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亭莲舫：千载芳踪说子由
耿险峰

五

论诗谈笑卧病前 空留吊客一潸然

《淮阳县志》记载：
“宗易少时勤学不倦，爱习诗，效白

居易诗风。 庆历年间, 宗易官至太常少
卿，为官清正，民皆称道。 ”“患疾归里，
多交往名士， 与宰相晏殊相知尤深，并
常与苏辙赏景赋诗……”

宋时官吏李简夫，名宗易，陈州人。
“年三十有二，官于宛邱”的苏辙，在陈
州得以结识故吏李简夫， 彼此相知、相
游，赏景赋诗，成为莫逆之交。

乐莫乐兮新相知。 苏辙“辟陈州教
授”时，太常少卿李简夫已主动请辞、悠
游林泉十六年。 李简夫家有秋园，园中
筑有葆光亭，李“携壶命侣，无一日不在
其间”，苏辙“间而往从之”（苏辙《李简
夫少卿诗集引》）既有题赠相赋，又有次
韵作答。

迳草、庭花、石台、小亭、野色，成为
苏李留恋处，有瓢饮、有笑谈，似天光云
影，在苏辙诗句中徘徊：

迳草侵芒鏎，庭花堕石台。
小亭幽事足，野色向人来。
坐上乌皮几，墙间大瓠。
老成无不可，谈笑得徘徊。
———苏辙《题李简夫葆光亭》
秋色、秋花、秋日，悠哉之情弥漫诗里：
秋色岂相负，小园仍有花。
绕栏吟落日，拾经得残葩。
菊细初藏蝶，桐疏不庇鸦。
游欢须作意，霜雪仅留槎。
———苏辙《次韵李简夫秋园》
识公、识心、识诗风，钦羡之意散见

词间：
平生谈笑接诸公，

归老身心著苦空。
往事少能陪晤语，
新诗时喜挹清风。
形骸摩诘羸偏健，
笔札西台晚更工。
笑我壮年常苦病，
异时何以作衰翁。
———《赠李简夫司封》
得闲、得眠、得清净，苏辙闲暇语笑

几杖前：
十五年来一味闲，
近来推病更安眠。
鹤形自瘦非关老，
僧定端居不计年。
坐上要须长满客，
杖头何用出携钱。
未嫌语笑妨清静，
闲暇陪公几杖前。
———苏辙《次韵李简夫因病不出》
苏辙喜其人，更赞其诗，称其句“新

诗时喜挹清风”“笔札西台晚更工”。 （苏
辙《赠李简夫司封》）这在李简夫现存世
的三首诗作中，窥见苏辙评价的中肯：

其一

《重建羊太傅祠和王原叔句》
叔子祠荒岁已深，
异时贤守重登临。
岘山岑寂瞻风概，
汉水灵长想德音。
奉诏始闻新缔葺，
有知那复叹湮沈。
又刊翠琰留南夏，
先后功名照古今。

其二

《静居》
大都心足身还足，

只恐身闲心未闲。
但得心闲随处乐，
不须朝市雨云山。

其三

《闲居有感》
进退荷君恩，孤怀岂易论。
以闲销日月，何力报乾坤。
架上书千卷，花前酒一尊。
相持两成癖，此外尽忘言。
造化弄人，苏李二人相交一年有余，

李简夫即驾鹤仙去，留下挚友苏辙孤旅
陈州：葆光亭尘满塌，无人来讲禅。 苏辙
潸然泪下，痛作《李简夫挽词二首》：

其一

老成浑欲尽，吊客一潸然。
遗事人人记，清诗句句传。
挂冠疏傅早，乐世白公贤。
叹息风流在，埋文得细镌。

其二

归隐淮阳市，遨游十六年。
养生能淡泊，爱客故留连。
倾盖知心晚，论诗卧病前。
葆光尘满榻，无复听谈禅。
在李简夫过世之后，苏辙从其后人

手中得其诗集，追思以往，为其手书《李
简夫少卿诗集引》：

熙宁初，子徙张公安道以弦诵教陈
之士大夫。 子独以诗书讽议窃禄其间，
虽幸得脱于简书，而出无所与游，盖亦
无以为乐也。 时太常少卿李君简夫归老
于家，出入于乡党者十有五年矣，间而
往从之。 其居处被服，约而不陋，丰而不
余。 听其言，未尝及世俗：徐诵其所为
诗，旷然闲放，往往脱略绳墨，有遗我忘
物之思。 问其所与游，多庆历名卿而元
献晏公深知之。 求其平生之志， 则曰：

