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天天副刊2017.6.21 星期三 编辑 刘稳 校对 海飞 E-mail：liuwen@pdsxww.com

——与同学相约找安一峰医疗美容

活动内容：
◆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凭本人学生证或准考证）

◆NC雾眉580元送手护 ◆正品玻尿酸惊爆价 799元
◆美瞳线380元送手护 ◆冰点脱毛五折优惠

活动期间进店均有精美礼品相送
活动时间：2017年6月15日-7月15日

地址：平顶山市中兴路曙光街交叉口金健医院四楼 美丽热线：0375-2210666

平顶山因煤而兴。庆祝建市六十周
年，煤矿变化是个绕不过的话题。作为一
名煤矿人，我认为煤矿最大的变化莫过于
矸石山。

过去，煤矿矸石山疏于管理，那冲天高
的裸露堆积物就像长在大地母亲身上的毒
瘤，光秃秃扎眼难看。稍遇风吹，就像来了
沙尘暴，不断风化的矸石在风的裹挟下遮
天蔽日，铺天盖地，让人睁不开眼。稍遇阴
雨，煤矸石中混杂的硫黄块就发生化学反
应，整个矸石山灰黄烟雾缭绕，一股臭鸡蛋
味很远就能闻到，让人喘不过气。矸石山
成了污染环境的一大公害。

随着平顶山市创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和全国卫生城市的全面开展，市里加大了

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煤矿矸石山的治理力
度，千方百计洒水、灭尘、植树、种草。几年
光景，扬尘冒烟的矸石山披上了绿装，有的
矸石山还成了风光秀丽的景点。拿我居住
的平煤神马集团四矿矿前社区那座矸石
山来说，短短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几年前，市里环保部门、平煤及四矿
为了彻底改变这里的黑、脏、乱、臭面貌，
投资 200 多万元绿化、美化这座矸石山，
把原来杂草丛生、乱石嶙峋的矸石山北山
坡底，改造成东西长三十多米、南北宽二
十多米的场地，砌起了石桌石凳，开出了
花坛，铺就了曲径，栽植了花草。从北山
门逶迤向上，铺设了三米多宽的上山通
道，二百级台阶通往山顶古色古香的凉

亭，台阶两旁焊接了锃亮的不锈钢管护
栏，高大的仿古凉亭雕龙画栋，亭顶琉璃
瓦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凉亭内外
50 多平方米观景平台，周遭一圈是半人
多高的女儿墙，人站亭下，眼望八方，老城
区、新城区、姚电公司、白龟山水库、擂鼓
台、落凫山电视转播塔、平顶山山顶公园、
龙山、香山寺尽收眼底，八方来风拂面，让
人心旷神怡，乐不思归。山坡上栽植的
1600多棵各类树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成了小鸟乐园。昔日烟雾加灰尘骚扰人
们的矸石山，如今成了这里人们茶余饭后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男女老少在这里打拳、
唠嗑、攀爬、嬉戏、吹拉弹唱，优哉游哉。

（梅天顺）

677.出征日本

公元1280年十二月，忽必烈命
高丽国王领兵两万五千人、战船九
百艘出征日本。公元1281年二月，
元朝本土讨伐日本的部队经高丽境
内驶向日本。临行前，大将范文虎
请求配备炮兵部队，忽必烈根本没
把日本看到眼里，拒绝道：“有战船
就够了，要炮兵干啥？”出征日本的
部队中，部分士兵由赦免的死刑犯
充当。

678.东征失利

元朝君臣都以为征讨日本是小
事一件，加之高丽国王一直在鼓掌
加油敲边鼓，征东大军万船齐发，只
等捷报。公元1281年八月，朝廷得
到消息，征讨日本的大元舰队还没
抵达日本就遭遇海上狂风巨浪，无
奈退回高丽本土，部队损失殆尽，

“十存一二”。忽必烈下诏退兵。

679.证讨缅甸

征讨日本行动失利，忽必烈才
知道日本海路迢迢，公元1281年一
月，下令撤销国务院征讨日本办公
室（罢征东行中书省）。同年二月，
元世祖决定征讨缅甸。四月，刊行
蒙古文《资治通鉴》。六月，追究遇
刺身亡的前宰相阿合马责任，将其
私设的两百余处政府机构裁减为三
十三所。

680.忠臣被诛

朝鲜跟日本的仇恨自古即有。
公元1282年七月，高丽国王上疏称，
准备再造战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
本。同年七月，元朝福建边防部队
擒获日本间谍，皇上下旨：先别杀。
同年十二月，元世祖命被俘的宋恭
帝赵显迁往元上都（内蒙古锡林郭
勒）居住，并诏令诛杀狱中的文天
祥。其时，南宋遗臣和公知们都劝
文天祥早点死节，为大宋争回点面
子。

681.实名举报

公元1283年一月，元朝宰相和
礼霍孙上疏忽必烈说：“去年中山府
（今河北境内）奸民薛宝住写匿名信
告发别人以图获赏，已被诛。建议
今后向官府或纪检部门投诉者，一
律实行实名制。有匿名举报者，重
者处死，轻者流放。”诏从之。

682.语重心长

公元1284年一月，忽必烈召见
将赴云南的中纪委巡视组成员（云
南诸路按察司官），皇上语重心长地
说：“你们到地方后，一定要给官员
们讲清楚，‘勿求货财，名成则货财
随之；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
可保矣’。”

683.暂停东征

元世祖忽必烈虽然把首都迁到
了大都（北京），但多数时间仍住在
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情结
不减。公元1285年九月，忽必烈下
诏：“各地所奉献的贡品仅限当地所
产，否则不许进贡。”同年十月，下诏
成立征东行省（征讨日本指挥部），征
集江淮、胶东等地船只以备军用，特
别命令高丽国组织万人助征日本。

