的这座城池

早已脱胎换骨，曰“汝州市”。洗耳河便从汝州

城北部的箕山腹地出发，自汝州城区蜿蜒而

过，横切六条大街，穿越六座桥梁，汇入城南

的北汝河。水是生命之源，古人逐水而居。而

今，所有的城市都拥有不止一座自来水厂，所

有的家庭里都安装了源源不绝的水龙头，人

类的喉咙似乎再也无需河水的滋润。然而，在

城市的高楼越来越密，人们的脚步越来越快，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假如一条河流

每日从你身边淙淙流过，那么，有一种感觉就

会像春日里的笋尖似的，把板结的泥土撑开

一道缝隙，让浑浊的肺泡舒出一口气，让乏味

的眼睛遇见一束光，让疲惫的心灵涵养一滴

水，免得日渐萎缩、干涸……

条石水坝

数千米的河道上，以条石筑起一座座矮

矮的水坝，借用河道地势的落差，形成一串独

立而又连续的水面，让两岸的风景在河面上

铺排开来。每条水坝上，供行人穿梭往来的条

石敦敦实实，大人们牵着孩子的手一起跨越，

或者孩子忐忑而兴奋地踩着石头独自试探。

水流从石缝中汩汩涌出，再跌下一级一级的

石阶，形成吐着白沫、哗哗作响的叠水。

第一道水坝呈半圆弧形，像一张架在河

上弯蓄势待发的弓，似乎正摆出孔武有力的

姿态。第二道水坝则是平淡无奇的直线型，像

一个朴拙憨厚、不善言辞的邻家男孩儿，踏踏

实实地守护着自己的位置。第三道水坝颇为

新颖，是五个弧形小坝的连续排列，像一群携

手奔涌的后浪，像一个花样体操的组合。其他

几座也各有各的花样，各有各的惊悦。

大多数时候，过河的条石都被放在水坝

上，行人居高临下，颤巍巍跨步而行，看左边

满溢而出的河水，看水流从脚下石缝中滑滑

地溜走，看水流冲下一米多深的坝底，排队加

入下一级河面的队列。有的地方，条石则故意

淹在水坝下方的河流中，水面几乎就要漾到

你的鞋底。你平伸手掌，就能触到坝上喧闹的

瀑布，甚至采下一束飞溅的水花。

水坝，像一条条妙曼的丝绦，让河流有了

腰线，有了韵律，有了跌宕，有了妩媚。同时，

水坝把河道自然分割，成为高度不同的水域，

统一而有变化，变化而又统一。水坝还各自向

左右两边延伸出一级一级青石的、花岗岩的

或木板的台阶，向两岸的高处攀爬上去，衔接

不同方向、不同路口，让不同来历的人们拾级

而下，款款而归。

晚上或周末，爸妈带着孩子，孩子举着网

子，站在坝上，撅着屁股，凝神捕捉小鱼小虾，

即便只是把脚浸在凉凉的水流里，就会喜得

大声尖叫。有人扒开水草，看一粒粒黑色的田

螺沉默在水底，看小鱼逃遁时慌乱而急促地

转身。爷孙组合一起出镜时，老爷爷似乎比小

孙子更开心、更兴奋，仿佛让人窥见了一个头

发花白的贪玩少年。

水坝边的草丛间，有人盯着钓竿静坐。钓

者坐在岸边，影子映在水底，似乎在与另一个

世界里的自己默默对话。河窄水浅，鱼儿不

多，收获寥寥无几。不知是他在钓鱼，还是鱼

在钓他？却总是不急不躁，隔河相望，一坐便

是半天。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心中在

意的，只是一丝微风，一片白云，一刻闲适，一

种物我两忘，一种回归自然。

水生植物

河流如果是一种流动的生命，水生植物

就是她灵动的睫毛、飘逸的长发，就是她不同

色彩、不同款式、不同长短的裙裾与飘带，就

是她身体各处的饰物与花冠，散发着她独特

的审美、情趣、偏好、个性，使之不再局促、寒

酸，流露出一种风姿绰约、袅袅娜娜、柔情万

种的风韵。

菖蒲，是一个神秘的词语，一种有魔力的

植物。仔细观察，那笔画中似乎就隐藏着郁郁

葱葱、草木繁茂的文化密码。修长的叶片神采

奕奕，绿意盎然，像是用碧玉琢成的仙物。它

们一丛丛地凝立在河边，纯净通透，端庄祥

和，让人想到粽子，想到艾草，想到辟邪的短

剑，想到临水浣纱的西施，想到怀才不遇的屈

原，想到晨曦初露时那种混沌的锋芒，想到一

个东方文明古拙质朴的少年时光。

水烛，它因花序像一只古典的、鲜红的蜡

烛而得名。但在孩子们眼中，它更像是穿在竹

