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路碑记
岳霄

对故乡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

的情感，如席慕容的诗中所写“故乡的
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
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
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周口的
大街小巷贯穿着周口人温暖的生活记

忆，无论身在哪里，大家总会怀念记忆
中沙颍河的水，家的风景。

2016 年，周口市档案局和周口报业
传媒集团联合举办《周口历史影像档案
展》。 在展览中，一幅《皮坊街修路碑记》
拓片档案， 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
时隔两年，依然有好奇的群众来市档案
局咨询，想再看看这份档案。

该档案原碑为周口民间收藏家朱

老师的藏品，拓片一份捐赠周口市档案
局，一份捐赠周口市博物馆。 碑石为青
石质地，碑呈长方形，长 63 厘米，宽 51
厘米，厚 13 厘米，全碑字迹雕刻深度 2~
3 毫米， 四周刻连贯叠套皮钱样装饰花
纹，右上角“皮坊街修路碑记”七个大字
清晰可见。 由“商水县生员杨作霖撰文，
儒童牛恕林书丹”，记载了“清嘉庆十六
年”（即 1811 年） 周口商人集资修建沙
河南岸皮坊街的前后经过。

该碑的部分字迹由于长期侵蚀已

经模糊不清。 碑文前半部分写到，“周口
为中州巨镇，水陆通衢，尤四方商贾所
往来而不绝者也”“道路之设，所以便往
来、通车马、利行人也”，以及修路募捐
者的姓名和募捐金额。 意思是说，周口
商业繁荣，周口商人看到皮坊街路面被
车马碾压得坑洼不平， 来往行人不便，
就发动各个商户募捐修路，路修成后刻
立这块石碑以示纪念。

后半部分附有捐款名单和银两数

目，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为“功德者首
事”（即董事）、监督员“监生马景”，捐款
来自 70 多家商号和个人。 大家捐款金
额多则万两白银，少则百两白银。 其中
商号 “裕隆兴 ”捐白银 “三万两 ”，商号
“广太发”捐白银“八千两”。

很多年轻人好奇皮坊街在哪？ 在民
国 22 年 （即 1933 年）《淮阳县志》“周家
口地图”中清晰可见周口两河三岸共有
街道 72 条， 参照现在的 《周口市城区
图》，皮坊街位于联通周口分公司以北，
科技市场以南的位置。 这里居住的个别
老居民，在他们的公安局户口信息上依
然有皮坊街某某号的门牌登记。

为啥叫皮坊街 ， 这是个怎样的街
道？ 检索文物资料和 2015 年周口政协
《三川记忆———周口市中心城区文化专

项规划调研资料汇编》一书，记录明清
期间，“周口手工业非常发达，多是一种
产品集中于一条街道，人们以产品叫起
了街名，如皮坊街、弦坊街、麻线街、笆子
街、打铜街、古衣街等。”“康乾盛世，怀庆
府桑坡一带，买、白、丁、张、杨、刘、拜等
姓氏来周家口开皮行，经营皮货。 后来，
周家口人也学会了做生意，生意昌盛时
期竟有皮行 30多家，由原来的皮坊街发
展到界牌街、丁字街和南永兴街。 ”

在周口市关帝庙博物馆中，有两块
道光十八年（即 1838 年 ）碑记 ，上面记
录山陕商人在周口经营皮行 2 家，和其
他杂货行、丝行、鱼米行等数量。

1920 年，日本著名的间谍机构东亚
同文会编纂出版《支那省别全志》，这是
一部绝无仅有的由外国人编撰的中国

志书。 其中《河南志》记录“物资在周家
口集中，其中一部分经沙河运到郾城再

由火车运往各地，一部分顺颍河入淮河
而达镇江。 是年在周家口成交牛羊皮
700 万元……”

1936 年，国民政府《河南政治月刊》
统计“这一年商水属周口镇成立的同业
公会有杂货庄、船行、鞋帽、京货、竹木、
皮行业、汉帮皮庄业等。 ”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周
口市皮毛厂是我省重点企业，生产的皮
毛服装十分走俏，一度出口。 现在界牌
街上还有几家做皮货的老店，都是沿袭
皮坊街的商业足迹，保持着周口老街道
的民风。

