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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闽杰

投笔从戎
二!淮宁生活

袁世凯生于项城袁寨!下野后寓居彰

德府"今河南安阳#!死后也葬在那里$现在

要叙述袁世凯在淮宁的生活!不熟悉的朋

友会一时转不过弯来!搞不明白这三个地

名的关系!所以要先做一下铺垫$

项城%淮宁&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

县名!明清时同隶属于陈州府&古地名!

今已不存#!所不同的是淮宁县城是陈州

府原来的治所地$ 陈州府的名字今天虽

然已经不存在了! 但他的辖区范围和今

天河南省周口市所涵盖的行政区划大致

相同!只是治所地早已从淮宁&以后均称

今天的县名'淮阳()搬到了周口$ 周口这

个地名由淮河支流沙颍河上的 '周家渡

口(!再'周家口(!最后'周口(!逐步简化

而来$ 所以!我和袁世凯算是同一个地级

市的老乡!都是周口人$ 说起来!只要出

了河南!我向别人介绍自己的籍贯之后!

总要伴随一个尴尬!被认为是北京人$ 真

不知道他们这时是羡慕我!还是在骂我!

总感觉表情怪怪的$ 我只好耐心地给他

们解释*我不是自豪感满满的'北京人(!

更和周口店尚未进化完全的'北京猿人(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和他们只是地名

巧合$ 说实话!每到这时!我都会更加郁

闷地想一个问题* 我的家乡为什么不能

恢复那个响亮% 且饱含文化和历史典故

的古称+++'陈州(,

自古想法总要和权力结合起来才能

最终成为有用!否则说是白说!想是瞎想$

凡事想明白了!也就不怎么郁闷了$

这里先略微介绍一下袁世凯的家事$

袁世凯生父袁保中是袁家'保(字辈中的

老大!袁世凯是保中的第四子$ 袁世凯出

生时!叔叔袁保庆的儿子刚刚夭折$ 保庆

的妻子牛氏奶水很是充足!便把袁世凯要

过去乳养! 以解袁世凯生母奶水不足问

题$ 一来二去的哺乳中!牛氏对袁世凯日

渐生情!疼爱有加$ 对此老哥俩自然看得

清楚$ 袁保中虽捐了五品同知!但一直在

家协助叔叔袁重三管理家族事务!是个太

平乡绅!能把袁世凯过继给入仕做官的亲

弟!也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哥俩一拍即合!

袁世凯便被过继给保庆为嗣$ 袁保庆后官

至江宁盐法道$

袁世凯六七岁便跟随嗣父在大都市

间流荡$先是济南!再是扬州!最后江宁&今

江苏南京#$ 嗣父死于任所后!袁世凯扶柩

回到老家袁寨$ 那年叔父袁保恒从西征前

线回家省亲!发现袁世凯在众子侄中气度

不凡!'善于应对(!隐觉此子堪可造就$ 鉴

于项城老家教育落后! 且无人约束袁世

凯!就又把他送到北京家中!暂由弟弟袁

保龄代为管教!在家学里读书$ 袁世凯在

北京的家学中又待了四年$

袁保恒死后!袁家没有了可以在外支

撑场面%在内吼住家人的权威人物!分家

就成为一种化解家族矛盾的最好办法$ 陈

州治所地淮阳历来是豫东政治% 经济%文

化%军事重镇!九省通衢!名流汇聚!店铺林

立!商贾云集$ 袁世凯本就不习惯项城袁

寨的贫穷偏僻!又分得祖上袁甲三留在淮

阳城中的一处带私家花园的豪宅!便带上

家人迁居淮阳$ 当时随袁世凯在淮阳居住

的家人除幼子袁克定之外!再就是七八个

老老少少的女人了$ 嗣母牛太夫人和两位

姨太太%命运多舛的二姊和三个年幼的妹

妹及妻子于氏$

从-袁世凯全集.中的家书看!袁世

凯早期的信函多半都是写给二姊的!她

也是袁世凯除两位母亲及长辈之外特别

恭谦礼让!敬重有加的女性!袁世凯在家

信中称赞她*'芳名彰于天家! 懿范垂于

后世(袁保庆有五个女儿!长女嫁与商城

郡望杨氏$ 二姊!袁让!自幼由父亲袁保

庆做主许配给武陟望族毛家$ 家翁毛亮

熙!进士出身!伯父毛昶熙更是了得$ 毛

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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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旭初!道光进士$ 因

在籍办团练! 随僧格林沁平捻有功授礼

部侍郎!后又历任工部尚书%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上行走%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

