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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史海钩沉

♣ 王 剑

丝绸之路上的孤勇者

东汉初年，有一个青年人迁居洛阳。因为家
贫，他靠帮官府抄写公文勉强糊口。当时，抄写
工作十分辛苦，青年人经常要忙到半夜才能睡
觉，每天累得腰酸背疼。而且官府要求严格，如
果抄错一个字，就要遭到责骂。尽管他小心翼
翼，还是多次受到训斥。有一天，他正在抄写堆
积案头的公文，抄着抄着，突然站起身来，将笔狠
狠地摔到地上，愤懑地说：“大丈夫就应该像傅介
子、张骞那样，在战场上立下大功，怎么能在这种
抄抄写写的琐事中耗尽一生呢？！”旁边的人听了
都哈哈大笑，青年人把眼一瞪，说：“你们这些凡
夫俗子，怎能理解高士的襟怀！”

这个投笔于地、慷慨发声的青年人，就是班
超。他是东汉大儒班彪的小儿子，史学家班固的
亲弟弟。

也许是机缘凑巧。当时，北匈奴掌控了西域
的大部分地区，阻断了塞外的丝绸之路，对东汉
的经济文化交流构成了严重威胁。为彻底解决
边患，汉明帝差遣奉车都尉窦固率军攻打北匈
奴，班超随军出征，出任代理司马之职。

班超一到战场上，就如同鱼入大海、鸟翔云
天，军事才能显露无遗。他率兵进击伊吾，战于
蒲类海，作战骁勇，立下赫赫战功。汉明帝对班

超的胆识和智慧十分赞许，诏令班超为军中司
马，率领三十六个骑兵，出使西域各国，以“切断
匈奴的右臂”。

班超一行首先到达鄯善国（即楼兰古国，位
于罗布泊西南）。鄯善国王得知汉使到来，高接
远送，热情款待，礼节十分周到。然而没过几天，
态度突然变得冷淡起来。班超觉察到这种变化，
认为必是匈奴使者到访的原因。为了不辱使命，
班超将随行的三十六名将士召集起来饮酒，然后
趁着酒兴说道，诸位将士与我身处边地，只有立
下大功，方能求得富贵。如今鄯善国王要把我们
抓起来送给匈奴，你们说该如何是好啊？将士们
闻言，齐声说道，如此危急关头，无论是生是死，
我们都听您的命令。班超见状，朗声说道，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趁夜攻杀匈奴
使团，我们才有生的希望！

当夜，恰好刮起大风，班超命令十个勇士拿
着战鼓，藏在匈奴使者房舍的后面，约定火起之
后便擂鼓呐喊。自己则亲率兵卒，埋伏在大门两
侧。布置妥当，班超命人顺风放火。顷刻火光四
起，战鼓齐鸣，声势震天。匈奴人惊慌失措，乱成
一团。班超带人冲杀，斩杀匈奴使者三十余人，
其余一百多人则全被烧死。第二天，班超将匈奴

使者的首级展示给鄯善王。鄯善王大惊失色，深
知东汉的强大与班超的果敢，当场表示愿意归附
东汉朝廷。

班超继续西行，来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
市）。于阗国受匈奴影响较大，对班超一行态度
傲慢。于阗国巫师声称，天神对于阗王欲与汉朝
交好的行为十分震怒，要求必须杀死班超的坐骑
黑骊马祭祀，方可得到天神的饶恕！班超得知消
息后，将计就计，答应献出马匹，但要求巫师亲自
来取。巫师大摇大摆地来到班超的营帐，班超立
即将其斩杀，并把首级送给了于阗王。于阗王早
已听闻班超在鄯善国的壮举，惊恐万分，随即答
应归附东汉朝廷。在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市），班
超恩威并施，智擒疏勒王兜题，改立王子忠为疏
勒王。此举得到了疏勒国人的拥护，班超威名大
震，许多国家闻风归附。

