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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潇昨夜雨，无声润物华。时值暮春，

喧嚣的花季早已过去，放眼望去，绿色完全

主宰了这个世界，误以为它就是这个季节唯

一的色调。然而，当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如

火如荼闯进我的眼眸，我才发现，春末的春

意最浓，在那姹紫嫣红里，我仿佛感受到了

夏天急切的心律。精心构思一冬心事的鲁

山县四棵树乡杜鹃岭被鸟雀的浅唱低吟唤

醒，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在和煦的春风里次第

绽放。

翻一座山，又翻一座山。走 207 国道，

经迷沟，过文殊寺，一路爬行，终于，峰回路

转，车子停在了平沟村口。村名曰平沟，可

整个村子也找不出多大的平地，岁月的刀笔

在这里锋利地切出了悬崖、峭壁，雕刻出峰

峦叠嶂、群山绵延。一条新修的水泥路，曲

曲弯弯，忽高忽低，一直引领我们走进绿荫

深处，走进花海似锦、风情万千的杜鹃岭。

此时，天空湛蓝，白云如洗，一群山雀欢

快地飞来飞去，叽叽喳喳表达着亲近，像是

要钻进这诗样的画卷。站在杜鹃岭上放眼

望去，高低起伏、绵延不绝的群山被绿色浸

染得湿漉漉的，仿佛一伸手，就能抓着一大

把的绿来。那一望无际的绿色，或浓重，或

恬淡，恣意蔓延，每一片叶子都闪着油汪汪

的光，绿得让人心醉。就在这绿色的海洋

里，一树树的杜鹃花争先恐后，绽放芳华，把

这个即将过去的春天激动得神采飞扬，把春

天的热烈与烂漫渲染到了极致。

沿水泥、鹅卵石铺就的弯弯山道登山而

行，路两旁的杜鹃花不时把枝叶甚至是整个

植株伸向路的中间，似乎是在刻意亲近每一

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那一朵朵、一簇簇逼你

眼、抓你心、跳跃着的杜鹃花恣情绽放，一朵

有一朵的姿势，一朵有一朵的风韵，虽然娇

艳，但却不卑不亢，相约在这静谧的时光里

怒放，惊艳着你的眼睛，也美丽着你的心情。

杜鹃花，我们习惯上叫它映山红，有花

中西施的美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

相对于杜鹃花这三个字，我更愿意接受映山

红这个称谓，质朴，明了，简简单单，却透着

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杜鹃岭高低起伏，绵

延数里，山上的杜鹃主要有火红、粉红和紫

色三种。红的如燃烧的烈焰，粉的如天边的

云霞，最让人心动的，该是那一丛丛紫色的

杜鹃，梦幻般，让人心生爱怜。这些花儿们

或一枝独放，或万花簇拥，风姿绰约，娇羞迷

人。一枝独放的，开得娇媚；花团锦簇的，开

得壮观，千朵万朵挤挤扛扛、深深浅浅，开成

了片，开成了林，在春风里欢快舞蹈，摇曳成

花的海洋，争奇斗艳，蔚为壮观，与绿色交相

辉映，给人以视觉上的震撼。

这里是八百里伏牛山的腹地，沟壑争

奇，万山灵秀。在那些花儿的上面，是茂密

的树林，尤以柞树为多，蓊郁一片，遮天蔽

日。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照射进来，斑斑驳

驳的光就在花瓣上跳跃，扑朔迷离，亦诗亦

幻。那些映山红，大多呈丛状生长，虬枝苍

劲，花开千朵，或相依相偎，簇拥成片；或一

株株自由生长，闲适地开在林间，开在溪畔，

开在陡峭的山崖，开在凌空的绝顶，像红绸

抖动，似雾霭流岚，灿若云霞，美艳撩人，把

花儿的娇媚与妖娆诠释得淋漓尽致。

平沟村所在的四棵树乡风景秀丽，气候

宜人，全乡 12 个行政村 1.7 万口人，分布在

127.84 平方公里的沟沟湾湾，森林覆盖率达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当地杜鹃花主产地，也

是著名的原生态旅游胜地，有着“天然氧吧”