签上的一只肥硕的烤香肠，而且已沾满了孜

然的粉末，只等吃货们的品尝。水烛植株高

大，葳蕤摇曳，让人误以为闯入了传说中的白

洋淀。古代饥荒年景，它的地下茎是穷人充饥

救命的蔬菜，叫蒲菜；它的花粉可消炎止血利

尿，就是“蒲黄”；它的叶片被编成人们床上的

蒲席、抗洪的蒲包，更是大名鼎鼎。

水葱，又名水丈葱、冲天草，是莎草科的

水生植物，高约2米。这种个头比人们日常食

用的百合科的大葱威猛好几倍，头上却顶着

一绺高粱花子一般红彤彤的可笑的穗子。但

是蹲下来凑近观察，你发现它与大葱小葱确

实相似，都有着圆圆的、空心状的、暗绿色的

杆茎。它们一丛丛地在浅水中扎根，有的在微

风中招摇，有的模仿钓鱼人的姿势，身体像弓

起的钓竿一样佝偻下去，凝视着水面。

睡莲，是水面上的美人。油绿的叶片是她

娇小的脸蛋儿；艳丽的花朵是她魅惑的妆容。

睡莲家族团团围拢，就像一座梦幻中的仙人

岛，优雅地漂浮在静静的河面上。你是否以为

睡莲都是平躺在水面上的“睡美人”吗？其实，

散布于周边的一圈睡莲才会惬意地舒铺展着

裙裾，被密密麻麻簇拥在中间的姐妹们则像

是一群T台中央的超级女星，妖娆的小脸翘望

蓝天，傲娇地睥睨着凡间的芸芸众生。

这些植物，沿河道两侧断断续续地分布，

高低搭配，错落有致，适当留白，互相避让。偶

尔也有几丛翘着粉红色花穗的千屈菜、开着

小白碎花的母猪草、绿得醉人的水游草等配

角的点缀与修饰，一湾河水就成了一条诗意

的、古典的、乡野的、迷离的画卷，随着不同的

眼睛，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季节，

悄无声息地舒展，卷起，摇曳，变幻。

河滨步道

河流两岸，像是被风吹乱了的飘带似的，

不同类型的步道在互相观望、互相平行、互相

交岔、互相缠绕。它们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河

流，只不过流动的不是匆匆的水滴，而是悠闲

的行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狗———昂首摆尾，

一路碎步，兴冲冲地跑在主人前后，偶尔开个

小差，一声呼唤，就会乖乖地跟上。

栈道，本为秦国征讨巴蜀而于崇山峻岭间

修筑。此刻，它们像一条棕红色的长龙蜿蜒在眼

前的河流上。有人就着栏杆劈腿，有人靠着栏杆

凝视，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晨练纷至沓来，他们甩

开双臂，鱼贯而行。栈道由棕红色的松木铺成，

松木暗暗给脚底传递一种默契，人们踩在软软

的路面上，耳边听着橐橐的节拍声，感到脚底有

弹性，丹田有朝气，步履更轻盈。

栈道斜向河岸，沿着优美的弧线一路向

上。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平缓的草皮掩

映错落，一路相伴，修剪成圆球状的冬青静默

在道边，三三两两来自山野间的石块就像街

头的模特，或躺或坐，在路旁摆出不同的姿

势。从清幽的河底缓步上行至河岸的顶上，似

乎是从谷底的洞府飞升到了喧闹的人间。然

后，沿着一级级台阶移步换景，曲折而下，重

回河底，走向下一段路程。

前边，有三层的观景平台候在路旁。从底

部抬头仰望，再沿木梯Z形上升，站在二层或

三层的玻璃平台上眺望。眼前河水悠悠，鸟雀

飞翔，曲径通幽，绿树掩映。对面，正在施工的

高楼上，从云端里飘落下钢管敲击的闷响。右

方，横跨洗耳河的大桥上，车来人往，熙熙攘

攘。头顶上，蓝天白云在深情地缠绵。河面上，

缤纷的倒影在无声地来来往往。

穿越幽暗的桥洞，眼前的河道骤然开阔，

岸坡平缓，绿草蔓延。跨过木制的拱桥，有人

在河心岛上舞剑。岸边，大大小小、高处低处

的广场舞热度正酣。这边是慢歌，含蓄内敛，

行云流水；那厢是快闪，疾风暴雨、神采飞扬。

步道蜿蜒向前，音乐的重围之外，一座座突兀

的高台上，有人在微闭双眼吐纳气功，有人在

猩红的毡垫上修炼瑜伽。

