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是到过平顶山市的人，一定会

对我们的市名感兴趣，城市就叫平顶

山，那一定也有座平顶山。是的，这座

山就在市区北部，它四周陡峭，山顶平

坦如砥，东接马棚山，西连落凫山，海

拔 426.5米，面积 850亩，就像一个巨大

的枕头，横亘在市区的北部，平顶山市

亦因它而得名。

古时该山亦称平山，《清一统志·汝

州》：“平山，在郏县东南五十五里。接

南阳府叶县界。延袤十里。绝顶平垣，

无峰峦，故名。”该山过去是郏县和叶县

的界山，明清时代郏县的两位著名文人

王璇和仝轨都曾以“平山”为号，至今山

南坡还存留一处摩崖石刻“平山峻峰”，

刻于明隆庆年间，距今已有400余年。

说起此山名的来历，传说颇多。

据说，在远古的时候，平顶山的山顶不

像现在这样平坦，而是高峻挺拔，直入云

端，周围群山环抱，使山峦显得更险峻。

一天，正值阳春开泰，天地布新。

玉皇大帝满心高兴，率领众仙来到瑶台

开怀畅饮。忽然，一声巨响，天崩地裂，

灵霄宝殿摇晃不止，瑶池水腾翻起巨

波，浪花飞溅，弄得玉皇大帝浑身湿淋

淋的。

这还了得！玉皇大帝命太白金星

马上派人察看。神将“千里眼”一看，

只见地上一座山峰疯了似的往上长，

“顺风耳”一听，闻得山长声呼呼作响，

赶忙回奏玉皇大帝。回奏间，山峰已经

长得穿过南天门，眼看着就要顶破灵霄

宝殿。瑶台之上玉盘珍馐碟飞杯倒，一

片狼藉。群仙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两

腿打颤，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

说时迟，那时快，玉皇大帝顺手掂

起身边的镇天神斧，照山抡去。霎时

间，万道闪电划破天庭，紧接着，千钧

雷声响彻天地之间，然后是一片无声

的寂静。好一阵，群仙们才惊魂初定，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抹了一把冷

汗，倒喘一口粗气。

众仙纷纷称颂玉皇大帝神功，频频

举杯恭贺。这时，下界山神来报，削去

顶的山峰成了平顶山。神斧呢，也因使

尽法力，弹落平顶山旁成了落斧（落

凫）山。

其实，平顶的山世界各地都有，是

不同的造山运动的产物，并没有什么

奇特，我们这座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

有了平顶山这座城市。1953 年，平顶

山煤田开始勘探开发。1954年成立平

顶山煤矿筹备处；1956年 1月成立中共

平顶山矿区委员会。同年 3月，成立许

昌专员公署平顶山办事处。到了 1957

年3月正式设立平顶山市。不论是最初

的煤田命名，还是后来的煤矿筹备处、矿

区委员会以及短暂的特区均以平顶山命

名，其原因是开发建设的这片地方就在

平顶山脚下，平顶山是最明显的标志。

虽然平顶山市是新中国成立后崛

起的新兴城市，但平顶山一带也有悠

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平顶山山顶有城垣遗存，古时是

一处军事要塞。据专家考证，该军事

要塞是春秋前期郑国为防御楚国北侵

所建。平顶山北面的马鞍山和铧角山

之间有一山口名为沙涧口，是经郏城、

父城（今宝丰县李庄乡古城）南通宛、

叶的要道，平顶山古城的修筑旨在控

扼此道。公元前 678 年，楚文王兼并

南阳盆地的邓、申两国后继续北进，打

败郑国，“封畛于汝”占领滍水、汝河流

域，加筑古城作为北部要塞。公元前

557 年，晋楚争霸，守卫在平顶山古城

的楚军下山阻击晋军，在湛水以北区

域展开厮杀，史称“湛阪之役”。西汉

末年，刘秀部在平顶山古城阻击王莽

军于沙涧口，然后撤至昆阳（今叶县县

城），从此有了昆阳大战的壮举。

平顶山古城最近的一次修筑在清

末民初，当时社会动荡，清政府曾命令

各地官绅筑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方圆百里的百姓

逃难到平顶山古城，修补城垣，以求生

存。城垣内人口最多时达到万余人，

店铺林立。上世纪 50 年代兴建平顶

山市，需要大量石材，城垣大部被拆。

如今的平顶山，山上已被辟为山

顶公园，公园内道路纵横，奇木成行，

花团锦簇，站在山顶，市区风光一览无

余。山顶公园也成了人们休闲度假、

观光游览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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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新区位于昭平湖南岸，放水闸

