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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读史？
对此，知名作家柏杨先生有一

个精彩的回答。他说：“人类和其
他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类发明了
文字，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记载下
来，成为历史。使后代的人，可以
凭借这些记载，寻觅自己的归属，
作生存的依据。不但精神上得到
支持，还可以身历其境，感受祖先
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倾听他们
从旷古的空山传下来的高亢飞扬
的言论，揣摩他们在深宫内院窃窃
私语的权谋术数。历史让我们分
享前人沙场上激烈的战斗、搏命的
厮杀，也让我们分享闺房内儿女情
长的悱恻缠绵。有了历史的记载，
我们短短的人生一世，才不致是一
场没有背景、没有剧本，不知前因
后果的荒唐的独幕剧。”

是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
历史的国度，有着无与伦比的历史
文化。近读《直隶汝州全志》，就对
柏杨先生的这段话有了更深入的
理解。《直隶汝州全志》成书于清道
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属于地方
志 。 所 谓 国 有 史 ，方 有 志 ，家 有
谱。国史、方志和家谱，组成了从
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互为
补充、完善和对照的史书体系。

“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
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
资料性著述，功能为“存史、资治、
教化”。“存史”就是记载当地的历
史和现实情况，并传之后世；“资
治”就是帮助当政者了解当地的历
史和现状，并以此作为主政的借鉴
和决策的参考；“教化”就是通过阅
读地方志，受到爱国、爱乡的教育。

清朝时，汝州仍是由省直辖的
直隶州，领鲁山、郏县、宝丰、伊阳
四县。《直隶汝州全志》由时任汝州
知州的白明义主导，会同汝州州同
孙瑞昌、鲁山知县郑绳祖、郏县知
县汪杰、宝丰知县卢经、伊阳知县
杨珍秀等，组织近百人的修志团
队，参考明代《正德汝州志》、万历

《汝州志》、清代金先声康熙《汝州
全志》、五登魁康熙《汝州全志》、宋
明立乾隆《汝州续志》和乾隆二十
八年（公元 1763 年）张士果任汝州
知府修志未成的半成品。针对六
志中的遗漏进行了补充完善，对失
误进行了修正，续编了宋志以来的
内容。全书共分十卷，分别为：沿
革疆域、星野山川；职官名宦；城池
公署（含街道、乡里、保甲、市集、村
庄等）；籍赋仓储；兵防学校，祀典
风俗；人物；选举；古迹寺观、灾祥；
艺文等。内容翔实，资料宏富，对
研究清代汝州、伊阳和鲁山、郏县、
宝丰的历史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这本得到专家高度评价的《直
隶汝州全志》，是地方政府和文人
绅士主动编修的。知州白明义当
年在州署宴请地方绅士，通报修志

事宜，66 人捐款捐物，保证了修志
团队的人吃马喂。170 年后，再版
的《直隶汝州全志》，也是“地方绅
士”努力的延续：汝州作家郭鸿志
先生从上海图书馆复印了一套清
代道光年间的《直隶汝州全志》，钟
情于地方文化研究的杨占营先生
听说后，非常激动，托人借出后，又
复印了一套。然后，和自己家藏的
原刻《直隶汝州全志》进行比对，遗
憾的是，它们均有缺页和破损。杨
占营又到汝州市档案馆、图书馆查
阅，结果发现这些藏书还没有自己
家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杨占营
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动手校印再版

《直隶汝州全志》。两年来，在多本
《直隶汝州全志》原版和复印件的
基础上，杨占营反复比对，精心移
补，其间艰辛，难以尽述。于是，装
帧精美、朴素大方、深邃庄重、完整
无缺的《直隶汝州全志》呈现在世
人面前。

展读《直隶汝州全志》，当年的
生活如在眼前。人们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种植着小麦、大麦、玉米、
黄豆、黑豆、扁豆等粮食作物，菠
菜、茼蒿、薯芋（俗名山药）、葱、蒜、
茄（一名落苏）等菜类，似乎和现在
一般无二。劳作之余，人们还要去
赶集，进行商品贸易。“市集之设，
所以通功易事，利民用而阜民财
也。”比如笔者家乡，距家八里之纸
坊镇“四门四街，轮流为市，商贾咸
集”，离家一里之泰山庙，“康熙五
十年自段村迁此，逢单日集”，距家
八里之焦村镇，“昔名左村镇，逢双
日集”。

