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碑静静地躺在破败不堪的老院里，碑身被荒草覆没，尽
管破旧，但整体完好。

碑者多为石头上面雕刻文字以此来纪念一个人的事业、
功勋或者重大事件的标记，碑多立于墓地周边。怪哉，此碑非
在墓地栖身，而静躺于破败宅院之中，且被村民视为“传家
宝”，无疑碑上定有铭文宝训，背后定有故事。

一说是皇家为表彰老祖宗功德而立的，一说是贞节牌
坊。由于时间久远，村民说不清其中的缘由。只知道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为避免老碑遭破坏丢失，年长者带领年轻人将
此碑抬到老祠堂里保存至今。

尽管碑下无坟墓尸骨，但每年重大节气，村里的马氏后裔
常来碑前焚香祭奠，缅怀先祖，传承孝道，并告诫子孙，这是家
风家训，需世代传承。

碑“主”是谁？背后又有多少故事？怀着探究的心态，我
和企业家马万庆先生来到该碑所在地一探究竟。

马万庆每年都要资助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其中，2018年
该村贫困学子马志文以666分的好成绩考入浙江大学，2019
年马玉洁以636分的好成绩考入中山大学。经我搭桥引线，
最终，马万庆给这两名学生每人资助5000元上大学。再者，
该马氏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后代，赵奢将军封号
为“马服君”，其子孙以封号“马”为姓。故而，该马氏也是赵氏
家人，赵氏与该马氏同根同祖。尊老孝老，助学助教，传承家
风家训是我们的宗旨，因此，我们结下深厚的情谊。

来到该村后，在当地宗亲的帮助下，我们将该碑认真清洗
后发现，碑上刻有：“皇清旌表马母刘孺人节孝立”几个大字，
字苍劲有力，其他碑文概不清晰。

“皇清旌表”四字来头甚大。碑文再一次深深地吸引着
我，不由令人敬佩，背后的故事更是如此。何况一是受好友
之托，前来与其解疑释惑；二为弘扬国学，传承孝道，继承好
的家风家训，以此激励、教育、鞭策、鼓舞男女老幼，争当孝
子贤孙、贤妻良母，为国为家增光添彩，我义不容辞，不敢懈
怠、推脱。

旌表是通过立牌坊、挂匾额等表扬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以
彰显其名声气节。孺人是古时称大夫的妻子，明清时为七品
官的母亲或妻子的封号，是对妇人的尊称。

通过查阅大量文史资料，并根据碑文内容推断后得知：清
朝初期，该村先祖有一七品县令，爱民如子，口碑甚好，马县令
在外地任职，家中老幼需人抚养。其母刘氏是个贤妻良母，孝
顺老人，教子有方，其德行感动大清皇帝，故而，刘氏死后，皇
帝旌表其道德情操，特立此碑表彰。

大凡清官无不爱百姓。母富有爱心、善心、孝心，潜移默
化中熏陶教育着子女，母孝贤，子如此，家风家训更如此。

孝贤是传家之宝。尽管碑已损坏残缺，但孝贤传家，清廉
如水，爱民如子，百姓心中之丰碑，会永垂不朽，难怪村民将其
视为至宝。

老碑古训传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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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

□赵宏涛

到孟津，原是为了寻找一个名叫“鹞店”的河南古寨，
但因目的地太过偏僻，无意中，竟闯进送庄镇一个猕猴桃
种植基地。

原以为猕猴桃是一种树，果实像桃子一样挂在树上，
可到了果园里，我才发现，原来猕猴桃是藤生植物，跟葡
萄和百香果一样，长在藤架上。一串串绿色的、毛茸茸的
果实，带着丰收的喜气，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几个人不约
而同地拿起园主递上来的小红桶，开始了“桃林”里的采
摘之旅。

猕猴桃个头不大，挂在藤架上，像一个个绿色的乒乓球，
伸手捏一下，硬邦邦的，显然都还没成熟。扭身向园主问价，
居然比家门口超市里的猕猴桃价格还贵，心里便添了一份小
小的失落。但转而一想，就当来果园玩，买门票了，心里便又
重新灿烂起来。

过秤的时候，我们跟园主聊起了家常，还互相加了微信。
看他微信昵称叫“从头再来”，就好奇地问他此名来由。

他笑着给我们讲起他的人生……年轻的时候，他跟村里
其他小伙子一起到城市干建筑行业，后来工作遇到瓶颈，便回
乡买了台二手拖拉机，往市区送机砖。但干了几年后，市里不
让进拖拉机了，他只好另寻生计。