士%兵部尚书$ 但再优好的境遇!得有福

享受才是属于你的! 袁家二姊却属于性

情刚烈!心高要强!却命运不济的女人$

夫君从小体弱! 没等袁家二姊过门就撒

手人寰$ 那年二姊十七岁!却同意为夫守

节$ 两家商定先为两人办婚礼! 正式迎

娶!新娘三天回门完毕后!再办丧事$ 偏

偏这时同治皇帝驾崩! 大丧期间不得不

得行吉礼! 二姊红妆霞帔抱夫君牌位典

礼的愿望也最终成了泡影$ 一顶蓝布小

轿将素装惨淡的二姊抬到夫婿的灵柩

边!就算成了亲!开始守寡$

办完亡夫的丧事! 二姊按两家的约

定回娘家侍奉牛太夫人%照顾三个小妹%

课导幼侄克定$ 袁世凯所以能全力以赴

地去北京求学%山东从军%朝鲜远宦!全

赖有袁家二姊替他榻前行孝!独执家事!

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袁世凯对二姊的

信任和依赖在他的家信中表述的更是淋

漓尽致$ '吾姊大人如必赴北!弟将夜不

安枕矣//陈寓赖以治家者与奉养者!

二姊一人而已$如离陈郡!弟心何安$ (袁

世凯将一家老小留在淮阳!留给了二姊!

二姊也可谓殚精竭力$ 母亲牛太夫人染

重疾!二姊自断手指合着草药煲汤医母$

终其一生!袁让自己是不幸的!但她可以

自豪于帮助弟弟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她

目睹了弟弟人生%宦海的起起落落!为他

担忧!为他骄傲$ 民国初!袁让病逝于彰德

养寿园$

袁世凯从小就不是一个自甘平凡!循

规蹈矩的孩子$ 带领家人到淮阳县城生活

后!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是家里的主事

男丁!自然也就成了一家之主$

为了能迅速在陈州府地立住脚!根植

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关系!袁世凯自掏腰包

在自家豪宅里成立了两个文社!'丽泽山

房(和'勿欺山房($ 召集当地的文化名流!

定期在一起谈论诗文!切磋制艺!'分门讲

习(!而这一切全由他袁世凯'捐资供给食

用($ 陈州名流严汝诚%任镇南%高景祺%钱

松韵皆为文社常客$ 连当时的陈州知府!

晚清著名才子吴重熹也因此和袁世凯过

从甚密!两人虽有辈分上的差异!但并不

影响两人的忘年交情$ 一些家贫清苦的寒

门士子!更是趋之若鹜!甚至相依为生$ 当

时家道中落!以举人身份在淮宁县衙办文

牍的徐世昌!也是在这个时候慕名找到袁

世凯的$徐世昌以'游别墅(为名!私闯袁家

豪宅!与正在仰山堂用功读书的袁世凯相

识!两人一番交谈之后!彼此倾慕!相见恨

晚!义结金兰$ 于是徐世昌兄弟当年进京

赶考的川资有了着落0袁世凯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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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赚来一个坚定的政治盟友!受益终

身$

当时在淮阳相聚%结拜的袁世凯和徐

世昌怎么也想不到!未来他们将创造中国

历史上的两个第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

人总统和第一个文官总统1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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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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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村头破败小屋里住着颤颤

