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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情

□古滕客

蛇及蛇文化

若有所思 不妨做个“老小孩”

□袁文良

消失的狂澜镇
□李学良

蛇是十二生肖属相之一，排位第六，今年就是
农历蛇年。蛇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较为特殊的认
知，或崇拜或尊敬，或憎恨或害怕，一直备受瞩目。

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列子》中记
载，人类的始祖伏羲氏、女娲氏都是人面蛇身，他
们两神的交合便产生了人。《白蛇传》的女主人公
白娘子，是由一条修炼千年的白蛇变成的，其侍女
小青也是由一条修炼百年的青蛇变成的。白娘
子、小青虽为蛇，却很受人们喜爱、赞美，这反映了
蛇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曾经多么美好。

蛇之所以成为生肖属相，大概与图腾崇拜有
关，是原始宗教使蛇在十二生肖中占了一席。人
们不说属蛇而说属小龙，大概是因为对蛇厌恶，而
对龙情有独钟，因龙为神物，也有点“攀龙附凤”的
味道。

历代朝臣的礼服上绣有蟒蛇，表示对蛇的重
视。而对蛇的崇拜，也是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文
化内容。在汉族中也有遗存，比如崇拜“家蛇”，说

“家蛇”是祖先现形，要敬拜，这在一些地区还存
在。

不过，蛇是十二生肖中让人厌恶的动物。它
的形态给人的印象是丑陋、狰狞、可怕，故而蛇便
成了阴险、凶恶、狠毒的代名词。“佛口蛇心”“牛鬼
蛇神”“蛇和蝎子交朋友——毒上加毒”等，都是蛇
丑恶的象征。人们用蛇来形容人的狠毒，如说某
人“蛇蝎心肠”。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妇女在很多
时候被认为是祸害之源，因此有“女人是毒蛇”的
话。

蛇是很有诱惑力的动物。虽然在大山、树林、
田野中，甚至于水里都能看到它，但不论在哪里，只
要有蛇出现，就会吸引一大群人，老的小的都会围
上来看，尤其是小孩子，更是兴奋万分。不仅喜欢
蛇的人要饱览一番，而且怕蛇的人也常常带着恐惧
的心情远远地瞧着它。可见，在人们心目中，对蛇
总有几分害怕，也难免有些好奇。

因为蛇本身的特点，在浩瀚的中国文字海洋
中，形成了诸多关于蛇的成语和俗语。我们耳熟
能详的有：虎头蛇尾、画蛇添足、打草惊蛇、蛇欲吞
象、笔走龙蛇、飞鸟惊蛇、虚与委蛇等。

可是，我还要为蛇申冤。很多人见到蛇，必欲
置之死地而后快，并说：“见蛇不打三分罪。”其实，
这是对蛇的生活习性不了解，对蛇给予人类的贡
献更是一无所知。无论蛇有毒无毒，在一般情况
下，总是怕人的。某些毒蛇之所以伤人，都是在人
没有发现且逼近蛇体或无意踩到时，它才会咬人，
这是蛇的一种防御本能。蛇不但不会主动伤人，
还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好处，以蛇灭鼠来说，就为家
猫所不及。

蛇年说蛇，确实有趣。蛇的形象，也由于新一
轮蛇年的到来变得更加可爱。癸巳新春，玩味蛇
文化也别有一番情趣。

历史上的狂澜镇位于新安县城以北
35 公里处的黄河南岸，镇子东边就是畛
河流入黄河的河口，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官
商交易的重要渡口，所以又称“狂口”。

狂澜渡口曾是黄河中游最大的水旱
码头，有日进斗金之说，也有“天下繁华数
汉口，汉口数罢是狂口”之美誉。早在汉
末，官府就在这里设粮仓、盐仓，唐初在此
设县城，唐玄宗时废县设清河镇。

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河南
都御史李宗枢曾在此设立城垣，南北城门
题额曰：“天限狂澜”，故名狂澜镇。清乾隆
年间设狂口镇，属北乡狂口牌，民国十九
年（公元1930年）取消牌甲制设挽澜镇。

“天限狂澜”为旧时“新安八景”之一。
1984年，我在洛阳铝矿实习时，曾和几个
要好的同学结伴沿畛河而下，去寻访这座
北方古镇。当我们走到离渡口2公里外的

畛河桥时，就听见那惊心动魄的黄河涛
声。我们穿过两边皆是青砖青瓦的深宅大
院的街道来到黄河岸边，只见浑浊的黄河
水从西边浩浩荡荡顺流直下，河水冲击镇
子东边青山伸向河中的龙干石，击起2米
多高的浊浪。水雾缭绕，涛声如雷，惊心动
魄，即使面对面也听不见人的说话声。因
震天的涛声像龙啸一般，所以当地人又把
狂澜渡口称为“老龙港”。我们坐在河边的
一条木船上，看浊浪，听涛声，感觉心潮澎
湃、激动万分。