他和妻子在送庄种了二亩多的韭菜，一种便是七八年，农
村种菜的人多，互打价格战，忙碌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多少
钱。穷则思变，他便想种点当地缺少的其他东西……他想到
了转型种水果。

乡下不比城里，吃的水果大多是农村常见的苹果、梨、
桃、杏、柿子，在选择种猕猴桃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
都还不知道猕猴桃长啥样。五年前，他跟弟弟去陕西眉县
考察种植项目，第一次遇到这种叫猕猴桃的果实，一尝，酸
甜可口，非常美味。再一打听，猕猴桃营养价值很高，有“维
C之王”的美称。兴奋之余，他便购买了苗木，回家开始种植
这种名叫“徐香”的猕猴桃。靠着勤奋和诚信，兄弟俩自种
自销，渐渐地，猕猴桃销量与日俱增。如今，种植区也由最
初的两亩地扩大到现在的五亩地，年过半百的他，也像他所
种的猕猴桃的品种名——徐香，在人生的旅途中，散发着不
畏风霜的灵魂香气。

阳光透过藤蔓，映照在“徐香”猕猴桃绿色的果皮上，也在
他那张被岁月的风吹得粗糙黝黑的脸上，落上参差斑驳的影
子，那些斑斓的色彩，连同他身上穿的绿色迷彩服，都在阳光
下透着劳动美的印记。想起他说的“宁愿自己种的猕猴桃个
头小点儿，成熟得晚点儿，也不愿昧着良心打膨化剂、催熟
剂”，再看篮子里硬硬的“小乒乓球”，我早已没了初进果园时
嫌这里的猕猴桃又小又生的抱怨。

或许，人世间总有一些美好，就像这晚熟的猕猴桃，当万
花落尽、百果坠地，它会顶着风霜，徐徐地散发着成长的幽香，
不与众花争艳，不与众果争香，只愿在岁月的风里，静修自己
的一瓣心香。

徐 香

若有所思

□李红都

在河南省渑池县城西一公里处，渑
水与羊河之间，有一座纪念战国时期秦
国与赵国会盟事件的亭台，叫秦赵会盟
台。会盟台呈立体梯形结构，下阔上
窄，台高目测有十几米，四面都有台阶
通向台顶，台阶之外广植苍松翠柏，大
的已有碗口粗细。

会盟台东侧有一通四方形的石碑，
立于用水泥筑成的台基之上，碑上刻有
隶书“古秦赵会盟台”六个大字，为近代
关中著名金石家、书法家寇遐手书。碑
体已轻微风化剥蚀，斑驳陆离，现已安
装了玻璃保护罩进行保护。石碑的后
面有1941年重修秦赵会盟台时撰写的
碑文。历经几十年风吹雨淋，碑文字迹
依稀可辨，细看有“相如于斯时也，不为
利诱，不为威屈，折冲樽俎，以保疆邑，
其智勇兼备，忠诚为国，诚足馨香百世”
等语，言辞谦敬、褒奖有加。

1941 年的中国，正值全面抗战艰
苦卓绝之际，倭寇焰凶，“亦犹秦逞凶
顽”（碑文语），时局中人难免有感同身
受之慨。

拾级而上，两侧斜坡上的松柏郁郁
苍苍，树下野草遍地，颇有苍凉之感。
及台顶，台面约二十平方米，四周有汉
白玉围栏，其上雕刻有春秋战国时期题
材浮雕，刻画生动，栩栩如生。台上建

有一座八角重檐尖顶碑亭，红柱黄瓦，
檐角高挑，翩翩欲飞。亭下同样有一
四方形的碑碣立于基座之上。石碑的
正面同样是六个大字：“古秦赵会盟
台”，为已故当代著名书法家舒同先生
书写。碑的背面刻有渑池县人民政府
1985 年重修秦赵会盟台时的《重修秦
赵会盟台碑记》。