白银三万两是多少？ 检索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的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 ，
“光绪十五年（即 1889 年 ）上半年直隶
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
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
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 ”一石约相当于
现在的 125 斤，参看现在的粮食价格以
3 元/公斤计算，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
130 元。 “三万两”相当于现在的 390 万
元，或者说是 1300 吨粮食。 这笔巨额捐
款，就是在现在的捐赠活动里，也是一

笔不小的善举了。
200 年前， 为当时的修路人和捐助

人立碑， 大概就是为了让我们记得他
们，也让自己深深印刻在周口的历史轨
迹里。 这幅碑记对研究清朝时期周家口
社会经济活动、 周口城区街道变迁、周
口清代经济的发展，都具有较高的档案
和考古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城市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指出“一个民族的
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
的精神力量。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 ”

周口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本土文化
资源丰富，随着城区建设，众多的老街
道消失或改变，街名成为了字符。 如何
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城市的历史记忆、文
化基因， 是每一个周口人关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档案人珍存每一份关于周口
的档案，更欢迎越来越多的周口人将关
于周口的档案捐赠给我们，共同保护我
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守护我们共同的家
园。

锔锅锔碗的游乡来
王天瑞

豫东地区的广大老百姓， 很勤
劳、能吃苦，很勤俭、会节约。 也许，
有人会说，他们过惯了苦日子。 而我
说，他们过苦日子的时候 ，很勤劳 、
能吃苦 ，很勤俭 、会节约 ，他们过富
日子的时候 ，同样很勤劳 、能吃苦 ，
很勤俭、会节约。 这是豫东人的传统
美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豫东人，很
会过日子。 他们对坏了的锅、碗、盆、
缸，总是想办法修修，继续使用，实在
不能修了再扔掉。 只要能修的，就不
会扔掉，而是先把它放起来，当有了
锔锅匠，便把它拿出来，请锔锅匠修
修，修好了继续用。于是，社会上随之
诞生了锔锅 、锔碗 、锔盆 、锔缸的手
艺，也诞生了手艺高超的锔锅匠。

锔锅匠，有人叫他锔锅的，有人
叫他锔碗的，有人叫他锔盆的，有人
叫他锔缸的，但大多数人都叫他“锔
锅的”。 至于他是哪村哪店的、姓啥
名谁，却无人问津。 只有一些老年人
才叫锔锅的或赵师傅或钱师傅或孙

师傅。 当然，锔锅的也有很特别的行
头。 你看，说着说着锔锅的赵师傅来
了。 他，肩上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两
头是两个木箱， 其中一个大箱的下
半部分是个风箱， 上半部分是个可
以点火加热熔化铜铁的火炉， 扁担
头上挂一面小铜锣和一个小铁球 。
担子另一头的箱子则是几层抽屉 ，
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和大大小

小的铜铁锔钉。 他走在大街上，担子
有时一摇一摆 ， 有时忽闪忽闪 ，于
是， 小铜锣和小铁球就有节奏地碰
撞， 发出很有节奏的丁丁当当的声
音。 同时， 他还以怪怪的腔调吆喝
着：“锔锅来！ ”“锔碗哎！ ”“锔盆哎！ ”
“锔缸哎！ ”“锔锅、锔碗、锔盆、锔缸
哩！ ”他看到有人拿着锅、碗、盆、缸
来，就把扁担放下 ，准备开张营业 。
于是，他拿出工具，摆在地上：锤子、
剪子、锔钉、铁丝、铜丝、钻杆、钻头、
腻子……

