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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春天

� � � � 1.

我雪你快环我须———我说你快还我书
2

美猪
,

买菊肉好不？ ———美菊
,

买猪肉好
吗？

3

恩们真拽———你们好厉害
4

不过雪类不是太地道———不过说的不
是太地道

5

恩们雪滴啥子撒， 咋听不懂哩
,

慢慢雪
哈。 ———你们说的什么呀， 怎么听不懂呢，慢
慢说哈。

6

我气买红许———我去买红薯。

7

快板踏！ ———快扔了！

8

偏不板
,

不板斗丝不板。 ———偏不扔
,

不
扔就不扔。

9

小心一哈神棒你———小心一会揍你
10

列杂搞， 列是撒子灯细灭———这怎么
办，这是什么东西吗？

11

京个恩还肥赖不？ ———今天你还回来
吗？

12

恩带搞摸司麦？ ———你在干嘛？

（隐士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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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山老城天桥街。

1995

年摄
（中国摄影家学会会员张一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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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约前
630～595

年），期思（今淮滨县）

人，春秋时期楚国贤相，一生清廉，不受封地，史称
“中华第一循吏”。

义斩歧蛇叔敖幼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
之。回到家就哭泣。母问何故，他说：“听说见到两
头之蛇的人必死。今天见了，我恐怕不能再伺候母
亲了。 ”母问：“蛇在哪？ ”答：“我恐他人又见，杀而
埋之。”母说：“儿有阴德，神必保佑。”后来，他不仅
没死，还做了楚相，辅佐楚庄王成就一番霸业。

狐丘劝谏叔敖原本布衣，上任之际，乡亲纷
纷来贺。有一老者名狐丘，直问叔敖：“有三利必有
三患

,

子知之乎
?

”孙叔敖一脸严肃：“敢问何谓三
利
?

”狐丘说：“爵高者
,

人妒之
;

官大者
,

主恶之
;

禄厚
者
,

怨归之。 此之谓也。 ”叔敖曰：“不然
,

吾爵益高
,

吾志益下
;

吾官益大
,

吾心益小；吾禄益厚
,

吾施益
博。 可免患乎

?

”狐丘说：“善哉言乎
!

”叔敖以此为
座右铭，虽三任令尹，“日夜不息”，勤于政事。虽权
高位重，“妻不衣帛”，终生勤俭。

优孟衣冠叔敖逝世，“其子无立锥之地”，以
打柴为生，家境贫困。 楚宫艺人优孟见状，穿戴叔
敖的衣冠，模仿叔敖神态觐见楚庄。 庄王大惊，以
为叔敖复生，要他继续当令尹。优孟趁机讽谏：“叔
敖生前为官清廉，尽心竭力为大王效命，死后其子
靠打柴养母，可见楚相不可为也。”楚庄王闻言，甚
感惭愧，当即封叔敖之子寝丘（今信阳固始）地四
百户。此即“优孟衣冠”典故之由来，并为中华戏剧
表演之先声。

（据《信阳红廉文化苑·大别风骨篇》）

中华第一循吏孙叔敖

老照片

信阳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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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十四年（

755

年），安禄山叛唐，史称“安史之
乱”。叛军势盛，唐兵节节败退，唐玄宗退入四川。上元二
年（

761

年），叛军大败唐兵于邙山（今郾师北），乘胜南
下，进犯光州、申州等地。 叛将谢钦让率一部围困申州数
月，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坚守义阳城。 次年二月，王仲升与
谢钦让大战于义阳城下，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王真按兵不
救，王仲升战败被俘。 叛军谢钦让部占据申州，淮西震
骇。 来王真因不发救兵，被削官赐死。

唐建中三年（

782

年）十二月，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
割据淮西，自称天下都元帅，屡破唐军。 兴元元年（

784

年），李希烈在汴州称帝，国号大楚。 贞元二年（

786

年）

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举众降唐，唐以陈
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是年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
杀陈仙奇，自称留后，朝廷无奈，授以申、光、蔡节度
使衔。吴少诚在蔡州（今汝南）整治兵马，修筑城池，

抗拒朝廷
．

判官郑带、大将杨冀密谋驱逐少诚，联络申州
刺史张伯元伺机行动

．

五月事泄，张伯元、郑带、杨冀被少
诚杀害。贞元十五年（

799

年），吴少诚攻唐州、许州，屡败
唐军。德宗诏令各道进兵讨伐吴少诚。次年，吴少诚引兵
还蔡州。元和四年（

809

年），吴少诚上表其大将吴少阳为
申州刺史。 少诚病重，少阳杀少诚之子吴元庆，自称留
后，割据淮西。 次年，唐宪宗任少阳为彰义军节度使。 元
和九年

(814

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为节度使，攻掠舞
阳、鲁山等地。 元和十年（

815

年），宪宗以裴度为相讨伐
淮西。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攻至固始，击败淮西兵，

但其他各路讨淮西军多失利。 次年三月，李文通击破淮
西兵于金敖山（固始西南）；九月，击败淮西兵于殷城（今
商城），破

6

个营栅；十二月，复破淮西兵于固始，斩杀千
余。 元和十二年（

817

年）正月，鄂岳观察使李道古攻申

州，先克外城，继攻子城。 城中守将夜出奇兵，击溃李道
古，擒杀甚多。七月，裴度督师讨淮西，八月兵达郾城。九
月，太子詹事李�攻克吴房（今遂平县）外城，斩首千余。

十月，李�分兵三路，乘雪夜袭破蔡州城，吴元济被俘。

当天，申、光二州及诸镇兵
2

万余人也释甲来降。 至此，

长达
35

年的淮西割据战乱被平定， 唐朝初步统一的局
面暂实现。 唐末各军转战申州、光州。

唐僖宗乾符元年（

874

年），王仙芝、黄巢相继起义于
濮州（今范县）、冤句（今山东荷泽），旋合兵。 乾符三年十
一月，起义军克罗山县城，十二月攻申州、光州等地。 乾
符五年正月，招讨副使曾元裕在申州东部击败王仙芝别
部，起义军阵亡、被俘者约

2

万人。 二月，王仙芝战死于
黄梅县，其部将归黄巢。 黄巢遂为全军统帅，号冲天大将
军，建元王霸。广明元年（

880

年）十月，黄巢军攻克申州，

遂渡淮人息县，进军颖、宋等州。

唐昭宗乾宁三年（

896

年）五月，湘南节度使杨行密
派大将朱延寿攻克光州，杀刺史刘存，遂占据淮南之地。

天复四年（

904

年），朱全忠杀昭宗，立辉王为昭宣帝。 十
月，光州叛杨行密，降朱全忠，杨行密派兵围攻光州。 十
一月，朱全忠亲自率兵

5

万渡淮河，驻扎霍丘，行密撤光
州之围。 全忠军大掠淮南。 以所得耕牛给淮北民而收其
租。 不久，全忠撤兵，杨行密令柴再用攻取光州。 天佑二
年（

905

年），朱全忠南下攻取唐、邓、郢、随等
7

州，破襄
阳。 十月，由襄阳经枣阳至申州，尔后冒雨东进直抵光
州。 时值隆冬，士卒无冬衣，加之长途跋涉，道险路狭，人
困马乏，兵士多逃亡。 朱全忠仍以残军围光州，恫吓光州
刺史柴再用若不投降，将毁灭全城。 柴再用严设守备，拒
绝投降。 全忠攻城旬日，不克而去。

（据《中原文化记忆丛书·信阳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