石碑无言，盟台巍巍。飒飒松涛似
乎在讲述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刀光剑
影和波谲云诡。公元前279年，秦昭襄
王邀赵惠文王在渑池会盟。而渑池既
不属秦，也不属赵，而是属于秦国的邻
国韩国。其时，秦国经商鞅变法后日渐
强大，羽翼丰满，对东方六国早已虎视
眈眈。秦国东进最大的障碍就是离得
最近、实力强大的赵国。此时的赵国国
君是赵惠文王，其父是以“胡服骑射”闻
名的赵武灵王，赵国经历了赵武灵王的
改革，也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强国，实力
不容小觑。暴秦对强赵，既垂涎欲滴，
又有所忌惮。秦赵会盟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展开的。

史载，秦王与赵王会见之初，会盟
现场气氛肃杀。秦王胁迫赵王鼓瑟，并
令史官记入秦史，使赵王感到无比难
堪。这时，赵国上大夫蔺相如正气凛然
地强请秦王击缶，亦令赵国史官记入赵

史。秦国官员又勒令赵国割地给秦王
祝寿，蔺相如也要求秦国割都城咸阳
给赵王祝寿。也许是秦国慑于蔺相如
的胆魄，也许是秦王觉得还没有到彻
底摊牌的最佳时机，最终双方都没有
撕破脸皮，秦王与赵王言归于好。为
表示偃旗息鼓，停止战争，双方士兵将
兵器堆放在一起，捧土埋藏，遂成会盟
高台。

由秦赵会盟想到了“秦晋之好”这
个成语，当时的晋国正是赵国的母国。
当年秦晋的三次政治联姻，充斥着利益
交换，姻亲之间动辄反目成仇。这样看
来，秦晋之好的历史面貌并没有今天想
象的那么美好。几百年过去之后，强秦
还在，晋已为韩、赵、魏取代。秦赵会盟
到底是赵国取得了胜利，还是暴秦豺狼
捕食前得以喘息？

高高的土丘掩埋了一段动人心
弦的历史故事。脚底下真的有锈迹
斑斑的刀枪箭矢吗？又想起了杜牧
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
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
深锁二乔。”曾经发出赤壁之叹的诗人
杜牧，如果站在这里，面对曾经的历史
风云，又会发出什么样的感叹呢？或
许是“六国不与强秦便，七雄犹在无始
皇”吧。

一场会盟和一纸盟约终究抵挡不
住历史车轮的碾轧。四十多年后，秦国
虎狼之师大举侵吞东方六国，韩、赵、
魏、楚、燕、齐先后灭亡。渑池所在的韩
国首当其冲，最先被秦国吞并。

秦晋结好，为了利益。秦赵会盟，
同样充满算计。当年的晋国如果对卧
榻之侧的秦国早作警惕，不为利诱，不
为亲惑，不割地赂秦，也不至于养痈遗
患。同样，面对咄咄逼人的暴秦，赵国
如果不被短暂的会盟和休兵止战迷惑，
而是利用这一段难得的发展机遇，用贤
任能，变法图强，秦赵对决或许就是另
外的结果。

站在秦赵会盟台上向东北方向眺
望，渑池县城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远
处苍翠的山岗上，一个个巨大的白色风
力发电机风轮在徐徐转动，近处古称

“渑水”的涧河静静流淌，展现出一幅祥
和静怡的图景。历史的演进如白云苍
狗，让人很难想象发生在这里的鼓角争
鸣和刀光剑影。

秦赵会盟台历经沧桑，多次毁于战
火，屡毁屡建。它的存在就像一座历史
灯塔，它所昭示的不仅仅是先贤的义
勇，也不仅仅是民族的和合。无论是六
国被秦吞并，还是秦帝国的二世而衰，
都值得后世“哀之而鉴之”。

秦赵会盟台幽思
旅人凝望

□李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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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安源矿产品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3761
6696730，声明作废。●编号为T410868009，姓
名为周浩宇，出生日期为2019
年 8月 1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车村镇工会委员会开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为
J4935000520601，声明作废。●刘宝成购买宝龙广场二

期地下车位A-378号的付款收
据丢失，收据号：0229010，金
额：120000元，声明作废。●朱超丢失上海宝龙商业
地产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开具的洛阳宝龙广场优尼篮球
质量保证金收据1份，收据号：
003944，金额：3000元；丢失综
合管理费履约保证金收据 1
份，收据号：003943，金额：
31472.28元，声明作废。●朱超丢失洛阳龙潜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优尼篮球
履约保证金收据 1份：收据号:

0674256，金额：34158.66 元；
丢失租金收据1份，开票日期：
2021 年 9 月 29 日，收据号：
0674438，金额：9366.75元，声
明作废。●洛阳优军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30355691
7885C，声明作废。●洛阳优军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
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丢失，
核准号为Z4930000299901，声
明作废。●杨双明河南教育学院英
语专业本科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号为880294，声明作废。●魏学峰位于偃师市城关
镇新新南路2幢西5东户2层，

证号为0007474的房屋所有权
证丟失，声明作废。●编号为U410641231，姓
名为赵嘉译，出生日期为2020
年 6月 11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洛阳文萃康伦药业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2MA
46R8R86E，声明作废。●张洪轩位于偃师市城关
镇工业区北环路，证号为偃国
用（2011）第 110068的土地使
用权证丢失，声明作废。●张洪轩位于偃师市北环
路北侧，证号为00036579、0003
6576、 00036580、 00036581、
00036577、00036578的房产证
丢失，声明作废。●乔燕燕购买洛阳市恒泰
春天 1-2-1003号房的购房合

同丢失壹份，合同编号：YS
0326159，房屋代码：1266220，
声明作废。●编号为 I411272445，姓
名为杜梦鑫，出生日期为2008
年 10月 3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董华杰位于偃师区城关
镇太学路南侧（绿城花园）一号
楼一门洞5层北户的土地证丢
失，证号为偃国用（2004）第
043161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洛阳市畜牧兽医协会（洛

社证字第94151号），经会员大
会同意现决定清算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员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联系处理相关事
宜。联系人：田维顺，联系电
话：13592082072。

当寒风把冬季吹到了的时候，也把卖烤红薯的老
头和他的烤炉一块儿吹到了菜市场的最西头。

烤炉是用废弃的大汽油桶糊上泥巴做成的，泥巴
是掺了麦秸糜子的白坩子土，把汽油桶糊得厚厚实实，
晾干了，外表白白净净；桶的腰部横担着几根拇指粗的
钢筋，中间糊出一个可放红薯的台阶，底部是煤炉子。
烤炉虽简单，但科学。

卖 烤 红 薯 的 老 头 戴 一 顶 褪 了 色 的 蓝 咔 叽 布
帽，上身穿着过了时的深蓝色干部服，胳膊下段
套上黑色的棉布套袖，下身穿一条工人们穿旧了
的工作裤，脚下踩一双旧军用鞋。全身东拼西凑
的打扮与来来往往买烤红薯的俊男靓女形成了极
大反差。

红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北方人的保命主
食，如今种的人少了，却物以稀为贵，反而成了人们尝
鲜的佳品。

卖烤红薯的老头早上六点就来了，晚上九点
才收摊，实在辛苦。一双老筋突暴的手把洗得干
干净净的红薯在烤炉里不停地翻来翻去，一个个
表 面 微 红 的 人 参 娃 娃 样 的 红 薯 被 烤 熟 ，热 得 烫
手，软得熨心。剥去表皮，鲜嫩、晶莹、红红的瓤
子露出来，一股沁人心脾的香甜气扑鼻而来，谁
见了都想来上一口。那些俊男靓女馋嘴猫似的，
在大街上左手攥着，右手剥着，一口一口，吃得有
滋有味；也有不少中年妇女买了，热腾腾地带回
家去给子女享用。

在吆喝声此起彼伏的菜市场里，卖烤红薯的老头
从不大声叫卖，他还经常说：生意不赖！说着，那满脸
木刻似的挤在一起的皱纹便舒展开来，心里如烤熟的
红薯一样香甜。由于每天卖烤红薯的时间比较长，老
人常常把双臂搭在烤炉上，支撑着身体。

刮风了，下雨了，卖烤红薯的老头就在自己两平方
米大小的地方搭起一个塑料棚子。即使冬天下大雪，
卖烤红薯的小棚子里依然热气撩人。寒冬里，下午六
点天就完全黑了下来，其他摊主都早早回家了，卖烤红
薯的小棚子里还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瓶灯。

年复一年，卖烤红薯的老头的背越发弯曲，两鬓
越发苍白，可老头的秤杆却越翘越高，有时竟不上
秤，免费让买者拿去。买者心疼地说：“老师傅，别亏
着你了！”老头喃喃地说：“啥亏不亏。拿走吧，拿走
吧。我这么大年纪了，能给人们送去一点香甜，就心
满意足了。”

街上，卖烤红薯的老头

冬日情怀

□张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