锔锅与锔碗、锔盆、锔缸的工艺
是一样的，或者说大同小异。 一个好
的锔锅匠， 大都是把这几样锔活一
肩挑。 锔的过程是，首先，根据接缝
的长短和形态， 判定要把接缝固定
结实需要打上几个锔子。 锔子，又叫
锔钉、扒钉、扒锔、扒锔子。 锔子，有
大、有小。 锔子，有铁、有铜。 锔子，形
状像个四四方方的 “口” 字切成两
半。 其次，在接缝的两边钻出两个两
个对称的小眼， 把锔子的两腿插进
小眼里， 用锤子轻轻地砸牢靠。 最
后，在接缝处抹上白色腻子，接缝也
就不再漏水了 。 有一首小诗写道 ：
“穿街走巷喊声扬 ， 锔锅锔碗锔大
缸；钻眼钉箍灰抹缝，翻新补旧美如
常。 ”这，岂不就是乡村锔匠的真实
写照吗？

常言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
活。 在锔锅、锔碗、锔盆、锔缸中，最
难锔的就是细瓷碗、细瓷碟。 这种用
高岭土烧制而成的细瓷器， 质硬而
脆，加之表面上又涂一层釉，面光而
滑， 铁钻钢钻奈何不了它。 不过，对
金刚钻来说， 却是小菜一碟。 可谓
“一物降一物，石膏点豆腐。”金刚石，
是碳的同素异形体，为八面体结晶，
纯净得无色透明，有光泽，有极强的
折光力， 在自然界是已知的最硬的
矿物质，用它做成的钻头叫金刚钻。
可以这样说， 金刚钻钻起 “质硬而
脆 、面光而滑 ”的瓷器来 ，如同钻豆
腐，轻而易举，轻松自如。 于是，人们
又传，有了金刚钻，敢揽天下瓷器活。
当然，锔小巧的碗碟是用铜锔，锔粗
大的盆缸是用铁锔， 而锔铁锅是用
铜锔或铁锔， 就由各人根据自己的
喜好而定了。

这时， 赵师傅从顾客手里接过
一个打烂的带花细瓷碗， 立马坐在
小马扎上，双膝蒙一块布，用刷子把
烂片刷干净，然后把烂片拼拢端正，
细绳绑定 ，上弓打眼 ，截铜造锔 ，扬
锤敲锔 ，抹上腻子 ，擦拭干净 ，整个
动作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 就这样，
一个被打烂的带花细瓷碗很快被锔

好了。 我看到，那带花细瓷碗上若隐
若现的接缝和锔钉， 闪耀着赵师傅
鲜花般盛开的智慧。

赵师傅告诉我， 当接到顾客的
锅、碗、盆、缸时，要仔细观察和揣摩，
看值不值得修，自己能不能修好？ 如
果已经烂得没法修了，不要贸然修，
对于能修的，也不能要价太贵，毕竟
是旧物修理，你手艺再好，修得再漂
亮 ，但太贵了 ，甚至比买新的还贵 ，
谁修？ 一定要既能修， 又能修好，还
不贵，让顾客心满意足。

赵师傅还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

事，这个故事，多年后我还在一本书
上看到过。 说， 一位老太太来修碗，
一个锔子一角钱， 这个碗要用 10 个
锔子才能修好。 锔匠说， 老太太，花
一元钱你就能买个新碗， 我看还是
别修了。 老太太说，我吃饭都用这个
碗，儿子规定我一顿只能吃一碗，我
的这个碗大，还能吃饱，现在的新碗
小 ，要换成新碗 ，我就吃不饱了 ，只
能饿着。 锔匠一听，二话没说，立马
把碗修好，一分钱不要。 看，这是多
么高尚的职业道德！

现如今，虽然这种锔锅、锔碗、锔
盆、锔缸的手艺已经绝迹了，但我祝
福，勤俭节约的美德永远发扬光大！

曹植、淮阳和鱼山梵呗
范闽杰

我刚到淮阳工作不久，就听说曹植
葬在淮阳。 因为对八斗名士久存敬仰，
便不由增添了几分对淮阳悠久历史的

敬畏。
淮阳思陵的由来

南环路里侧，有两座高大的冢子，南
边最高的一座就是人们常说的曹植

墓———“思陵”。一日闲来无事，与朋友开
车过去参观，算作一种怀古与凭吊。那是
一座满是盗洞的封土堆， 周边是葱郁的
麦田，远处有零星的房舍、村落，更衬托
得他突兀高大，孤独而苍凉。由于缺乏管
理，坟茔上长满了荒草和小树。