在风俗方面，《直隶汝州全志》
也多有记述。“鲁山民淳讼简，土厚
水甘，务本业不习末作。”“郏人之
性 多 秉 阳 明 ，音 重 言 直 ，忠 勤 事
上。”“（宝丰）其有孝行之子，贞淑
之妇，众口推许，惟恐弗彰也。”前
人古风，岂非今俗之源？

阅读之时，许多耳熟能详的名
字不时涌现，好似久未谋面的老友
不时邂逅，比如鲁山的十八垛山、
尧山、清水河，郏县的小峨眉山、平
顶山、落凫山、长桥河、马跑泉，宝
丰的应山、九里山、香山、荆山，等
等。读来亲切自然，令人爱不释
手，必欲卒读而后快。

拥灯夜读，回望鲁郏宝伊，我
们似乎是在静夜中聆听古人的讲
述，也似乎进行了一次和古人的交
谈。掩卷沉思，再忆柏杨先生的话，
我们好像是在进行一次关于“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思考——过去，我们
从哪里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将来，我们又到哪里去？在这些思
考之中，我们可以试图找寻一条时
代发展的脉络、开启一双借古喻今
的慧眼、培养一种悲天悯人的情
怀，也许在这里，能让我们浮躁的
心灵，找到一个安放的“家园”。

——读《直隶汝州全志》

回望鲁郏宝伊

○郭振会
明朝末年，河南宝丰出了个名叫牛金

星的人，鲁山出了一个名叫彭遐龄的人。
彭遐龄曾拜师牛金星，此师徒二人皆与李
自成颇有渊源。

牛金星授徒谋生计 彭遐龄
武举中解元

彭遐龄生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
年），幼极聪慧，十个月会说话，三岁能背唐
诗，五岁开始读《尚书》，十岁便学《礼记》。
其父在彭遐龄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特
聘宝丰举人牛金星至家坐馆教导他。

牛金星出身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其五
世祖由岁贡任县学博士，其父为鲁王府

“纪善”。“纪善”属八品官，职责是“掌讽导
礼法，开喻古谊，及国家恩义大节，以昭王
善”。牛家祖茔在宝丰城北郭外滶水之阳

（今宝丰一高老校区院内）。少年时代的
牛金星在祖辈的影响下向往功名，读书刻
苦，被录取为县学生员，迈上科举之路第
一步。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宝丰
知县范廷弼主持修建文峰塔，牛金星以生
员身份捐款100文，希冀宝丰文风昌盛，祈
求自己前程光明。天启七年（公元 1627
年），牛金星参加河南乡试，考中举人，并
在宝丰、鲁山设馆授徒，以谋生计。这时
的明王朝已病入膏肓，吏治黑暗，贿赂公
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倾
轧加剧。牛金星痛感天下将乱，科举前程
黯淡，遂广泛涉猎天官、风角之术等神秘
数术和《孙子兵法》等军事学著作。

牛金星看彭遐龄天资聪颖、勤奋好
学，便悉心教授。彭遐龄十五岁考中秀
才，十八岁就以精通五经赴省城开封参
加河南乡试，因答卷不慎违例，而未能成
为正取举人，被列入备取副榜。彭遐龄
转而参加武举考试，竟然获得河南乡试
武举第一名（解元）。

彭遐龄伸冤入大狱 牛金星
致祸被充军

河南巡抚认为彭遐龄是一位不可多

得的文武全才，特向朝廷保荐重用，但文
书呈来转去却迟迟没有结果。崇祯十二
年（公元 1639 年），彭遐龄再次以五经科
参加河南文举考试，仍被置于副榜，无奈
只得接受同宗归德府夏邑彭尧谕礼聘，
坐馆教授生徒。