在那里拐个弯扬长东去，留下一串水

汽，洇在盘旋的公路上，荡秋千一样，悠

悠忽忽，把我们荡在素有“中原小香港”

之称的江河机械厂。江河新区办事处

就设在它的隔壁。

江河新区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属

于自己的主河道，清水河、瀼河从身边

流过，撩拨着山涧溪水纷纷奔涌。悠悠

青山叠翠了苍茫的远方，稻谷田、菜庄、

栗子坪、竹园沟这富有诗意的小地名，

裹挟着烟火气息，赋予了江河温婉的人

气。

时令已至深秋，江河的雨仿佛结满

了浓重的诗意，淅淅沥沥打湿了上山的

路，把那些枝枝叶叶洗得明明丽丽。作

为背景的山峦，蒙上了一层水雾，颜色

比夏季的青绿显得苍翠了些。

被细雨淋湿的民房，好像又粉刷了

一遍，南瓜的叶子比平时更加肥硕，遮

挡在叶子下的南瓜，偷偷窥视着行人，

秋黄瓜缠绕在玉米棵上，娇柔的嫩刺上

挂着一颗颗小水珠，脆生生地馋人，一

嘟噜一嘟噜的葡萄从架子上垂下来，恣

肆地挑逗着我的味蕾。

秋天是迷人的季节。一个主题自

由的采风，更具轻松和浪漫。

进山的路比平时难走，带路的是新

区党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邢路通，一

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他给每人发了

一根竹杖，突然想起苏轼的一句诗：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暗自窃笑，竟升

起了登山的兴致。

曲径通幽，渐有了桃花源的意境。

翠竹掩映的青石路上，不知从哪朝哪代

滋生的苔藓染翠了悠悠岁月。溪水潺

潺，清澈如碧，以水为界，峡谷两面的植

被呈现不同的风格。

东坡背阴，茂密的竹林如列队的士

兵，挺拔伟岸。为了吸纳阳光的温暖，

他们努力向上生长。阳光穿过水汽，

从竹叶的缝隙透出，折射出彩虹一般

的光芒。停留在竹叶上的雨水在阳光

下变成透明的珍珠，不经意的滚动中越

来越小。

那些胳膊粗的新生竹子似乎带着

母体的胞衣，白色的绒毛黏贴在青涩的

竹节上泛着墨绿的釉光，茁壮憨实圆润

丰满。一阵山风吹过，翠竹摇曳，山呼

林啸，他们颀秀俊美，修长如挺拔的少

年，透着青春气息。整个竹林，老中青

三代扶风抱影，一如筚路蓝缕的生命赓

续，霜侵雪染从不褪色，装饰了江河的

青绿山水。

随行的老乡是一个竹篾匠人，对这

片竹林有着深厚的感情，那双指节粗壮

的大手特别灵巧。取出随身携带的篾

刀，伐竹、破篾、编制，一会儿工夫，一个

精致的小背篓完美呈现。他说：“竹编

是江河的传统工艺，家用的篮子、馍筐、

筛子及其盛东西的所有器物，都来自这

片竹园，春天时竹笋是餐桌上的美味，

秋冬时，伐竹取材，靠竹编养家糊口”。

竹子是江河的恩人，是绿色生命之源，

不仅养育了生态，也养育了生生不息的

江河人民。

峡谷的西山向阳，遮天蔽日的栗树

蓊郁了绿色的诗意，老乡早已除去树下

的杂草，深秋的寒意铺满了沟域，成熟

的栗包擎着一根根锋芒，刺猬一样保护

着胞衣内的果实。如果说纯粹的栗树

绿得有些生硬单调，那么杨桃、八月炸、

野葡萄是她热闹喧腾的点缀，填补了高

低俯仰的韵致。

那棵两人合抱的“栗树王”，也不知

何年何月谁人栽种，吸纳山川日月营

养，华盖葱茏，葳蕤繁茂。积攒了岁月

风华，树成王，果为母，繁衍了漫山遍野