之美誉。这里的山很慷慨，只要有土，就会

有绿色的生命生长；这里的水很特别，山有

多高，水就有多长，你站在沟底仰看山顶云

雾缭绕，及至爬上山巅，便会有细泉在脚下

低吟。也正因为如此，四棵树的山上山下到

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绿来，以至于陡峭

的悬崖，乃至岩石的夹缝，都会生长出绿草

长藤、杂木树丛。四棵树人不无自豪地说：

“俺这儿的每架山、每道沟都是一幅画，够你

看上半天！”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立足秀美的山

水资源，牢固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坚持旅游兴乡，积极争创全域

旅游示范乡，着力以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牢乡村振

兴基础，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好画面。山更绿了，花更艳了，无论是走在

哪里，目光所及之处，有百花争艳，有层林尽

染，有碧水潺潺，更有绿色绵延无边，葳蕤并

滋润着这片香风花雨之地。

何须名苑看春风，满眼杜鹃不负侬。春

风年复一年如期而至，杜鹃花谢了又开周而

复始，在这千峰绘彩的美丽山乡，一簇簇色

泽绚丽、艳压群芳的花开，裁出春光明媚的

日子，演绎着淳朴山民走向富裕的自信和美

好祈愿。

杜 鹃 花 开 红 艳 艳
○ 李人庆

写游记是心灵的重游。

去天津之前，有人对我说：天津没什么

可看的，城市老旧，渤海也不明澈。可去了

看了，才知道天津的美是让人震撼的，渤海

水天一碧的蓝更让人惊诧，可以说是惊心

动魄！而天津市中心那片仿若欧洲大都市

的古建筑，体量之大，简直就是一座文化与

建筑的森林，这是在别处难以见到的。

天津非常有意思，公交站叫某某“道”

的比叫某某“路”的多，打听起来才知道，天

津人称东西走向的街为“道”，南北走向的

为“路”。所谓“五大道”，其实是以马场道、

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等 5条大街

和大大小小 22 条道路，网织散射的一片街

区。街区里有 2000 多所建造于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欧洲风格和中西合璧的花园式

“洋房”，其中还有 300多所英、法、意、德、西

班牙式的经典建筑。

匆匆一瞥，浮光掠影，我们只算是走过

马场道和睦南道，回来补课才知道，这里的

300余座小洋楼，每一座背后都有一段鲜活

的历史。

就说睦南道吧，原名香港道，曾经属于天

津英租界，修筑于1929年，全长1968米，有风

貌建筑74幢。其间有孙殿英、颜惠庆、张学良

二弟张学铭、英国籍犹太人开滦矿务局总经

理纳森、实业家李勉之、资本家黄顺柏、民国

交通部次长徐世章、民族实业家周叔弢、“邯郸

起义”将领高树勋等名人故居22处……

让我惊喜不已的，还有那些挤在洋楼

群里不时一见的艺术馆和门脸小小的书

店，它们是这片建筑丛林中不可多得的温

润与柔软。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名为“沙沫之间”

的书店，若不是被爱书成癖的孩子发现，不

经意就错过了。这间书店门脸很小，挨着

气魄很大的洋楼，就像是这个街区的一缕

清新的呼吸。连门垫都十分谦卑，上面标

示着“艺术家的入口”。走进去，果然别有

洞天，右拐两间店面是热销书和畅销书，有

文史类也有工具书。往里去，是两间布局

清幽的经典书屋，尽显清心寡欲、无尘无扰

的风格。中外哲学、神学、艺术类，还有投

影。沙发桌椅都很古朴，茶几上摆着绿植，

墙上挂有洋气的人物画。各类典籍或案或

橱，或立或卧，向人发出无声的邀约，让人

欲罢不能。另外还有一间是休息喝茶的地

方，随意摆放着木桌木凳，墙下桌边依然是

书，可以随手拿起来看。

看着架上的书，我想起著名作家、民俗

专家和社会活动家冯骥才，想起这个淡泊

名利、内心真诚的人。他是五大道的儿子，

是一棵根生于此的参天大树。他不仅是著

名的作家，绘画、篆刻更是一绝，他在五大道

度过了人生最初的16年，五大道生生不息的

人世情态滋养和造就了他。也正是他，尽心

竭力地保护了天津的古迹和古建筑。

冯 骥 才 在 接 受 央 视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

“1992 年、1993 年，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

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

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

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

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

统松动，然后情不自禁地从天津老城保护

开始，到估衣街的保护。我组织一大批摄

影家拍摄老城，拿稿费请他们吃饭，那时候

还 是 用 胶 卷 拍 摄 ，他 们 不 好 意 思 找 我 报

销。还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

论，在各个地方演讲，甚至街头演讲，呼吁

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做这些事情的时

候，我全部都是自费，卖画，那时候画还不

值钱。那个时期也很纯粹。”

