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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苑商住楼

五月购房送惊喜……

38～118m

2

实用户型现房

敬请关注

纯一楼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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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桂大厦

公寓

项目地址：市解放东路

8

号（市体育馆东南角）

东桂大厦解放路上， 高品质洋

房，面积

50～160

平方米，双气，

10

万

平方米商业配套，宜居、宜投资。

●黄金地段，准现房登场

●“你买房 我装修”也可折房款

●团购另有动人惊喜

人民路

50

万平方米新中式水系建筑

焦作首席 5.4米复式板楼

项目地址： 和平东街与焦东路交叉口（焦东路小学对面）

贵宾热线：

双城中央 繁华之上

坐定塔南路繁华中轴 绝享双水岸尊荣生活

88～108m

2

雅致

2

房、臻美

3

房，城心难觅，全城争藏

另行通知：未领取钥匙的业主请赶快办理。 电话：

8763318

市民置业好帮手

房企展示好平台

●

王保成

/ 山阳风物

清化镇大王庙：黄河福主

在博爱县清化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有座古寺院建筑，这就是

见证晋商南下北上以及清化商埠历史的大王庙。

大王庙在博爱县城清化镇中山路和葵城路交叉口路西， 正是

清化镇的中心位置，也是县城最繁华地段。由于它的古建风格和庙

宇特色，使它在这片拥挤的现代商业建筑中特别显眼，让人印象深

刻。 庙宇已无院墙，又处于高楼之间，这让原本就已被挤占很多的

院子，显得格外逼仄。 走进院子，就见到一块汉白玉制作的河南省

文物保护牌。 三间大殿，红墙飞檐，古色古香。 进入殿内，但见正中

供奉金龙大王和赤帝火神，另外东有城隍夫妇，西有财神赵公明元

帅。

此庙名为大王庙，则金龙大王为此庙正神了。 金龙大王，又称

为黄河福主，是明初被明太祖朱元璋勅封的黄河河神。此神原为南

宋书生谢绪，因激于宋亡而投江，后因显灵救朱元璋脱险而得封。

其身世和封神经过，明代徐渭在《金龙四大王传》记载甚详：“王姓

谢，名绪，宋会稽诸生，晋太傅安之裔。祖达，父某，有兄三人，曰纪，

曰纲，曰统。王最少，行第四，居钱塘之安溪，后隐金龙山白云亭，素

有壮志，知宋鼎将移，每慷慨愤激。 甲戌秋八月大雨，天目山颓，王

会众泣曰：‘天目乃临安之镇，苕水长流，昔人称为龙飞凤舞。今颓，

宋其危乎？’未几宋鼎移，王昼夜泣，语其徒曰：‘吾将以死报国。’其

徒泣曰：‘先生之志果难挽矣，殁而不泯，得申素志，将何以为验？ ’