然而，匈奴并不甘心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联
合西域的莎车、龟兹、焉耆、姑墨等小国，不断进
行反扑。面对复杂的局势，班超审时度势，采取

“以夷制夷”的策略，组织和训练当地军队，联合
亲汉国家，对匈奴及其盟友进行军事打击。班超
为政宽简，团结吏士，收拢人心，在他的努力下，
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五十多个国家都先后归附，东

汉与西域各国中断已久的联系得以全面恢复，丝
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再
次繁荣起来。为了宣示国威，班超派遣甘英出使
大秦（罗马帝国）。甘英率领使团从龟兹出发，越
葱岭，经大宛，到达条支（今伊拉克境内），成为第
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人。

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多年，以一己之力，改
变了西域的政治格局，为中国的版图成型和民族
团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表彰他的功勋，东
汉朝廷诏封他为西域都护、定远侯，食邑一千户。

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班超因思念故
土，上书朝廷，请求回国。他在奏书中写道：“臣
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汉和帝深受
感动，批准了班超的请求。班超回到洛阳一个月
后，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墓位于洛阳市孟津区朝阳镇煤窑新村，
为夯土平丘状墓冢。清明节前后，我顺道拜谒了
班超墓园。进入灰瓦、白墙、红柱的纪念馆，沿着
班超重开丝绸之路的足迹，我再次领略了这位百
战名将的飒爽英姿。“投笔从戎胆略豪，积功才得
换征袍。漫言生相原应贵，要仗胸中贯六韬”。
时至今日，班超大志得酬、威震西域的外交传奇，
仍然在这首诗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窗含书香满眼春窗含书香满眼春（（国画国画）） 贾发军贾发军

大有当铺收了一件玉樽，摆放在紫檀
古董架上格外惹眼。做典当生意的人都知
道，客人所当之物是秘不示人的。有人不
解，就问：“钱掌柜，这么金贵的东西，也不
藏起来？”钱堆扒拉着算盘，“好东西就不能
藏起来，得让大伙儿都瞅一眼才好。”

乌驼镇不大，住的人倒是不少，东街大
有当铺塞满了看稀罕的人，竞相一睹白玉
樽的真容。有人说：“这真是个宝贝儿，晶
莹剔透，少说也值百八十两白银吧。”有人
说：“不可能，二百八也搞不定。”钱堆支棱
着耳朵听，不说话，淡淡地笑，手指在算盘
上欢快地舞动。

乌驼镇地处蒙汉交界，商贾云集，当铺
生意兴隆。钱堆年逾六旬，从伙计做到掌
柜，全凭那双眼睛。铜是铜，铁是铁，从没
看走眼过。

前几天，当铺来了一个客人，绸缎裹
身，狐皮帽子在落日的余晖中闪着亮光。
客人从怀里掏出白玉樽，小心地放在柜台
上，手搓手，满脸堆笑，说：“应个急。”钱堆
上下扫了一眼白玉樽：“想当多少？”“狐皮
帽”倒是爽快：“五十两。”钱堆没有讨价还
价，填好当票，交付银子。“狐皮帽”急匆匆
地走了，醉酒的钱堆躺在火炉边的藤椅上
继续睡觉。

半夜，酒醒。微弱的灯光下，钱堆看见
柜台上的白玉樽，一骨碌爬起来，伸手一
摸，心凉了半截。钱堆顿时觉得热血直往
脑门儿上涌，手托柜台，站稳，顺手把白玉
樽放在古董架最显眼的地方。

南街茶庄的李掌柜，好收藏，只要看
上眼的，无不收入囊中。李掌柜三天两头
地往大有当铺跑，钱堆破例让李掌柜把玩
白玉樽。李掌柜左瞧右看，爱不释手：“此
乃珍品也。”抬头看了看钱堆，又说：“此物
若为死当，我必竞价收藏。”钱堆笑了笑，
不置可否，双手递过一杯茶。李掌柜急
眼，从怀里掏出银票，搁在茶几上。钱堆
把银票推在李掌柜面前，说：“不急，不急，
三天后再说。”