巍巍的老人时! 我的心中就会隐隐作痛0

每当课堂上凭我怎么说学习很重要!但仍

然有那么多沉迷手机游戏而不愿意抬头

的学生时! 我就会感觉到那样无奈和失

败0每当媒体上报道某高官因家人行为不

端而落马甚至走向犯罪时!我都会想中央

反腐力度和决心那么大!难道对他们就没

有威慑力吗, 我们的社会在快速发展!在

物质比较丰富的今天好像缺少了某些精

神层面的东西$ 随着央视 '新春走基

层+++家风是什么( 系列报道的播出!家

风重进人们的视野$ 同时!各地中高考结

合这一社会热点!以选择题%辨析题%活动

探究题等形式加以考查!引导人们在快速

发展中不要遗忘我们的精神家园!不能忘

记我们文化的根脉+++好家风$

时代快速前进!伦理不断改变!人们

要想更有序的生活! 应该寻找群体精神

上的依靠$ 追问!是为了反思0反思!是为

了寻找$ 反思我们缺失的精神追求和价

值追求!寻找全民族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家风是什么(实则是寻根+++寻找中华

民族文明的根脉$ 今天!我们重谈家风是

时代的呼唤$

孩子成才需要好家风

从古至今! 我们都很重视对子女的

教育!新时代的孟母比比皆是$ 现代人好

像更多地把子女成才寄托在学校教育

上!寄托在老师严格管理上$事实上!家庭

教育对一个人的成才是不可或缺的!是

非常重要的$ 因为家是每个人成长的第

一空间! 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烙有家风

的印记!家风作为一种最基本%最直接%最

经常的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

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

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

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

人处世及生活习惯等等$

社会和谐需要好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风作为一种

文化!对家庭成员有潜移默化%持久深远

的影响$ 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在一个具

体的家庭里成长和成熟! 一个人的人格

形成与他&她#所处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凡事要有'风(和'规(!一个家

庭!如果没有良好的风气和规矩!如果长

幼无序%任意随便!既不守国法又不重道

德!甚至怄气打架!家庭成员之间就会缺

乏温情$ 良好家风才能使得家庭成员之

间和睦相处%关爱有加$ 良好家风能提高

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 培育良好社会风

尚!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官场清正廉洁需要好家风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尤其是官员!

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为子孙谋利益%谋

前程!历来为中华传统文化所重视$ '国

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 (早在

一千多年前! 唐代诗人罗隐就留下这样

的警世名言$

身教重于言教!为人父母%长辈对于

好家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

一个又一个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分子

往往都是各自家庭的主要成员! 他们的

危险表现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家庭成员!

当他们罪责加身%锒铛入狱后!如何奢谈

对自己的下一辈进行'家风(教育呢,从这

个意义上讲!'家风%家规(不仅是一家一

户的事情!而且事关党风和社会风气!是

时代的事情%国家的事情$

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良好家风

诚实守信才能童叟无欺! 好人品才

有好产品$ 近年来!我们加强社会诚信建

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总体来看!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

的!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不诚信问题!

比如说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学

术不端%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这对整

个社会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同时也

对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造成很不好的影

响$ 据有关方面统计!每年我国企业因为

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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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应该说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

的组成部分! 能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 对社会

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培育传承好家风!亦是对传统的'诚实守

信!厚道做人(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

承与弘扬$

尽管各家的家风不同!但好的家风

总是共通的! 历久弥新$ '天下之本在

国!国之本在家$ ('好家风(蔚然成风!

'好国风(也会水到渠成$ 好家风是一缕

清风!有情感!有温度0好家风是和美幸

福家庭的压舱石!有了好的家风!才有

可能培养出好儿女! 才能培养出好公

民$ '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庭是社会的

细胞!社会发展进步!说到底是'家国同

建(的有机统一$ 借助家风的言传身教!

能让德行不堕!潜移默化中!能御社会

法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倡导家国情怀%

积德行善%仁孝清廉等好家风!重温公

序良俗!是家庭%社会的共同期盼$ 因

此!时代呼唤好家风$

豫东人家还有一个习惯!叫作'赶

饭场($

许是因为!夏季天气炎热!农家屋

子低矮!庭院密不透风!窝在家里吃饭!

瞬间便汗流浃背!于是!人们不再讲究

什么'吃相(!端起饭碗就到外面找凉快

地方吃饭去$当然!街头大树下%路边高

墙荫%宽阔空场地!都是相聚的好去处$

渐渐地!这些地方就自然成了习惯性的

'吃饭场($ 即使到了冬天!人们也是相

聚不误$天长日久!在家吃饭倒觉别扭!

'赶饭场(则习以为常$ '半瓶子醋(作诗

说*'//有褂子不穿好披着!有鞋子不

穿好拖着!有凳子不坐好蹲着//(

吃饭场上!大多是近邻$ 每到吃饭

时!无论男女老少!一手端汤!一手端

菜拿馍!陆陆续续赶到饭场!依着树%

靠着墙或坐在砖头%石头%木棍上!还

有的干脆脱下一只鞋! 把屁股放在鞋

子上!也不讲土不土%灰不灰了$ 不过!

大多数人还是蹲着吃饭$ 说实在!开始

蹲的时候!也不是很习惯!常常把腿蹲

得麻木酸痛!但蹲时间长了!也就蹲出

了'真功夫(!再有了凳子也不想去坐

坐了$

黄村南头有个吃饭场! 只因老槐

树长得歪歪扭扭!很不成材!枝叶长得

稀稀拉拉!还不遮光$ 有一年!树身子

被蛀虫啃噬!中间坏出一个大窟窿!不

知哪个淘小子点着了窟窿里的乱草和

树叶!烧得老槐树皮焦骨头黑!奄奄一

息$ 几位邻居一商量!挖出老槐树!栽

上一棵银杏树$ 很快!银杏树就长得枝

繁叶茂!遮天蔽日$

银杏树下吃饭场!是个大吃饭场!

