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滨史话

万安山北麓的半山腰，有个玉泉寺。
从苇园村沿山路拾级而上，你会看到几株古柏、几间破庙，庙

前是一个石门楼，上面镌刻着“玉泉寺”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这就是玉泉寺了。顾名思义，玉泉寺的由来当然和泉水有关

系了。
由于山高缺水，寺里的和尚天天都要到山下去担水吃。他们

多么希望能在院子里打出一眼水井啊！有一天，一个叫“玉泉”的
高僧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位老者手中拿着一个木瓢向东
南方一指，而后隐身而去。玉泉醒后，感到莫名奇妙：老者是何许
人氏，为何指向东南方？他想了好久，豁然开朗：“莫非是神人在告
诉我院子的东南方地下有水？”想到此，玉泉高兴得不得了，一直到
天亮都没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玉泉就在院子的东南角挖了起来，但一直挖到
天黑也没见水。翌日凌晨，玉泉高僧早早起床就“叮叮当当”地挖

了起来，只听见“咚”的一声，但见石头中间出现了一个拳头大的黑洞。说时迟那时快，
从黑洞里冒出一股泉水“哗啦”一声打湿了他的鞋底。“出水啦，出水啦”，寺里的和尚奔
走相告，高兴得不得了。从此，这个寺院就叫做“玉泉寺”了。

山有水则灵，玉泉寺的名声越来越大。据说，当时洛阳一带许多人知道玉泉寺而

不知有少林寺。大唐开元之后，玉泉寺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唐武周
时，女皇武则天在山上建起万安宫，与山水为伴，与仙人倾谈，撇下朝政，独享清闲。之
后不久，玉泉寺里来了个法号神秀的禅师，在玉泉寺开坛收徒，弘扬渐悟禅法。武则天
慕神秀之名，把他迎入洛阳宫中盛情款待。唐中宗即位后，神秀禅师更受尊崇，被称为

“两京法师”、“三帝国师”。神秀圆寂后，被加封“大统神秀禅师”，为纪念神秀禅师，弘
扬渐悟禅法，汾阳王郭子仪奉敕重修玉泉寺。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为维护其刚刚建立起的大明政权，在全国广修寺庙。玉泉寺
得以扩建。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鬼子占领了万安山，在白龙潭修筑工事，将玉泉寺大部分
院墙、庙房拆毁殆尽。玉泉寺遂成废墟。

驻立在玉泉寺的石门楼前，凝望着荒草掩映的堆堆瓦砾，眼前仿佛展开一幅古香古
色的画卷：殿堂庙宇之间，游人熙攘，香烟缭绕，神秀禅师和弟子们诵经的钵鱼木鼓声
如在耳畔回荡……

前几天翻报纸，在《伊滨新讯》上看到，洛
阳将打造南部生态屏障，十二五期间要建造
万安山万亩森林公园，真是个喜人的消息
啊！但愿不久的将来，万安山能成为洛阳市
的一张旅游新名片。

玉

泉

寺

李
向
伟

董笃行，字嘉宾，一字瀛宾，号天因，原名都行，李村镇上庄人，
清初政治人物。因一生洁身自好，严以律己，待人诚实敦厚，豁达
大度，且乐助平民百姓，李村一带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佳话。“董老
倌”是李村人对他的亲切称呼。

铁将军过河
董家原非本地人，当时董母已身怀六甲，一路乞讨来到此地，

后落户于上庄村寨上。有一回董母出门，要经过伊河康庄村渡
口。头天晚上船家做一奇梦，说是明天将有铁将军路过，须小心伺
候。第二天，船家一直巴望着铁将军的光临，可从早到晚并未见有
什么将军过河，甚是纳闷。船家一晚上未能入睡，忽然忆起中午时
分，有一妇人头顶铁锅冒雨过河，莫非她就是梦中所说的铁将军！