“乐天,吾师也。 吾慕其为人，而学其诗，
患莫能及耳。 ”予退而质其里人，曰：“君
少好学，详于吏道，盖尝使诸部矣。 未老
而得疾，不至于废而弃其官。 ”其家萧然，
餤粥之不给， 而君居之泰然……陈人喜
种花，比于洛阳。 每岁春夏，游者相属弥
月。君携壶命侣，无一日不在其间……晚
岁，其诗尤高，信乎其似乐天也。 子时方
以游宦为累，以谓士虽不遇，如乐天，入
为从官 ，以谏争显 ，出为牧守 ，以循良
称，归老泉石，忧患不及其身，而文词足
以名后世，可以老死无憾矣。 君仕虽不
逮乐天，而始终类焉，夫又将何求？ 盖

予未去陈而君亡……君之孙宣德郎公
辅以君诗集来告， 愿得予文以冠其首。
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惧不能蹈
也，故具道畴昔之意以授之。

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 苏辙又将
李简夫诗稿辗转托呈苏轼鉴赏，兄长得
其诗稿，对李简夫平淡超逸的诗风甚是
推崇，为之书叙：

孔子不取微子高，孟子不取于陵仲
子，恶其不情也。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
以求之为嫌； 欲隐则隐， 不以去之为
高。 饥则叩门而乞食， 饱则鸡黍以迎
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李公简夫以
文学政事有闻于天圣以来， 而谢事退
居于嘉之末、熙宁之初。 平生不眩于
声利，不戚于穷约，安于所遇而乐之终
身者，庶几乎渊明之真也。 熙宁三年，
轼始过陈，欲求见公，而公病矣。 后二
十年，得其手录诗七十篇于其孙公辅。
读之， 太息曰：‘君子哉若人， 今亡矣
夫！ ’ 元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苏轼
《书李简夫诗集后》）②8

（未完待续）

牛儿还在西北洼吃草哩

王天瑞

������“笛儿悠悠吹，云儿轻轻飞，骑着
牛儿趟着水，赶着夕阳把家回……”

现在， 要是给小孩子和年轻人
讲起放牛的故事， 还要对放牛作出
一番解释，不然，他们对放牛的故事
就听不大明白。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
别说给年轻人， 就是给小孩子讲放
牛的故事， 也无需对放牛作任何解
释，心里都明镜似的。

爱闹笑话的老黑曾问孩子们 ，
我为啥黑？谁知道我为啥黑？孩子们
就笑、就摇头、就无言以对。 老黑一
辈子没有上过学， 也就一辈子没有
起过大名。 他从记事起，就放牛，就
从早到晚站在太阳地里放牛， 一直
放到入社———人入社、地入社、牛入
社了，才不放牛，咋能不晒黑哩！ 他
小时候，人们就叫他小黑 、黑孩 、黑
蛋、黑牛 ；年老了 ，人们便顺其自然
地按辈分叫他老黑 、大黑 、黑弟 、黑
哥 、黑叔 、黑伯 、黑爷爷……多年以
后时兴办身份证， 他身份证上写的
才是王黑。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黄村农家相继有了立足之地， 有了
耕牛。 但是，大多数农民还是刚刚逃
荒归来，缺屋、缺粮 、缺草 、缺工具 ，
在哪里喂牛？ 用啥喂牛？ 都困难重
重，但是，这也只能由各家各户自寻
门道了。 老黑记得，那天，爹把牛绳
交到他手里，又塞给他一根牛鞭，指
了指西北洼，说，放牛去吧！ 老黑问
爹，你去不去？ 爹说，不去。 老黑问
爹，走哪条路？ 爹说，牛知道，你跟着
牛走。 老黑又问爹，啥时候回来？ 爹
说，你晌午去时带着馍和水，后晌日
头剩两杆子高时就回来。 不过，那是
哪一年 ，老黑几岁 ，已记不清了 ，只
记得年龄很小。老黑是 1944 年 12 月
生人，大概五六岁吧。 从此，只要牛
儿没活干，老黑就到西北洼去放牛。