曰：‘异日黄河北流，是予遂志之日也。 ’遂赴水死。 时水势高丈余，

汹汹若怒，人咸异之。寻得其尸，葬金龙之麓，立祠于旁。元末，我太

祖与元将蛮子海牙战于吕梁，元师顺流而下，我师将溃，太祖忽见

空中有神，披甲执鞭，惊涛涌浪，河忽北流，遏绝敌舟，震动颠撼，旌

旗闪烁，阴相协助，元师大败。 太祖异之，是夜梦一儒生披帏语曰：

‘余宋会稽谢绪也，宋亡赴水死，行间相助，用纾宿愤。’太祖嘉其忠

义，诏封为‘金龙四大王’。 金龙者，因其所葬地也；四大王者，因其

生时行列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命黄河沿河地方兴建大王庙

奉祀金龙大王。

但清化镇并不在黄河边， 这里为什么要建大王庙呢？ 带着疑

问，我转到了殿后，因为庙里烧香的信众告诉我后面有历代关于此

庙修建情况的古碑。果然，殿后有十余通古碑，镶嵌在墙内。其中的

《创建金龙大王神祠记》为断裂数截且残缺一块的残碑，但从中也

能辩出大意：明代嘉靖四十年（

1561

年），晋商刘尚科和同乡南下

经商，返回坐船北渡黄河时遇到很大的风浪，随时有船毁人亡的危

险，众人无不胆寒，只有刘尚科一人神色自若，不停地诵念大王经

卷，结果竟然平安上岸。上岸后，刘尚科认为此次逢凶化吉，应是金

龙大王护佑的结果，就开始劝说同乡建庙酬神。 几经商议，他们决

定集资在他们从山西来往必经的怀庆府河内县清华镇修建大王

庙，以答神恩，并求永护。 隆庆四年（

1570

年），刘尚科在清华镇中

心购买了当地人孙秉德的地基，开始购材兴工，数月后大功告成。

建成后的大王庙，有山门三间，拜殿三间，大殿三间，左右廊房各三

间，并且“台榭修整，栋宇崔峨，神像俨然，从使分列”，见者无不起

虔敬之心。 建成后的第二年正月，即在隆庆五年（

1571

年）正月立

碑纪事。 此碑的撰碑、书丹、篆额俱为阳城同乡重要官宦，因碑残

缺，难知具体姓氏，但三人职务都非常高，一人为从一品山西布政

使司左布政使，一人为陕西按察司副使，一人为陕西布政使司左参

议，可见晋商在当地的影响之大。

还有一通碑为《大王庙创建戏楼碑记》，说的是此庙增建戏楼

的曲折经历。 原来，刘尚科在初创大王庙时，因庙院临街，地基狭

窄，未能建起娱神的戏楼，成为一时之憾。 万历十一年（

1583

年），

晋商辛尚仁对此庙进行了扩建， 但也囿于庙前临街， 无法向前扩

建，只得向后拓展，在正殿后建起了三官殿。 但过往晋商无不以此

为憾，发誓要为金龙大王建成戏楼。 当时，庙前有本地王姓的三间

房屋，非常适合建戏楼。 于是，他们重金相求，但王家坚不允从。 晋

商并不气馁，一旦找到合适机会，就想法向其求允。 而事实是，“历

明至今八十余年间，接踵而求诸固不乏人，而王氏不从志如故也”。

直到清康熙四年 （

1665

年）， 晋商宋云程会同此庙会首冷含春等

人，再次来到王家，商量购地之事。此时已历数代的王家，可能是被

其精诚所感，也可能是不惮其烦，终于以六十余两银子的价格答应

卖给了他们。而这一年，距离晋商选址王家，已有整整八十二年了。

当年腊月，欣喜若狂的晋商们不顾年关将近，纠工庀材，动工兴建，

至第二年九月建成。 建成后的戏楼，丹楹画栱，金碧辉煌。

从八十年矢志不移盖建一座戏楼这件事， 可以看出两点。 首

先，晋商的做事原则和团结精神让人敬佩。 盖建戏楼，无非是从清

化北上南下过往晋商的一项公益事业， 但他们代代相继地筹划此

事，数十年如一日，明知不好办，但绝不轻言放弃，这种坚忍不拔和

精诚团结，大概就是晋商从明至清兴盛数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

次是从中可见当时清化镇作为怀庆最大商埠的繁华。 戏楼碑记记

载：“清化为三晋咽喉，乃财货积聚之乡。 凡商之自南而北者，莫不

居停于此。 ”这是因为，清化镇距沁河、黄河较近，又有运粮河横穿

东西，向北有商道越太行而达山西境内，因此这里无疑成为南北通

商的中转站和集结地，晋商南下江浙，北归山西，必在此处居留。同