吃饭时很是热闹$ 谁家改善生活了%谁

家做出好吃的了!就端到饭场来!往中

间大石头上一放!供大家分享$ 于是!

你叨一筷子!他舀一勺子!细细品尝!

止不住夸奖手艺'巧($ 平时吃饭!三五

人一伙!把菜摆在一起!相互品尝!也

很有情趣$ 大家边说边吃!边吃边乐!

边乐边说$ 当有人喝完了第一碗汤%吃

完了第一个馍!还要再来'第二个(!那

就要回家去盛汤拿馍! 可又怕漏听下

面的新闻!咋也不想离开饭场$ 有大男

子思想的人!便指挥老婆去'盛饭($ 温

柔的老婆则乖乖地听从指挥! 而刺头

老婆则大眼珠子一瞪*'咦! 你想翻天

啊1 (男人觉得很没面子!两口子就唇

枪舌剑起来!常常闹得不欢而散$ 慢慢

地!人们为图省事!'大海碗(出现了$

一海碗能盛半锅饭! 省得来回跑路浪

费时间$ 吃饭时!每当有人路过饭场!

人们就纷纷用'吃饭(打招呼!久而久

之!'吃饭(就融进了打招呼的习惯里!

见了面就是说'吃饭没有, ('在这吃饭

吧1 (其实!这些问候语!岂不相当'你

好$ ('你好吗(,一天!一位年轻人到县

城办事!发现一处正扒旧楼房!同时出

售旧楼板$就问!楼板多少钱一块,答!

%&

元钱一块$他就付
(&&

元钱!买下
%&

块楼板!并租车拉回村!摆放在银杏树

下$ 于是!吃饭场上有了吃饭桌$

吃饭场上! 乡村邻里间的家长里

短!说不尽0国家大事%新闻消息!讲不

完$ 不过!笑话%故事仍是这里的当然

主题$ 谁要是几天不进饭场!就觉得信

息不通%消息不灵!会有置身世外桃源

的感觉$ 每当吃饭时!很多人总是争先

赶到吃饭场!讲故事!听故事+++

那年!大跃进正发高烧!大锅饭几

近断炊$ 有一阶段!无论男女老少!每

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核桃似的小馍$

一天中午!在吃饭场上!老大说!这个

小馍!我一口就能吃完$ 同学说!你要

能吃完!我的馍给你$ 二人打赌$ 老大

立马就把小馍塞进了嘴里$ 岂料!小馍

是豌豆面做的!干得很!在嘴里翻不了

身!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不一会

儿!老大就噎得瞪了眼$ 大家急忙跑过

来!有的抱头!有的抠嘴!用筷子把他

嘴里的馍剜了出来$ 后来!每当讲起这

事!老人们就流眼泪$

那时!在饭场上!也不知是谁最先

传出的消息! 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的
%&

多名农民分田到户了!还说人民

公社将要崩溃解体了$ 这是一个惊天

动地的消息! 比滚滚惊雷还震撼人的

心灵!比暴风骤雨还涤荡人的精神!对

于当时千千万万在贫穷苦水里做着挣

扎的农民来说! 岂不是天下最大的喜

事$ 更始料不及的是!传说不久!全国

各地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行了农

村承包责任制$ 当然!黄村也像全国各

地的农村一样! 昂首挺胸地走上了脱

贫致富之路$

那天!人们正在饭场上吃饭!李喜

站起来!笑嘻嘻地发布一个重要新闻$

改革开放之初! 王飞机两口到县城街

头打烧饼!没几年就富了!最近又在县

里买了一套新楼房$ 昨天!李喜进城!

