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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荣

武陟赞

诗之国

花之乡

丰收硕果装满仓

林之森

米之仓

数万人民奔康庄

梦之游

旅之乡

无尽欢娱在伊方

文之秀

歌之王

泱泱宝观好风光

曲之河

琴之床

声绕武陟韵味长

家

黄河北岸有吾村，风物千秋古貌存。

鸟唱鸡鸣迎旭日，牛归犬吠送黄昏。

白马泉边常怀旧，嘉应观前总忆春。

最是乡情浓似酒，举杯欢对感恩真。

“黄河母亲”雕像赞

昆仑何壮哉！ 黄河天上来。

湍流奔腾急，长风壮我怀。

白塔入云表，铁桥对高台。

山旷少林木，河清好灌排。

塑像横岸坐，云天动九垓。

长发披肩绕，袒胸抚小孩。

神态动天地，千古见盛衰。

博大母亲河，子孙笑颜开。

咏黄河

接天巨浪如奔马，通海洪流似走龙。

昔日猖狂为大害，澎湃驯服立奇功。

武陟咏

泱泱黄河，巍巍太行。 浩浩中华，九州中央。

北接幽雁，南望湘楚。 西起高原，东泻汪洋。

古称武德，近号武陟。 河内故郡，今民乐乡。

壮哉斯地，沃土膏壤。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竹林七贤，向秀山涛。 高官刚直，饱学何瑭。

毛氏父子，永熙树堂。 五部尚书，文采留香。

鲁氏连成，名埠巨商。 妙乐塔伟，嘉应观章。

四大怀药，驰名万邦。 武陟油茶，美食名扬。

豫剧激越，怀梆高亢。 龙灯狮子，腰鼓背装。

七十万众，锤炼颐养。 中原崛起，武陟慷慨。

自强不息，殷家固邦。 经济腾飞，万骥千蠰。

与时俱进，科学理念。 以人为本，和谐康庄。

振兴中华，再铸辉煌。 人民幸福，国运永昌。

遗失声明

因本人不慎，将编号为

G410020667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声明作废。

副 刊 征 稿 启 事

当前， 在县委、 县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八区”建设扎实推进，全县上下形成

了抓发展、 谋跨越的共识， 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出好的趋势 、好的态势 、好的气

势， 这种大好局面为广大写作爱好者施

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空间。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读者， 进一步提

高报纸的可读性， 本报副刊版向广大读

者征集反映我县发展成就、风土人情、历

史文化等的散文 、随笔 、小说 、诗歌 、摄

影、 书画作品等， 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

稿。

副刊版面的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的

大力支持，我们期待你的精彩之作。

投稿电子邮箱：

jrwzfk@126.com

纸质稿件寄送地址：武陟县新闻办公

室

电话：

0391

—

7277771

健康生活，和煦过冬，看...

