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前有个叫丁郎的小伙子，父亲早逝，只有一个年迈的
老娘。丁郎脾气粗暴，对他娘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他娘提
心吊胆地过日子。

一天，丁郎到田里去锄地。太阳热辣辣地照着，他又渴
又饿，就到树下乘凉。天快晌午了还不见他娘送饭来，就发
狠地说：“哼！老东西，来了饶不了你。”他正说着，忽然听到
老鸹的喊声，抬头一看，原来有只小老鸹从空中盘旋飞下，
站到窝边，一只老老鸹从窝里探出头来，张嘴接过小老鸹打
来的食咽下去。这只老老鸹把她的孩子抚养大以后，就瞎
眼了。现在她的孩子正为她打食呢。丁郎看着想着，忽然
想起他是怎样对待老娘的，不由得悔恨万分，真想立刻跪在
娘面前，让娘打一顿、骂一顿。又过了一会，他自言自语地
说：“老鸹都有孝母之心，何况我是人。”于是他就爬起来向
家里跑去。

丁郎还没有走出地头，就看见老娘担着饭挑子，摇摇晃
晃地走来了。丁郎的眼湿润了，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他
是想去迎老娘，替老娘担挑子。谁知他娘以为丁郎嫌她饭
送晚了，又来打她，就吓得昏过去了。从此卧床不起，没几
天就死了。丁郎又悲痛又恨自己，他花费了好多钱厚葬了
老娘，还用以前打他娘的棍刻了娘的像，放在供桌上，早早
晚晚磕头烧香。

几年以后，丁郎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天丁郎很晚回家
来，发现孩子把娘的木头像当成顶门棍。丁郎就把孩子叫
到身边说：“我以前不孝敬老人是我的错，你们可不要这样
了。我刻木是为了痛改前非，孝敬你们死去的奶奶呀！”孩
子们都深有所悟，连连点头。

就这样，丁郎刻木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下来。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一直过了2000多年。丁郎生活的村庄就叫“丁郎
寨”，李村镇西李村的一个自然村，大致位置在提庄村南、希
望路以北。

民国年间，寨中住户为避匪患，纷纷外迁，该村遂废。

二教塔村位于沙河西岸，南接西沙沟，北接刘李村，东
为寇店，西为杜寨。该村有3个村民组，580余口人。

该村古时有金堂寺，寺南有奶奶庙，寺西有关帝庙。据
传，唐代初年，较为富裕的金堂寺主持欲在寺西高地建一教
灵塔。该塔占地五亩，工程浩大，因资不足，久久未能竣
工。村西关帝庙的道士见此情景后，摒弃佛、道不一家的习
俗，毅然资助金堂寺，使教灵塔顺利竣工。金堂寺主持大为
感动，深感教灵塔得以告竣，全赖二教共建之力，遂改“教灵
塔”为“二教塔”。此塔为砖石结构，身高数丈，外观端庄凝
重，古朴典雅，巍峨壮观，耸立于金堂寺高地之上，十里之外
仍可看到，附近村民朝拜者络绎不绝。据清·乾隆《洛阳县
志》和本村《王氏家谱》记载，该村王、谷二姓人家，自明初由
山西迁入，初居村西桑树园，后因荒乱，迁入二教塔南沟内，
挖窑穴居，遂成村落。因近塔成村，遂称其村为“二教塔”，
俗称“二家塔”。

另传，古时有三姐妹修道成仙，为比较本领大小，三人
商定，分别选择一地建塔，子时开始，鸡叫前建成者为胜。
大姐为人奸诈，二姐为人诚实。二姐选择在金堂寺建造，大
姐和三姐另择建塔地方。不到时间，大姐自学鸡叫。此时
二姐所建之塔尚未封顶，一气之下，二姐将塔顶打碎，后来
人们便把二姐建塔的地方称“二姐塔”，俗称“二教塔”。

大郎庙村位于佃庄镇西部，西与洛龙区潘寨为邻，东与
黄庄接壤，北与酒务、牛王庙相望，有8个村民组，1570余口
人。

据传，早年村里有一个人，在家中排行老大，为侍奉父
母、行孝双亲，终生不娶。他对二老事必躬亲、体贴入微，对
兄弟关心体贴。双亲过世后，大郎已经年逾花甲。里人敬
其美德，在村里为大郎建庙纪念，后其村便以大郎庙称。