自那时起，冯骥才一发而不可收，毅然

放下手中的画笔和写小说的钢笔，多年如

一日，奔走于乡野，呼唤于庙堂，跑遍了全

国各地数不清的乡镇和村落，为保护传统

村落和民间文化殚精竭虑，更因为国家的

支持而成效卓著。他这种饱含悲悯与挚爱

的民间情怀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常识告

诉我们，诸多失落的文化，都被珍藏在辽阔

的民间，这是一种文化坐标，更是一个民族

赓续绵延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人们亲切地称他“大冯”，冯骥才不但

慈眉善目、身材魁梧，他也当得起“大写的

人”这个称号。五大道这片积淀丰厚的沃

土养育了冯骥才，五大道也因冯骥才得到

了最完善的修葺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可

遇而不可求的相互成就。

五大道，泊在光阴里的文化珠宝，你属

于天津，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也

属于全人类。

第一次来天津，短短两日，收获颇丰，

未虚此行。

100 年来，有多少入党介

绍人，介绍了多少为党为国家

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甘于奉

献、默默付出的优秀党员。他

们是党员的第一把关人，更是

新党员的指路人。这其中，就

有 一 位 ，他 是 我 的 入 党 介 绍

人 ，是 他 带 领 着 我 加 入 党 组

织，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

我如何工作、如何做人。

2021 年 4 月 12 日 的 平 顶

山日报刊发了市委书记周斌

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检察干警

王征定的家属的报道，这张报

纸，我将今生留存。英模王征

定，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征定喜欢理小平头，整

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眼睛炯

炯有神。他雷厉风行、以身作

则，对党忠诚奉献、对工作一

丝不苟、对官兵关怀备至。

2007 年，王征定任新华区

原消防大队大队长。入队当

天上午，他就跟教导员了解乡

镇消防站的建设情况，因为那

时消防警力有限，乡镇消防几

乎是空白。了解到基本情况

后，他随即马不停蹄，带着教

导员和我，到当时还属于新华

区的滍阳镇，推进乡镇消防站

建设，我负责照相。在一张张

照片里，我看到了他对工作的

认真和负责，看到了他对消防

事业的热爱，我开始从心底里

敬佩他。

2008 年，全省消防示范街

在新华区创立，他是项目负责

人。从街区选定到具体店面

消防设施配置、从示范街整体

制度公约到店铺所有人员消

防 培 训 ，他 都 一 丝 不 苟 地 安

排、落实。记得刚开始选定的

讲解员，在临近总队验收前被

要求更换人选，他非常冷静，

把我叫到街边，命令我负责。

我当时蒙了，说我不行。他鼓

励我、教导我，让我从内心认

识到了这项工作对于平顶山

市乃至全省消防工作的重要

性。在他的鼓励和教导下，我

在那条街从早上到黑夜不停

地 练 习 讲 解 ，我 一 遍 一 遍 地

讲、他一遍一遍地改，最终平

顶山支队圆满完成全省示范

街创建工作。

就是这一年，在他的带领

下，我真正认识到了党组织的

伟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认

识到消防人员真正的职责和

使命。于是，我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他是我的入党

