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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州谯楼印象

陈洪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刚刚
十三岁的我考入息县一中。从八十
里外的农村第一次来到县城，对城
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鲜，尤其是
对县委大门楼印象特别深刻。

那时刚解放没几年，百废待
兴。县委大门楼是一个砖砌的四
方高台，中间是弧形拱门，上面
有几间小瓦房。 墙壁沙灰脱落，

门窗破旧。小布瓦顶上长着的稀
稀疏疏的荒草，在风中不停地抖
动。左边的角上一口铜钟挂在木
架子上，有火警的时候，就有人
敲响，，低沉而悠长的
报警声在空中回荡。右边是高高
的围墙，里面一排排低矮的小瓦
房是看守所的牢房，给人一种破
败、阴森恐怖的感觉。 后来才知
道，这里曾为息州州衙，有七百
多年的历史。 元代元贞元年（公
元

1295

年），为息州州同乌公所
建，后被战火焚毁。 经历代多次
重建修缮， 仍荒废到如此情景，

令人感叹。 看守所在县委大门
旁，实在不太雅观。不久，看守所
迁走，围墙拆除。后来，门楼又陆
续被公、检、法、司四个单位的楼

房所包围。 门楼拱门里面，一重
一重的大门， 一幢一幢的瓦房，

是县委机关办公的地方。屋子里
的工作人员正专心致志地办公，

有的正襟危坐， 有的伏案书写，

有的低声交谈， 不知在忙些什
么，给人一种庄严神秘的感觉。

八十年代， 县委门楼改建，

保留了砖台和拱门，上面盖起了
三大间雕梁画栋、 重檐叠椽、檐
角高翘、回廊四面、石麒麟把门、

镂空雕花门窗的仿古建筑，定名
为“息州谯楼”。赭红色的墙壁古
朴大方， 白色的护栏蔚为壮观，

橙红色的琉璃瓦顶熠熠闪光。一
前一后，飞天仙女图簇拥着“息
州谯楼”、“政通人和”两块匾牌。

八个风铃分别吊在檐角下面，微
风吹来，叮咚作响；二龙戏珠高
卧于屋脊之上，在彩色霓虹轮廓
灯的辉映下，分外显眼，又给人
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这里先是
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后又成
为人们开会、办展览的场所。 二
十一世纪初，县委、县政府为改
善其周围的环境， 痛下决心，拆
除了四个单位的办公楼，谯楼东

西建两个广场。 大理石铺地，花
带围绕，巨大的花束灯柱高高耸
立，冬青黄杨苍翠欲滴，香樟树
散发着醉人的芬芳。这里风景秀
丽，宽敞明亮，成了人们聚会、休
闲、娱乐的好地方。

清晨， 东方刚刚现出鱼肚
白，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来。 打
太极拳的马步轻移， 猿臂缓舒，

气定神闲； 跳蹦迪的摆动双臂，

轻扭腰肢，欢欣鼓舞；扭秧歌的
轻舒广袖，挥舞彩扇，潇洒飘逸
……半晌或午后，人们或三三两
两，或成群结队，在小亭之内，广
场之中，石墩之上，有的谈心聊
天，有的拍照合影，有的跳舞歌
唱。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男
男女女的舞伴们随着欢快的音
乐，踏着溶溶的月光，对对双双，

翩翩起舞，传递着友谊，锻炼着
身体，享受着欢乐和健康。

啊！ 时代在前进， 社会在发
展，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
提高，精神风貌在改变，息州谯楼
及其广场越变越好。 息州谯楼成
了息县的标志性建筑， 在人们心
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山县定远乡刘店村，有一
处历史名胜———御碑亭，建于清
道光四年（

1824

年），因亭内有
御制三通祭告文碑而得名，为道
光皇帝纪念表彰治水大臣黎世
序治水功绩御批而建，系河南省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亭坐北朝南， 面阔
3

间，进
深

6

米，长
8.8

米，宽
6.8

米，面
积约

60

平方米， 为砖木结构建
筑。亭廊内有

12

根合抱木柱，柱
下垫鼓形细工雕制石础。青砖灰

瓦，雕梁画栋，翘角飞檐，椽檐均
用油漆彩绘， 间以浮雕透雕，交
相辉映，古朴典雅。 历经

180

年，

原貌犹存。亭内沿后墙东西依次矗
立三通碑，居中者为“黎襄公入祀
贤良祠碑”， 居右者为“御赐祭文
碑”，居左者为“御赐黎襄公诗碑”。

三碑均高
3

米余，碑首雕二龙戏珠
图案，中间拱卫“圣旨”二字，每碑
正面镌刻楷体碑文， 共计

817

字，

大致记述了黎世序的生平事迹。

黎世序（

1772

年—

1824

年），字景和，号湛溪，罗山县城
人，嘉庆年进士。 他一生勤政廉
洁，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勤于治
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任上。他
身为南河总督，逝后却无钱运柩
归里， 朝廷派官员扶柩归里，并
从北京至罗山的路上， 每

60

里
建清官碑一通。道光皇帝御笔题
诗一首，命勒石于墓。

《清史稿》载，黎世序病逝消
息传出后，“清河县民罢市停业，

无分男妇老幼，皆咨嗟，擗踊相
向失声，士绅设位哭之，建祠以
志遗爱遗摺；至京，宣宗（注：道
光皇帝）震惮，加尚书衔，赠太子
太保，谥襄勤，入祀贤良祠。 ”

另外，在罗山县定远乡刘店
村冯庄组还建有黎世序祠。

（据信阳市情网）

黎世序

岁时习俗 之

清明节

清明节是中国民
间重要传统节日，一般
是在三月初，公历

4

月
5

日前后。是日，家家早
起， 折柳枝插于门首，

男女也身戴柳枝，民间
有“清明不插柳，死后
变黄狗’、 “清明不戴
柳，红颜成皓首”的说
法。 人们郊游、踏青，到

先祖坟地烧纸祭拜，除
草培土。 新县农村有的
宗族于此日集族人于
祠堂祭祖， 谓之清明
祖。 目前，插柳习惯已
不多见，扫墓围坟仍很
盛行。 学生至烈士陵园
献花圈，举行红领巾和
团队活动。

（据信阳市情网）

有抹———有办法本事
汤巴子———汤圆
油果子———三股油条
酒浮糟———江米甜酒
打尖———饭前吃一点
场———酒席
杂下水———猪牛羊的内脏
晃子———鸡鸭猪牛宰后的血
赚头———猪牛羊的舌头
潲水———泔水
吃烟———吸烟
嗨饭———吃饭
解手打岔———大小便
说古迹———讲故事
摆秋———打秋千
小日麦的———小坏蛋

（据商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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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方言之
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