据《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太和
六年二月 （公元 232 年），（魏明帝）“以
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 以
陈地的富庶和宜于人居的气候条件来

看，这个册封比着曹丕流放式的封赐算
是非常优渥了，简直就是天上地下。 然
曹植天生就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中的

人，生活待遇的改善并没有给他带去安
慰，他期望的是在有生之年施展自己的
政治抱负， 他最大的愿望是被侄子启
用。 明帝显然不懂叔叔的心事，也许是
懂但故意装着不懂，他最终也没有满足
曹植的鸿志， 只给了他生活的优待、封
地的改善。 这让曹植“常汲汲无欢，遂发
疾薨，时年四十一。 ”曹植薨逝于被改封
陈地当年的十一月，也就是说，曹植真
正在淮阳生活的时间，也就是八九个月
的样子。 曹植死后，获谥号“思王”，所以
今天淮阳的这座陵墓，就叫“思陵”。

到了新地方，遇到新史实 ，我有一
个翻资料的习惯。 抱出《中国历史大辞
典》查阅“思陵”一词，竟发现了这部权
威典书存在的一处明显疏漏。

《中国历史大辞典》“思陵”辞条下，
并不包括淮阳的“陈思陵”，注释的是另
外两座墓葬：“①宋高宗陵名‘永思陵’，
宋人也以‘思陵’称高宗。 ②明思宗陵
墓。 参见十三陵（注释）。 ”《中国历史大
辞典》 中注释的两座思陵都是国家级
的，即皇帝的陵墓，和淮阳“陈思陵”的
墓主有着身份差别，曹植毕竟只是一个
诸侯王。 但辞条列的名称是“思陵”，而
非“帝陵”，单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历史
大辞典》采编是有遗漏的，确实有补正
的必要。 这是后话和建议，我们先话归
正题，探究一下“思”到底应是一个怎样
的“谥”字，竟如此“抢手”，以至于文才
仰止的曹子建都被盖去了历史上应有

的风头。
“思陵” 辞条中， 首先提到的宋高

宗，是南宋的开国皇帝赵构。 这位活了
８１ 岁的长寿老人，说他毁誉参半都已经
是很抬举他了。 他虽有建立南宋的中兴
之功，但任用奸佞佥壬，残害忠良，卑躬
屈膝，对金称臣，伤透了炎黄儿孙的心，
败坏了我们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显非
善主。 其次辞典中提及的明思宗，就是
明朝最后一位亡国皇帝崇祯。 他虽还算
励精图治，仄席吐哺，但冤杀袁崇焕自
毁长城，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吊死煤
山，也绝非什么值得称道的皇帝。 只从
这两个人的简单生平看，“思” 在谥号
中，也不是什么好字眼。

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有一
定社会地位的人去世后，朝廷都会根据
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对其评定
褒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盖棺论定地给
一个中肯评语， 这个评语凝练成几个
字，就是“谥号”。 赐谥有“谥法”，是件很
严肃的事情，宋代学子苏洵有一部《谥
法》专著留世，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谥
号总的说来，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美谥，也叫上谥 ，这是对
逝者的充分肯定和褒奖，所用多是含义
好的字，如庄、武、文、懿、穆等。 第二类
为平谥，也叫中谥，除了用于对平庸无
作为进行评价之外，平谥里还带有很多
同情的意味。 如“惠”代表的是平庸，而
怀、悼、哀、殇都有同情怜悯的意思。 第
三种就是恶谥，也叫下谥，这是一种含
有否定、贬义的谥号，所用的字自然都
是一些含义比较差的字，如厉、炀、灵、
荒。 另外，遇到改朝换代时，后朝统治者
对前朝皇帝赐谥时，还会用到一些带讥
讽意味的字眼， 来表现自己的得意之
情。 曹植的哥哥曹丕，逼迫汉帝刘协将
皇位禅让给自己。 践祚后，得意之余，刻
薄的曹丕送刘协的谥号竟是“孝献帝”，
之外顺帝亦同此意。