介绍人。后来，经过严格的考

察，我光荣加入党组织。

2009 年，王征定调任市消

防支队司令部任参谋长，主抓

大练兵。他每次都给战士们

说，消防，是养兵千日、用兵千

日，一定要苦练基本功，在国

家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才能

拉得上、打得赢，才能跟时间

争抢生命。在他任职期间，支

队平均每年举办两次大型练

兵比武。参加省里大比武，平

顶山都是名列前茅。消防大演

练也是及时跟上，全市重点大型

化工厂矿、重点大型聚集场所、

高层等消防演练不间断进行。

在一线火场上，他指挥有

序，以敏锐的安全警觉和火魔

斗 争 ，打 了 一 场 又 一 场 漂 亮

仗，整个辖区火灾形势稳定；

在日常工作上，他一丝不苟，

管理有方，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时刻影响着全队的官兵，大队

整体工作一直排名第一；在工

作之余，他与官兵谈心，了解

大家的思想动向，没有太多的

大道理却真实用心，他用实际

行动，获得了官兵的爱戴。也

就是从那时起，在他潜移默化

的带领下，我逐渐成长。在为

党奉献的道路上，他是我的指

路人、引路人。可现在，他却永

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

每每想起王征定的拼搏

与奉献，我总是思绪万千：入

党介绍人介绍了王征定加入

党组织，他又介绍了很多优秀

的年轻人加入，而我也是新党

员的介绍人，我也会把他的事

迹讲给新党员听，把这份对党

组织的情怀传递下去。

走近天津五大道
○ 曲令敏

一个周末的早上，老妈扔

出一个麻布袋对我们说：“你

们 不 都 说 想 出 去 透 透 气 吗 ？

去买菜吧。”看着书桌边读了

半小时依然背不出课文的我

家大宝，躲在窗帘后露出双脚

还不停要求我们找他的二宝，

我和先生同时以光速去抢袋

子 ，一 人 抓 住 一 角 后 互 不 相

让。老妈发话：“你们一起去

呗。”就这样，我和先生开始了

被父母包办的菜市场约会行

动。

结婚七八年，买菜是常有

的事，但像老妈要求的，去露

天菜市场购买一周的菜量，确

实是头一次。

菜市场坐落在城市快速

路的高架桥下，由一条深深的

巷子拐进去。一下车，我就被

路 边 大 卡 车 上 的 石 榴 吸 引

了。果贩切开的石榴籽像红

宝石般熠熠发光，果子个顶个

的大，10 元 3 个，想想线上购

物平台上动辄几十元一斤的

突尼斯软籽石榴，我的钱快要

从口袋里蹦出来了。呀，这边

还有这么新鲜的棍子鱼，都是

论堆卖的，20 元一堆，裹上面

粉炸是不是太美味了？那不

是鹌鹑吗？家里的烤箱可以

用上了……我们一边逛着，一

边计划着中午的菜谱——杀

条草鱼做酸菜鱼，称点卤豆干

给老爸下酒，捞一把萝卜菜搭

配新鲜的大虾，两个孩子准爱

吃。第一次一起来菜市场的

我们，看着五彩斑斓的果蔬，

听 着 耳 边 的 喧 哗 ，像 是 在 工

作和育儿的琐碎中找到了一

个出口，心情顿时明亮，话匣

子也打开了。愉快地买完回

家，先生扛着麻布袋上楼，喘

着气还不忘自嘲：“自从婚礼

背了你后，再没背过这么重的

东西。”

此后，菜市场就成了我和

先 生 一 周 一 次 的 恋 爱 打 卡

地。偶尔他还能请我吃个早

餐，一碗牛肉面、几个萝卜饼

子，很简单，却很暖心。

菜市场逛多了就轻车熟

路，知道哪家新鲜，哪家便宜，

节奏也全在掌控之中。想要

买到好的菜，除了眼观，自然

少不了一来一回的对话。“大

爷 ，您 这 菱 角 是 粉 的 还 是 脆

的？”“你要哪样就给你哪样！”

“ 可 你 就 只 这 一 盆 啊 。”大 爷

“哐当”从大盆里舀出一筐，倒

进大水桶：“你看，漂在水上的

是嫩的，煮出来脆；沉在水底

的是老的，吃起来粉。”