木栈道之间，也有其他材质的步道，掩藏

在茸茸的草丛中。步道互相衔接，巧妙过渡，

随地势高低、岸坡急缓而自由搭配，看似简单

的一路一景、一草一木，似乎都暗含着一种心

机，一种禅意。蜿蜒曲折的步道上，引人注目

的是一群中年女子，她们身裹旗袍，手执花

伞，昂首挺胸，款步缓行，演绎着端庄、贤淑、

秀丽、雅致的东方气韵，流淌成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一条河，古代洗耳，当下洗心。

一条河，涤净灵台镜，云影自徘徊。

一条河，带走的是岁月，滋润的是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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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汝州市公安史上，曾经有一位特殊的

共产党员，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加入警察队

伍，后随军南下，参加解放武汉战斗。解放后，

又被下放劳动改造，无怨无悔，回到家乡埋头

耕读，平反后，毅然奔赴工作岗位，任劳任怨，

塑造了壮丽、辉煌、无悔、踏实的一生。他就是

曾被人人敬仰的公安系统民警———董毅志。

董毅志，男，汝州市大峪镇袁窑村人，生

于1930年5月，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

抱负，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军陆军第十五军共

产党人开办的学生训练班，一年学业结束后，

回到临汝县城，先后在临汝县第二小学和第

三小学及县师附小学读书，考入初中后，因县

城解放而辍学。

1947年，社会动荡，无学可上，跟随董逢

甲（曾任临汝抗日独立团大峪区干队队长，后

任临汝县人民医院首任院长）在大峪镇范庄

村读私塾。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解放战争的烽火在

原临汝县大峪镇点燃，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在

中华大地吹响。

1948年7月，正在读私塾的董毅志受进步

思想的影响，投笔从戎，只身参加了革命。由

于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刚踏进共产党

的队伍大门，组织上看他机智灵活，年轻有知

识，且革命意志坚决，认为他是可塑造培养革

命骨干的好苗子，就把他派送到临汝县地方

速成干部学校参加学习培训。一星期后，分配

到临汝县公安局秘书股工作。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变化，由于董毅志

成绩突出，被上级公安机关领导看重，又被调

到许昌地区公安处工作。之后，他先后到鲁山

县豫西行署公安处保卫干校、开封中原临时

人民政府“社会保卫干校”（即现在的河南警

察学院）工作和学习。

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警察力量组建

之初，公安队伍和军队同属于一个序列，公安

民警和现役军人有同样的身份。

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

战争进入后期。遵照上级指示，董毅志随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总队第一师挥戈

南下，参加解放武汉战斗。

此时，董毅志已经是解放军队伍里的连

职干部。

1949年5月16日，他随队伍进入武汉，参与

对武汉警察局第十一分局进行军事管制，被

组织上任命为“国民党特务人员悔过登记处”