西北洼很大、很静、很荒，离村很
远。 老黑赶着牛儿来到洼里，孤孤单
单，只能听到蚰子 、蛐蛐叫 ，只能看
到天蓝、云白 、鸟儿飞 ，心里就很害
怕，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害怕得直想
喊娘、直想哭。 还好，一会儿又来两
三个放牛的小朋友，虽然不认识，总
算有了仗胆的， 身上的鸡皮疙瘩也
就下去了。 开始放牛， 老黑没有经
验，他怕牛跑了 ，一直牵着牛绳 ，有
时他走、牛跟着，有时牛走、他跟着。
放了一阵儿，他觉得牛很老实，就把
牛绳松松地缠在牛脖子上， 拍了几
下牛脖子，意思是说，吃草去吧！ 牛
走以后，老黑就向小朋友身边凑去，
想搭搭话。 其实，小朋友也想和老黑
套近乎。 这样，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
友。

一天， 爹送给老黑两件珍宝，一

个是铜铃， 一个是哨子。 按爹的嘱
咐，老黑把铜铃挂在牛脖子上，牛一
走动，铜铃就丁当丁当响，牛走到哪
里，不用看就知道。 哨子就是命令，
驯服牛听哨子指挥，哨子一响，牛就
走过来。老黑想，爹真能！爹会放牛！
老黑把他的经验介绍给小朋友 ，小
朋友们都买了铜铃和哨子。 到后晌
日头剩两杆子高时， 大家就循着铃
声去找牛，再吹吹哨子，牛们就自觉
主动走过来。 又一天，突然发生一件
奇怪事， 几个小朋友都吓哭了。 那
天， 刚刚晌午， 大大的太阳越来越
小，天空越来越黑，小朋友们赶紧找
牛吹哨子。 刚刚把牛牵到手，天空突
然全黑了， 看不见了天， 看不见了
地， 看不见了西北洼， 小朋友们就
哭、就叫、就喊娘。 他们以为天塌地
陷了。 一会儿，太阳又慢慢出来了。
后来 ，他们才知道 ，那天 “日全食 ”
了。

那是一个星期日下午，王老师休
息，溜达到西北洼，见到几位放牛的
小朋友，来了兴致，就讲起王二小的
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出了一
位闻名的抗日小英雄王二小。 王二
小牺牲时才十三岁。 在日本鬼子扫
荡一条山沟的时候， 为掩护几千名
老乡和干部， 王二小不顾自己的生
命危险， 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
伏圈。 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
小挑在枪尖， 摔死在一块大石头的
上面。 老乡和干部脱离了危险，王二
小却牺牲了， 他的事迹很快传遍解
放区。 接着，王老师又教几位小朋友
学唱《歌唱二小放牛郎》：“牛儿还在
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
子王二小……” 风风雨雨， 坎坎坷
坷，几十年后 ，虽然老黑不识字 ，却
仍能熟唱歌颂王二小的歌。

老黑小时候放牛时，还曾遇到这
样一件事。 一个放牛小朋友，看到人
家天天背着书包去读书， 羡慕之心
油然而生，给爹说，他要去读书。 爹
立马同意。 可到了星期天，当时学生
不布置家庭作业，他仍然去放牛。 那
天，天色已晚，放牛的小朋友都回家
了，他的牛也回家了，他却读着书读
着书睡着了，当醒来的时候，已是星
星满天，便嚎啕大哭起来。 正巧，爹
娘顺着哭声找到了他……这位当年
贪婪读书的放牛小朋友， 现已退休
多年，每当讲起这个故事，他自己也
不由哈哈大笑。

人民公社风起云涌 。 人入了
社、地入了社、牛也入了社。 老黑不
再放牛了。那年，老黑 14 岁。 不过，
老黑仍能看到 ，牛儿还在西北洼吃
草哩！ ②8

从档案看淮阳朝祖会
岳霄

������春寒料峭中的二月二，淮阳羲皇故
都朝祖会万人鼎沸。

你可曾知道，这场伏羲文化的盛会
在众多档案和文献中，无论是称为淮阳
朝祖会，或者太昊陵庙会、二月二庙会，
无数的文字一笔一画都在纸墨间印鉴

淮阳千年的传奇。
太昊伏羲氏，较早以“龙”的形象出

现。 《山海经·海内东》曰：“雷泽中有雷
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 ”关于庙
会最初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礼记·
月令》：“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高媒”。 古
代皇帝祭祀称太牢， 高媒指伏羲和女
娲。 意思说大型的祭祀场合，有男女集
会，为了繁衍生息。 《周礼媒氏》中也有
此类记载。