彭尧谕善诗书，被誉为“西园公子”，
与侄子彭舜龄常常言谈国事，遭奸宦魏忠
贤余党的陷害。巡按御史从彭尧谕诗作
中断章取义，诬告其有谋反之心，将叔侄
二人逮捕下狱。彭遐龄愤然率领同情彭
氏叔侄的夏邑绅民，赴巡按御史衙门击登
闻鼓鸣冤，不料也被关入夏邑县狱。

也就在这一年，辞馆家居的牛金星
因家事与姻亲发生矛盾，并使酒负气打
了县吏，招致大祸。姻亲与县令串通，罗
织罪款，上报巡按御史。牛金星被革去
举人，充军卢氏。卢氏与李自成盘踞的商
洛山区毗连。牛金星在卢氏结识了江湖
郎中尚絅。尚絅把牛金星推荐给李自成，
极言“牛金星知兵书战策，精阴阳避忌青
囊风角之术”。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
冬，李自成率部攻破卢氏，解获牛金星。
李自成与牛金星彻夜长谈，牛金星的文韬
武略使李自成大开眼界。李自成诚邀牛
金星加入起义军。为求生存，牛金星表示
愿意追随李自成以成大业。

牛金星助力李自成 彭遐龄
假意换自由

崇祯十四年（公元 1641 年）正月，李
自成在牛金星策划下取得攻克洛阳的胜
利。牛金星建议李自成“禁淫杀，据中
原，收人心”。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
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约束起义军将
士，改变过去“所破城池多不守”的状
况。牛金星还把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
粮之说”制度化，制订“贵贱均田之制”，
对农民实行“五年不征，一民不杀”。牛
金星又“依李唐制度”规划农民政权，“凡
五营二十二将。又置上相、左辅、右弼、
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要地设防

御史，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从而一
定程度上克服了流寇主义，加强了集中
领导，使李自成军呈现出发皇气象。在
夏邑狱中的彭遐龄风闻这个消息，遂给
老师牛金星修书一封，买通狱卒送出，求
先生设法营救出狱，表示一定追随先生，
共同辅佐闯王成就大业。牛金星接到彭
遐龄的求救信，立即报给李自成，李自成
早已听说过彭遐龄的学识、武艺，欣然于
三月二十七日派兵破归德（今商丘），次
日攻克夏邑，救出彭遐龄。彭遐龄连夜
被人送到李自成军帐。

彭遐龄本意并非真心加入李自成军
以扰动天下，只是借助李自成的力量跳
出牢笼而已。一旦获得自由，彭遐龄竟
思谋起该如何为国除乱来了。他在衣带
间暗藏金鞭，欲击杀李自成一鸣惊人。
彭遐龄来到大军帐，诡言奉承李自成：

“时危矣！官吏皆贪污，祸生民。大王提
百万师，崛起垅亩，攻城略地，所至辄克，
大王必正天下矣。”李自成听得此言，甚
是高兴，失声仰笑。彭遐龄趁机猛然抽
鞭朝李自成头颅击去，李自成俯首以膀
子扛彭遐龄。彭遐龄手中的金鞭，重重
砸在李自成座椅之上。彭遐龄正要再击
李自成，李自成一声大呼：“彭遐龄要杀
我！”牛金星也急呼：“彭遐龄要杀大王！”
彭遐龄提鞭跑出帐外，跨马疾驰而去，纵
辔催马，走险道，越河川，日驰五百里，入
太行山，抵山西东界，得以脱身。

李自成兵败失天下 牛金星
郁郁了残生

此后，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十
二月李自成军占领襄阳，牛金星建议李
自成重用已搜罗来的知识分子，“获举
人，即授以官”，使李自成有了建立政权
的意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
十日，李自成在牛金星辅佐下由奉天倡
义文武大元帅晋号新顺王，改襄阳为襄
京，修宫殿，立官制。设左辅、右弼，及
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搭起中央政

