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看红看绿看蓝天，品山品水品毛尖。

信阳市旅游局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全市旅游产业
发展的关心与支持！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借
此新年之际，诚邀八方客人来信阳旅游度假，我们将24

小时为您服务（电话：0376-6366823，6366983）。

祝旅途愉快!

�

你吃过木材火锅炖制的东北大马哈鱼吗？ 你享
受过东北的热炕吗？你吃过东北大饼子吗？

位于南京路国际建材港旁的东北野生大鱼坊可
以让你享受正宗的东北风味，感受异域风情！

水茶话

□

熊驷龙

史海钩沉

过 大 年

春风一缕传花香，夏风一阵翻稻浪，秋风一度染菊黄，冬
风一场披银装。春夏秋冬的风，在原野上一登场，走马灯似地
转一圈，又是新的一年。草过新年一枯荣，人过新年长一岁。小
孩子长高了，少女更俊俏了，可对我来说，一到过新年，就会激
起我回望家乡的路，唤起对童年过年的深切怀念。

赶年集
我的家在豫南商城的一个小山村里， 离丰集小街约有一

里多地，小集遇农历双日为逢集。平日里，地里活忙，人们往往
是趁着露水来、趁着露水走，所以又叫露水集。可一到过年就
不一样了，忙了一年的人们担着大米、白面，带着腌好的腊肉、

腊鸡，晒好的蘑菇、干笋等土特产到集上卖，卖了好价钱再买
年货。小商小贩们像是从地下钻出来似的，一下子多了起来，

有炸油条的、蒸白馍的，有卖布、卖玩具的，有卖年画、卖鞭炮
的，就连平日见不到的唱戏的、耍猴的、说大鼓书的也来凑热
闹，小街装不下了，就漫到山坡上、溢到小河边。我们拿着大人
给的钱，像快乐的鱼儿，三五成群地穿梭在人流中，去看耍猴
的。那耍猴人一敲锣，小猴子打雨伞、拉车子，再一敲锣，小猴
子不干了，和耍猴人对打起来，让人捧腹大笑。笑够了跑到山
坡上，从大人腿缝里、胳肢窝下钻到前面，看“花篮戏”《换太
子》，虽然看不太懂，但凑凑热闹也很开心。小孩子喜欢吃零
嘴，你买一把糖果，我买一包黄豆，玩饿了，就买些油条和白
馍，坐在草堆上就吃起来了。吃饱了，就跑到河边听大鼓书，疯
到太阳快要落山了，还舍不得回家，巴望着夜里能看皮影戏。

手被大人牵着，头还止不住地回头往街上看。

备年货
到了瑞雪纷飞时，爹买年画娘剪纸；小儿嬉闹撒干糟，惟

恐晚来沽酒迟。按理说备年货是大人的事情，但也少不了孩子
们的参与。天刚亮，有的孩子端着泡好的绿豆在石磨边排队，

等大人来磨豆浆； 有的端着蒸好的糯米饭， 等在石臼前揣糍
粑；有的拿着小棍，帮大人抓鸡逮鹅；胆子大一点的，跑到杀猪
的地方凑热闹，抢猪膀胱，吹足气当球踢；还有嘴馋的，跟着大
人围着灶台转，等着吃刚炸出锅的鱼和肉，还有蒸好的馍。这
时候，听到大人说：“养儿比养狗强！”心里美极了！

守年夜
家乡的年饭开得比较晚，颇有点惜年的意味。不等大人吃

完，孩子们就拿着鞭炮往外跑，早有小伙伴在稻场上，你点一
个、我点一个，“砰砰叭叭”地响起来，笑声、惊叫声、大闹声，弥
漫着整个山乡。记得有个叫“方瓜蛋子”的小伙伴说：“咱们到
大枣树下放炮去，我有双响炮（二踢脚）。用炮把结的枣全炸下
来，省得明年打枣吃挨刺扎！”大伙一听，疯跑到枣树下，边放
边喊：“大枣树，你要乖，果一熟，掉下来！”父母唤儿声响起，我
们才回家，围在火盆旁，听大人拉家常、讲故事，听着听着就进
入梦乡，已记不得吃没吃年夜饺子。

拜大年
拜年对小孩子来说，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穿新衣、走亲戚。

大人们拉开方桌，端上菜肴，至亲好友拉家常、喝酒划拳很是
热闹。拜年不仅给我们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同时也给
我们带来了新鲜的东西，有在外当兵、当干部的亲戚回来，我
们总喜欢跟他们凑在一起，听他们讲外面的世界。从他们的谈
话中，让我们知道了世上还有比金刚台更高的山，比沙河还要
大的河，有比一条街还要长的火车……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代的发展，世事的变迁，我们
的生活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但不变的是乡情， 不管你身居何
处，它都永远都是你心灵的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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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展示大别山烽火岁月