宋之前，伏羲太昊陵没有很大的影
响。 1991 年出版的《淮阳县志》记载，宋
建隆元年（960 年）赵匡胤亲颁“修陵奉
祀诏”，每年春秋举行祭祀。 太昊陵庙会
渐具雏形。 明洪武四年（1371 年），朱元
璋掀起祭祀之风，此后庙会逐渐热闹。

民国时期，蔡衡溪等人编撰《淮阳风
土记》、民国五年（1916 年）《淮阳县志》、
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年）《淮阳县志》都
有庙会概况记录。 特别是民国二十三年
（1934 年）《陈州太昊陵庙会概况》一书，
作者郑合成，调查记录最为详尽。

序言写：“淮阳太昊陵庙会，会期一
月，商贾云集，举凡豫东农工商医所用
之物，恒取购于此。 ”“河南省立杞县教
育实验区与淮阳师范在本年庙会期间，
做整个的调查，以期明了其状况来作实
施教育的依据，并由实验区干事郑君统
九将调查所得，分纲列目赤裸裸地叙述
出来，给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者一个真切
的参考，尤其将农村的交易形态且一个
偏僻地方的庙会交易， 介绍给大家，对
社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系记载
豫东农民活动之实况也，亦研究农村问
题之良好资料，其有益于吾人办理乡村
教育者，岂浅鲜哉！ ”

书中从太昊陵概况、 周围交通、人
数、商业、游艺、民间歌谣、庙会管理和
税收等多方面还原了当时景象。 比如人
数估计，“根据每日乘船人数、北关大路
行客人数、其他路上人数、北大关居留
人数四项统计之和，每日约在十万人以
之上。 此为最草率、最低限度的估计，若
真的实做调查，或尚不止此数。 ”

对于商业记录最细致。 “太昊陵商
业的性质， 是一种普通日用品的交易，
任何特殊的东西都见不到。 妇女用的剪
刀、针、衣扣、布匹、手套，固然都可以买
得到 ，便是农事用的柳斗 、犁 、锄 、钯 、
镰、钩，小儿玩具如刀枪剑戟、口笛、皮
球，甚至医药所用的灰鼠、苇根等也都
可以买得到。 ”“全庙内外共凡八条大
街， ……卖什么东西的常常集聚在一
个地方售物，其他没甚新奇。 惟有纸烟
一项 ，都是本地烟叶卷成 ，随卷随卖 ，
可谓本乡本色，每五十支作一捆，售价
六十枚， 销路极佳。 ”“物品的交易方
法 ，都是直接交易 ，并没有中间人 ，从
中取利。 ……卖者都是些乡间人，没有
做买卖的经验和知识， 所以索价谈判，
都是直出直入，不会恭维，不会客气，也
不会吹嘘自己物品怎样好、怎样强。 ”并
附各街商业统计表、商业分类表、摊铺
统计表。其中，全城饭馆 160 家、茶铺 37
家，仅在蔡河南街就有饭馆 30 家、茶铺
14 家。

作者郑合成在淮阳调查了 15 天 ，
他将每天的人员分工、调查过程和偶尔
生活苦乐、心绪所想写成日记，也收录
在书中。 下面摘录一些：第一篇，三月三
十一日，他早上十时从杞县乘汽车下午
四时到淮阳，接他的是淮阳师范教务主
任李华民，随后进学校。 “忆二年前，余
在此教授社会科学时，每于课完后邀同
仁二三 ，或绕城垣 ，或至濠滨 ，兴之所
至，高声唱和。 绝未料二年后仍能因公
来此。 回忆往昔，油然而生一种不可言
传之感想。 ”第七篇，四月六日，“今日大