另传，此庙为宋代名将杨继业长子杨延昭（杨大郎）的
祭祀之所，庙内塑有杨大郎神像一尊。百姓围庙而居，形成
村落，村名以大郎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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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拌夏天
洛邑咸宁

洛阳十大文化符号评选结果揭晓了，有河图洛书、龙门石
窟、白马寺、关林、牡丹、水席等等，说是最能体现洛阳的人文渊
薮，最能彰显洛阳的精神蕴涵，但我却总觉得太严肃了些，或者
说有些老气横秋的样子。

我却独独喜欢“洛阳春”三个字，因为任你心头有万千的块
垒，都会在“洛阳春”这样的方块字里化为绕指柔情。

不善饮酒，但却一直对绍兴的花雕情有独钟。说是在宋代，
绍兴家家都酿酒。谁家若生了女孩，满月那天请人在酒坛刻上
各种花卉图案、人物鸟兽、山水亭榭等等，然后泥封窖藏。待女
儿长大出嫁时，取出窖藏陈酒，请画匠在坛身上用油彩画出“百
戏”，如“八仙过海”、“龙凤呈祥”、“嫦娥奔月”等，款待宾朋。这
就是绍兴花雕，也叫女儿红。像极了居家过日子的女人，柔和、
清亮、芬芳、甘香，素面朝天而又与世无争，她会对你说，俺这辈
子跟定你了，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她绝对不会说，俺宁在宝马
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

咱们洛阳也酿酒，但却是那种一怒为红颜的烈酒，曹操就很
喜欢喝洛阳的这种叫“杜康”的酒，有啥事想不开了，就喝个没完
没了，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杜康酒是金刚怒目，女儿红是菩萨低眉；杜康酒是骏马秋风
冀北，女儿红是杏花春雨江南；杜康酒是大江东去，女儿红是杨
柳岸，晓风残月。一句话，仿佛宋词：杜康酒须关西大汉，铜琵
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女儿红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

歌“杨柳岸，晓风残月”。
据说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洛阳，也和绍兴一样，产一种叫“醉

三月”的酒——取四月含苞的牡丹，用三月洛河的暖波调和，注
入深幽无人处千年紫砂土铸成的陶瓮，再用初夏第一张看见朝
阳的新荷覆紧，密闭到次年燕子来时启封，甘爽，清冽，醇香扑
鼻，既具江南的柔情，也不乏北方的阳刚……可惜，这样的酒谁
也没有尝过。

我是个地道的洛阳人，但却一直痴迷于江南的烟雨。几年
前，看《新白娘子传奇》，烟雨江南里，许仙和白娘子那一场销魂
蚀骨的爱情，让我这个洛阳男人泪雨滂沱——只恨自己晚生了
千年，只恨自己为何不生在那三月烟花的江南！

青葱的年少光阴里，记不清多少次，一个乡下少年在洛水岸
边，看河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看白云起舞弄影、水天一色……
河水的尽头是否就是那向往的江南烟雨？云外的天空是否就是
那梦想的流水人家？

很喜欢女诗人路也的那首《木梳》，说是要她喜欢的一个江
南的书生用梅花、桂子、茉莉、枫杨或者菱角这些江南的风物给
她起个小名，依照那些遍种的植物来称呼她，和她在一个叫瓜洲
的渡口，在雕花的木窗下，吃莼菜和鲈鱼，喝碧螺春与糯米酒，写
出使洛阳纸贵的诗，在棋盘上谈论人生，用一把轻摇的丝绸扇子
送走恩怨情愁。

这何尝不是我前世今生的愿望啊！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一个叫李源的洛阳男人，和惠林寺僧人
圆泽情同莫逆。一次，两人同游峨嵋山，从荆州入四川，路过一
个叫南浦的地方时，看见一位身怀六甲的妇女在泉边打水。圆
泽平静地对李源说：“她就是我要托身转世的所在。”圆泽说：“这
位妇人姓王，我本该成为她的儿子，已经怀了三年了，因为我迟
迟不来投胎，所以她一直做不了母亲，养不了儿子。今天既然遇
上了，看来已无法躲避。你当念佛号助我速生。”圆泽对李源说：

“我与你交往深厚，彼此知心，今天大限已到，就此别过。三天之
后，你要到我投身的家里来，那时正在为新生儿沐浴，新生儿就
是我的再生，我那时将以笑为验。还有请你记住，十三年后，我
们还会在杭州灵隐天竺相见。”

