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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河南籍学生比例演变图：

河南籍学生比例

河南籍职工总比例

第一阶段
1954-1959

第二阶段
1960-1970

第三阶段
1971-1980

第四阶段
198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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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著名的“客家四州”
（赣州、梅州、惠州、汀州）之一，是客家人这个汉族民系
形成的地方。梅州的客家先民，从中原“衣冠南迁”而
来，大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长久以来延续着“耕读传家”
的传统，历来文风鼎盛，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梅州的文
化是典型的客家文化。

思念饺子创名菜

梅州美食众多，其中客家酿豆腐是梅州三大美食
之一，这道菜是根据北方饺子演化而来的。

新春佳节，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尚食饺子，寓
“岁更交子”之意。客家人自中原南徙至粤东后仍尚其
俗，但岭南地暖，少种小麦，缺乏面粉，使得处于深山腹
地的客家人吃一顿饺子十分不易。于是有人想出了一
个办法，把饺子的馅儿料填进豆腐块里，在锅内煎至半
面暗红，制作成红烧酿豆腐，再撒少许葱粒，蘸五香酱
料趁热进食，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这一食法很快传遍
客家地区。

全国做豆腐的地方很多，把豆腐做出名的地方也
不少，唯有梅州的客家人把豆腐上升为大菜、主菜，而
且在梅州人眼里，善于拉磨做豆腐的男人，绝对是客家
男人的最好标准。

客家围屋名南粤

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洛阳村，由于种种原因，至今
还是梅州地区的一个贫困村，但名气非常大。因为这里
有展示浓郁河洛文化特色的客家围屋。

梅州涵盖了多种客家民居建筑，这些围屋多是清
末民初洛阳村村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等地谋生，发家
致富后回到家乡兴建的。建筑精美，雕梁画栋，是客家
围屋的典型代表。但由于保护不善，这里的客家围屋至
今留下来的不是太多。今天能见到的有洛阳村的英公
祠、阳光村的曾榜眼的后人旧居长兴楼等。

目前在梅州市乃至广东省所遗存的最大客家围
屋，是五华县水寨镇坝尾村的周家祖祠王监公祠。洛阳
村的英公祠、长兴楼与周家祖祠王监公祠风格相似，既
是标准的古围屋，又是红色革命故地。

洛阳村名不虚传

五华县棉洋镇历来崇文重教、人才辈出，而最具代
表性的非洛阳村莫属。清乾隆年间洛阳村出了武榜眼
曾琼琲，一时被传为佳话。随后又出了“九厅二十处”，
更是享誉南粤，传颂至今。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棉洋镇出了客家
人唯一的武状元李威光；乾隆五十五年（公元 1790
年），洛阳村又出了一个榜眼曾琼琲。

曾琼琲，字荣锦，号宝园，五华县棉洋镇洛阳村人，
其幼读诗书，长习武艺，28岁赴省城乡试中武举人。乾
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曾琼琲上京会试中武进
士，殿试点为一甲榜眼及第，授殿前花翎侍卫，三年
后任江西下历都司，升授九江游击、河南卫辉营参
将、河南中军大将等职。他一生南征北战，屡立战
功，为官清正，品格高尚，据说其 71 岁告老返乡之时
仅带有百两银子。回乡后，他还兴学育才，为乡民传
授武艺。

洛阳有个金谷园，但不是现在洛阳火
车站附近的金谷园路，它只是借了一个

“商标”。金谷园是西晋时期的大富豪石崇
建造的大型园林，“金谷春晴”是洛阳“八
大景”之一，金谷园遗址位于孟津县横水
镇东南，贯穿于常袋镇、麻屯镇的长谷中。

说起金谷园，就不得不提石崇。西晋
武帝司马炎有个舅舅叫王恺，为了显摆，
他与石崇连续斗富三个回合，结果石崇
胜了。可到“八王之乱”时，石崇被司马炎
的叔叔赵王司马伦给杀了，死的时候才

51岁，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他的一家老少
15口人，包括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许多人会说，石崇和王恺斗富，明显
是错误的，司马炎为何没能制止西晋的
奢侈之风呢？其实，司马炎不仅没能制止
斗富，而且后来引发了“五胡乱华”。这从

《智囊》中的一则案例可见端倪。
汉魏以来，从匈奴、鲜卑等部族来投

降的人，朝廷多将他们分散安置在内地
各郡县居住。可这些人身降心不降，加上
性格生猛，行为粗鲁，不光偷盗抢掠、坑
蒙拐骗，还杀害当地官吏，难以教化，渐
渐成为民间的祸患。

侍御史郭钦建议将之全部外迁到边
境一带，同时严防四方夷人出入内地，以

恢复先王对夷狄的“荒服”制度，认为这
是万世久远的策略。“荒服之制”是指中
国古代的“五服”之说，像是5个同心圆：
以京都为中心，外500里为侯服，再500
里为甸服，再500里为绥服，再500里为
要服，再500里为荒服。荒服就是离王畿
中心2500里以外的地区。

但司马炎糊涂，他不同意。因为他不
知道对付投降的胡人，只有开国时的余
威可以利用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时间
一长，人就疲沓了，而失去这个时机，再
去教化胡人就无能为力了。司马炎没能
采纳郭钦的建议，养虎为患，最后导致了