双灯引路
笃行在就读期间，上夜课放学很晚，董母不放心，老是到寨边

上接，发现笃行前边总有两灯引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忽一日
董母发现少了一灯，甚奇。问其故，方知笃行代人写了一封休书。那时，人们认为撮合
婚姻是积德之事，拆散家庭为败德之举，董母指责儿子做了一件不仁不义之事，命将休
书要回毁掉。董即找到其人谎称写错了一个字，须改一改，遂将休书索回放嘴里吞
下。从此，笃行晚上回家，路上又恢复了双灯引路的情景。

仁义胡同
笃行脑筋活络，再加上刻苦用功，仕途颇顺：乡试中举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会试

考中贡士；顺治三年（1646 年）殿试中丙戌科二甲第七十一名进士（清代首次科举大
考），当年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吏科给事中，最终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位列
三品大员，成为执掌弹劾百官及谏言朝政得失的言官。

董笃行到京城做官后，家人搬到洛阳老城西南隅居住，为修宅，家里人为一墙之地
与邻居发生争执，地方难以调停，董家即派人给京城的董老倌送信，让回家做主。董见
信后即回信一封，说：“千里传书为一墙，不禁使我笑断肠;你仁我义结近邻，让他几尺又
何妨。”家人见信后即按此意让出三尺。邻居得知此事原委，颇为感动，认为董老倌大
仁大义，不以官大压人，也主动让出三尺地面，这六尺小巷就是有名的“仁义胡同”。

为民请命
一次，董笃行随皇帝出巡视察民情，路经洛阳，当时洛阳因受灾，民生艰难，董暗地

让人在皇帝所经之地横放了一根大梁。皇帝路过此地，见而问其故，董即奏报：“此地
梁（粮）太重。”皇帝说：“还不赶快移过去！”董即带领众人匍匐于地，山呼万岁：“万岁爷
答应移粮了，谢万岁隆恩！”皇帝不禁莞尔，遂派人抬去大梁，并把洛阳一带官粮减了下
去，移往当时富裕地区。

关于董老倌的传说还有很多，颇具传奇色彩，当地人津津乐道，体现了人们对亲民
官吏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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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杯”征文选登

谢永春

前段时间，我读了河南日报刊登的文章《万事终须留有余》感触很深，愿
与同行分享心得。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是自然之道，也是关乎
生存发展的哲理。“留余”的内涵，就是做事都要有度，留有余地，适可而止，恰
到好处；做人要“仁善厚道”，不可偏狭极端，更不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
可走。”

“花半开时最宜赏，酒微酣时方为妙”，留有余地，是自然的法则，江河有
涨落的余地，才不致泛滥成灾；留有余地，是艺术的定律，擅画者留白，擅乐者
惜声；留有余地，是生命的智慧。友谊之树有伸展枝叶的空间，爱的港湾有容
纳波浪的空隙，生命的律动方能蓄积不绝如缕的动力。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讲一点“留余”，就能少些私心杂念，多些公德意识，
逆而不馁，顺而不骄，贫而不卑，富而不淫。

班级管理中，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学习、纪律、性格特点等千差
万别，总体上要弘扬正气，多表扬少批评。但不免有纪律观念淡薄的学生，由
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到位，所以屡次违纪。严加管理是必须的，但严厉过
了头，就成了苛刻，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违背了教育的初衷。我秉承给学
生留点余地的原则，讲究策略，注意方式，尊重学生的自尊心，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

一个学生因基础差，成绩不理想，有辍学的想法。有一段时间，隔三差五
旷课，有时借口买教辅向家长要钱，对于这种经常违纪的学生，可以有三种处
理方法，一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二是将其严厉批评一顿；三是给学生留有
余地，尊重学生的人格，与学生和家长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我采用的
是第三种方法，当时我冒着严寒进行家访，家长在民营企业上班，见到我后非
常感动。我和家长一起与学生谈心，谈学习，谈理想，谈做人......通过家访，架
起了学校和家庭沟通的桥梁，拉近了老师和学生间的距离，增进了师生间的
感情。家访后，学生的思想认识积极了，学习态度转变了，纪律观念增强了，
学习效果提高了。设想一下，若不给学生留有余地，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将会
是什么情形呢？