三日后，李源到圆泽投胎的家里看他，果然，那孩子正在洗
澡，见李源来，冲着他咧开嘴笑起来。

十三年后，李源只身从洛阳前往杭州。葛源亭畔，有人在
喊：“李源，李源！”李源循声望去，见涧水对岸，有个梳着菱髻、骑
在牛背上的牧童，李源知是圆泽转世为牧童，一时间百感交集，
问：“你身体好吗？”圆泽笑着说：“李公，你是个守信用的人！可
惜你的尘缘未了，我们无法再续前缘了，请你继续勤加苦修。”

圆泽送给洛阳男人李源两句偈语——身前身后事茫茫，欲
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李源的来生天随人愿，那么我呢？至少，今生我不是江南
人。

闲花淡淡春，其实，《洛阳春》不过是一个词牌名而已，一个
很春天的意象罢了。猜想最初的来历，是宋之问《始安秋日》中

“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的句子，大家都觉得好，于是就成了
词牌。

白居易迫不及待地写了首《洛阳春》：“洛阳陌上春长在，昔
别今来二十年。唯觅少年心不得，其余万事尽依然。”到了宋代，
欧阳修也写了一首《洛阳春》：“红纱未晓黄鹂语。蕙炉销兰炷。
锦屏罗幕护春寒，昨夜三更雨。绣帘闲倚吹轻絮。敛眉山无
绪。看花拭泪向归鸿，问来处、逢郎否？”

听说，龙门白园的荷花开了，问来处、逢郎否？

追忆宋朝的树林
我的家，李村镇南部的一个小山村——苇园村，万安山

脚下一个美丽的村庄。
山上庙宇众多，有行宫、白龙王庙、玉泉寺、朝阳洞、磨针

宫、真武殿、安阳宫、荡魔观、盘古殿、老君殿、八卦楼等，规模
虽不大，但也香火不断。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六月十二、九月
九有庙会，游人香客纷至沓来，顶礼膜拜。

万安山也叫石林山。山上怪石嶙峋，那峻极连天的峰
峦，有的挺拔林立，犹如刀削斧劈一般，有的则象斜生的笋
尖，可攀缘而上。“石林雪霁”为旧时洛阳八小景之一，顾名思
义是一处嶙峋耸立、冰雪覆盖、风霜酷寒、别有天地的景致。
每至冬季，山巅积雪颇厚，犹如披上了一层银白的素装，雪后
转晴，其他山上的雪都已化去，只有此山仍是白雪皑皑，映着
阳光，石林就会反射出绚烂的光彩，壮丽的美景与古都互相
辉映，尤为壮观。

当地人又称万安山为“玉泉山”。《名胜志》说：“玉泉山在
洛阳东南三十里，上有泉，水如碧玉色。泉上有白龙祠，祈祷
甚应。”今白龙祠侧还有玉泉寺存在。万安山顶和武当山顶
都修了祖师庙，所以与南边武当山金顶相对而言又被称为

“北金顶”。
万安山当地人叫“南山”。北宋熙宁四年（公元一〇七一

年），司马光谪居洛阳，写诗一首：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
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诗中“南山”指
的就是万安山，说明司马光对万安山情有独钟。

前些年，人们在万安山白龙潭附近发现司马光石刻遗
迹，位于较浅的石窟内壁，上有一巨石，至今保存完好，字迹
清晰可见。经文物部门现场勘察鉴定，该处石刻确属北宋司
马光遗迹。根据古籍司马光所作《温公续诗话》中有关记
载：……司马光曰：“欧阳公云《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
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直昭文
馆陈充集而序之。”看来司马光不仅到此一游，还大有收获，
得到了《九僧诗集》，否定了欧阳修认为该诗集已经失传的疑
案。

我的家，就在这美丽的万安山脚下——

一条大路呦通呀通我家
有妻有儿呦瓦呀瓦房大
鸡肥鹅肥呦牛呀牛羊壮啊
种麦种豆呦油菜花
……

洛 阳 春

万 安 山 下 我 的 家
李向伟

阮小籍

骨子里熬出的信念
父亲年幼时，家里曾遇到不幸，两年里去世了三位老人，家

里仅有不足二亩薄田，不知经历了多少代，地里隆起了十三座坟
堆，再也不能往里埋人了。好说歹说，央人与邻村一家地主说
妥，借地埋人。在请客的酒席上，地主要求祖父敬酒，而且要跪
下来敬，祖父把酒杯一摔，不埋人了！拂袖而去。