时，明清时期怀庆府地区的商业达到了鼎盛阶段，当时清化镇店铺

林立，商贾云集，传有名号的商铺就有一百二十余家。 这在碑中也

有反映。 晋商要买王家的房屋， 但因王家的地基在清化镇繁华中

心，而且为临街之屋，其商业利润一定非常可观，才使王家在八十

多年的时间，数代人都不答应晋商的购房请求。

此外， 此庙在兴建之初， 还把他们的经商理念和约定刻在碑

上，时时提醒同乡、同人：“作恶者必有报应，非是残刻，惩恶宜然；

作善者俱享亨通，靡市私恩，用彰公道……商贩财货亦必于道义中

求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应是中国传统的经商之道。

●

王新四

/ 红色经典

地中海听涛

伫立在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的地

中海岸边， 看着摩纳哥海港进进出

出的巨型货轮； 眺望着万里无云碧

空如洗的蓝天下、 波光粼粼浪花翻

卷的海面上那上下翻飞的海鸥；伴

随着湿漉漉的海风， 海浪不停地击

打阿尔卑斯山脚， 继而发出阵阵声

响， 这响声又在不停地撞击着我的

心坎儿，敲打着我的万千思绪。

侧耳细听， 我分明听到了这涛

声里蕴藏着的种种信息， 听出了地

中海涛声告诉我的那些过去的和现

在的一切。

我最先听到的是远比地中海涛

声响亮得多的声响———在欧洲著名

的花园广场比利时首都的布鲁塞尔

广场前， 看着那座五层建筑物上振

翅欲飞的白天鹅雕塑， 一种崇敬之

情禁不住升腾起来， 我想起了

160

多年前的

1848

年初 ， 一位还不满

30

岁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年轻人就

是在这座叫做天鹅咖啡屋的房间

里，发出了人世间最响亮的声音，奋

笔写出了举世皆惊振聋发聩， 并且

从此引领世界大潮流、 改变世界大

格局的《共产党宣言》。

1920

年，当

她第一次以全版中文的形式出现在

中国这块神奇的东方大地时， 有多

少有识之士通宵诵读，深入思考，第

二年就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当我在大学里

第一次捧读她时，真的是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徜徉在这长不过百多米、 宽不

过数十米的布鲁塞尔广场， 夕阳的

余晖下，我在欣赏着始建于

12

世纪

的各种不同建筑， 既有中世纪哥特

式，又有文艺复兴式，还有路易十四

式，风格迥异，精细别致。 沐浴在金

色的霞光里的这些建筑， 更显得金

碧辉煌，尊贵无比。 我在欣赏欧洲这

不拘一格异想天开的建筑风格时，

更欣赏它的思想家们那深邃的思想

和思辨能力，黑格尔的唯心论，柏拉

图的理想国和费尔巴哈的辩证法以

及圣西门的实业论等。 正是在此坚

实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批判地予以

继承吸收， 创立了人世间开天辟地

的伟大思想， 使全世界的共产党人

从此有了精神依托和思想指南。 日

月更替，斗转星移；大河滔滔，奔流

不息；世事多变，气象万千。 亘古不

变的是人类那共同的对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不懈追求， 是人类社会

势不可挡永远向前的发展规律。 中

国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

一脉相承，生生不息，使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日

益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中