后来，我查阅了《新安文史资料》《新
安革命史》以及地下工作者李玙（yú）同志
的回忆录等资料，对民国时期的狂澜镇的
基本情况有了大概了解。李玙同志是抗战
时期狂澜镇工人运动的参与人，他记述的
情况与数字应当是可靠可信的。抗战时
期，当时设在狂澜镇的军政机关，除了镇

公所外，还有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
河防检查所和河防大队等。

狂澜镇最出名的特产是硫黄，当时镇
区附近有硫黄矿窑7孔，有采矿工人150名
左右；有炼炉620个、工人1200多名，年产
硫黄 1800 吨。这里的硫黄质量好，曾在
1914年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获奖。

与之相关的还有采煤业，这里有煤矿
4 座、采煤工人 800 多名。这些煤矿设施
很差，采煤工人为了求得神灵保佑，经常
到寺庙烧香，所以狂澜镇上寺庙兴盛，有
名的有老君庙、大王庙、龙泉寺、关帝庙、
奶奶庙等。

狂澜渡口是黄河上著名的大渡口，当
时山西垣曲的小麦、棉花和陕州灵宝的食
盐、木炭，经常走水路运到这里，再走陆路
运到洛阳。新安的瓷器、木炭、木材从这里
装船运到孟津、孟县、郑州，这里曾是豫西

最大的物资集散地。狂澜渡口当时有载重
8 吨以上的大货轮 3 艘、载重 8 吨以下的
小型货轮 12 艘，有船工 40 多名，码头上
有装卸工人60多名。从外地到这里的商
贾络绎不绝，这就使旅馆业、餐饮业繁荣
发展。狂澜镇有天澜商行、万盛粮行、畛阳
客栈等商业服务设施。

这里还是著名的军事要地，1947年8
月23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从
此处强渡黄河。小浪底水库建设时，狂澜
古镇被列为淹没区。1997年，古镇1749户
5570人全部实行整建制工业安置，集体迁
入义马市，古镇从此消失。去年到鹰嘴山
采风时，我还专门到狂澜镇旧址上方查
看，可眼前是一片汪洋，只有水拍石岸溅
起的浪花。看着宽阔的水面，想着20多年
前我们去寻访古镇的情景，恍如昨日，不
由得感叹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

在一次采风活动中，我请教一位著名
作家，他这样说道：“我的写作状态其实很
简单，那就是慢下来，慢慢酝酿，慢慢构思，
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放松自己，这样写出
的文章才会更美！”那位作家的话，让我陷
入了深思。

我想起自己，每天像一只陀螺，转个不
停。白天除了工作，还要接送孩子、整理家
务，晚上当别人进入梦乡时，我才开始写
作。儿子都十几岁了，答应带他去看海，这
个心愿还没实现；父母一天天老去，想多陪
他们转转，也没有时间；老公埋怨屋子没有
收拾干净，老吃速冻饺子……

为了自己所谓的事业，我时常提醒自
己快一点、再快一点，和时间赛跑，和自己
较劲，从来没有静下心来想过自己，珍视过
生活中的乐趣。殊不知，就在我为了生活
拼命奔跑的时候，发现不知不觉丢失了最
珍贵的东西——青春、回忆、健康、亲情。
当我明白时，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那就
是，慢下来。

不再和自己较劲，怀着一颗平常心，尽
自己最大能力做好工作就是了。不再为了
一篇稿子累得腰酸背痛，尽量把写作时间
放在白天，把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还给
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在房间里看一整天的
书，抽点时间，走出家门找朋友聊聊天，谈
谈生活的烦恼和乐趣。

我再也不会让家里人吃快餐了，下班
后，钻进厨房静心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也许
没有饭店的美味，但是一家人吃得津津有
味。周末了，我带上儿子去公园转转，看看
花红柳绿，听听鸟儿鸣唱，再抽空去看看乡
下的父母。

慢下来，抛却生活的纠结，静下心来，
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沏一杯香茗，听一段
优美的音乐，杯中茗香阵阵，音乐如流水一
般动听，让美好的记忆涌上心头，这样的生
活好不惬意。

慢下来，让匆忙的脚步放慢。细嚼
慢咽吃一顿饭，慢慢喝完一杯咖啡，慢
慢开车，慢慢恋爱，慢慢等待一朵花的
绽放……

“让我慢下来，让我用头脑的平静抚平
狂跳的心。让时间永恒的信念平稳我慌乱
的脚步。在一天的迷茫中，请赐给我山丘
般永恒的宁静……”慢下来，会让我们生活
得更健康、快乐、美好。

人生感悟

慢下来

□文雪梅

人至老年，总要退休。从退休之日
起，不用再去单位了，头上的乌纱也不在
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无官一身轻”
了。此时，儿女们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了，他们各有各的工作，因而退休在家的
老年人自然会有寂寞之感。