为了改变穷困面貌，祖父决定让父亲读书识字，于是父亲进
了私塾。上私塾三年，然后改上新学。教国语的是来自北京大
名府的女教师李云黛，活力四射，热情奔放。李老师系中共地下
党员，父亲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道理，初步认识了社会黑暗的原
因。当时，正值东三省沦陷不久，父亲还跟女教师学唱了《义勇
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一些进步歌曲。可惜由于家庭贫困，
学费难以为继，新学上了一年多，父亲辍学了。

失了学的父亲先后在镇上的粮食行、棉花行、药材行给人当
伙计，赚取一点微薄的报酬补贴家用。嵩山抗日义勇军在这一

带活动的那几年，父亲几次要投奔，都被祖父、祖母和亲戚们阻
止了，主要理由是，父亲是独子，不能离家。从父亲以后的言谈
中，他深以当时不够果断为憾。

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洛阳老城南关一家粉条作坊帮工，在
解放洛阳的那天夜里，瓢泼大雨中，父亲帮助穿插进城的解放军
战士搞掉了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机枪阵地。随后，父亲积极参
加支前工作，曾经肩挑七条步枪，沿黄河山路向西到陕州，连续
往返四趟。这些，都成为父亲日后颇为得意的谈资。

解放后，家里分了房，分了田，父亲天天念叨共产党好、毛主
席好。父亲后来在生产队当了多年管库员，库里进出粮食，每一
笔都弄得清清爽爽，经常义务清理库底，簸、筛粮食，被社员们亲
切地誉为“红管家”。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一个人深情地吟唱《松花江上》，沉
浸在少年的思念中。和父亲交流，父亲的话题大多是李云黛、嵩

山抗日义勇军、洛阳营……耳濡目染，我从小就有了阅读、搜集
革命故事的习惯，上小学三年级时，我读了第一本小说《烈火金
刚》，随后，陆续读了《吕梁英雄传》、《红岩》、《三家巷》、《红日》、

《林海雪原》、《红旗谱》等书籍，并把看到的故事讲给小伙伴们
听。

高中毕业后，当我为自己的将来犯迷糊时，父亲和母亲商量
后对我说，当老师罢。我深刻理解老师在父亲心中的位置，于是
我成了一名教师，后来入了党。

对了，该谈到正题了。
母亲烧香，家人都能理解——一个农村老太太，总得有个精

神寄托。而父亲何时开始烧香，我起初并不清楚。
走进家里，只要闻到那种劣质香燃烧的气味，我就知道，又

是母亲在烧香了，今天不是初一就是十五。可是有一天母亲走
亲戚了，我回到家里，却闻到了香味。仔细嗅嗅，气味是从老屋
的里间飘出来的。里间是父亲的住室，外面用苇萡糊了报纸作
屏风，里面黑洞洞的，我平时轻易不进。

我点燃蜡烛，走进室内，看到在一个角落里，粉壁上用毛笔
写着“供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之位”，两个钉子上放了一块木
条是为供台，一只旧茶缸当做香炉，三炷香燃了半截，香烟在袅
袅飘绕……

看了半晌，我眼睛润湿了。我的父亲，一个旧时代的弱者，
一个新社会的农民，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共产党、对领
袖们的热爱！

父母去世几年了，老家空着，上了锁，我自然不会常去，也从
没在父亲设置的供台上香。但共产党在我心中，领袖们在我心
中，而且，永远！

闲来无事读《水浒》，忽然有一个发现：宋朝时有很多大
树林。而且这树林大都黑压压的，往往是杀人的好场所，江
湖好汉们行不多远就会遇到一片。

著名的是野猪林，“这座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
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
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林
冲就差点在这座林子里遇害。还有快活林，武松就是在这里
打了蒋门神。至于没有名字的树林就更多，十字坡边孙二娘
开店，依傍的就是一座大树林“为首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
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四五人抱不住的大树，上面缠
满了枯藤，这样气势磅礴的树这样苍莽壮郁的树林，现在到
哪里去了呢？

还有一回，鲁智深“走了几里，见前面一座大林，都是赤
松树……观看之间，只见树林里一个人探头探脑，望了一望，
闪入去了”。走不几里，便见一座树林，而且树林之大，居然
人藏在里面而不被发现。这样茂密的树林，现在可能找到一
座？

现在的中原大地，车行千里，看到的是什么？无边无际
的麦田、玉米地，间或有几片果树林，以取悦和炫耀的姿态，
小心翼翼地娇媚着。就连山坡上本该郁郁苍苍的树林，也清
瘦地沉默。