商潢战役的关键之战———杜甫店战斗
潢川县江集镇杜甫店因唐代大诗人杜甫到此
巡游而得名。

1932

年
2

月
8

日， 潢川县江集镇
杜甫店大雪弥漫，道路泥泞。陈赓率红十二师
正面阻击敌右路军两个师的进攻。 在这场围
商城、打援敌的激烈战斗中，徐海东、许世友
等红军指战员大显神威， 挥舞着大刀在前沿
阵地上与敌人展开血刃搏斗， 表现了红军一
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商潢战
役的关键之战———杜甫店战斗中， 红四方面
军以

10

个团击退敌军
19

个团的轮番进攻，毙、

伤、俘敌
4000

余人，缴枪
2000

余支，使刚刚投

入鄂豫皖战场的蒋介石嫡系第二师一出马即
遭歼灭性打击， 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1932

年
3

月
21

日， 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致中央政治局
信》中报告了红军取得商潢战役胜利的情况，

并特别指出“尤以豆腐店
(

杜甫店
)

之战与蒋军
主力第二师等十九团周旋，为鄂豫皖红军第一
次最大最激烈之战争。”

陈赓
(1903-1961)

，湖南湘乡县人。

1922

年
2

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5

月考入黄埔军校
第一期，

1926

年
9

月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7

年
8

月参加南昌起义，曾在中共中央特科主持情报
工作，

1931

年
10

月被周恩来派往鄂豫皖苏区，

任红十二师师长。。

1932

年
9

月， 陈赓在保卫红
色首府新县的战斗中右腿膝盖负伤，后辗转上
海治伤期间，曾向鲁迅介绍鄂豫皖红军英勇战
斗的故事，并画出鄂豫皖苏区示意图

(

现在上
海鲁迅博物馆

)

。

赤城的由来
1932

年
2

月中旬， 为纪念红
军第三次解放商城县城， 遂将商城改名为赤
城，并在城内成立了豫东南特委

(

后改为道委
)

和豫东南道苏维埃政府。

三河尖战斗
1932

年
3

月上旬，红四军北
上包围固始、攻打淮河重镇三河尖。按照红四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命令， 红十师王宏坤

团、十二师一部由十二师师长陈赓指挥，攻打
三河尖。 红军在固始县独立团和赤卫队的配
合下， 分别从固始东南黎集和西南瓦庙集出
发，在夜幕掩护下，沿史河、灌河向北直奔三
河尖。王宏坤前锋团在青泥滩消灭敌一个连，

俘虏
80

多人。 在三河尖西南制高点大王庙坝
头一带， 红军将敌四十五师陈凤鸣营全部消
灭。随后，红军在当地赤卫队的帮助下，将缴
获的大批食盐、 粮食等物资装上一百多只木
船、竹排，沿着史河、灌河逆流而上，运往鄂豫
皖苏区腹地。

（未完待续）

（本文由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提供）

闲谈倒“福”

辞旧迎新，家家贴“福”，这是
我国民间延续已久的春节习俗，

它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
憬。可是，总有一些人把“福”字倒
着贴，大概是取其“福到”的谐音。

作为一种民俗文化， 渲染一下我
们的春节氛围， 是不会碍什么事
的，但一味把幸福与谐音相联系，

则大错矣。

贴倒“福”字，好似有些趣味。

但如果把“福事”倒着做，那就有
点麻烦了，是要栽跟头的，“求福”

岂不是成了“求祸”？可怕！我想：

一个端端正正的“福”字，干嘛要
倒着贴呢？文艺理论上有“形象大

于思维” 的说法， 在人们的思维
中，倒贴“福”字即寓意“福到了”，

可形象上真的如此吗？看看“福”

字周围的装饰图案， 有金银珠玉
堆满的聚宝盆， 有手托金元宝的
财神爷， 有一帆风顺的航船，那
么，倒着贴就变成了盆倾、船覆、

财神倒地的结果，这与倒贴“福”

字者的意愿不是相违吗？所以，倒
贴“福”字不妥。

从审美角度上讲，“福” 字倒
着贴，确实不美。汉字博大精深，

祖先造字时，都很有讲究，一人一
口田，组合在一起，便是一个“福”