做当铺生意的，最忌讳走眼。走眼也
不打紧，认栽就算了，买个教训，可钱堆却

广发请柬，召集乌驼镇做典当的同行相聚
喜来登酒楼鉴宝。

酒过三巡，钱堆仍旧闭口不提白玉樽
的事，抱着酒坛子，唱起了信天游，一曲接
着一曲，没完没了。有人耐不住性子，接过
酒坛子，附耳说：“钱掌柜，得让白玉樽闪亮
登场了吧？”钱堆哈哈大笑：“见到大家，只
顾开怀畅饮，叙旧话新，竟然把鉴宝的事给
忘了，失敬失敬。”说着，右手伸进怀里，从
棉袍里取起白玉樽，双手捧起，生怕掉在地
下。就在此刻，也不知从哪蹿出一只黑狸
猫，一头撞在钱堆的胳膊肘上，白玉樽飞出
手掌心，一声脆响，碎玉满地。钱堆愣愣地
站着，不知所措，众人摇头叹息。

钱堆慢腾腾地回到大有当铺，泡了一
壶老茶，半躺在藤椅上。风吹，帘动，只听
身后一声叹息。钱堆转过身，李掌柜不知
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柜台边：“可恨那只黑狸
猫，可惜了那件白玉樽。”钱堆看着一脸沮
丧的李掌柜，一阵大笑，笑着笑着，停住了，
眼睛直勾勾地瞅着李掌柜：“要是银子咬得
手疼，倒不如捐给镇北普救寺，多煮几锅斋
饭，接济落难的孤儿。”

又一阵风涌进店铺，风里裹着异香。
钱堆和李掌柜不约而同地朝店铺门口望
去。戴狐皮帽的客人来了，胸脯挺得老
高，踱着方步，笑嘻嘻地说：“赎当。”钱堆
站起身，迎上来，双手抱拳，“这当赎不了
了，摔碎了，你看……”“狐皮帽”摘下狐皮
帽，伸出纤细的手指，弹了又弹：“这规矩，
你懂得，以当金五倍赔偿。”钱堆酒劲未
散，脸红扑扑的：“您高抬贵手，咱再商量
商量。”“狐皮帽”极不耐烦：“三倍，底线，
不商量了。”

看着钱堆的窘迫，“狐皮帽”仰头哈哈
大笑起来。谁知笑声未落，钱堆手里已然
握着一件白玉樽。“请过目，这是你的原
物。”“狐皮帽”一惊，接过白玉樽，倒过来
看，樽底“吕氏雕”清晰可见。

“狐皮帽”交了赎金，身体像没了骨架
似的，软塌塌地走出大有当铺。钱堆望着

“狐皮帽”远去的背影，嘴里嗫嚅着，“想蒙
我，你还嫩了点儿。”

小小说

♣ 王 宇

白玉樽

荐书架

♣ 周 贝

《昆仑约定》：再现戍边战士的高原青春

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以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高原戍边为背景，塑造了一批不畏艰苦、
个性鲜明、敢于牺牲、保家卫国的军人形象。未定
国界处，气候条件恶劣、物资匮乏、医疗条件简陋，
挑战重重，戍边战士不畏艰难，用血肉之躯筑起生
命的防线。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
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
的执着追求。在昆仑之巅，他们用生命丈量信仰的
高度，以热血铸就永恒的约定。

梁晓声表示，看《昆仑约定》，感觉这是一本受
义务感、责任感驱动而创作的长篇。它的难能可
贵，在于亲历性。哀敬爱的人之死，庆亲密战友的
生，遂使笔下情浓。这是倾注真诚和深厚感情的
作品，也是一部在题材上填补空白的作品，反映高
原战区 8 名 16~18 岁的女卫生兵集体生活经历的
小说，尤其是长篇，这似乎是第一部。对军旅题材