其实，退休闲居在家的老年人一样
可以过得有滋有味。我认识一位退休在
家的老干部，他退休后买了一些有关魔
术的书，并从网上搜索相关的技巧，还拜
师学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学会了
100 多套小魔术。每当家庭聚会、社区
开展活动时，他都要露上几手。小有名
气后，他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单位的文艺
晚会，生活得逍遥自在。

问起老人为什么如此时，老人总是
说要“当个老小孩”。如再细追问，老人

则乐观地解释：“当了一辈子官，绷了半
辈子脸，如今成了老百姓，如果连路也不
会走了，笑也不会笑了，岂不是要折寿？
因此，我要找回小时候的童心，做一个老
小孩。”

由此，我想到苏轼的一首词《江城
子·密州出猎》。作者虽年事已高，但始
终保持着年轻人的狂放劲头，并牵狗出
城狩猎，酒后则敞胸露怀，难怪作者以

“老夫聊发少年狂”而自嘲。
“当个老小孩”也好，“聊发少年

狂”也罢，其意思是说退了休的老年人
不妨保持争强好胜、活泼好动、喜欢热
闹和有好奇心等年轻人的性格特点。
现在各地有不少老年时装表演队、老
年秧歌队等，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年人
身着彩衣、脸搽脂粉、手拿绸扇，随着

音乐尽情地扭呀、唱呀、笑呀，仿佛是
一群轻狂少年。

不过，“当个老小孩”“聊发少年狂”
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的人想当
个“小孩”或去“狂”一下，但又放不下架
子——要么放不下“官”架子，要么放不
下“老”架子。其实，你越是放下架子，与
人交朋友，人们就越喜欢你；你越是没有
架子，热心做一个“老小孩”，甘当一个

“狂”人，人们就越尊重你。另外，你的
“小”与“狂”是为了自己生活得充实，是
为了自己身心健康，在自己快乐的同时
还会给别人带来快乐，既然如此，还有什
么架子不能放下呢？

当然，“当个老小孩”“聊发少年狂”，
也还要讲一些分寸，要有所节制，不能有
伤大雅，更不能损害他人利益。

得与失

思路花语

在春天，我们得到春花，但我们无法同时拥有
秋果；在秋天，我们拥有秋果，但同时也意味着我
们失去了春花。

得，我们无法一时得到所有；失，我们也不可
能一时失去全部。

得与失，是人生的两只翅膀，左边是得，右边
是失，人生就是在得与失中，找到平衡，得以飞翔。

如果人生全是得或全是失，那我们的人生仅
有一只翅膀。仅有一只翅膀的人生，跟没有翅膀
一样，都是飞不起来的。 （黄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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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德置业有限公司遗失车辆购

置税完税证，号码：12411452819，车型

为捷达。

●杨峻峰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

码 ： 11410955378， 车 牌 号 ： 豫

CBM633，车型为宝马。

●中共伊川县委办公室遗失车辆购置

税完税证，号码：4410185768，车牌号：

豫 C-99979，车型为帕萨特。

●河南省栾川县翔宇矿冶有限公司遗

失 车 辆 购 置 税 完 税 证 ，号 码 ：

4410418528，车牌号：豫 CH6297，车型

为东风雪铁龙。

●洛阳众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车

辆购置税完税证，号码：7410210459，

车型为奇瑞。

●宋华龙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

码：1610857002，车牌号：豫 C69996，

车型为桑塔纳。

●洛阳福格森机械装备有限公司遗失

车 辆 购 置 税 完 税 证 ，号 码 ：

8411220506，车牌号：豫 C1C881，车型

为别克。

●权腾飞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

码：410304573557834，车型为新朗逸。

●陈海霞遗失车辆购置税完税证，号

码：1610730032，车牌号：豫 CA2998

●洛阳市汽车运输公司车牌号为：豫

C-96789，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为：

10410277863，声明作废。

讣 告
吾妻闫玉清，生前系洛

阳市人民检察院离休干部，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2月

21 日 15 时 去 世 ， 享 年 84

岁。遵吾妻生前遗愿，后事

从简，不再举行遗体告别仪

式，以此哀告。

夫：高书学 携

子女:高升普 高青竹

高彩霞 高彩丽

高彩娟

及儿媳、女婿、孙辈、

曾孙辈

各粮食收购经营者：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国家工商总局关

于加强粮食收购资格审核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的通知》和省
有关文件要求，市粮食局决定自2013年2月25日至3月20日对
全市辖区内已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各类粮食收购经营者进
行年度收购资格核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经营者参加核查须提交资料和表格可在洛阳市粮食局
政府网站（http://www.lygrain.gov.cn）行政许可栏目下载。

二、审核方式：各县（市）粮食收购经营者到所在地粮食局进
行审核；城市区各粮食收购经营者到市粮食局直属分局或市粮
食局进行资格审核。

三、逾期未参加年度审核或审核后不再符合要求的经营者
依法注销或取消其收购资格。无“粮食收购许可证”的经营者依
照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严禁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联系电话：65913016 联系人：陈伟
洛阳市粮食局

2012年度粮食收购资格核查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