“五胡乱华”。
企业文化也是企业风俗，像空气一

样，是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和激励。但凡新入
职的员工，都应进行职业培训，包括知识、
技能和态度，更重要的是文化培训，包括制
度、行为、核心价值观。员工刚入职时是吸收
新公司文化元素能力最强，也是最守规矩的
时候，好比我们去别人家里做客，坐卧行走
都很规矩一样，形成习惯了，也就具备了成
为优秀员工的条件。如果公司文化不够强
大，又缺乏必要的入职培训，时间一长，新
员工就会被老员工同化，变得疲沓了，如同
洁净与污浊的空气混合起来了一样。

这一期我们提到的能臣郭钦，他的
建议没有被皇帝采纳，下一期，我们再讲
一位能臣不仅用智慧让自己躲过了死
罪，而且给皇帝很深的触动。敬请关注。

郭 钦 远 见 定 国 策
□沙宇飞

客家之乡数梅州

□刘彦卿

洛阳普通话区的演变洛阳普通话区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它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对于这些
问题，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州科技学院人文教研室主任杨晋毅
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分析和归纳，颇有
成果。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杨晋毅先
生，本文将以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拖厂）子弟学校为样板进行
简要分析。

本报记者 姜春晖

由于遭受长期战乱，1949年以前，
中原地区的现代工业基本处于空白状
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中原地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
大中型项目中就有6个建在了涧西区。

作为国家“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的
156 个项目之一，拖厂于 1953 年开始
筹建，1959 年建成投产。到 1957 年年
初，拖厂共有职工6921人，他们大都来
自外省，知识分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且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自1958年起，拖厂开始在河南省
大批招工，到1966年年底，拖厂职工已
升至两万多人。然而，由于新招的职工

大多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结婚，而
1953 年至 1957年集结的职工在20世
纪50年代已生子。这种情况，决定了拖
厂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初始状态”，即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仅占拖厂职工总数29%的外省人的子
女却占了拖厂中小学学生的大多数。

“拖厂子弟学校刚开办的最初几
年，大批来自外省的子弟聚拢在一起，
方言混杂，但在一些知识分子子弟的
影响下，经过短期磨合后，普通话很快
就占据了上风。”杨晋毅说，两三年之
后，除个别年龄稍大的子弟略带方言
口音外，其他绝大部分子弟已使用普
通话，洛阳普通话区初步形成。

磨合与成形（1954年至1959年）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
在子弟学校就读的学生中，出生于洛
阳的数量明显增多。

“这一时期，在学生中已听不到方
言土语，并初步形成了排斥方言土语
的强大心理力量。”杨晋毅介绍，这时
的学生家长很多是知识分子，普通话
水平普遍较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会
说河南方言。少数河南籍子弟只在家
中与父母说河南方言，但在有同学在
场时，则尽量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同
学之间都把说方言当作一件“有失身
份”的事情。

到了20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子弟学校的学生构成又出现明显变
化——60年代出生的大量河南籍子弟
开始进入子弟学校，学校中河南籍子

弟逐渐占了大多数，发展到80%以上，
外省籍子弟则逐渐减少到20%以下。

这是一个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又十
分迅速的过程，伴随着大批河南籍子弟
进入学校，普通话与河南方言展开了第
二轮较量。这次，由于河南籍子弟在数
量上占了绝对优势，河南方言有可能撼
动普通话的统治地位吗？

“这轮较量的结果，依然是作为强
势语言的普通话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普通话在拖厂子弟学校中获得最终胜
利。”杨晋毅说，从此，河南话再也无法
撼动普通话的统治地位。但是经过整
合与稳定，这一时期的学生已大部分
会说河南方言，河南方言也开始大量
进入普通话系统，出现了普通话声调
中夹杂着大量河南方言的现象。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拖厂子弟学生的籍贯比例逐渐
趋于正常，即外省籍职工子弟与
河南省籍职工子弟的比例逐渐
接近。这一时期，河南方言开始
有所减少，普通话语音也更为标
准，会讲河南方言的学生则由之
前的 70%以上逐渐缩减为 30%
至40%。

杨晋毅表示，通过拖厂子弟
学校普通话的形成与演变，可以
模拟出拖厂语言状态的演变图。
（如图）

“拖厂如此，涧西其他各大
厂亦是如此。”杨晋毅表示，因
此，一个新兴工业区是否在第二
代人中产生普通话状态，并不决
定于总人口中外省人是否占优
势，而决定于建设初期外省人

（主要指文化程度高的外省人）
在总人口中是否占优势。而这种
优势的取得，又与工厂的性质

（技术密集型）和经济背景（中央
计划经济）等密切相关。

洛阳普 通 话 有 何 特 点 ？作
为洛阳普通话“母本”的涧西
话 在 语 音 和 词 汇 方 面 与 标 准
普 通 话 有 何 不 同 ？请 看 下 回
报道。

稳定与定型
（1981年以后）

第一阶段
1954-1959

第二阶段
1960-1970

第三阶段
1971-1980

第四阶段
198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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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通话标准程度演变图：

普通话标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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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生中双语人（兼会河南方言者）比例演变图：

双语人比例 制图 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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