有填补性，对整体的当代文学也是如此。
毕淑敏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

以其独特的医学背景与人文关怀，为文学创作开
辟了崭新的视角。她的作品融合心理学、医学与
社 会 观 察 ，在 严 肃 文 学 与 大 众 阅 读 之 间 架 起 桥
梁。著名评论家雷达曾如此评价道：“毕淑敏是一
位有良知、有担当的作家，她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
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关怀。”

《昆仑约定》的情节黏性强，群像描写和深层
意蕴处理出色。从通识的意义上说，《昆仑约定》
是一本写人生海拔的书。“只有云知道”，知道什
么？知道人生能有多高。同时，昆仑也象征着中
华民族的精神高度，毕淑敏通过描写普通士兵的
故事，将“人性的高度”“人心的尺度”“生命的广
度”“思想的深度”相融，唤起读者们对精神高度
的向往。

人与自然

♣ 李人庆

最美山中四月天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一夜春雨过后，杏花开了，梨花白了，桃花在

天边燃起片片云霞。但这样的日子不长，很快，
大自然就早早地收起了画笔，那五彩缤纷，那姹
紫嫣红，又慢慢归于沉寂，只留各种各样的绿蓬
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让我们感受这个春天急切的
心率。

这样的季节，很容易就让我想起了老家，想
起了家乡的山水。于是，选择在一个雨后初霁的
日子，满怀眷恋和期盼，我又踏上归程，回到山里
的老家。

老家在大山深处，山环水抱，除了穿乡而过
的国道两旁、练带轻舒的清水河畔的有限耕地，
其余的便是绵延不绝的山了。故乡的山很慷慨，
只要有土，就会有绿色的生命生长；故乡的水很
特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你站在沟底仰看山
顶云雾缭绕，及至山巅，便会有细泉在脚下低
吟。也正因为如此，故乡的山上到处呈现出一派
生机盎然的绿来，以至于陡峭的悬崖，乃至岩石
的夹缝，都会生长出绿草长藤、杂木树丛。

春雨过后的山乡，熏风和畅，平添几多妩媚，
更显得鲜活而神采飞扬。放眼望，满目绿屏翠
嶂，灵秀而静谧。那一望无际的绿色啊，高高低
低，远远近近，或浓重，或恬淡，或明黄，或鲜嫩，闪
着油光，绿得耀眼，让人心醉。

出四棵树街，就是环绕小村的大河，地图上
标注为清水河，但我们习惯按方位叫它南河或西
河。沿那条自西向东到了村头又折向东南，然后
再一路向东的河流，两岸又分生出柴沟河、龙潭
沟河、张沟河、迷沟河等数十条河流，一样的流水

潺潺，挤满天空云影，倒映着绿水青山。
沿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抑或是弯弯的山

道，或向南，或向北，随意地踽踽而行，看雨后初
霁的天空，蔚蓝，洁净，盛开着几朵硕大的、晶莹
剔透的花。路面潮润，晶莹的雨珠，或许是露珠
吧，挂满嫩绿的草尖，还有伸向小路的每一个枝
叶，辉映着七彩阳光，就连空气都湿润得似乎能
拧出水来。

愈往山里走，绿色愈凝重，叫不上名儿的
花儿、草儿竞相出镜。多情的小鸟时而欢呼
雀跃，时而私语几声，和着脚下的流泉、身旁
的飞瀑，疑入仙境。猛然，一束练带似的白云
不知从哪里轻轻扬扬飘过来，先是萦绕在对
面的山尖，继而又缠绕在山腰，很快，它又像
一叶轻舟悄无声息地驶进了身后的沟底，并
迅速地弥散开来，展现给你山如孤岛、云似沧
海的壮丽景观。

行走山间，不时会有挎着竹篮、提着袋子的

男男女女擦肩而过，随即隐入碧波荡漾的山林，
那是上山采摘野菜的人们。但在老家，却没有人
说“采”，而是说“打”。打拳菜、打臭娘叶、打珍珠
花、打山韭菜……这情景和江南的采茶一样浪
漫，只是多了些北方的剽悍，少了点南方情歌满
山的诗意与缠绵。