权的架子。牛金星任左辅之职。为了犒
赏牛金星的辅佐之功，李自成特命牛金
星之子牛佺出任襄阳府尹，并下令于牛
金星故里宝丰县置宝州，委任已参加义
军的湖广夷陵举人陈可新为宝州州牧，
建立新顺地方政权体系。牛金星提出

“现取河北，直捣京师”的战略构想。崇
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正月，李自成北
上关中，在西安开国，国号大顺，年号永
昌，以牛金星丞相，任命六政府尚书。二
月，李自成军顺利进兵北京，三月十九
日，破城而入。被迅速胜利冲昏了头脑
的牛金星，以天祐阁大学士的首辅身份
忙碌于编制大顺仪制，更定《大顺汇典》，
筹备李自成登基大典事宜等这些面子工
程，而对如何站稳脚跟，实现稳妥接收旧
政权，特别是防备满清的乘虚而入，缺乏
周到的谋划。以致北京城四十天事实上
的无政府状态，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登
基称“万岁”，次日便弃城西撤。可谓“成
也牛金星，败也牛金星”。

牛金星在李自成遇难后，先是投降
清军，后潜回故里，藏身宝丰香山寺，了
却残生。若不是李自成失败，身为大顺
丞相的牛金星以其文才肯定会有大部头
著作传世，而今只有两篇疑似出自其手
笔的文献《代大顺王李自成拟正告明廷
诏》和《代吴襄拟招子三桂书》，可领略其
文采之非同一般。清军占领中原后，经
人举荐，彭遐龄曾一度入值内三院，后
外放江宁府江浦县（今江苏）主簿，因郁
郁不得志，而落落寡合，牵扯进“谋伪造
牌印私逃缉获”案，顺治七年（公元 1650
年）卒，终年 34 岁，留有《卧岚诗草》一
卷。

牛金星、彭遐龄师徒生逢乱世，坚定
信念难抵残酷现实。明清科举的艰难与
困惑，从根本上使一些传统士大夫放弃
了常规的晋升之路，转而在军事、天文、
数术上发力，以谋求发展。毕竟，并非人
人都能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
达于诸侯”。

○潘民中

乱世师徒牛金星、彭遐龄与李自成

渠水过鲁山三街村，经郝村、李村、漫
流村进入宝丰县。一路顺山就势曲折萦
回，流到高的地方宽展开来，渠水清浅；流
过低洼的地方，水就变得深窄。据资料：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宝丰县境内全长
21.22公里，设计流量每秒360立方米，共
穿越大小河流5条、铁路3条、公路7条、交
叉建筑物43座，共设渡槽、涵洞、倒虹吸、
桥梁等22处，总投资22亿元。”沿途流经

“杨庄、城关、肖旗、石桥、大营、观音堂林
站、闹店、李庄8个乡镇43个行政村，永久
用地 5267.57 亩，临时用地 9233.681 亩。
拆除房屋26650平方米，搬迁、安置254户
1762人。”

有温度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活生
生的人烟。

宝丰与水相关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700多年前。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这里的先民就开始引滍水灌田；到唐贞
观年间，修汝水渠；明洪武二十八年（公

元 1395 年），又开鱼儿陂渠，利用石河水
浇地；到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改
滶水由西城下向北，于城西北与柏水汇
合……明清民国到而今，生活在这片山
河大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引水灌
园的生产活动。在我的记忆里，最悲壮
的故事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修建吃水
工程。县区西北观音堂是一片裸石累累
的浅山区，有一个名叫罗顶的村庄，井
打到两三百米都不出水。村西那眼吃水
井，一线泉水麦粒粗，在县城里工作的
人每次回家，肩扛车驮的都是大桶小桶
装的水。人们为了留存雨水，有在瓦房
屋檐下悬一条劈成两半的橡胶管，将雨
天的房坡水引入水窖的；有挖塘蓄存
山坡裸岩浮水的；有在滴水崖下建水
池的……上世纪 40年代，这里发生过一
个惨烈的故事：山外的姑娘嫁过来，新
媳妇压根不懂这里的水有多珍贵，早晨
起来洗完脸，顺手把水倒了，公婆责怪，

