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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
没有谁不知道麻雀的。 还可以这样
说，即使是短暂到过农村、走过农村
的人，也没有谁不知道麻雀的。

你千万不要小看那小麻雀 ，你
千万不要以为那 小 麻 雀 形 不 惊

人———灰不拉几的羽毛 、 貌不迷
人———绒绒球似的小样 、 声不喜
人———叽叽喳喳的唤叫， 可它还真
的惊动过几亿中国人哩！

也许麻雀们还清楚记得， 也许
其他的鸟们还清楚记得， 就因为小
麻雀，黄村 （先为合作化时期 、后为
公社化时期） 不知多少次在上级的
评比栏里被坐 “拖车 ”，黄村人也不
知多少次被上级干部撸得鼻青脸

肿。 当时的黄村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中国大地上为什么刮起了一股大

风———谁也无法阻挡的大风……
小麻雀虽小， 可小麻雀的生命

力极强。 在豫东，它是最常见、也是
分布最广泛的鸟。 小麻雀是留鸟，不
迁徙，白天很活跃 ，在地面觅食时 ，
双脚蹦跳着前进， 夜间栖息于墙缝
中、屋檐下，或藏身于田野附近的树
洞中、草堆旁。 这种小生灵，虽然是
大自然中的弱者 ， 但特别聪明 、机
智，警惕性高，好奇心强，还很团结。
当有了其他鸟类入侵， 一只麻雀喳
喳报警，其他麻雀闻讯立马赶来，几
十只、几百只地一齐参战，群起而攻
之，直至把入侵者赶出领地。 小麻雀
还有较强的记忆力，知恩报恩。 如果
得到过某人的救助， 它就会对某人
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热情和亲近 ，而
且这种热情和亲近还能持续好长时

间。在豫东，麻雀一般在 3 月份~4 月
份开始繁殖。 每对麻雀每年至少繁
殖两窝，大多繁殖 4 窝~6 窝，每窝能
产 4 个~6 个蛋。 孵化期 14 天，幼鸟
一个月左右才能离巢，随父母飞行、
觅食。 这样，除了冬天外，麻雀好像
总是处在繁殖期， 一年到头地忙忙
碌碌。 有人曾写一首《麻雀》诗，对麻
雀予以描述 ：“未及鸿鹄志气高 ，不
羡雄鹰云中傲。 既是平凡纤巧身，林
间院落自逍遥。 ” 还有人曾写一首
《雪地上，一只麻雀走过》的诗，对麻
雀予以赞颂 ：“趣将雪地当作纸 ，麻
雀脚丫写首诗。 莫问谁人能领悟，春
风读罢满新枝。 ”（抱歉，我忘记了作
者的名字）。

大风，谁也无法阻挡的大风，直
刮得天昏地暗、天旋地转，尤其把身
单力薄的小麻雀刮得随风飘舞 、东
闯西撞、气息奄奄、坠地而亡。

你说 ，怪耶不怪 ，过去 ，打日本
鬼子、打淮海战役 、抗美援朝 ，黄村
人只要听到命令，即使赴汤蹈火、头
断血流、粉身碎骨 ，仍然前赴后继 ，
而对于参加人民公社，则犹豫不决，
尤其是对于打麻雀，更是不解其意，
甚至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不愿往前

走半步。
记不清年月日了， 只记得在合

作化时期，乡里一位干部来到黄村，
召开群众大会， 说是传达贯彻打麻
雀精神。 人们就奇怪，还没有听说过
哪朝哪代打过麻雀哩。 男女老少争
先恐后来开会。 乡里那位干部姓苟。
人们一听就笑，纷纷调侃。 因为，“狗
皮袜子没反正”， 这个 “苟” 与那个
“狗”容易串一块儿。 时间长了，人们
就叫他 “苟财粮”（做财政和粮食方
面的工作 ）。 苟财粮摇晃着大巴掌
说，小麻雀吃咱的粮食，祸害咱的收
成，上级将麻雀定为四害的老二（四
害是老鼠 、麻雀 、苍蝇 、蚊子 ），从现
在开始，全国开展消灭四害运动。 不
过，人们对老鼠 、苍蝇 、蚊子没有异
议，而对麻雀却不认同。 有人说，麻
雀夏秋吃虫子、冬春吃草籽，吃麦吃
谷的时间很短很短，几天十几天吧，
让它吃一点也无妨。大家就笑。苟财
粮开过会就匆匆走了。

苟财粮又来了。 记得是在 1958
年 4 月，他仍然摇晃着大巴掌，口吐
白沫，说，围歼聚歼麻雀的运动如火
如荼，四川省走在最前边，三天消灭
麻雀 1500 万只，捣毁麻雀窝 8 万个，
掏出麻雀蛋 35 万个……北京、上海、
天津、郑州全都发起了冲锋，我们黄
村再也不能落后了……