如果说扑入眼帘的第一眼只是一种纯粹的
绿的话，那么，走进大山深处，怡红快绿排山倒
海般翻涌而来，展现给你的是郁郁葱葱、苍苍茫
茫几近原始的自然景象。山林里，大片大片的
杜鹃花恣意绽放，开成了林，开成了海，红的热
烈，紫的浪漫，与绿色相映成趣，勾画出一幅彩
笔描绘不出的绝美图画。有风吹来，万枝摇动，

“沙沙”声如雨降山林；红日初照，浓荫匝地，阳
光斑驳，如星儿闪烁，宛若置身仙境。随意地在
这大山里行走，你会发现，林中有石，石畔有竹，
竹下有花，花中有野蜂、彩蝶飞舞，天然成趣，美
不胜收。

山高水长，就多瀑布。在老家，看瀑布是很寻
常的事，几乎每架山、每道沟都有，或大或小，或飞
流直下，响声如雷；或飞珠溅玉，若琴若鼓；或恬美
柔静，如细雨敲打山林，各有千秋。看瀑布，最好
别忘了去平沟，莲花盆、珍珠潭、美女沟……每一
处都让你流连忘返。不身临其境，难以想象它
的绝美；不身临其境，更难领略“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恢宏。那一挂挂瀑布是
一条条山涧小溪汇聚成的一腔幽怨的野性，在
山谷中寻找自己生命的悲壮和辉煌，它们在一
往无前的执着追求中，不知不觉凌空定格成一
道道美丽的风景。

故乡是一个山的世界，大山曾阻隔了几代人
的梦想。故乡的人们曾不无遗憾地说：“俺这儿
的每架山、每道沟都是一幅画，够你看上半天！
但光看能当饭吃？”这话还真叫乡亲们说对了。
秀美的山水为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随着家乡旅游业的不断壮大，淳朴的乡亲们
纷纷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卖山货、搞开发、开办
农家乐，衍生出了食用菌种植、林果种植、中药材
种植、野猪养殖、山羊养殖等支柱产业，如画的山
水不仅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还给乡亲们带来
了滚滚财源和希望，到处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
美好画面。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
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
许？云外一声鸡。”故乡是一幅恬静的山水画，故
乡是一首隽永清丽的诗，它在你的眼睛里，它在
宋代诗人梅尧臣《鲁山山行》里。只要你踏上这
块土地，不知不觉中，你就醉了。

河南省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朝歌（今河南淇县），古称沬乡，《诗经·桑中》
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即指此。殷商
时称朝歌；西汉时置朝歌县；宋元祐年间为
临淇县；元朝至元三年（1266 年），改为淇
州；明朝洪武元年（1368 年）降为淇县。朝
歌有着三千多年的厚重历史，曾为商朝四代
帝都，周王朝卫国国都，项羽分封的殷国国
都。走进这座古城，就像走进了一条幽深的
历史隧道；走进这座古城，就如打开了一部
厚重的史书。

朝歌是商朝最后的都城。牧野大战，纣
王自焚，延续了近六百年的商朝灰飞烟灭。
《史记》等史籍的记载，明代小说《封神演义》
的渲染，加上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电影《封
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播出，商纣王可谓是
家喻户晓的暴君。可是在《毛泽东评点二十
四史》中，我却看到一代伟人曾这样精辟论
述：“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
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
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历史考古学家郭
沫若，更是在《驳〈说儒〉》中说：“像商纣王这
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
没的。商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
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
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
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
大。”他在 1959 年 6 月到安阳考察时，也曾
题诗为纣王鸣不平：“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
中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自殒，千秋公案与
谁论？”看来纣王还是有一定功劳的。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纣王虽说有一定
的功劳，但他好大喜功、刚愎自用、不听劝谏、
骄奢淫逸，也造成了比干剖心、微子出走、箕
子佯狂的悲剧。商王朝远去了，折胫河、摘心
台、纣王采暖处朝阳寺、纣王降香处灵山寺、
纣王屯粮处收粮洞、纣王屯兵处纣王殿、纣王
墓等多处遗迹尚存。如今，这些遗迹已分别
成为省市县文保单位，或成为国家3A、4A景
区，或挂上了中国传统村落的牌子。