根据《周公制谥》的解释：“思：道德
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
思；追悔前过曰思；不眚兆民曰思；谋虑
不衍曰思；柔能自勉曰思；通明爽愿曰
思，深虑远道曰思；念终如初曰思；辟土
兼国曰思；追悔前衍曰思。 ”这些解释中
有褒有批， 但绝没有贬低侮辱的意思，
所以“思”作为谥号应该属于“平谥”范
畴。 纵观曹植一生，不被斩杀，身后能得
此中谥，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因
争王位， 魏文帝曹丕对曹植恨之入骨，
杀他之心都有。 只是曹丕死在曹植之
前，给曹植赐谥号的是他的儿子魏明帝
曹睿。

真不幸中的万幸，“思王”的谥号才
不至于让曹植身后太过难堪。

争储位兄弟反目

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历史地位和贡

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上，其次才是
文学，曹丕亦是如此。 但曹氏父子三人
的文学成就还是无愧中国文学史的，只
是在文学方面曹植才是扛大梁的泰斗。
“玩政治我不行， 文学你们都不行，”曹
植无愧这种句式的当代俚语。 然曹植到
死都对政治抱有希望和热情，这与他放
荡不羁的文人情怀、善良宽厚的人品性
格很不协调，这种两面性也注定了他一
世的悲哀。

有人说曹操在政治上雄才大略，有
人说他是乱世枭雄。 英雄也好， 枭雄也
罢，有一点是不容置疑：如果没有令后人
瞩目的历史成就， 恐怕有关他的褒与贬
都不会在历史上长久流传。董卓、袁绍等
人，开始都比曹操强大很多，最终却烟消
云散，过眼而逝。唯曹操为一代帝业打下
了坚实根基。但如此雄才大略之人，在处
理家务的时候， 居然也没有跳出袁绍的
局限， 终酿大祸， 给家人造成无比的伤
痛，不能不说是曹操伟雄人生中的缺憾。
这个悲剧要从立储说起。

曹植生母卞氏为曹操生育四子，曹
丕、曹彰、曹植、曹熊（夭折）。 曹丕秉性
虚伪阴狠，为众兄弟所不容；曹植和善
才俊，深受兄弟和曹操喜爱。 然根据立
嫡立长的宗法制度，立曹丕为储天经地
义。 曹操偏偏倾向曹植，又迟迟下不了
决心。 正是曹操的犹豫不决，给两兄弟
腾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一帮利益之徒
围绕在兄弟二人左右，密谋策划，拉帮
结党，逐渐形成分别以曹丕和曹植为核
心的两大政治利益集团。 曹植阵营中主
要是杨修和丁仪、丁訥兄弟。 这些人像
疯狂的赌徒，把自己的荣华富贵押在帮
助主子建功立业上，也把自己的身家性
命和家族安危押在主子身上。 今天我们
更多地知道，曹植“相煎何太急”的旷世
绝叹，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争储的过程
中曹植亦曾煞费苦心，志在必得。 这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让曹丕如芒刺在
背，寝食难安。

曹植热衷政治，却没有政治家的深
沉、稳重与专注；其醉心权力，又放不下
文人的激情、浪漫与放荡，就像痴迷角
力竞技的斗士，每每不把增强自己的体
力太当回事，失败是注定的。 在曹植两
次严重酒后失态之后，曹操对他彻底地
失望了，标志性事件就是：曹操毫不犹
豫地斩杀杨修。

杨修的小聪明只是曹操杀他的导

火索，或者说是借口，想要立即平息曹
丕、曹植的储位之争，才是曹操开杀戒
的真正动机。 敝人以为，曹操不过是在
用极端的血腥与杀戮警告身边谋士们：
他已经不能容忍再有人怂恿、帮助曹植
争夺储位了。 不久曹操病逝，“文帝（曹
丕）即王位，诛丁仪、丁訥，并其男口”。