主任。在进入新的工作岗位，接受新的任务

后，董毅志听从组织分配，及时调整思想，全

身心投入到武汉地区特务人员悔过登记的艰

巨任务中。他带领所属部下，夜以继日的整理

名单，登记造册，并把所列管的人员一一对

照，熟记于心。一次，一名被列管的敌特分子

企图蒙混过关，被董毅志当场识破，揭穿其阴

谋，原形毕露，上级领导对董毅志细致入微的

工作大加赞赏。

由于董毅志扎实的工作，使暗藏在武汉

市的国民党特务人员根据其罪行情节，受到

不同程度的处理。

期间，董毅志还兼任武汉市“清剿十一队

指导员”，担任过江汉区公安局户籍干事、户

口科科长等职。

1959年1月，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的影响，

董毅志同志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湖北省黄陂

县农村“改造”，与当地一家农户一起，同吃同

住同劳动，默默无闻的在偏僻农村度过了两

年艰苦的岁月。

之后，董毅志毅然回到生他养他的故

土———临汝县大峪镇袁窑村，与村民们一起

农耕炊火，重新开始了基层农民的生活。

由于心中装着党和人民，董毅志毫无怨

言，相信总有一天党组织会澄清事实，给自己

一个公道的结论。

在老家袁窑村生活的十八年中，董毅志

和村民们一道，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

田，精耕细作，为农村发展献计献策。

他的祖上是中医世家，在生产劳动间隙，

他潜心学习研究医学理论，为患病的乡邻义

务问诊施药，救死扶伤。由于扎实的文字功底

和不懈的努力，董毅志成为董氏祖传第七代

中医世家的继承人之一。

1978年，董毅志被平反，他被召回武汉市

公安局江汉分局复职。

不久，由于思乡心切，他向上级组织部门

申请，调回临汝县公安局，先后在预审股、看

守所等单位工作。1986年12月因病在汝州市

公安局离休。修养一段时间后，身体逐渐恢

复。他又被返聘到公安局继续工作，担任看守

所和拘留所的狱医，直到1996年退出工作岗

位。

他曾被公安部授予“二级金盾”勋章。

笔者1988年进入汝州市公安局工作，在拘

留所岗位上，有缘与董毅志老前辈结缘，那

时，因为董毅志负责看守、拘留两所在押人员

的疾病治疗，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其董医生，在

工作闲暇之余，不断交流畅谈。

董毅志性格耿直，与人说话快人快语，声

如洪钟，从不拖泥带水，可能是一生职业生涯

造就了他直爽的脾气和倔强的性格。对看不

惯的事情，当面指责，从不留情。

他爱憎分明，对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恨

之入骨，对患病的在押人员却恩爱有加。在负

责拘留和看守两所在押人犯的疾病健康工作

中，每逢遇到有人在监房里发病，总是仔细询

问病情，认真施治，将药物按每顿服用量包

好，亲自送药到监房门口，对患病的在押犯反

复交代服用方法。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在押人员中有

对抗改造，逃避惩罚的顽固分子，他们利用一切

手段，制造出狱的机会，逃避打击，以绝食、自残

等方法抵抗。遇到此类情形，董毅志有一套专门

对付的办法。对于绝食的，时刻关注辨别其真

伪，他对我们看守人员说，绝食七天为极限，如

果继续不进食物，就会指导我们将绝食者抬出

监舍，他把准备好的半盆稀饭端到跟前，强行对

人犯灌食。把软管从鼻孔插进胃里，用大号注射

针管抽满稀饭，往胃里推送。时间一长，我们也

都学会对付制服绝食的人犯。监房里，绝食抵抗

改造的人犯逐渐减少。

有些人犯吞食异物，比如玻璃、铁钉之类

物品。因为董毅志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了解人

体功能，就会让我们从市场上买来韭菜，在开

水里煮熟后，强令人犯吃下，一天后异物就会

连同韭菜随大便排出，确保肠胃不被利器划

破，身体逐渐恢复正常。

董毅志身高1.82米，爱好广泛，在干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他还喜爱体育运动，尤其对篮