丈夫打骂，一气之下悬梁自尽。上世纪
80 年代，罗顶村有户人家，不缺吃穿，有
瓦房住，日子过得温暖和乐。可有一年
的大年三十儿，当丈夫的看完春晚眯了
一眼才去排队接水，直到初一下午才轮
上。又冷又饿挑着两半桶水回家，妻子
和孩子连午饭都没吃上，冲着他就是一
通埋怨。丈夫一气之下踢倒水桶，对着
自己的老婆抡起了钩担……结果是，被
打断胳膊的妻子一去不返，一双儿女，分
别跟了外婆外公和爷爷奶奶。彼时彼
刻，我站在满院荒草中，听时任村党支部
书记满眼含泪讲起这个悲情故事，至今
记忆犹新。

为了水，多年来宝丰的干部和群众
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2014年遭遇60
年来最严重的大旱，17 座中小型水库有
15座干枯，除了北汝河，境内 4条主要河
道全部断流，2.85万人、2000头大牲畜饮
水困难。为了解决县城供水，自来水公
司在城北肖旗乡方旗营村接连打了31眼
深井……2015 年 1 月 21 日，南水北调配
套工程13号分水口门宝丰泵站与宝丰县
城区供水管网成功并网，每天供水2万立
方米。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后，日供水量
可达 3.4 万立方米，有了这甘甜的丹江
水，千家万户从此不喊渴。

2014年12月25日，我与宝丰县水利
局的刘朝阳一行去杨庄镇大温庄行政村
采访。眼见渠水蜿蜒而来，把大温庄所
属的韩庄、楝树园、徐庄、大温庄、张庄等
自然村分隔两岸。村党支部书记李艳
旭正带人在楝树园村百多亩大的一片麦
田里开沟埋管，他说：“这里是干渠取土
场用地，麦是复耕后刚种上的。”问到地
力恢复得怎样，他说：“都是按标准整
的。最下面垫的是工程开挖出来的土，
杂有沙砾。碾实再铺 20 厘米厚的保水

层，那是从十多公里外的李庄乡下顶村
取来的黏土。最后覆上开工前剥离的50
厘米厚的熟土。根据地力，每亩地施 65
公斤到75公斤复合肥交还村民。复耕时
还按每 50 亩一眼机井配套。你看，输水
主管道围绕在四边，地中间每隔 70 米埋
一根辅管道，根据水压30米或50米留一
个出水口，接上软管儿就可以浇，全覆
盖。

另据刘朝阳介绍：南水北调工程宝
丰段临时用地 5056.4 亩，复耕时先由工
程建管单位回填至离地面0.7米，之后按
耕作层恢复地貌，修建田间生产道路和
配套水利工程。交还村民后，前六年还
要补偿减产损失，开始两年每年每亩
1500元，中间两年每年每亩1000元，最后
两年每年每亩500元。

王铁庄与宝丰县城仅隔一条西环
路，与大温庄相邻。为了工程建设，这个
村的高庄自然村有46户人家就近迁移到
干渠东边五六百米处，新居纳入城区整
体规划，按城市模式建成河滨小区。据
介绍，迁过来的村民每户两套新房，每套
面积127平方米。凡永久占用的住宅，包
括宅基地，全部由开发商按这个标准补
偿。高庄东跨渠公路桥连接着老村和新
区。老村多为土墙柴瓦房，那天正赶上
村干部为贫困村民发放慰问品，凡鳏寡
孤老，或面或油或钱，每户都有。村名高
庄，却没有一户人家姓高，大多姓周，听
68岁的村民周印川说，周家祖坟上有碑，
记载着周姓祖先从山西洪洞县移民到这
里的经过。至于高姓人家，要么灭绝于
战乱，要么南下成了客家人，今已不得而
知。老人说，这次南水北调搬迁可不
是白手起家，用年轻人的话说，真是“做
梦也没想到，一步就迈进了现代化的城
市生活”。

○曲令敏

一脉生命水 焕然世态新

紫薇花绽放在南水北调干渠旁边的山坡上 李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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