碳晶散热器解读之二———用户实话实说

如何提高生活品味，温暖过冬？ 对此，

县中医院的朱医生为您提供一份健康采暖

的购买建议。

2011

年冬天，朱医生购买了一台上海

尚诺碳晶散热器。使用后，朱医生及同事都

反应效果非常好， 今年朱医生及同事又购

买了五台。 朱医生建议： 在购买采暖用品

时，要看使用效果如何、质保期限和售后服

务，最重要的是使用安全，我感觉这产品真

的好，健康、安全、暖和！ 售后服务又好，所

以才买了一台又一台。

碳晶散热器作为一种灵活、 方便和经

济的新型采暖方式，即开即热，不发红，不

发光，无声，无风，不消耗氧气，与市场上的

金属丝式、陶瓷式、热片式、石英式、油汀式

取暖器和空调相比，节能

60%

左右。 其丰富

的远红外线波长在

8-18

微米。正好处在对

人体最有效的波段，医学上称之为“生命之

光”。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

有利于改

善体内微循环

,

促进新陈代谢

,

有舒筋活血

,

提高人体免疫力

之功效。 整机质保

三年，碳晶发热板

质保五年。

书画苑

王

海

峰

（

行

书

）

说 戏

水中月

剧团团长老孙原来是做编剧的，后来当了导演，再后来就当了

团长。 如今，老孙因年龄原因退二线了。 退下后去干什么呢？ 老孙

想了好长时间。

他想到了如今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不投资，不贷款，依靠自

身求发展。 可自身有什么优势呢？ 老孙也想了很长时间。

事情的转机是从那次为老县长“说戏”开始的。

那天，退下来才半年的老县长突然生病住院了。老

县长的儿子和他很熟，知道他能说会道，会编会导，也

知道老头的病根在哪，就好言相请，让老孙发挥特长，

去开导开导老头。

老孙仔细了解情况后， 决定在病房里导演一场

“戏”。

病床上的老县长病情稳定了，但还处在迷糊状态。

进了病房，老孙就坐在老县长床头，翻着厚厚的文

件夹。他拍拍老县长：“不好了，县长，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您

看怎么办？ ”迷糊中的老县长陡然坐起：“立即召开会议，马上成立

领导小组。 具体我要强调这么几点。 ”老县长在床头讲了近一个小

时，老孙以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认真做了记录，直到老县长体力不

支，昏昏睡去。

想不到这招还真的管用，老孙又去了几次，老县长的病情日渐

好转起来。

不久之后，老孙“说戏”的故事就流传开了。

悟出些门道后，老孙结合自己平常对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

结合自己这些年做编剧、导演以及当团长的经验，很快就租了几间

门面房。 高档次装修后，开了个“说戏俱乐部”———老孙心理诊所。

刚一开张，第一单生意就来了。 老孙一看，原来是五年前退下

的王经理。 王经理尽情诉说了几年来的烦恼。 老孙耐心地听完，提

了三条建议：听一次佛教音乐《心经》，放松放松心情；砸一次盘子，

发泄发泄情绪；讲一次话，再过过讲话瘾。折腾了三个小时，王经理

才心满意足。 这一次，王经理共砸了三十个盘子，

150

元；砸了五个

花瓶，

250

元；除去免费心理沟通、听音乐和讲话，共消费

400

元。

付完费，王经理面露喜悦。 “今天消费得痛快，高兴。 ”说完，紧紧地

握住老孙的手：“孙团长啊，你是给咱们这帮老家伙办好事的啊。 ”

说戏俱乐部的名气日渐大起来， 老孙也成了当地的名人。 此

后，心情郁闷的，就来这里砸盘子、摔花瓶。 夫妻俩闹矛盾的，就来

这里斗嘴辩理。 情场失意、官场得意的就来这里寻求安慰。 各色人

等，纷至沓来，把老孙忙得真是不亦乐乎。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孙说戏的功夫也越来越深。他能迅速地和

来人进行沟通，使其进入魔幻境界，达到忘我的地步。

老王上个月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 在家里走也不是， 坐也不

是。不得已就爬楼梯消磨时间，无聊地打发时光。听说老孙的“说戏

俱乐部”后，便骑着自行车赶过来，请老孙给他说说戏，渲泄一下内

心的苦闷。

老孙也真是能人，不到半晌功夫，就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让老王进入一种魔幻境界。 不经意间， 老王有了一种飘飘然的感

觉。那种原先在官场时的得意情景陡然再现，他又重新回到原来的

办公室，频繁地听下属汇报当前的工作。 这时，老孙适时将老王引

领到一张宽大的老板桌前， 让他处理繁重的事务。 一个小时过去

了，老王才得以站起身休息休息。 矫枉必须过正，老孙知道老王的

身心已进入最困难的境地，便按照自己事先编好的剧本，再次为老

王说戏，使其在这种幻觉里感受若即若离的生存折磨，享受无与伦

比的情感高潮，直到把老王从戏境中逼出来，回到现实的生活里。

一出情感戏终了，老王如做梦般醒来，竟自出了一身冷汗。 醒

来的老王彻底放松了， 回想这些日子自己折磨自己带来的

痛苦，竟觉十分无聊，更觉一身轻松。他快步走向渲泄室，竟

一气砸了五十个盘子、五十个花瓶。

走出困境的老王是轻松了，可他却看见了惊人的一幕。

为他说戏的老孙却没能从困境中走出， 陷入了他来时的情

境。 老孙也想起了自己过去的时光， 记忆的闸门再一次打

开，汹涌澎湃，不可阻遏，竟然变得神思恍惚起来。

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坏了已经清醒的老王， 他赶忙叫来

老孙的员工，不厌其烦地开导起老孙来。

瞅了个空，老王赶紧来到服务台结账。 一算，五十个盘子

250

元，五十个花瓶

2500

元，两项消费合计

2750

元。老王有点后悔了，

悔自己不该那样纵情的砸。 他看看老孙，还在恍惚状态，嘴里还嘟

呶着什么，一副不正常的

样子让人有点害怕。 没办

法，老王只得从身上摸出

刚取的工资付了消费款。

老王前脚刚走，老孙

就醒了。 “演了一辈子戏，

我老孙还能没点真功夫。

我不装疯卖傻，你老王能

付消费款？ ”

