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糍粑———信阳传统名吃， 主要产地有商
城、新县、潢川、光山等地。

糍粑的制作过程是： 以上等优质江米为
原料，淘净蒸熟后，放进石臼内反复捶捣成泥
状，趁热有擀仗擀薄，切成方块或长条状。

糍粑可烤，可煮，可煎，可炸，尤其是春节
期间，亲朋好友来访，最好的见面礼便是煮上
一碗荷包蛋糍粑。若将糍粑包上各种馅料，油
炸烤煎，风味更加独特鲜美。

（据光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糍 粑

舌 尖 上 的 信 阳

高面———上面
二面二———两边
那本儿———在那
料田坡———野外
那不?儿———特指在那
这一磨儿———这一部分（地方）

排道儿———到处
嘎吧呐儿———琐碎细小的地方

（据商城信息网）

乡 音 缭 绕

商城方言之
方位处所

信 阳 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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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渊 源

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

年）

10

月
18

日，在光山县衙官舍，一个
男婴呱呱坠地。 因光山隶属光州，

婴儿的父母为其起名为光， 这个
婴儿就是后来北宋有名的政治家
和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 字君实， 号涑水先
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 椐
清代《光山县志》记载，司马光年
五、六岁，弄青胡桃，欲脱其皮不
得。一婢以汤脱之。女兄来问脱胡

桃皮者，光曰：“自脱也。 ”父适见，

呵之曰：“小子何得谩语。 自是不
敢谩语，凛然如如成人。 ”“司马
光打破缸”的故事则更是为人们
津津乐道。 一群小陔在庭院里玩
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
的缸里， 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
分，四奔逃散。 司马光则拿起一
块石头，砸破缸里的下部，缸破
水流，小孩也得救了。 司马光读
书时也非常用功， 手不释卷，朝
诵夕思，不知饥寒，很早就表现
出了超人的才华。

宝元元年（

1038

年），

20

岁的
司马光考中进士，授华州判官，从
此步入仕途。 司马光先后从政

48

年，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后来又任宰相。 他提出了不少治
国主张，强调为政要得民心，要知
人善任，虚心纳谏，崇尚务实，反
对浮夸等。任宰相后更是“躬亲庶
务，不舍昼夜，欲以身殉天下”。

司马光为观古知今， 以史为
鉴，立志整理古往史籍，编纂一部
完整的、系统的简明通史。 他首先
编写《历年图》

5

卷，以《历年图》为
脉络，写成《通志》

8

卷。 治平四年
（

1067

年）， 司马光向刚即位的宋
神宗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
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
鉴》，并为其作序。 司马光耗费

30

年的心血， 终于编纂完成了上起

周威烈王（前
403

年），下止后周
世宗显德六年（

859

年）， 横跨
1362

年历史的巨著《资治通鉴》，

该书占有丰富的资料， 史料的真
伪考辩详细， 创造了史学的新体
制，并且明治乱之道，卫儒避佛，

反对迷信。 更为后人编史提供了
成功的经验， 为中国史学兹生了
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两种新体
裁。 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
此书”。 书成之时，司马光则“精疲
力竭，牙齿所剩无几”。

司马光和新法的提倡者既是
政敌，又为诤友，在变法斗争中，

虽为政敌，但相互友善相处，礼遇
对方，光明磊落，绝不暗中伤害。

司马光一生著述颇多，仅收入《四
库全书》的就达

16

种，

457

卷。 在
生活上， 司马光保持节险，“平生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
弊以矫俗千名”。 临终时，还嘱咐
家人将写有《布衾铭》的布衾盖在
身上。 哲宗元佑元年

9

月
1

日，司
马光病逝于东京（今开封），终年
68

岁。 皇上钦赠太师温国公，谧
“文正”，赐“忠清粹德”之碑，诏令
天下和地“皆画（其）像以祀，饮食
必祝”。 光山有纪念司马光的足迹
多处，流庆山有“司马温公祠”，湾
湖北畔有“衣冠冢”，还有“司马
井”“养粹亭”和“涑水书院”。

（据信阳市情网）

司马光

鸡公山上忆韩安先生

（下）

黎云昆

（接上期）

先锋：言传身教，成为发展林
业事业的楷模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韩安办公旧址前， 一棵参天
大树枝繁叶茂。 这是民国时期著
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亲手栽植的悬
铃木（法国梧桐），树下立石一块，

镌刻“将军树”三字。 韩安与冯玉
祥是同乡、同庚。

1920

年，冯玉祥
率部调驻信阳至武胜关一线，在
与韩安的交往中， 同样出身贫寒
的冯玉祥明白了林业对国家、对
环境、对人民的益处。他立即下令
士兵在武胜关至信阳铁路沿线和
鸡公山植树数十万株， 由此开创
了我国兵工造林的先河。 时光荏
苒，岁月如梭，斯人虽去，功业流
传，当年所植之树，如今已经郁郁

葱葱。

同样，韩安办公旧址不远处
有一口井，名为“韩安井”。 井上
石刻“饮水思源”。 此井是当年韩
安组建平汉铁路造林所时工作
与生活用水的来源。 此井水质优
良，水量稳定，长期为后人饮用。

每饮此水， 让人想起先贤德行，

便心生感慨。

如果说一介书生的韩安，用
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将军和
人民， 那么他对林业事业的热
情，同样获得了跨越国籍的认同
和友谊。

英国植物学家波尔登因为林
业事业，与韩安结下了不解之缘。

波尔登曾任民国政府农商部襄林
政、交通部林务员，在创建鸡公山
铁路林场期间，与韩安成为至交。

在韩安的影响和帮助下， 波尔登
勘定了信阳鸡公山、 李家寨和河
南驻马店确山县黄山坡一带，收
购荒山数万亩， 建苗圃

25

处，每
处面积

200

亩， 每年植树数百万
株， 为鸡公山引种了北美落羽杉
并获得成功。 当年他引种的落羽
杉萌生林现已成林， 并在江淮流
域广泛栽培。 圆满通直的干形、秀
丽的羽状叶丛， 象征着这份珍贵
的跨国情谊。 为纪念这份友谊，如
今人们将这片落羽杉林所在地命
名为波尔登森林公园。

踏遍青山人未老， 韩安曾辛
勤耕耘的鸡公山， 如今已经成为
中国近现代林业事业草创时期一
个回味深远的缩影。 鸡公山，搞林
业的人，一定要去看一看；不搞林
业的人，也应当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