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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 泉

在淮滨县西北六十里
的二港

(jiang)

口，有两个泉
眼，人们叫它泪泉。记得我们
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还在
那里挖过荠菜、喝过泉水。

传说早先年这里人家
不多，到处是荒坡。一天，有
个叫李成的山西人，带着一
家老小逃荒到这里，开荒种
地。夫妻俩一锹一锨地苦干
了一年， 到秋取得了好收
成。 小日子过得倒也舒心。

在李成家东边不远的
村庄，住着财主叫王怀人。他
见李成家收入不错， 便生恶
意，带着账先到李家收租。

来到李家
,

王怀人把脸
一沉， 问道：“你开荒问谁
了？ ”

“谁也没问。 ”李成回
答。

“知道这一带是谁的地

盘吗
?

”王怀人凶狠地说。

“不知道。 ”

“种地得交租吗？ 私自
开荒又不交租，这是目无王
法，要罚款！ ”

王怀人让账先打打算
算，连租带罚款总计一百两
白银。

可是，李成怎斗得过这
个恶财主，最后被逼着给王
怀人扛了二十年大活。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得也
不慢，可是欠的债不但没少，

反而越欠越多。这时，李成的
两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

一天， 王怀人对李成
说：“你年纪不小了，这大活
也扛不动了，我看就叫你两
个女儿给我做小，你欠我的
债我也不要了。 ”

“不行！ ”李成斩钉截铁
地回答。

结果，李成被恶霸财主
王怀人活活地打死了，李妻
也被狗腿子踢死了。

李成的两个女儿连夜
跑到官府告状，怎奈县官贪
赃枉法，昧着良心说二姐妹
是诬良枉告。二姐妹是悲愤
万分，叫天天不语，叫地地
不应，只好回到父母坟前哭
诉冤屈。

二姐妹哭啊哭啊，哭得
昏天黑地， 哭得乌云密布，

最后哭死在坟前。

就在二姐妹哭死的瞬
间，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
雨倾盆而至。哗、哗、哗，不到
一个时辰，平地水数尺。大水
卷走了房屋，卷走了王怀人，

也卷走了贪赃的县官。

第二天，平地冲出一条
大沟，也就是现在的“二港
(jiang)

口”

,

沟北半坡有两个
泉眼，长年流水不断。 因为
这泉眼是二姐妹哭出来的，

于是人们叫它泪泉。

(

小詹
)

（接上期）

三景：申塔朝晖
申塔，原在武庙街报恩寺中

（现在胜利路与解放路交口处附
近），因塔砖上有“隋”字，所以相
传为隋时所建。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 曾经对此塔轰击三炮，

使塔身上部略有倾斜，但仍巍然
屹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申塔被
当成“四旧”，给彻底“破”掉了。

尤其是“古申伯国”碑，碑文系唐
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由于年
长月久，碑文下边的两个大字被
风雨剥蚀得仅可辨认， 真迹尚
存， 是信阳重要的文物古迹，但
也没有幸免。这实是信阳人民遗
恨千古的事情。

张钺《申塔朝晖》诗原文：

何代留孤塔，千霄不记层。

葱葱佳气合，蔼蔼曙光凝。

玉树风堪倚，金茎露可承。

此邦多彩笔，特立看飞腾。

四景：奎楼晚照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奎楼应

建在信阳老城墙上，其具体位置
在今天河公园沿河大道处。信
阳残存的老城墙位于西关大桥
旁的沿河大道。 城墙为明朝所

建。张钺《奎楼晚照》诗原文是怎
样写的，已不得而知。

五景：龙潭瀑布
龙潭瀑布，位于信阳市河

区河港乡，距信阳市
25

公里。

沿信应公路可达。早在清代乾隆
年间被列为“信阳古八景”之一，

素有“豫南第一泉”之称。瀑布上
游有小一类水库，瀑布下游有两
座小型水库相连。白龙潭瀑布深
处峡谷之中，瀑布崖中间有巨石
突出，瀑布喷击其上，飞洒细如
珠玑， 作圆伞状迭落潭中，终日
不绝。若是大雨过后，山洪倾泻，

百川之水，交汇龙潭，瀑布崖前
浊浪滚滚，景色异常壮观。 历代
文人墨客来这里游玩题咏，留下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明代大
文学家何景明先生的裔孙，清光
绪年间进士何传中的《龙潭瀑
布》诗最为有名：“瀑布峰头好倚
栏，白龙潭下几重难。 人间天下
无双处，浪漏乾坤壮大观” 。

张钺《龙潭瀑布》诗原文：

立马层崖下，凌虚瀑布来。

溅花飞霁雪，暄石响晴雷。

直讶银河泻，遥疑玉洞开。

缘知龙伯戏，击水不能回。

（未完待续）

信阳古八景

修河渠功高升御史

黄家栋是个勤政爱民的清
官，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更
想能访到像马志远这样的人，审
视后，如德才兼优，选招到县衙
当差。

一日， 他微服来到顺河集，

见一帮农民头带柳条帽，抬着老
龙王偶像，敲锣打鼓，招摇过市，

祈求老天下雨。有一中年男子摇
头叹曰：“此乃愚昧之举， 奈何！

奈何！”黄家栋闻言上前施礼道：

“先生何出此言？ ”中年男子道：

“天不下雨能求来吗？ ”家栋道：

“以先生之见？”中年男子道：“河
涧县地处平原，土地肥沃，多条
大河流经县境。 因此县名河涧。

如能对河道适当清淤， 再筑堤
修渠，引水浇灌，河涧县就是一
个大粮仓。 ”黄家栋故意问道：

“何以见得？ ”中年男子道：“我
乃马志远是也， 吾一生一不为
官，二不图利，一心想把本县的
几条河道疏通好， 把每条河的
两岸都变成能灌能排的粮田足
矣。 为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

走遍全县数百里，勘山势，观水
情。绘制了治水图。而历任县令
都说我故弄玄虚，骂我疯秀才，

将我逐出不理。唉！不知新来的
黄县令是何等之人？ ”黄家栋听
说他就是马秀才，便故意发问：

“年前衙门口的一纸诗谜，定是
你马志远所为了！ ”“正是，先生
是如何知道的？ ”黄家栋便把他
上任后， 年前是如何释怪字悟
其意赈灾渡年关， 如何解诗谜
寻访马志远的经过讲诉一遍。

马秀才闻听纳头便拜， 口尊县
令大人， 小的今日终于把盼望
已久的清官盼来了。 一个访贤
若渴，一个报国心切，二人一见
如故。黄县令立即把马秀才接到
县衙当差。

从此，二人白天四处勘察河
道，夜晚挑灯绘图。经数月，治水
方案全部完成。黄家栋连夜写好
本章奏请皇上，要求因灾减勉赋
税；再请示开仓放粮，并请求圣
上下拨救灾粮银， 以工代赈，治
河兴利。圣上准奏。全县百姓深
受鼓舞，踊跃参与治河。 一年初
见成效，二年成果显著。 三年把
河涧县变成了鱼米之乡。消息传
到京城，圣上破格把黄家栋提拔
为贵州道监察御史。 此乃“解怪
诗访贤遇秀才，修河渠功高升御
史”是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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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监察御史黄家栋的传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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