有个精干的小伙子摊子

上 的 品 目 经 常 更 换 ，紫 薯 红

薯、洋芋山药、水果玉米和糯

玉米，我喜欢上他那儿买。各

种颜色的杂粮整齐地码在蒸

屉上，可给放学归家的老大一

个惊喜。更重要的是，我欣赏

小伙子的热情，你听他吆喝的

声音铿锵有力，算起价钱来敏

捷利落。买卖的空当，他还能

给旁边争吵的摊贩调个停说

个笑。虽然他的办公区域是

周身无墙无瓦的方寸之地，可

谁能否认这就是他的舞台呢？

我们从肉铺上选了两根

子排，再溜达到卖莲藕的摊子

上，掰几 节 莲 藕 。 这 会 儿 还

沾 着 泥 巴 的 藕 段 ，一 两 个 小

时后它洗干净了将和子排一

起在砂锅里互相融合、汁水交

织……这种美妙，难以言说。

也有几次，是我或者先生

单独去菜市场。失去了随从，

我拎了几个袋子就手臂发酸

草草收场，随后车子从车位倒

不 出 来 又 把 我 急 出 一 身 汗 。

先生也说我不在的时候，他竟

然要带上脑子，真挺费神，并

且身边没人叨叨，耳朵都失去

了意义。就这样，我们从黄瓜

顶花带刺、西瓜圆滚清甜的夏

天，买到了蟹肥黄满、白菜圆

溜的冬天，经历了汗流浃背、

吹到了凛冽北风，见到了季节

更替，感受了秋收冬藏。

如果用比喻的话，我想，桐花就是我心

中的魂。在我的记忆里，她不与桃梨争春，

总是朴素而默默地绽放着，即使受人冷落，

也没有一丝的委屈和抱怨。

一大串一大串的花朵，密密麻麻，粉粉

紫紫，大大方方地缀满笨拙的桐树枝。粗

糙而憨憨的桐树载满一树的桐花，总是不

遮不掩地立于地头和路边，开了又落，落了

又开，年复一年，守候着来来往往的人。从

柳软到叶黄，走过了我的童年和过往。

记得小时候，刚闪过年我就开始天天

仰脸看那路两旁的桐树。巴不得一下子就

能看到那紫红色的小精灵。当桐花影影绰

绰地刚露头儿，我便激动地喊道“桐花开

了！桐花开了！”那高兴样儿真有些傻里傻

气的。

村上的人家，几乎家家都种着桐树。

特别到了桐花盛开时，若谁家院子里没有

紫色的桐花出现，那这户人家就像没了魂，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蒸桐花吃。稠满

了枝头的桐花，散发着甜甜的味道，飘散在

大街小巷。这时候，大人们会用镰刀做的

搭钩，或者是专门打造的铁钩，安上长长的

竹竿，用铁丝或绳子绑紧接口，举起来伸到

桐树的枝头，扭断满是紫色铜铃般桐花的

树枝。啪啪，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落在地

上。我们小孩子负责把桐花一把一把地捋

下来，再抠掉桐花上的灰色头帽，装在小竹

篮里、簸箕里、袋子里、盆里，只要是能盛东

西用的，就用来装桐花。

摘下来的桐花，有一层细小的绒毛，特

别是与桐花分离的桐帽，挨住人的皮肤时

有 一 种 刺 挠 的 感 觉 ，让 人 痒 得 抓 耳 挠 腮

的。纵然如此，我们总舍不得扔掉形如花

瓣的桐花帽。用针穿了线，一个一个地把

桐花帽串起来，系成圈儿，挂在脖子上，戴

在手腕上，心里美滋滋地炫耀着，似乎自己

成了最美的人儿。

采摘桐花完毕，母亲总是把桐花清洗

干净，揉软，再用水淘去渍汁，然后拌上玉

米面、葱花、花椒、八角、油，放在锅里，在灶

台 上 用 火 蒸 。 一 锅 馍 的 时 间 ，桐 花 就 熟

了。揭开锅盖，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儿满

院子都是，吃起来感觉像肉一样软乎乎，香

嫩嫩的。这些桐花也就成了改善生活的佳

品，难怪各家的桐花都看护得非常紧，生怕

别人偷了去。

有一家的桐树长在院墙外，桐花开得

满树都稠乎乎的，成了最惹眼的风景。刚刚

放学的我经不起诱惑，就悄悄地爬上树，三

下五除二就折了一地的桐花。当时怕主人

发现，嫌一步一步爬太慢，就直接从树上跳

了下来。待双脚落地后，更是揣着怦怦直跳

的心，连三赶四地拽着桐花往书包里塞。

做了亏心事就怕鬼敲门，眼看快要把

地上的桐花收拾干净时，大门开了，一个中