公元1286年一月，正当征讨日
本大军集结完毕，整装待发之际，忽
必烈突然以“日本过于偏远，征讨会
加重百姓负担”为名，下诏暂停征东
行动，遣散水陆各军。

（老白）

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燥热，走进教子沟，
身心却清爽起来。

教子沟是墨子岭上的一条天然山沟。墨
子岭是座不大的山，苍郁葱茏，海拔600余米，
方圆6平方公里，呈椭圆，如卧龙，犹似一道
天然屏障，环裹鲁山县的尧山镇。远眺俯
瞰，墨子岭云蒸霞蔚，紫气笼罩，恍若升腾着
袅袅灵气，护佑着周边的福安吉祥。

教子沟静卧在墨子岭的怀抱，似一册厚
重古朴的历史长卷，尘封于此。或许是因为
茂密的森林覆盖，抑或是被历史的尘埃掩
藏，一直不曾被人开启阅读。

教子沟，具有神奇和诱人的名字，必然
有着深邃的寓意。

我是冲着这名字去的。
走进教子沟，恍若行走在厚实凝重的历

史画廊。头顶稠密的枝叶遮天蔽日，林荫小
道两旁的野蔷薇，花香四溢。每走一步，就
仿佛踏进远古历史的一道门槛，行一程，犹
如在岁月隧道里穿行。举首观望，每一处似
乎都有一张张智慧的面孔在含蓄微笑，驻足
聆听，仿佛工匠们叮当做工的声响，如古筝
琴韵，在山野回荡，在山间流淌。

在幽静教子沟行走，移开被历史锁闭的
一扇栅门，追寻圣贤的足迹，去连接或复原
曾经的洪荒拓片，缓缓地趋近真相，一睹历
史老人的容颜，轻轻唤醒久远而苍茫的记忆。

子者，德学至高之圣贤也。熟能教子？
何以在此留存遗迹。

时光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
期，九州大地风云变幻，一时思想迸发、文化
沉浮，其壮丽恢宏的景观，在华夏文明史上延
续激荡。

《左转》记载：“……冬十月丙申，王起师于
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晋师
克巩。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
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史料为证，公元前 520年，周景王驾崩，
王子姬猛、次子姬朝、三子姬匄三人争夺王
位，内乱。后姬猛继位称“悼王”，不久病卒，
姬朝占城东称“东王”，姬匄占城西称“西
王”，后姬匄借晋兵打败姬朝，姬朝便带领旧
臣、百工，并挟周朝典籍文献，出洛阳奔楚国
而去。这便是历史上的“王子朝”事件，悲壮
如昨，赫然在目。

历史的光晕透过密匝的枝叶照彻下来，
教子沟显得更加庄重神秘。

衔通历史的脉络，拂去历史的尘埃，教
子沟的来历逐渐明晰起来。

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
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

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长期为敌
对方，双方时有征伐；王子朝兵败不得已奔
楚，其用意为暂屈人下，保存实力，以图东山
再起。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
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
和学者，所携带的周室典籍，相当珍贵，其中
包括前朝（指商、夏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
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
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带上这些贤
达和宝典，以此证明他是周王室的合法继
承人，因为拥有王室档案是拥有王权的象
征。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
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
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
城，而是滞留在南阳之北深山隐居。如此
看来，王子朝并没有机会把周室典籍送交给
楚国君臣，而是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

长期保存，也不是长久之计，传于后人，
奉养华夏，也算功德流芳，照耀后世。

鲁山的尧山镇，坐落尧山脚下，位居南
阳洛阳之间，属楚边陲小镇。此处钟灵毓
秀，物产丰富，民风古朴，人文环境幽静，适
合隐居生存。于是，王子朝等百工选择此地
安居，并开办学堂，传道授业。

王子朝所带百工，皆为各个领域的杰出
人物，胸有百科智慧，手握救世绝技，所教学
子名扬天下也就不足为奇。其间培育出了
如庄子、列子、鲁班等诸多名人，当然也包括

本地才俊、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
的布衣圣人墨子。此处留名教子沟并流
传至今，也就合乎情理了。

顺教子沟往上行走，至山腰处，忽见一
片开阔地，眼前便丰润起来。置身其中，但
见灵光四射，气韵通畅，举首可仰望天象，
打坐可心静如水。山之雾岚缭绕低徊，林
之灵秀滋润身心。此处名曰师爷庙，遗址
犹存，想必是传道老师们的栖身安寝宝地。

教子沟的崖畔沟旁，相距不远，便可见
一处人工垒砌的石堰，形状交错，长短不
等，显然是依山势落差而建。石堰见证着
沧桑岁月，上面布满绿苔，透过表象细观，
石堰所用石头均为原始形状，不见丝毫凿
开痕迹，其堰体垒砌密实，做工精细，科学
实用，令人感佩叹服。

撩开历史的一角缝隙，窥究石堰的身
世，意义便深远了。民以食为天，一拨学士
英才蜗居深山，潜心研究学问，一日三餐，
饭还是要吃的。谁来供养？只能靠自给自
足。于是，那些智慧无量的先贤动起手来，
一边学文练技，一边就地取材，劳作砌堰。
堰可拦土，土生庄稼，吃饭的问题就无需扰
民了。勤工俭学，细想起来，是一代先哲开
启了半工半读的先河，千秋典范，启智后
人。

相传，垒砌石堰，耕读相兼，是墨子所
献良策，故此山赐名墨子岭。

墨子岭上的教子沟，灿烂的历史文明在
流动，旅行到此，身心便贴满璀璨的文化符
号，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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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岭上教子沟 □叶剑秀（河南平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