热 ，满身均汗 ，无处休息 ，乃往玩虎者
场，在阴凉中停立休息，有一巨蟒，长约
丈五，粗径五寸许，体伟，状极活泼。 ”最
后一篇， 四月十四日，“汽车尚不拥挤，
十一时车开， 经太昊陵东天门至东华
门，有灰衣兵士数百人，置枪坐地。咦!此
种害民野兽，何竟死而不绝也！ ”

有趣的是，郑合成编写的《战时经
济》一书，曾经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纳为教材，
不知他心里是否五味杂陈。

抗战期间，庙会人数骤减，商业衰
败，文史鲜有记载。

1952 年 3 月，《河南日报》刊发陆云
路编写的通讯报道 《淮阳的古会变了
样》。 文中写：“淮阳北关的太昊陵庙会，
来自开封、商丘、界首、许昌、周口等十
四个城市十九种行业八百六十三户商

民，供应了大批货物。 三十四户竹业商
的货物销得一干二净； 铁货推销也很
快， 郭玉兴二十四天做了六百万元生
意；牲畜交易量打破淮阳历来的最高纪
录，平均每天成交三百头，最多时一天
成交五百六十头， 粮坊的生意更好，我
问了一个坊子，十天内仅秫秫就卖了五
万斤。 北关一个皮条货（农用的绳套、鞭
梢等）商人，一天就卖了十三张牛皮的
货物。 门市上每天营业额还增加一倍。
为什么这些货物销得这么快呢？ 皮货商
人王培初说，往年土地集中在几个大地
主手里，买货的只是他们少数人，现在

土改啦，乡里农民都分了地，谁都少不
了绳套和皮鞭， 所以我的生意就好起
来。 ”

1986 年出版的图书 《文化小百科》
有一篇《太昊陵古庙会》。 文中写：“在这
一年一度的物资、文化大交流、大展览
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售电子计算器者与
相面人挤推；西装革履油头长发的青年
与大衫马褂的长者同行；电视放映与拉
洋片竞争；大波浪式的披肩烫发与圆宝
纂比美；交谊舞与担经挑斗胜；泥泥狗
与洋娃娃竞雄…从这些光怪陆离的现
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又是一个新旧
交替的时代坐标。 ”

除了众多的文献典籍，在我市档案
馆可以检索到一些关于太昊陵和庙会

的文书档案。
1949 年 12 月， 淮阳专署和淮阳军

分区联合发出布告， 严禁破坏太昊陵，
坚决保护， 并饬令专署农场具体负责。
淮阳专署成立“羲陵保管委员会”。 1956
年 8 月 28 日， 河南省人民委员会下发
《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太昊陵被
公布为第一批保护名单，同时列入的还
有岳飞书《出师表》碑。 1957 年秋，建立
太昊陵人民公园。 1977 年 8 月 31 日，淮
阳县革委下发淮革字（77）40 号文《关于
批准文化局维修太昊陵计划的通知》。

1979 年 2 月 16 日， 淮阳县革委下
发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告》将
太昊陵列为本县重点保护对象。17 日发
文《加强对太昊陵古庙会管理的通知》。
1980 年 3 月 18 日， 恢复太昊陵物资交
流大会，淮阳县成立大会指挥部。 1982
年 12 月，省物价局、省文物局同步发文
豫价市字 （1982）第 108 号和豫文物字
（1982）第 160 号，对淮阳太昊陵门票定
价为“票价五分”。 2000 年周口撤地设
市至今的 19 年里， 人民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我市物价部门、发改委多次发文
对太昊陵门票提价。比如，2001 年 10 月
2 日， 门票由平时每张 5 元提高到 15
元， 农历十五、 二月会期间每张 5 元。
2004 年 12 月 1 日，平时每张 15 元提高
到每张 30 元，农历十五、二月会期间由
每张 5 元提高至 10 元。

此外，市档案馆中还有一份书法题
词的实物档案极其珍贵。 1997 年 6 月
26 日，国务院副总理朱基视察太昊陵
并以书法在宣纸上题词 “羲皇故都”两
份，我市收档保存一份，省档案馆保存
一份。

纵观历史，无论是文献典籍还是档
案，都像一个车痕轨迹，清晰记录着太
昊陵朝祖会的变迁，引领我们在历史传
说、经济商业、人文风俗中穿越对话，思
维激荡。 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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