到王飞机家看了看!气派得很$ 王飞机

托李喜邀请乡亲邻居!到他家去'燎锅

底($

谁也没有料到! 吃饭场竟一天比

一天萧条$ 老支书告诉我!这也在情理

之中$ 不是吗!各家各户的二层小楼争

先恐后盖起来了!屋里宽敞明亮!高桌

子低板凳!多得劲哩1再说!屋里电器齐

全!冬有暖气!夏有凉风!岂不比蹲在树

凉儿底下舒服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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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良营

在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片肥沃

的土地! 她除了一年四季生长着小麦%

玉米和大豆等农作物外!还生长着许许

多多神奇的故事$ 在很早很早以前!这

片土地叫陈!早在西周时期!她就第一

次以一个国都的尊贵身份闻名于世0中

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陈风.把陈地

文化的神韵镌刻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里

程碑上!更使陈地名扬天下$ 在煌煌数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块土地还曾经被

人称过宛丘%淮宁府%淮阳国%陈州府%淮

阳专区等!称谓的更迭为陈地丰盈的文

化内涵不断地补充着新的内容$ 陈!作

为一个文化符号!早已经注入了豫东平

原这方广袤的土地上!也融进了中华民

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中$

传说大概在六千五百年前! 一个叫

伏羲的东方夷族部落首领! 为了寻找一

片适宜繁衍生息的地方! 便带着他的部

落子民从干旱% 荒芜的成纪 &今甘肃天

水#!沿黄河东下!来到了一个水美土肥%

树茂林密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为宛丘$

伏羲在宛丘建立了他的都城!以龙纪官!

自号龙师!他结网罟%画八卦%制琴瑟%定

姓氏%制嫁娶!肇始了华夏的文明 $

到了公元前
0*

世纪!又一位伟大的

帝王炎帝神农氏! 步伏羲氏的后尘!建

起了新的都城!易宛丘为'陈($ 炎帝神

农氏在陈建都后!'尝百草!而兴药!艺五

谷!教民农耕($ 这是医学发展的最原始

时期!也是种植业发展的开端!成为'中

国远古农业的重要发祥地($

西周时期!周武王将自己的大女儿

大姬嫁给了舜的后裔妫满为妻!并封妫

满于陈!建立了陈国!妫满就是陈姓鼻

祖陈胡公$ 陈胡公以封国为姓!陈姓就

此诞生!陈国的子民皆为陈姓!陈胡公

是陈氏的始祖$ 因此!天下陈姓人!都是

陈地淮阳人$

东周时期!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叫孔

丘!曾三次来淮阳&陈国#讲学$最后一次

是公元前
("+

年! 楚昭王派人请孔子讲

学! 但孔子讲的大道理都是让统治者如

何如何治国的! 让统治者如何如何管理

老百姓的! 老百姓没等孔子到楚国见到

楚昭王! 便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在

南坛湖的一个小岛上$ 孔子和弟子们靠

湖里生长的一种叫蒲的植物的根充饥!

蒲根细腻白嫩!脆甜可口$ 后来!后人在

孔子被围困的岛上建了一座圣人庙!学

名叫'弦歌台(!弦歌台正殿两边的石柱

上!镌刻着对联一副!为'堂上弦歌七日

不能容大道! 庭前俎豆千年犹自仰高

山(!以纪念这位老夫子三次来陈讲学的

佳话$

公元前
12"

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

秦国大将白起把楚顷襄王打得大败!楚

顷襄王便逃到陈城!陈城遂成为楚国的

国都! 陈地淮阳因此而得名陈楚故城$

公元
)+"+

年!陈楚故城被河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秦二世元年!在靳县大泽乡揭竿起

义的陈胜和吴广!在陈地建立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

汉高祖五年!刘邦追杀项羽至陈地

固陵&今淮阳县城西
)*

公里的柳林集#!

两军对垒!发生了著名的'固陵之战($

三国时期著名的建安文学创始人

之一的曹植受其兄曹丕迫害! 来到陈

国!封为陈王!后病逝于陈国!现城南两

公里处有曹植衣冠冢+++即思陵冢 !供

文人墨客凭吊$

历史上汲黯%曹植%李密%李白%李商

隐%张九龄%苏辙%苏轼%张咏%吕夷简%范

仲淹等文人名士或旅游%或讲学做官!都

到过陈地! 为陈地留下了数不尽的清韵

华章和流传百代的动人故事! 也留下了

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除太昊伏羲陵庙%

平粮台古城遗址两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外!还有画卦台%弦歌台%陈胡公墓%刘

崇王汉墓%曹植墓等
01'

处$

值得记存的是汲黯%范仲淹%包拯三

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

物!虽然非陈地人!但是却与陈地有着密

切的交集$

汲黯是濮阳人! 西汉时期为淮阳太

守$ 他性格耿直%脾气倔强!在太守任上!