苟财粮又来了。 记得是在人民
公社成立后，他还是摇晃着大巴掌，
传授外地打麻雀经验， 喉咙都喊哑
了。 他说：“这边喊，那边叫，摇红旗，
放鞭炮，打锣鼓，吹洋号，掏雀蛋，捣
雀巢，支筛盖，拉绳套，放烟熏，点火
烧……叫麻雀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
门、 断子绝孙， 让领导们找不到雀
巢 、看不见雀影 、听不到雀叫……”
结果呢？ 黄村人仍然没有任何行动。
黄村的工作还能继续坐“拖车”吗？

多年之后， 普通的人们才恍然
大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
生物学家建议“麻雀是害鸟，应当捕
灭”， 毛主席认为麻雀以谷物为食，
影响农业生产， 便将麻雀定为四害
中的老二，号召开展除四害运动。 然
而， 却遭到了大多数生物学家的反
对。 1960 年 3 月，毛主席指示，麻雀
不要再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
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轰轰烈烈
的打麻雀运动宣告结束。

黄土地上的小麻雀哟， 其命运
起起落落。 虽然它在谁也无法阻挡
的大风中没有被除掉， 而日渐兴盛
的化肥 、 农药却欲将它送上不归
路。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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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氏“始乘桴”渡河
常全欣

要说周口的历史，人祖伏羲必须作
为开篇。 而周口大地上的航运史，也要
从伏羲氏开始说起。

远古时代，先民将四条独立入海的
大川及其八条支流称为 “四渎八流”。
周口大地上的颍水就是 “八流 ”之一 ，
视为中华文明的滥觞。 颍河流域是中
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上游有夏
朝都城遗址， 下游有中国第一座古代
城市淮阳宛丘古城。 伏羲氏就是最早
活动于淮河流域豫东一带， 也就是今
天周口大地上的“三皇”之一。 《左传》
记载：“陈，太?之虚也”。 “陈”就是淮
阳，在颍水之滨。

为什么选择陈？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是靠近颍水。 伏羲氏生活在相当于半坡
氏族的母系氏族繁荣的时代。 郭沫若主
编的《中国史稿》介绍，“当时人们建造
村落，都是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
成的阶地上，或者在两河汇流处选择较
高而平坦的地方”。 傍水而居，就渐渐
成了远古水运起源的重要因素之一。

依水定居下来后，古代人们在生产
和生活与大自然的斗争中，经过世世代
代的长期观察、摸索和实践，看到树叶
落到水里会漂浮在水面上，被风吹断的
树枝、树干、竹子等到水里也不会下沉，
“观落叶因以为舟 ”“见木浮而知为
舟”， 逐渐认识到水的浮力和物体的浮
性。 久而久之，渐渐懂得了利用瓠和木
头渡河，开始有了水上交通活动。

《物原》记载：“燧人氏以瓠济水，伏
羲氏始乘桴（即小筏）”。 燧人氏抱着葫
芦和大木头漂浮过河，而伏羲氏发展到
了“乘桴”渡河，生动地说明了渡水工具
历经改进的过程 ， 可谓是一大进步 。
“瓠”是葫芦，“以瓠济水”是说古人为了
使生活得到改善，抱着葫芦或树干作为
浮具，到深水去捕鱼。 《尔雅》记载：“桴、
栰（通“筏”），编木为之。 大曰栰，小曰
桴。 ”传说伏羲氏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牲
畜，“伏羲氏始乘桴”，桴就是用许多竹、
木并排编扎成的小筏，它不仅比瓠和大
木头的浮性更大，而且取材容易，制作
简便，重心低，稳定性好，吃水浅，着水
面积大，不易落水和颠覆，不怕水浅流
湍，载重量也增加了，应用面也就更广，

涉水过河更加方便。
《易·系辞下》记载：“伏羲氏刳木为

舟，剡木为楫，舟楫水利，以济不通，致
远以利天下”。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伏羲
氏是第一艘独木舟的发明者。 在一些文
献记载中，有说番禺，有说轩辕，有说工

佳，有说伯益。 其实，关于独木舟的发
明，决非是某一人所为，而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不管谁的发
明，“变乘桴以造舟楫” 的时代来了，周
口大地上出现了舟楫之利，航运萌芽初
启，曙光显现。 ②8

������编者按：建设“满城文化半城
水，内联外通达江海”的中原港城，
是市委、市政府在周口经济社会发
展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标志着周口航运迈入新的发展
时期。 周口这片古老的大地，有着
悠久的航运历史， 从先秦时期开
始，航运从未间断，并在一定时期
辉煌鼎盛，为豫东大地带来无限荣
光。 《周口文化》特别策划，推出周
口航运史话系列，借助史志文献资
料，帮助读者穿越时空，领略周口
大地上曾经发生的航运往事，进一
步激发周口儿女建设中原港城的

无限动力。

周口航运史话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