西方文化崇尚竞争，东方文化讲求和谐，“和而不同”，是古人的智慧。承
认差异，尊重多元，理顺关系，化解矛盾，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是“和”的本质
要求。应用于人事中，可求得身心的和谐，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要和同事和谐相处，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就要看到对方的优点，学习对
方的长处，学会换位思考。大家能在一起工作，本身就是难得的缘分，应该珍
惜彼此之间的友谊，平时说话做事，要留有余地。少一些咄咄逼人，多一些和
风细雨，少一些求全责备，多一些宰相胸怀。如果一门心思钻牛角尖，时时刻
刻为自己着想，为名利所困扰，为钱财所纠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怎能和谐
相处呢？

总之，“留余”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人生需要留
白，那些人生的留白，让你看起来更为丰富。

万 事 终 须 留 有 余

在家整理东西，无意之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叫刘
远的学生身上，思绪回到了几年前……

那年，新学期刚开学，他就让我很头痛。上课时要么发愣走神，要么扰乱
他人学习,还经常和同学闹矛盾；做作业拖拖拉拉,字迹潦草……每天都有学
生向我告这个“捣蛋鬼”的状。

我决定到他家家访。原来，他一岁时父母离异，是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根本无法教育孩子,更谈不上辅导孩子学习了。回学校的
路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

经过观察，我发现他爱打乒乓球。我找机会和他打乒乓球，并和他一起
聊体育明星。慢慢地，我和他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又趁机和他说起他的生
活和家人。说到爷爷奶奶把他从小带到大的辛苦时，他哭了。我鼓励他说：

“只有努力学习，长大后你才能有所作为，才对得起爷爷奶奶。”他将信将疑地
问我：“老师，我能行吗？”我给了他坚定的眼神，说：“相信自己，你一定行！”他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老师，我一定要孝顺爷爷奶奶。”原来，他最尊重、最爱的
就是爷爷奶奶。

从那以后，我一边和他玩，一边和他爷爷奶奶配合教育，不动声色地教他
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努力学习，做一名好学生。在路上遇到他，我会有意识
地先向他问好；只要他的学习有一丁点进步我就及时表扬，让他处处感受到
关心和信赖，他渐渐有了一些变化。

那天刘远没交作业，下课后，我问他：“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聊聊。”他兴
冲冲地跟我去了办公室。我对他说：“这些日子，大家都说，刘远变样了，不再
是以前那个欺侮人，爱捣乱的刘远了。你知道吗？听到这些话，作为你的朋
友，我真的很高兴！”

“老师，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说完他一溜烟似的跑走了。吃午
饭的时候，他把完成的作业偷偷放到了我的讲桌上。

从那以后，他总是按时完成作业，他说：“老师，我知道什么是朋友。作为
朋友，我不能给你抹黑！”

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我和爷爷奶奶的呵护、关爱下，刘远懂事多了，各方
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多年之后的现在，看着相片中笑眯眯的他，我感觉心
中充满了甜蜜与快乐。

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

爱 可 以 改 变 一 切
耿文涛

深秋，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很舒服。难得有半天空闲，老公带着我和一
个朋友去钓鱼。

我们先拉开鱼竿安上漂子，在河里试试水的深浅，然后固定好漂子和鱼
钩的距离，安上鱼饵，最后该往河里扔鱼线了。这里面可有学问，手轻了漂子
沉不下去，手重了漂子会沉底，我扔了好几次，才找到窍门。