球情有独钟，每逢空闲时间，就会看到他在篮

球场上穿梭，敢和年轻人一拼高低。

早在武汉公安局工作期间，他就代表武

汉市公安局和湖北省代表队多次参加全国体

育运动会篮球比赛，曾获得三枚金牌，被评为

乙级运动员。1963年，身为大峪公社袁窑村村

民，他积极报名，代表临汝县篮球队参加洛阳

地区篮球赛。

在“文革”期间，由于大峪公社和交界的禹

县鸠山公社部分群众产生矛盾摩擦，为了使两

地群众和谐相处，政府部门组织大峪鸠山两个

公社的友谊活动，身为农民的董毅志带领篮球

爱好者，组成大峪公社篮球代表队，与鸠山公社

代表队展开友谊赛，最终使两个公社的群众握

手言和。友谊赛后，由于矛盾化解，大峪公社被

授予“全国先进体育公社”荣誉。

据董毅志后代介绍，无论在袁窑村老家

生活或者在汝州城区生活期间，由于董毅志

心怀宽阔，乐善好施，凡到其家里求医者均分

文不收。

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屯镇一位农民患病

难愈，多方打听，敲开了董毅志家的大门，手

提一大包土特产和礼品，请求为其把脉施

药，他看到后，拒绝出诊，在病人再三恳求

下，他将药品包好，连同一大堆礼品一并推

出家门，还当场对其严厉地指责一顿，声明

以后不再接待那位患者。患者虽被训斥，却

感激涕零。

董毅志的一生，可谓坎坷不平的一生，投

笔从戎，经历了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饱受

了“莫须有”的人身摧残，阴差阳错被下放农

村参加劳动；回到阔别多年的山区家乡后，矢

志不渝，潜心学习研究中医术业；被平反后，

又义无反顾地投身挚爱的公安事业。面对持

枪敌人和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毫不退缩，爱

憎分明，遇到病难患者时侠骨柔肠。他为和平

年代的社会治安稳定默默奉献，无论在他经

历的何种时代和社会环境下都保持自身清

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植其心，一

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0年7月14日，董毅志走完了光辉、坎坷

的一生，长眠于汝州大地。

董毅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坚毅果

敢，矢志不渝。

（本文素材由董毅志同志女婿李斌提供，

并参考汝州公安史志等有关资料）

市标南部的广育路美食区，店铺林立，美食集

聚，主要有：周记桶子鸡、刘占烧鸡、卤肉、拉面、饸

饹面、刀削面、茄汁面、麻辣鸭脖、馄饨、米线、麻辣

烫、土豆粉、螺蛳粉、炸鸡排、馅饼、披萨、粉条豆腐

菜、炸排串、烧烤、包子、稀饭、蛋糕房、卤面香、炒栗

子、奶茶等风味美食，除了本地特色，外域美食也是

应有尽有。由于地处人居和学校密集区，再加上老

体育场是汝州原来的主要文体阵地，所以，一直以

来各家生意都比较火爆。

寻味线路：市标向南沿广育路直行。
转自《汝滋汝味》 汝州市史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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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鸿运之当头兮，汇万象之机缘。乘东风之惠

畅兮，绽春光之灿烂。望嘉谷之结六穗兮，迎凤飞于

郊苑。来麒麟于灵畤兮，栖鹏鸾于山巅。腾瑞龙于苍

穹兮，流桃云之卿缦，梦兰生之九畹兮，开琼花于江

畔。

顾鸿运之所来兮，天与地共相遣。驾帝车而驱

驰兮，摇佛祖之渡船；振孔圣之木铎兮，携老君之金

丹；抱江淮之菁茅兮，掮会稽之竹箭；捧霍山之珠玉

兮，袖昆仑之琅玕。聚六合之精美兮，融十方之衡

权，与五行之相亲兮，与四时之和善。

感鸿运之致祥兮，皆如我之所愿。浴乎沂而风

咏兮，汲不竭之甘泉；握生花之妙笔兮，绘山河之画

卷；师圣哲而友俊杰兮，贤君子之所见。常格物而致

知兮，必顺达而圆满；结硕果于桂枝兮，尽辉煌而丰

赡；合綦组以成文兮，皆华丽而光鲜。心安泰而宽愉

兮，神清爽而庄严。筑广厦之万间兮，洒光明与温

暖；图大业而永继兮，当雄霸而扩展！

歌曰：

唯此鸿运，唯我所有，木青花萌，天长地久。其

翼翩翩，临莅春秋；其信准准，岁月来就！

广
育
路

美
食
区

洗耳河畔柳色新 张军平 摄

古时候，大红寨山脚下住着一位姓何的老汉。他

和老伴都年过六十，满头白发，却还没有孩子，老两

口一直为这事儿犯愁，他们做梦都想有个孩子。

有一天，何老汉梦中看到一个小孩，又白又胖，

聪明伶俐，很是可爱。那胖孩儿好像就在面前，伸手

就能摸到，还能搂在怀里，可是一睁眼，那个孩子就

不见了。老汉和妻子都很纳闷：这是神仙显灵，还是

出邪了？于是，他们便把这件奇怪的事情说给小红寨

上白云观的一位道士听。道士听了交代说，如那小孩

子再来，可用红长线拴住他的衣角，然后可沿着红线

去找，看他到底是个啥东西。

老两口依照道士的话，等那小孩又来了，妻子快

速拿出准备好的红线，拴在了小孩的衣角上。那小孩

在何老汉的怀里发出“啾啾”的声音，可是一会儿孩

子还是没影了。夫妻俩顺着红线找呀找，一直找到大

红寨半山腰，发现红线拴的是一棵长藤草。老汉在山

上等着，妻子回家拿来镢头，夫妻俩细心地挖起来。

挖了很长时间，终于挖出了这棵植物的根，那是一个

跟何老汉梦中见到的小孩一模一样的根块，仍然会

发“啾啾”的叫声。何老汉想，这可能是个“药孩”。

回到家后，何老汉把这根块囫囵个儿泡在大酒

缸里。一百天后，夫妻俩每天取出来吃一点儿，时间

不长，两口竟然越来越年轻了，头上的白发也不见

了，还生了满头乌发。更奇怪的是，一年后，老两口竟

然添了个白胖小子，夫妻俩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为纪

念这种植物的根块有能让人头发变黑，延年益寿的

功效，把自己的孩子起名为“首乌”。后来，“何首乌”

就由人名变成药名了。

讲述者：何振国
记录者：樊忠义
据《汝州民间故事》

何首乌传奇
董毅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