没有了曹操的羁绊，曹丕作为政治
家的凶险歹毒开始猛然发威。 其后，曹
丕对曹植极尽迫害之能也就在所难免

了。
曹植与鱼山梵呗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原地区的？
史乘中普遍认可的是：佛教于东汉明帝
时传入中原。 正史《魏书·释老志》中记
载：汉明帝夜梦金人。 第二天朝堂上，大
臣傅毅释梦称：明帝梦见的是佛陀。 于
是明帝派人西取佛经， 用白马驮回，便
有了洛阳白马寺，也就开了皇家佛教信
仰的先河。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段史实， 还可以得出一个更大胆的结
论：一个大臣能为皇帝以佛释梦，说明
佛教在中原民间早已经开始传播了。 信
徒就包括那位向皇帝 “弘法 ” 的大
臣———傅毅。

梁启超在 《中国佛法兴衰沿革》中
论断：“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
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
国，且分布于各地。 然其在社会上势力
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 …佛法
确立，实自东晋。 ”梁先生的话大抵是主
流观点，但论断“佛法确立，实自东晋”
之前“士大夫殆不知此事”的结论，偏颇
失察也是明显的。 前文中那位大臣傅毅
就是个例子，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就
是———陈思王曹植。

曹植生于西历 192 年，那时佛教传

入中原刚百余年。 但曹植不仅接触到了
佛教，研读了佛经，而且还在此基础上
创造性地启蒙了一项重要佛家礼仪，即
汉化梵呗。

曹丕践祚后，折磨曹植的办法之一
就是流放式的封赏！ 哪贫瘠，哪荒凉，就
把心怀浪漫的弟弟分封到哪里，且等他
经营几年，环境稍有改善后，再次改封
他乡。 魏太和三年，几经颠沛流离的曹
植最后被哥哥封为东阿王，由雍丘（今
河南杞县）迁往东阿。

鱼山是一座只有八十多米高的石

山，位于东阿县城东南 20 公里处。 因山
形似甲鱼，山顶建有渔姑庙而得名。 这
里南临黄河，远倚泰山，可以称得上风
光旖旎。 当然曹植游历鱼山的时候，南
边的河流并不是今天的黄河， 而是济
水。 济水，古河名，发端于河南省济源市
的太行山中。 《尔雅·释水》将济水与黄
河 、淮河 、长江 ，并称远古中国之 “四
渎”， 即四条入海大河的意思。 宋金时
期，黄河决堤泛滥，肆虐的黄河洪水抢
占济水河道入海，济水便消失了。 今天
只留下济源、济宁、济南等古地名，算作
对这条古代大河的一种铭记。

鱼山松风如吟， 济水波浪如歌，鸟
语虫鸣，月流似瀑。 曹植静居其间，超然
物外，宠辱皆忘，其内心的愉悦是可以
想见的。 这正契合了“万行无常，诸法无
我”的佛教无上境界。 所以，即便我们无
法知道曹植是怎么接触到佛教的，但是
他和佛教经典一拍即合的默契是一定

的。 梁启超先生认为：“三国时，刘蜀佛
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 确如此言，
曹植当时看到了一部佛教经文《佛说太
子瑞应本起经》。

诗人的敏感和佛教的禅思，文人的
才情和佛学的玄妙，开始在曹植的胸中
碰撞、融合。 这种碰撞和融合，如果遇到
的是木讷愚钝的凡夫俗子，或玲珑剔透
的文人学士，也就是造就一个虔诚的佛
教徒，或大德高僧而已，偏偏他是曹植，
好在他是曹植。 于是汉传佛教中一种新
的唱诵仪式，在鱼山滥觞，在曹子建横
溢的才华中流淌肇始，那就是梵呗。 曹
植也因此成为中国梵呗音乐的创始人。

曹植在古陈州歇息了！
他浪漫的俗世生活，他伟大的文学

创作，他矛盾的理想情怀，皆停歇于斯。
有人说， 淮阳思陵只是他的衣冠冢，并
非归寝之地；有人说，他的后人按照他
的遗嘱，将他归葬鱼山，那是一个让他
和佛教水乳交融的地方；还有人说他葬
在通许，那里靠近其父“挟天子以令诸
侯”的许昌。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
是他曾到过哪里？ 一个近两千年前的杰
出人物走过的地方，都会因他的足迹而
载入史册，显现出在往昔岁月中非凡的
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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