年妇女走了出来。见此情景，她立马尖锐

地大声吆喝我：“谁让你拽俺的桐花呢？小

小 孩 儿 家 学 会 了 偷 东 西 。 走 ，见 你 爹 娘

去！”说 着 ，一 只 手 掂 起 我 的 小 胳 膊 便 要

走。被吓得哇哇大哭的我，一手摁着地，死

活不敢站起身。正在这时，那家走来一个

男的，看到我闭眼大哭害怕地发抖，他连忙

说：“小孩子家，不懂事儿，一点儿桐花算个

啥？咱家不是还有好几棵吗？赶紧让她回

去吧！”我幸运地被那女的松开了手，心里

既害怕又害羞。

回家后，我不敢把路上发生的一切告

诉父母，就偷偷地把装在书包里的桐花扔

在了猪圈里，让老母猪饱了口福。然而令

我想不到的是，晚上的煤油灯刚刚点亮，一

个声音响在了我家门口。一听是那女的，

我吓得一口气也不敢出，慌忙地躲了起来。

“这年头，吃上总紧张，我家桐树种得

多，今年开得可稠，吃不完，给孩子们吃点

儿吧！”她一句也没有提起白天的事儿。黑

影儿里的我听完她的话后，一股酸味儿透

过鼻梁。

从那以后，每当桐花开的时候，我只要

一有空就主动给她家看桐花。如果有谁在

桐树下多一丝停留，我便守在桐树下大半

天不走。

日子渐渐地好了，桐花开始孤独地开，

寂寞地落。天长日久，已被人们忘记了她

厚实纯朴的肉香味儿。而我却在春天来的

时候，总会在心里想起家乡的桐树，和那如

紫色铜铃的桐花。

193.痴迷杜诗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进士出

身的吴居厚（江西南昌人）升任户部尚书。吴

居厚尤喜谈论杜甫，一谈及杜诗，滔滔不绝。

每天早朝前，大臣们都在皇宫大殿前等待皇

帝上朝，不少大臣倚墙打盹，唯有吴居厚缠着

与人讨论杜诗。为了避免吴居厚打扰，有些

大臣干脆坐在院外的台阶上独享清闲。有一

天早晨大雨，大家都躲至屋檐下避雨，唯皇家

主任秘书（中书舍人）叶涛（江西抚州人）雨中

独立，同伴呼之不至，问其故，叶涛说：“怕吴

居厚谈论杜诗。”

194.学士落水

宋哲宗元符年间，皇上在首都开封皇家

公园召大臣赐宴，御宴设在金明池（开封城

西）湖心岛上，赴宴者须乘龙舟前往。时任翰

林学士兼皇家侍读蔡京（福建莆田人）登舟时

不慎落水，龙舟竟扬长而去。等到救援人员

赶到，蔡京自己已经泅水上岸且面不改色心

不跳。著名词人李元膺（山东东平人）听说此

事笑曰：“蔡学士湿了肚里文章也。”蔡京本来

对李元膺印象不错，闻之大怒。蔡京此后位

高权重，李元膺的仕途到此为止。

195.皇宫挺乱

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 16 年）六月，皇

帝刘骜封“体轻腰弱”的骨感美人赵飞燕女士

（四川广元人）为皇后，封“弱骨丰肌”的赵合

德小姐（赵飞燕的妹妹）为昭仪。时间不长，

汉成帝经常在昭阳殿与赵昭仪耳鬓厮磨，开

始冷落赵飞燕。赵飞燕自知主要原因在于自

己没有怀上皇子，于是相中了皇帝的贴身秘

书（侍郎）庆安世。庆安世是位文艺青年，善

弹琴，会作曲，代表作品《双凤离鸾曲》好听得

不得了。赵飞燕经常召其在住处卡拉 OK，

极尽缠绵。眼看皇帝临幸车马渐稀，赵飞燕

变本加厉，直接招募社会青年着女装潜入后

宫，有时一夜竟招至十几位，宣淫达旦，而终

无子嗣。

196.新丰旧俗

汉高祖刘邦称帝，史称西汉，定都长安。

皇上的老爸——太上皇刘太公从江苏沛郡丰

邑搬到首都长安居住，整天闷闷不乐。刘邦

派人了解原因，左右回复道：“太上皇从前在

家乡每天打牌斗鸡，周围的朋友都是贩夫屠

户，今皆无此，故以不乐。”皇上恍然大悟，马

上让人依照家乡丰邑街道的模样，重建了一

座新城，名曰新丰，然后将太上皇的老友亲朋

都从家乡迁来居住，该杀猪的杀猪，该放羊的

放羊，一派市井繁荣气象，刘太公笑了。如

今，江苏的沛县和丰县为争“刘邦故里”的名

号正打得不亦乐乎呢！

（老白）

我的入党介绍人
○ 高慧霞

到菜市场约会去
○ 王建强

又见桐花开
○ 涂俊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