字， 其结构是天庭饱满， 地阁方
圆。一个“福”字，被古今书法家写
得浑圆一体，如果倒着贴，就完全

破坏了它的高雅艺术价值， 给人
的视觉感受相当别扭。

“福倒”并非“福到”。方方正
正的“福”字，之所以是新年吉祥
的象征， 就是它蕴藏着深刻的哲
理。一人一口田，辛勤劳作，不懒
惰不懈怠，就会五谷丰登、年年有
余， 就会得到幸福。 其实， 一个
“福” 字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

我们又怎能随意颠倒， 不敬重它
呢？新年应有新气象、新风尚、新
变化， 在风俗习惯上也应该来一
番立新，还“福”字一个端正相，让
其规规矩矩、 庄庄重重地贴在新
春的大门上。

费：从罗山走出的三国名相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

鹤楼……”崔颢这首名传千古的《黄
鹤楼》中的“昔人”，就是指出生于今
天罗山县灵山一带的三国名相费
。据陆游《入蜀记》卷五记载：“昔
费登仙，尝驾黄鹤还憩于此，遂以
名楼。” 《图经》、《太平寰宇记》等均
有类似记载。

费， 字文伟， 三国时江夏�
（今罗山）县人。其艰辛的童年时代
就是在罗山这片土地上度过的，大
约七岁时父母先后亡故， 跟随其伯
父费仁一起生活。后因经济拮据，费
不得不离开罗山， 最终颠沛流离
到蜀地， 投靠了其姑表兄益州刺史
刘璋。费的求学、成长及仕途进取
均在蜀国完成，最后官至丞相之位，

成为蜀国的头号重臣。

费博闻强记，悟性过人，在罗
山的艰苦生活经历使他一生都好学
不倦，“虽军国多事， 从不稍辍”。过
目不忘的能力使他工作效率极佳，

能轻松处理繁重的公务。 费在做
丞相时，总理全国军政大事，日理万
机， 但仍有时间同家人一起休闲度
假。费性格谦恭，生活朴素，作为
处于蜀国皇帝之下级别最高的干
部， 却从不植财， 全家都是布衣素
食，“出入不从车骑， 无异凡人”，是
一位相当清廉、平民化的丞相。

诸葛亮十分欣赏费的才干，

在《出师表》中建议后主刘禅“宫中
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
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建兴
三年（公元

225

年）秋，诸葛亮南征胜
利后班师回朝， 群臣到都城外几十
里的地方去迎接， 很多人的资历和
官位都在费之上， 但诸葛亮却只
让费与自己同乘一车， 从此众人
莫不对费另眼相看。 因得诸葛亮
的赏识和推荐， 费的仕途很是顺
利，不断得到升迁。建兴四年（公元
226

年）， 在费作为蜀国首席外交
官与东吴谈判时， 连孙权都被其折

服，赞叹地说：“君天下淑德，必当股
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并以常持
的宝刀相赠。正是费的此次出访，

再次完成了蜀吴和解、 共同抵御魏
国的使命。

费治军有方，纪律严明，其率
领的军队有着极强的战斗力。 延熙
七年（公元

244

年），魏国曹爽领军来
攻， 时任大将军的费出兵汉中相
拒。其临战不惧，在出发时与前来送
行的光禄大夫来敏在三军面前从容
对弈，气定神闲，貌无忧色，以其稳
操胜券的大将风度， 极大地鼓舞蜀
军士气。 来敏感叹地说：“君必能办
贼者也。”果然，费出兵汉中后顺
利击退了魏国军队。

费十分重视民生， 注重发展
经济， 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其当政
后，停息战事，韬光养晦，出台了一
系列发展农牧业、矿产业、兵工业等
事关国计民生的优惠政策， 全力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 以图在国力强盛
后， 实现诸葛亮生前所制定的统一
全国的既定政策。 由于费治国有
方，蜀国的国力在其主政时期，逐步
增强，达到顶峰。

然而，正在费主政蜀国，大展
才干，发奋图强，静待时机之际，竟
在延熙十六年（公元

253

年）春节举
行蜀国高级“干部”招待会时，被时
任蜀国谏议大夫的魏国降将郭循手
执利剑杀害，举国震惊，后主刘禅追
封其为敬侯。 作为蜀国最后的栋梁
之才，费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终结
了他未竟的统一事业， 被安葬在今
四川昭化古城外。 其墓历代均有培
修，明代时规模最为宏大，墓地四周
有围墙、神道、牌坊、碑亭、费公祠、

草堂等。 只是现在的费墓年久失
修， 仅存一个土堆和一块已断裂的
“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石碑。

□

张辉祥

旺角美图

选择假日享受旅游
地址：信阳市北京路假日旅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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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读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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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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