他励精图治%惩恶扬善%体察民情%惩治

邪恶!改革吏治!清除劣迹官员!对造假

制假者严惩不贷! 对结党营私者无情打

击!使淮阳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经济

繁荣%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汲

黯卧治淮阳%呕心沥血%病逝任上!淮阳

民众在永安门上挂清官靴! 以表达纪念

爱戴之心$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陕西彬

县人!后迁居江苏吴县$他为政清廉!体

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但却屡遭

奸佞诬谤!数度被贬$ 宋仁宗天圣七年

&公元
)&1+

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

在陈州任上!做了许多有益于民众的事

情$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华灿烂文化

的经典$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

肥#人$ 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性格刚直

不阿%不畏权贵$ 先后任监察御史%天

章阁待制 % 龙图阁直学士和枢密副

使$ 庆历三年!陈州遭遇大灾%颗粒无

收!百姓饥肠辘辘%尸骨遍野$ 为拯救

陈州灾民! 包拯向宋仁宗上奏 -请免

陈州添折见钱疏.! 呼吁朝廷尽快派

官员前往陈州察看灾情%免除灾民赋

税% 放量救济灾民$ 后民众出于对清

官的爱戴!便把包拯拯救陈州灾民的

事迹编为戏剧广泛流传$

丰富的历史文化! 优美的自然环

境! 俯拾皆是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

使陈地淮阳这座历史古城充满了魅力

和活力$ 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土地上!

亲近着这里的一草一木!聆听着脍炙人

口的神话传说!触摸着陈地六千多年的

历史文明!让人流连忘返!赏心悦目$由

此!我们说!正是如此众多的陈地地域

文化的存在! 才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

灿烂文化的庞大体系$ 正是基于这一

点!陈地文化更应该挖掘和弘扬$

民国初年!赵倜任河南省督军$督军

府设在省城开封$ 周家口的一位老前辈

曾在赵倜的督军府做事!晚年回到家乡$

他曾经讲了一些当年在督军府听到的有

关袁世凯与修筑京汉铁路的传闻$

有一种说法是!修筑京汉铁路时!原

计划从周家口经过! 袁世凯当时任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铁路如果

从周家口经过!离他的老家项城太近$袁

世凯担心铁路经过周家口会冲了他家的

风水!切断了他家的龙脉!对他的仕途不

利$ 另外!他还担心打起仗来!铁路沿线

易遭兵匪之患!百里之内不得安宁$为了

照顾老家! 袁世凯建议铁路西移一百里

地$ 铁路督办和工程师只好照办$ 结果!

京汉铁路从周家口西边的漯河经过$

不论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只讲袁世凯在为人

方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家乡观念挺浓$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好

几个少年伙伴也随着进了中南海$ 比如

袁世凯的两个家庭总管!一个叫申明善!

一个叫傅殿青! 都是袁世凯从老家项城

带去的$替袁世凯管理北京%天津两地房

产的袁乃宽!也是项城人$袁世凯在居仁

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 随在身边伺

候的!也都是他的小老乡$袁世凯对找上

门来的老乡!能照顾就尽量照顾$袁世凯

北洋军队中的上级军官很少有河南人!

但北洋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却有很多河南

人$在当时的北京官场上流传着一句话!

那就是'会说项城话!能把洋刀挂$ (

袁世凯曾经权倾一时%地位显赫!但

他回到老家项城却从来不显摆! 而且十

分低调$ 每次回老家! 只要进入项城境

内!他就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徒步走回

老家$ 而且还会挨门逐户拜访村里的老

少爷们!不管东西多少!家家都有$ 项城

人对袁世凯的评价自有自己的观点$

)+&)

年
))

月初!李鸿章死去$

)+&)

年
))

月
)2

日! 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

之时!也是京汉铁路全线复工的时候$当

时!袁世凯不过是一介武夫!他只知道抓

军权! 对修筑铁路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关

系所知甚少$所以!当他看到京汉铁路从

周家口经过的蓝图! 不是高兴! 而是担

忧$为了家乡的安全!从'地方保护主义(

出发! 他建议铁路线路在设计图上向西

移了
)

厘米!实际是
'&

公里!移到了漯

河$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的话!他实际上

是干了一件荒谬的事$

虽然盛宣怀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

但铁路经过的地方又归当地督抚管理!何

况袁世凯还是北洋大臣!如果袁世凯对铁

路的修建方案提出修改意见!盛宣怀会一

百个买账$ 在京汉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为

了协调行政管理!清廷规定!京汉铁路的

北段由袁世凯监修!南段由湖广总督张之

洞监修!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袁世凯都有

能力干预铁路的修建$ !待续"

民间传言与袁世凯的家乡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