国日益强盛、 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

列的今天， 不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

点吗？

地中海的涛声自然而然地引发

出了我心中的塞纳河的滔滔水流

声。 站在高高的埃菲尔铁塔上，看脚

下那不停地流淌着的塞纳河水，我

感叹人类社会发展脚步的艰难，同

时又听到了这个社会大步前进的铿

锵之声。

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当建

筑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提出他

那充满法国人浪漫情趣和创造魄力

的铁塔构想时， 曾遭遇到许多法国

人的反对。 即使在建造过程当中，也

还是不断有人出来指手画脚， 横加

指责。

1889

年，当这座代表着世界

工业革命丰硕成果的巨型建筑巍然

屹立在巴黎战神广场时， 赢得了广

泛的赞誉。 灿烂的阳光下，塞纳河从

远方的天边奔涌而来， 在埃菲尔铁

塔下绕了一个弯儿， 又向远方奔腾

而去。

离开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卢浮

宫， 走过人流如潮川流不息的宽阔

的香榭丽舍大街， 来到雄伟壮丽气

势非凡的凯旋门前， 那鼎沸人声几

乎盖过了地中海的涛声。 也许，国度

的不同，地域的差异，文化的区别，

最终导致了人们某些生活习惯与爱

好的各有千秋、各有其乐吧。

站在广阔无际的地中海岸边 ，

背靠着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阿尔卑

斯山，细细地品味着大海的回忆，静

静地倾听者涛声的诉说……

●

穆隐慧

/ 人间亲情

母 亲

一向能干的母亲病了，原本心胸

宽广的她一下子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

目光呆滞，寡言少语。 整天独自静默地

躺在床上， 甚至连长年在外的我回家

这样的事情都不闻不问， 我不知道她

怎么了，更不知道她想些什么，我守在

母亲的床边， 不时地给她讲述学校的

趣事，给她讲述我现在生活的安逸，但

她却总是默然……

我们兄妹都劝母亲到城里医院

去看一看，但倔强的母亲却固执己见，

硬说自己没病， 不论我们再怎么苦言

相劝，明其利害，她都无动于衷。

母亲啊，您这是怎么了？

母亲没有文化 ， 记得儿时的夏

夜，全家人坐在院中乘凉，树上的鸟儿

都睡了，静静的夜被一片漆黑包围着，

偶尔飘来一丝凉风， 我坐在母亲的怀

里，缠着她给我讲故事，每次，我都是

在神仙鬼怪的想象中悄然入眠，至今，

还记得有许多次， 我故意装着熟睡的

样子，对母亲的轻声呼唤置之不理，然

后甜蜜地享受着母亲将我抱起、 放到

床上的感觉。

上中学时，我到了离家较远的乡

中学。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秋天，母亲

站在教室的窗外等待的身影， 她提了

一花篮专门为我精心做的烧饼， 饼的

四周有一层凸起的花纹， 蛋黄的颜色

中散发着一股股香甜， 真让我垂涎欲

滴。

难忘上师范时的第一次回家 ，我

迫不及待地隔着墙在大路上冲着母亲

大喊：“妈———我回来了！ ”谁知第一声

她就听到了， 她早已准备好了两个煮

熟的鸡蛋。

母亲没有文化，但她朴实善良、慈

爱宽容， 还是十里八村人人称道的好

媳妇。 我的爷爷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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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从我记事