那些宋朝的树林，那些生机无限的树林，难道后来的我
们只能在书本字页之间，翻寻它们的枝叶追索它们芬芳的气
息？

一座树林一定不单单是树林，树林里有鸟求偶有松鼠储
粮，虎在啸、虫在吟……树林不仅能邀风引云，还负责诗人的
明月、隐士的野琴，还有好汉的热血、樵夫的山歌……一座树
林给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树木。

树林是天地之间的小文章，小文章是人心里的大天地。
我们需要粮食需要水果，需要用粮食和水果换取别的东

西。可是我们也需要树林，一座枝繁叶茂可以供人歇息的树
林，一座葳蕤茂密令人惊叹甚至惊心的树林。

从宋朝走到现在，那些矗立在大地上的树林，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躲进了书里？从消失的树林里，我们究竟亏
负了多少对大地的敬畏与谨慎？再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才
能还给大地那一座座树林？

丁郎寨的传说

二教塔的传说

沧海一笑

我总觉得，在炎热的夏天，做一盘清清爽爽的凉拌菜，是
一种好好过日子的态度，不仅识时令，而且可以安心境，甚至
可以品幸福。

喜欢围裙一系，昂首挺胸地走进厨房，走过客厅硕大的穿
衣镜时，对着镜子紧紧围裙的带儿，看着围裙上美好的房子
图案，先就在心里有了清清凉凉的幸福感觉，因为我知道我
爱的、也爱我的人在等着我，从厨房变魔术一般端出一盘凉
拌菜。

最家常的凉拌菜是凉拌卷心菜，先将卷心菜剥去外帮洗
净，直刀切成一寸长、半寸宽的碎段。入开水中煮两三分钟
后捞起，沥去水分。将酱油、香油、白糖、食盐调入拌匀即可。

最简单的是凉拌绿豆芽，将绿豆芽洗净，入开水锅里焯
熟，捞出控水；黄瓜洗净直刀切成片，再切成细丝，撒上精盐，
加入葱丝、姜丝拌匀，最后浇上醋、香油盛盘即好。这道菜的
最大特点是新鲜味美，富有营养。

而我最喜欢做的凉拌菜，是凉拌苦瓜。先把苦瓜去籽，切
成薄片在滚水中焯一下过凉，把大蒜捣成泥，加入喜欢的调
味料拌匀。焯过水的苦瓜翠绿接近透明状，配蒜泥，再配上
切成细丝的红辣椒，翠绿中夹杂热烈的红，清淡中带有微微
的苦意和植物的淡香。单是色相和清香味儿，就让我欲罢不
能，更别说苦瓜下火的神奇功效了。所以这道凉拌菜是全家
人的最爱。

还有凉拌葱头，先将葱头直刀切成片，再改刀切成粗丝或
小块；辣椒直刀切成丝一起装到盘内，拌上精盐、酱油、陈醋
之后，滴上香油，搅拌均匀即可。做法简单，但新鲜脆嫩，酸
辣适口，也很受欢迎。

麻酱鸡丝拌粉皮，是女儿的最爱。先将事先煮熟的鸡胸
肉切成细丝，再将黄瓜、胡萝卜切成细丝，粉皮用冷水泡软，
调一碗芝麻凉拌酱，浇到粉皮上，撒上香菜末拌匀。五颜六
色的一盘，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口舌生津。

还喜欢做凉拌黄瓜，拿着刀“啪、啪、啪”地把黄瓜拍扁，
再切上几刀一起拌上葱、姜、蒜和调味料，还可以和粉丝、豆
腐皮一起凉拌，味道也不错。

每当我从厨房端出一盘凉拌菜，家里一大一小两个人，都
夸张地赞叹，说我做的凉拌菜不仅颜色搭配得好，调味料放
得也好。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凉拌菜里最重要的调味料叫
做爱。

在主妇的手里，近乎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做成凉拌菜。西
红柿拌白糖、清拌西瓜皮、凉拌金针菇、凉拌土豆丝、凉拌海
带丝、凉拌萝卜丝……

凉拌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家人做凉拌菜时的心
情。有家人在身旁，有爱在心间，夏天的心情，立刻清清爽
爽。因为在主妇的心里，不仅藏着对生活的爱，还藏着对家
人的情，可以用一双巧手和浓浓的爱心，给自己爱着的家人
一个无比清爽的凉拌夏天。

大郎庙的传说

杨群灿

生如夏花

伊滨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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