地名

传说

汤

王

堤

和

商

村

武陟县东部有汤王堤和商村两个村庄， 这两个

村庄与商朝汤王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说在三千五百年前，汤王灭了夏朝得天下。刚

登上天子宝座就遇到了七年大旱。 江河里的水都枯

干了 ， 石头和沙

石 都 快 要 晒 化

了 ， 百姓叫苦不

迭 。 史官卜了一

课说 ：“如果拿人

来做牺牲 ， 才有

下雨的希望。 ”汤

王说 ：“秋雨是为

了黎民 。 假如定

要 拿 人 来 做 牺

牲 ， 那就让我来

吧 ！ ”说罢 ，他穿

着 白 色 的 孝 衣 ，

身上绑上易燃的

白茅 ， 走到堆满

柴 禾 的 神 坛 上 。

巫师们在柴堆周

围点着了火 。 熊

熊的火焰包围了

站在柴堆高处的

汤王 。 汤王的虔

诚之心感动了天

上的雨神 ， 天空

突然降下了瓢泼

大雨 ， 大火被浇

灭了 。 旱情解除

了 ， 人们欢呼雀

跃 ， 把汤王从柴

堆上扶了下来。

谁知这一开

头，大雨和暴雨

接二连三地下

了起来。黄河水

满堤岸，汹涌澎

湃。那时候黄河

从汤王这一带

流向东北入海，

汤王堤这个地

方地势低凹，汹

涌的河水在这

里冲开了大堤，

淹毁了堤外大

片大片的土地

和村庄，百姓又

叫苦连天。汤王

派人堵挡，堵挡

了九年都没堵

挡住。史官又占

了一课说 ： “想

要堵挡住决口，

除非人跳进水

中！ ” 汤王说：

“水那么深 ，流

那么急，人跳进

堵挡 ， 生命难

保。需要人跳的

话，那就让我跳

吧！ ”汤王说到

这儿，身子转向

决口，大声地呼

喊道：“黄水，孽龙，快住收吧，我来了！”说着，身子一

纵，跳进了决口处。

汤王一跳进水里，堤上的大臣，民工都跟着跳进

了水里。 决口处筑成了一道厚厚的人墙， 凶猛的洪

水、孽龙害怕了，不敢越过人们身子，乖乖地顺着堤

岸往下游流去了。

汤王忙下令叫来未下水的民工抓紧时间填土。

待决口处筑成新堤后，汤王才从水中走出来。 从此，

汤王堤这个地方再也没决过口。为了纪念汤王，后人

就把这段新堤叫汤王堤， 把汤王领人堵挡决口时住

的地方叫商村。

黄河后来又改道向东南流了， 可汤王堤和商村

遗址却保留了下来。人们在这两个地方居住，形成村

落， 分别叫汤王堤村

和商村。

（原载 《武陟县地

名传说》）

�

———摄于城北重工业区晋开集团绿宇化工

�

朱赓 摄

文化

探源

古 城 探 访 记

张德斌 荆小斌

近年来，学术界认为，

7200

多年前的上古时期，武陟一带聚居

着燧人氏风姓的一个支脉———无怀氏，是大伏羲氏族一个较大的

部落。 部落首领姓风，名苍芒，号无怀氏，其活动中心在今天的西

陶镇古城村，其城叫作古怀城。 后来，苍芒成了伏羲女娲政权的第

七十一任帝，在位

38

年，号称苍芒大帝。 氏族联盟时代结束后，无

怀氏部落解体，于其地建怀国，而族人则以怀为姓，全国各地的怀

姓就发端于此。

带着浓厚的兴趣，

2012

年

12

月

15

日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张

德斌、周小战、荆小斌），前往武陟县西陶镇古城村，试图探访无怀

氏部落的历史踪迹。 在西陶镇政府接上办公室郝主任并与村里进

行联系后，我们就直接向村里赶去。

古城村在西陶村南约二里，南邻新孟公路。村西口有几颗大柳

树，雄干虬枝，气势夺人。 村委会里，村干部田云彪早已等在这里。

老田今年

50

多岁了，可看起来不过才

40

多的样子，非常干练。 我

们向他介绍了此行的目的后，他很热情，马上就打了几个电话找

人，还真不错，想找的人都在村里，一会就可以到。

在等人的时候，我们先和老田聊了起来。老田说：咱们这个村，

原来和西边的古樊村是一个村，叫“古樊城”，汉朝时樊哙屯兵在

此，所以叫这个名。 后来村子分开，这里叫“古城”，西边叫“古樊”，

原来还有“樊哙墓”。 现在村里主要有姓褚、姓田，还有姓闫的，全

村

2000

来人。 早年村子四周都有城墙，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

……

正说话间，进来一位身体壮硕的老者，老田介绍，这是退休老

教师闫文江，我们急忙请闫老师坐下。闫老师

1944

年出生在陕西，

今年

69

了，父亲曾在武陟知名的民族资本家鲁连成开办的纱厂干

过，抗日战争初期曾为我党做过地下工作，传递情报。 解放后先后

在开封、郑州工作，六十年代因为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返乡，

现在闫老师讲话还是一口标准的“中州音”。 说到村子的历史，闫

老师说，咱们武陟古时候叫“覃怀”，跟大禹在武陟治水有关，“覃”