的栗子族群，蔚然于苍山之上。乡村振

兴焕发了她的无限生机，招摇的四乡八

堡都来取枝接穗，在驻村书记号召下，连

山成片规模经营，成就了一村一品的特

色产业。走进江河新区，一声声叫卖唤

出甜糯的韵律。

往深处走，溪流愈细，堤堰上荒芜

了昔日的耕作，几处农舍断垣，旧瓦尚

在，搬迁到新区的农人不时有留恋拾掇

的痕迹。

山头有一个大型坪塘，石寨院门关

不住旧时风烟，一段故事从岁月的空隙

走出，瞭望着时代变迁。宛洛古道客商

络绎，驼铃悠悠，马蹄嘚嘚，丝路文化从

这里漫溢。幽幽古寨，或土匪盘结，刀

光剑影；或侠义相邀，充盈前行的温

暖。石头不语，任你揣摩。

什么样的名字才配得上这么诗意

的地方呢？邢路通说：“这个村名叫稻

谷田，是一条生态文旅线”。咀嚼着这

个芬芳的名字，唇齿间便有了清香和甜

糯，袅袅炊烟牵扯了无穷思绪。修竹扶

影伴清月，栗果黍米慰平生，悠然田园，

放逐山野，怎一个惬意了得。

登高望远，江河新区尽收眼底，如

一颗碧绿的珍珠镶嵌在鲁山的水袖上，

怎样舞动都是那么出彩。手持彩练的

是一群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后

生。栗树苍苍，绿竹依依，他们以一抹

大自然的原色晕染了江河秋韵。

江 河 秋 韵
◇ 杨 娥

9月 30日，中秋国庆假期的第

二天，我独自驾车回老家长葛。近

段时间，在工作闲暇或者无聊的时

候常常想到家乡。

人常说，回家乡是想念父母

了。父亲已经作古十余年了，母亲

随我们兄妹在一个城市，可自己仍

禁不住想回家，且这种感觉越来越

强烈，像是魔咒，更像是一根没有缘

由的绳子牵系着自己的感觉神经。

没有父母在的故乡，回去干什

么呢？不知道，没有目的，就是想

回去。

从许昌到长葛，原本是国道

107 直 达 ，也 是 我 跑 了 N 趟 的 熟

路。随着经济的发展，107 国道东

移到了更远的城外，原来的 107 国

道便成了许昌直抵长葛的市内道

路，更名为文峰路。30 多公里长

的道路，路口均设置了红绿灯，粗

略统计一下，不下 20个。

万物皆有灵性。汽车好像感

受到我的纠结，尽管执着地直奔家

乡，可驶到每个交通路口，几乎清

一色的红灯，我放慢车速，最终停

下。

奇怪得很，先前等红灯难免莫

名烦躁，如果再一路通红甚至会迸

发路怒症。然而，当天看到路口上

方圆圆的红点，反倒滋生几分安

慰：可以静静地停下来回忆。苏桥

路口、尚集路口、丈地路口……红

灯闪烁间隙，我默默地念叨着路口

的名字，浮现出当年或骑车或乘车

路过的故事点滴及当地同学的轶

事。

30 多年前，我在长葛高中读

书，彼时几乎在城区每条大街都留

下足迹。随着经济发展，多年在外

工作的我与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

有了隔阂。我将车速降到了 40码

以下，摇开车窗，驶过人民路等街

道，回忆起当年的街景，好像听到

了 同 学 们 的 打 闹 嬉 笑 声 甚 至 呼

唤。将车停在一处新建的健身广

场，孩子们在篮球场上拼杀得正

欢，我视而不见这热闹引人的情

形，因为立即意识到此处就是当年

县高附近的清潩河河畔：一次次在

夕阳下边踱步边记忆当天的学习

内容，学累了与同学们在这里嬉

戏。

当天，久违的阴雨天里，太阳

终于慷慨地露出了笑脸，暖和的风

吹着，一如当年，耳边突然回荡起