起， 我就知道母亲在每天早上五六点

时，都要给爷爷冲上一碗鸡蛋水，后来

条件好了，就冲牛奶。 每次吃饭，母亲

总要给爷爷多煮一会儿， 还要放上爷

爷最爱吃的香油。 如果爷爷在路边闲

聊，那母亲准会把饭给爷爷端过去。 我

曾在无意间听爷爷亲口对旁人夸我的

母亲，说自己有福气。 记得爷爷临终的

前一周 ，扎不上液体 ，好不容易扎上

了针 ，还被意识昏迷的他给打掉，那段

日子， 是母亲拉着爷爷的手给他输液

的……

母亲勤勤恳恳，不辍劳作，舅舅曾

心疼地说母亲是家里的肩膀， 什么事

儿都要她扛着。 如今，生活好了，常常

见村里的妇女们聚在一起打扑克 、打

麻将， 而我的母亲最轻松的莫过于待

在家里照看老小了， 或许能看看电视

就是最轻松的。 用舅舅的话说，母亲这

辈子啥都不会，只会干活儿。

母亲没有教给我什么， 她把善良

和真诚播种在我的心灵中， 她把坚韧

和顽强书写在我的生命里。

如今， 我已经可以离开母亲独自

飞翔了，但我知道，无论我飞得多高多

远，都飞不出母亲牵挂的目光。

那个春天，我挽着母亲、拉着父亲

在城里转了一圈儿， 给他们各添置了

一件新衣，并且照了合影，我常常仔细

地端详那张照片，母亲黑红的脸膛，慈

祥的笑容，真美！ 但当时，我并不觉得

母亲离我有多远！ 今天，当母亲病得不

愿到城里看病， 不愿或是不会和我们

交流，我才蓦然觉得母亲离我有多远。

当我苦口婆心地劝她看病时， 她的几

近冷漠的平静， 使我一下子觉得我和

母亲之间已经有了一层无形的障碍

了，我似乎想拼命地抓住母亲，但怎么

也牵不住母亲的手。 在无数个静寂的

夜晚，酸涩和无奈堵塞着我，多少次，

滚烫的泪水浸透衣衫。

今夜，当泪水再一次打湿纸笺，我

乞求上天， 给我的母亲一个美好的晚

年。

（本版照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图片）

●

宋光扬

/ 似水流年

戏 迷

言杨宋不知不觉已届古稀。 头

发白了，腿脚迟缓了，精神气也散淡

了许多。 他曾是一个壮如牛犊的建

筑工，岁月如水，说老就老了。

家里呢，除了老伴儿，就剩下他

们的影子了。 儿女们都各忙各的事，

很少回家， 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看

看。

言杨宋常感叹什么都在变，值

得高兴的是他戏迷身份始终没变，

痴迷河南戏。 豫剧、曲剧是河南的宝

贝。 从小到老，没少看戏剧名家的演

出，尤服豫剧刘忠合的《斩驸马》和

马琪的《寇准背靴》，自然也酷爱唱

几嗓子，形象动作都仿着名家的。 言

杨宋几乎天天都很忙， 或掏钱买票

看戏，或在家里打开影碟机，香香甜

甜的听。 每天早上，广场上有三堆草

毯子戏，他是从不缺席，不唱喉头发

痒，一整天都会浑身不舒服，待站到

戏摊的人群中，手执扩音器，憋足了

丹田气，唱出刘忠合的斩驸马段子，

“有为王在金殿仔细观看，殿角下吓

坏了王的驸马儿……”那形象、那口

气酷似刘忠和，唱完，向鼓掌的观众

鞠躬， 愉悦的气氛从掌声散满广场

的上空，唱了豫剧的再唱曲剧的，三

堆戏场一场不落下。 乡下有戏场，只

要票友打招呼，不管多远，哪怕十里

二十里，骑着电三轮跑去，唱几句再

骑车回来。 有人问：老言，你歇会么，

多大岁数了还往乡下跑，图个啥！ 老

言说： 如今的年轻人都在网上学唱

歌跳舞， 这戏曲的传统宝贝就要消

失了，多可惜，我这是为让老戏不倒

作贡献呐！

有一天夜里， 老言从几十里外

唱完戏回家，正要掏钥匙开门，发现

钥匙没带，忘家了，只好轻轻敲门，

再用戏腔道白：“老婆子，开门来！ ”

老伴在里面闷声回答：谁是你老伴？

你的老伴是戏迷！ 他立刻接上话说：

“此言甚是！ ”

言杨宋就是这么一个有意思的

人！

有一次， 邻家一个小伙子李二

旦来找言杨宋。 “言伯，我们单位下

个月组织演唱会， 各科室都必须派

人参加演唱，我正在犯愁，我爹说去

跟你言伯学唱戏。 我几乎不懂戏曲，

临时抱佛脚，请你教教我吧！ ”说着

从口袋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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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盒的香烟放桌

上，说言伯你千万别推辞。 言杨宋与

李二旦的父亲同在建筑队做过泥

工，又在同一条街做几年邻居，见老

朋友的儿子请教，很高兴地说，来就

学吧还拿什么烟。 说你这徒弟我收

下。 于是，每天夜里都叫李二旦来家

学戏词，教调门，掰捏腔调，比划动

作，学刘忠和的戏。

李二旦问， 刘派是豫剧的高明

派，怎么唱起来另外一个味道呢？ 言

杨宋说你问得好， 刘派讲究若续若

断，缠绵悱恻，称之为“鬼”音，音不

是直着出来的， 而是曲线， 音量不

大，但很有力度，功夫很深，我给你

学学。 言杨宋用双手拍着板眼，尖起

嗓子唱起来，唱到精彩处，李二旦也

学着喊一声好！ 李二旦单位演唱会

那天，他随他去，想看看自己教出来

的徒弟表演如何。 李二旦把言杨宋

介绍给科长，这下科长来劲了，请言

杨宋作为特邀演员上台， 言杨宋先

是感到意外，随后又表示同意。 说，

不是为咱河南戏作贡献吗？ 我唱！

从李二旦单位回家路上 ，言杨

宋忍不住又唱起了曲剧 ，是马琪

老师唱的 《寇准背靴 》：“下朝来一

边走一边长叹， 想起朝阁事愁锁眉

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