是挖渠疏泄洪水，怀是地名，说明大禹以前咱们这里就是“怀”地。

从武陟地形看，西北高、东南低，咱们这古城的位置是比较高的，

而且周围有黄河、沁河环绕，取水方便，又能防备洪水危害，最适

合人类活动。 至于城的来历，据说在武王伐纣前就是一座古城，武

王伐纣时候在此屯过兵，到楚汉相争的时候舞阳侯樊哙也在这里

屯过兵，位置十分重要。 原来村子四周有城墙，有四座砖石砌的城

门，四角城垛也是砖砌的，东西、南北各长

1

里，是个正四方形。 抗

日战争时期，伪军云华峰部占据此城，还在城门上设置有吊桥。

这时候，原村党支部书记褚保靖、原县人大代表田云金也都来

到，屋子里的气氛更加活跃。 褚保靖说，原来那城墙底有

20

米宽，

高有

10

来米，文革时在城墙取土时，看见那都是一层一层的夯土，

有的发红，有的发黄，非常明显，要是平着剥离，还能看见像咱打

土坯时的打夯印。 上世纪

80

年代初，还有些遗迹，后来村子扩大，

加上经济发展，建厂修路，现在是很难找到明显的地上遗址了。 至

于咱这个村为啥叫“古城”，据说就是因为年代太久远，比周围的

西陶、白水、大封等村都要古老，为了跟别处的村子区别，所以才

叫“古城”。 这里还叫过“樊园”，说是周朝的时候有个大臣，叫樊仲

山，被周王封到这里，因此叫“樊园”。 县志上也记载周桓王时给苏

忿生的封地有“樊”，就是原来的古樊城。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西寨

墙上还拾到有三棱的铜箭头，长约

6

厘米，后来被县文化馆驻村干

部给拿走了，也没记住那干部的名。 咱这城后来还叫“永安寨”，南

门口镶有石头刻的牌额。咱这村委会原来是个庙，因为从庙上拆下

的大梁太大，普通房没法用，后来锯成两半才用上，所以有“三间房

卷不住一架粱”的说法，可见当年村子的辉煌与气派。

田云金说， 村里南寨墙在劈城修路的时候， 曾挖出来不少大

瓦，当时上年纪人都说叫“马武瓦”，后来才知道马武是汉朝时候的

大将，秦砖汉瓦，这点看来是不差。 还有在南寨墙那一块建厂的时

候，在地底下快

3

米深，挖出来有石灰坑，还有不少圆石头，应是古

人所留。

褚保靖说，现在村的最北街，原来就叫“寨后街”，宅基基本是

压着古城墙建的，现在地面都比村中间高差不多

1

米。过去村里是

交通要道，村里有煤场，从这里到南边黄河渡口有大路相通，（沁）

河北的都经过这里去黄河南，也难怪过去修城墙，打仗肯定争这块

地方。所以，远古的时候，这里就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城垣，是人

们活动的主要地方。

随后，我们大家一道去南城墙位置实地参观，刚出村委会，就

碰见一位村民，原来他也曾在城墙上捡到过铜箭头，说着，他就在

地上给我们比划起来。

来到村南一家厂子大门前， 田云金指着厂门口摆砌的一堆圆

石说：这就是当初从地下挖出来的卵石。 在这家工厂的南墙外，有

一条东西向的土路，宽约

5

米。 褚保靖说：这条路就是将原来的城

墙墙脚破掉修的。 他又指着路东相对着的小路说：这个也是，再远

那一溜南北栽小树的地方，就是东城墙的位置。

返回的路上

,

我们取圆石一块，算是此行的纪念品。 我们的思

绪，则穿过时空，远远飞到了那久远的部落时代，想着先民们在这

里挥洒汗水、辛勤劳作、建设家园；更想到年轻时的苍芒大帝在这

里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因才能卓著，得以成为人君圣主。

武陟，承载着远古的辉煌，正在续写新时期的篇章。 这块土地

历史久远，文化深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美也不可尽数，其情

也不可尽述！ 我辈正需努力，不负历史，不负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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