当今流行的歌词：我吹过你吹过的

风，这算不算相逢；我走过你走过

的路，这算不算相拥……当年的桩

桩往事快速而又清晰地浮现在脑

海，人影近在咫尺，手几次不自觉

地伸出去抓。

每年我都会回一次到两次长

葛，或者给父亲上坟，或者应亲戚

邻居的红白 事 。 放 下 手 中 的 工

作，怀揣鲜明的目标，急急地去又

匆匆地回。当然，其间则雷打不

动地看望叔叔和姑姑。此次，尽

管依旧重复着探望亲人的功课，

然而慢节奏无目的途中，满满的

回忆却让探望亲人的大事成了陪

衬。

回到平顶山后，假期仍在继

续，然而此景却挥之不去，心情舒

缓了许多，以至于没有了外出的欲

望。这种未有的感觉让我迷惑不

已，觉得患上了什么臆想症。

10 月 6 日 晚 ，假 期 结 束 的 当

晚，我习惯性地打开电视，央视频

道两位嘉宾正在评论中秋国庆度

假的事儿，一位嘉宾回顾总结道：

度假多元化了，并不是一味逛景区

算旅游，离家 10公里以上就算是旅

游，尤其是回家乡，把心情放慢，倾

听水流的呼吸，感觉风的吹拂，放

松平时紧驰的心情……

一席话，醍醐灌顶，几日来无

缘由的臆想烟消云散：原来自己是

回故乡旅游了，没有目标其实是一

种放松，放慢节奏其实就是一种释

放。

平 顶 山 的 来 历
◇ 张振营

古人讲求九九登高，我们则是

全家总动员踏上返乡之途，弟弟一

辆车，我一辆车，载着妻儿老小欢

歌笑语，一前一后风驰电掣，行进

在城乡宽阔的公路上。

车水马龙畅通无阻，乡镇集市

热闹非凡，量贩超市琳琅满目，银

行饭店比比皆是。犹记得儿时逢

双号大集，祖父驾着牛车带着我和

弟弟去赶集，周围十多个村子的人

都一窝蜂地汇聚，路两旁全是货

摊，花花绿绿的衣服、奇形怪状的

玩具吸引老老少少的关注，祖父常

常取出秋收卖玉米、大豆的钱，买

来新烤出来的烧饼，粘着白芝麻的

金黄饼，咬一下香脆可口，如果再

来根大葱简直赛过牛肉、猪肉。一

晃三十年了，祖父年过九旬，在这

个特别的日子看望老人家，内心充

满着激动和兴奋，正如眼前熟悉的

村庄，穿街过巷，静静地矗立着。

村外一望无际的旷野，良田阡

陌，秋天的丰硕早已颗粒归仓，平

坦的土地里小麦的种子正在悄无

声息地孕育，不几日伴着绵绵秋雨

会萌发青翠的芽、抽出碧绿的叶，

倔强地熬过漫长的严冬，耐心等待

春雷乍响、冰雪消融。村头的高柳

下，熟悉的笑容绽放，有阔别多年

的小伙伴、天南海北闯荡的同龄

人，有看着我长大的至亲至爱的亲

人 ，有 好 奇 围 观 、朴 实 憨 厚 的 乡

亲。我们赶紧快步向前，放下手中

的瓶瓶罐罐，逐一招呼着，唯恐怠

慢了任何一人。大家相互寒暄，帮

着提礼物，一众人簇拥着走在大道

上，家家户户高屋瓦房、二层洋楼

鳞次栉比，我们家就在路口转弯

处，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大门敞开，

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倚着拐杖向

远处张望着，那是祖父母！我一

个箭步冲上前去扶住了老人家，

父母、弟弟、妻儿紧随其后，祖父

的笑声格外爽朗，祖母的眼神异

常闪亮，寂静的小院一下子热闹

起来，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终于团

聚了！

堂屋八仙桌上摆满了盘子，瓜

子、糖果应有尽有，而一筐筐大红