牧野一战，周武王在朝歌插上了卫国的
大旗，康叔之政的人和政通，卫武公的高风
亮节，鞠躬尽瘁，铸造了卫国的鼎盛。两千
多年如水而逝，而颂扬卫武公恩德的载入
《诗经》的《淇奥》，以及后人修建的康叔祠和
武公祠，则万古流芳。

著名的卫懿公虽好鹤误国，但他醒悟后
与将士一起拼杀疆场，不惜被砍成肉泥，不
能不说是一种为国捐躯的悲壮。而卫大夫
弘演见懿公血肉模糊，尸体零落不全，只有
一只肝尚完好，于是拔刀剖腹，把自己的尸
体当作了懿公的棺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赤胆忠心，不能不说是一种大义。荆轲恰如
弘演，也怀着一颗赤胆忠心，也怀着一种大
义，他蘸着淇水磨亮匕首，启程去了燕国，在
易水边唱出了千古流传的一去不复还的悲
壮的歌。

鬼谷子云游到云梦山，本想躲避战国的
硝烟，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们却追寻到
此，拜师学艺，隐居的水帘洞竟成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所军校。毕业的弟子们壮志满怀，
跃跃欲试，由此冲向战国硝烟，纵横捭阖，叱
咤着战国的风云。

朝歌后称淇县，很可能与淇水有关。
据国家地质部门实测记载，她的源头形成
于下澳陶统，距今已有五亿年的历史。她
由北至东将淇县抱在怀中，母亲般地哺育
着两岸儿女。

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卫懿公的妹妹许穆
夫人，自幼生长在淇水岸边，淇水是她的母
亲河，她饮着淇水的乳汁，在淇水嬉水、垂
钓、荡舟，与淇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的
载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诗篇《竹
竿》《泉水》《载驰》，植根于自己的国家，植根
于悠悠的淇水，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
彩。诗中的“籊籊竹竿”“淇水滺滺”“泉水”

“肥泉”“漕邑”“桧辑”“松舟”，描绘了故国一
道道亮丽的风景，充分表达了她思念故土的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读来使人倍感亲切，
备受感动。这也奠定了她“中国古代第一位
杰出的爱国女诗人”的历史地位。

2014 年 9 月 13 日，中国诗歌学会给淇
水戴上了“中国诗河”的桂冠。从数万首
诗词中精选出的有关淇水的一千五百多
首诗词，如箕子的《麦秀歌》《箕子操》、李
白的“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杜甫的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王
维的“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苏轼的

“惟有长身六君子，猗猗犹得似淇园”以及
陶渊明、骆宾王、高适、陈子昂等等，经石
雕艺人的精雕细刻，洋洋洒洒地呈现在长
达三公里的“淇水诗苑”长廊上。这些诗
篇，与淇水相依相偎，手牵着手，是那么亲
密，俨然一对儿恋人，无不流淌着淇水，无
不洋溢着对淇水的爱，无不借淇水抒发着
诗人的思想情感。

淇县作为重要的姓氏发源地之一，源于
朝歌的姓氏达一百六十多个，成为中华民族
姓氏的重要发源地，并多次举办了世界林氏
根亲文化节暨林氏祭祖大典、中华石氏拜祖
大典。

淇县也是成语的故乡，出自朝歌的成语
典故达数百个，如：助纣为虐、郑卫之声、殷
鉴不远、投桃报李、高风亮节、大义灭亲、玩
物丧志、肤如凝脂等。

如今，朝歌老街在保持明清建筑原貌的
基础上，修旧如旧；朝歌文化广场、文昌阁、康
氏文化园、石氏文化园、卫国遗址公园、荆轲
墓等，无不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 韩 峰

厚重的朝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