枣、大石榴十分惹人注目，不消说

这就是家里的特产，我从小吃到大

的美味水果！前院一棵老枣树，祖

父年轻时亲手栽种，从父亲小时候

就年年丰收，圆圆的枣子红彤彤地

挂满枝头，八月十五枣上杆，祖父

挥舞着长长的竹竿，其他人拎着床

单、提上篮子，迎接一阵紧似一阵

的红枣雨，每每装满箩筐、麻袋，清

冽的井水清洗后直接放进嘴里甜

丝丝美滋滋的，在笼屉里蒸煮或者

切片揉进白面，一碗碗蒸枣、一个

个枣馍芬芳了整个秋冬季节。石

榴更是消食解馋，祖母一刀切掉外

皮，如水晶般的石榴籽呈现眼前，

令人垂涎，抓一把塞进唇齿，一股

股甜蜜沁人心脾，早些年我外出求

学，母亲便会偷偷摘几个大石榴塞

进行囊，在异域他乡依然安享家的

甜美，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还

有后院的柿子树，经霜晒成柿饼堪

称年节的美食……

每次回老家，都要陪着祖父母

在太阳地儿晒暖儿聊天。祖父有

些耳背，但他总是手护着耳朵侧着

脸仔细倾听，一边招呼着重孙子孙

女拿好吃好喝的，一边笑呵呵地应

答着，身体都好、家里都好、一切都

好，祖母皱纹都舒展开了，在一旁

迎合着，两位老人和之前一样慈祥

乐呵。他们一辈子很少迈出祖祖

辈辈守护的小村庄，而他们含辛

茹 苦 哺 育 的 儿 孙 们 早 早 振 翅 高

飞、在五湖四海追逐着新时代的

美好未来，忙碌事业、打拼人生。

与祖父母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电话联系，每次通话老

人的话总是千篇一律：家里都好，

不用惦念，照顾好孩子……却从

不提想念，从未要求我们常回家

看看。

可 是 我 们 怎 么 能 割 舍 得 下

呢？除了春节国庆长假，重阳节也

是必然回家的好日子，这是父母的

心愿，也是祖父母的心愿，更是子

子孙孙铭刻肺腑的永恒思念……

在恰逢建党一百年日子里，我有幸

来到鲁山县仓头乡工作。仓头乡厚重

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在鲁

山县独树一帜。刚完成建党百年系列

活动，乡党委就得到喜讯，抗日英雄任

应岐“申烈”成功！

任应岐，字瑞周，1892 年生于鲁山

县仓头乡刘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青

年时代，他追随孙中山参加平定陈炯明

叛乱和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

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

1934年 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任应岐、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

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

动。当年 11月 24日，任应岐、吉鸿昌同

时被国民党以“加入共产党、危害民国”

罪枪杀。临刑前，任应岐神情自若，留

下遗书：“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

救，痛哉！”

得知任应岐被追认为烈士的第二

天，我和乡宣统委员来到任应岐故居。

七月盛夏，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空

中没有一片云，没有一丝风，所有的树

木都枝叶散垂、懒洋洋地站在那里。只

有知了欢快地叫着，多彩的蝴蝶在翩翩

起舞。

在任应岐故居，70多岁的任建立非

常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英雄的故事。

在家庭称谓中他给任应岐叫爷爷，任建

立很热情、很负责，把院子打扫得干干

净净。只要有人来任应岐故居，他总是

热情接待，讲得仔细，几十年来不厌其

烦。听着他的介绍，任应岐的英雄形象

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为进一步了解英雄事迹，我同县政

协、县委党史办的有关领导到信阳罗

山、光山和潢川等地，考察任应岐在豫

南的一些活动轨迹。

据《罗山县志》和《罗山革命斗争

史》等资料记载，1920—1926年，京汉铁

路沿线郑州—武昌段多次发生土匪和

枪会组织拦截、抢劫过往火车物资事

件。信阳、罗山、潢川等周边县的枪会

组织层出不穷，团队土司令多如牛毛，

土豪劣绅横行霸道，兵祸匪患丛生，百

姓生活苦不堪言。任应岐前往信阳驻

防，先后镇压在罗山城郊乡、信阳五里

店、正阳大林乡等活动最为猖獗的十几

股土匪，颇受当地民众拥护。

据潢川二中教导主任宋朝伟介绍，

1927 年，任应岐部第十二军驻防潢川。

当时，省立七中（现潢川二中）年需经费

14400 元，因时局不靖，交通堵塞，省教

育厅无法下达办公经费，费用均由任应

岐安排十二军军部拨付。

“陆军第十师师长兼豫军西路总指

挥任公瑞周大人德政碑”，系任应岐部

驻防罗山时当地村民为其所立。这次

信阳之行，使我对任应岐从北伐战争、

镇守一方，到反蒋抗日有了更加全面、

系统的了解。

“我的爷爷和三爷当年是任应岐的

勤务兵。小时候，听父亲和乡亲说起任

应岐，他们都是满口赞叹。真正打动

我、使我对任应岐感到肃然起敬的是任

秀霞为其父任应岐迁葬的故事。”任应

岐就义后，棺椁被友人运回鲁山县，临

时葬在县城东关的一块菜地里。1952

年，任应岐年仅 19岁的女儿任秀霞决定

把父亲的尸骨迁回老家。迁葬那天，送

灵的人山人海。任秀霞见有烧纸的就磕

头答谢，从东关到西关竟走了 6个多小

时。任秀霞的膝盖磨得流着血，嗓子都

哭哑了……“小时候我听说这个事后就

想：任应岐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我一

定要弄清楚。”张店乡马村村村民马昶红

告诉笔者。

英雄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人。作

为一个农民，马昶红曾八次赶赴天津，

搜集英雄事迹。

在北京档案馆，有关资料记载任应

岐和吉鸿昌就义时的情形。当时的《实

报》登载二人“解抵北平”时说：“出站

时，吉作微笑，任亦自若。”《大公报》记

载：“两人仍矜矜持持，与人谈 讲 过 去

历史，言语间多魁梧慷慨之词。”《李

大钊同志传略》中称任应岐烈士。在

《毛泽东文集》中找到了毛主席对任应岐

的评价，他在《反投降提纲》一文中说：

“然而，还有宋（宋庆龄）、何（何香凝）、邓

演达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九一八”以

后，有冯玉祥……有吉鸿昌、任应岐……”。

1988年 6月，原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

主席李先念为任应岐题词：人民儿子。

这一切都证明任应岐是位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多年

来，每逢清明和英雄的祭日，英雄家乡

的学生和群众去墓地扫墓，缅怀先烈，

传承红色记忆，讲述英雄故事。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有希望的民

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

能没有先锋。”抗日英雄任应岐的事迹，

以及为其“申烈”过程中的人与事，都是

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心中的英雄 ◇ 王广辉

346.蝎子太守

雍正初年，有一位官员朝见皇上，不

意帽中钻进一只蝎子，咋弄也弄不出来，

反被蝎子蜇了一下，疼得涕泪交加。雍

正皇帝看他表情奇怪，问其缘故。这人

叩头瞎编说：“臣忽然想起先皇帝康熙深

仁厚德，臣家两代受恩，故涕泪交集也。”

雍正曰：“此人尚有良心。”任命他做了

某地太守。后人称之为“蝎子太守”。

347.眼观六路

刘穆之是东晋末年有名的政治家，

官至尚书左仆射（国务院总理）。史书记

载：“刘穆之总朝政，内外咨禀，盈阶满

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

酬应，不相参涉。”大意是说，刘总理办公

室连台阶上都摆着各部门的请示报告。

刘总理眼睛看着文件，挥笔写着批复，耳

朵听着汇报，还不耽误与人交谈。

348.书生谋兵

南朝宋文帝准备讨伐北魏，大臣们

都说好啊好啊，嚷嚷得最厉害的王玄谟

率军北伐。将军沈庆之劝皇上：“耕当

问奴，织当问婢。今与白面书生谋兵，

有用吗？”宋文帝执意出兵。宋军出征

至河南滑县，北魏皇帝拓跋焘亲率大军

反击，宋军惨败。北魏军队愤而实行

“三光政策”，“春燕巢于林木（房屋全被

焚毁）”。

（老白）

重阳节还乡
◇ 张理坤

漫无目的回家也是度假
◇ 杨沛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