老公下好鱼竿，稳坐在石头上，悠闲自得地看着水面，不远处传来一阵欢
呼“上钩了，上钩了”，只见那位钓友钓到了足足有二斤重的大鱼，鱼竿都压弯
了。

看到别人已经有收获了，我也坐下来老老实实地盯着漂子，五分钟过去
了，十分钟过去了，它始终一动不动，河面上时不时有小鱼在游动，突然漂子
下沉了一点，我眼疾手快地往外拉，终于钓到了一条十来公分长的鱼，我心里
别提有多高兴。

朋友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是急性子，一会儿投，一会儿拉，我笑着说：“钓
鱼最锻炼一个人的耐性了，一定要沉得住气，不能慌。”

正说着，老公也钓上了一条鱼。不一会儿，我的鱼儿又上钩了，我兴奋得
像个小孩，笑着说：“我终于学会钓鱼了！”朋友干脆把鱼竿也投到我的鱼竿
旁，风趣地说我这儿风水好。

就这样我们三个忙了一下午，我以两条大鱼一条小鱼胜利告终，老公也
以三条小鱼结束战斗，朋友却一无所获，只好无奈地说贵在参与吧，老公笑
他：“你钓不到鱼主要是你没有耐心，你东奔西跑的，啥时候能钓到鱼呀？”

其实，不仅钓鱼如此，万事皆同此理。想要做好任何一件事，着急上火都
是不行的，掌握方法后，一定还要耐心、细心，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忙碌紧张的生活节奏中，不妨放松一下，偷下懒，你会发现，不仅调节了
心情，释放了压力，还发觉了生活的真理。

钓 鱼
王倩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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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和舞友们一起跳舞，跳完聊天时才发现大家都遇到了高科技的“新烦恼”。
芳姐的儿子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她和老公戴着老花镜摸索了半天，也没学会，拨

出的电话挂不掉。
红姐的新手机是触摸屏，不会发短信，老公和儿子都在一旁笑她。
霞姐说，前几天有人打电话找她，听着手机响，干着急，却不知道怎么接。
手机不会用倒好说，关键是吃饭上也遇到了“麻烦”。芳姐的儿媳坐月子，她拿出

新电饭煲，第一次炖乌鸡时，焦糊了一层底，鸡肉都成黑的了，锅底泡了三天才清洗掉；
第二次煲的汤太稠；第三次煲汤，一放减压阀，米油都喷出来了，浪费不说，还差点伤着人。

红姐说儿媳买了一个电压力锅，炖鸡煮排骨有滋有味，可儿媳去北京了，自己就不
会用了，只见灯亮不见工作，打了长途电话问儿媳，才知道原来要等压力升起来才行。
还有一次洗锅时把密封圈安反了，锅又不会工作了，她抱着锅到街上销售处咨询，才解
决了问题。

还有位朋友说，她婆婆第一次用高压锅炖鸡汤时，锅盖没盖好，压力升起来以后，
锅盖“砰”地一声被掀开，半熟的鸡一下子飞上了房顶，带油的鸡汤喷得满屋鸡肉香。
听的人发笑，但朋友却吓坏了。

这让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一件事，在洛阳舅舅家第一次见到电饭锅，我不认识外
锅、内锅，也不知道水往哪儿添。干脆把内锅当成了水盆，添了水倒入外锅，水一下子
全漏出来了，没办法只好拿出内锅，用热得快加热，敞着口焖煮了几根挂面，加了青菜
西红柿。吃着半生不熟的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城乡差别，只嫌自己见识少，羞于向人
提起。

时代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身在农村的家庭主
妇也要不断学习新东西才不至于落伍，才能尽情享受高科技带给我们的方便，才不会
遇到高科技的“新烦恼”，我们要在家乡由农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改变自己，首先就得
先从转变生活方式与增加生活常识开始！

高 科 技 的“ 新 烦 恼 ”
马玉红

回 忆 我 的 父 亲

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三年来，我的脑海里时常闪现出他的影子。父亲小时候学
习努力，成绩一直很好，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因为工作积极，不久就被任命为小学校
长。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于1962年7月给中央领导
打报告，申请分给农民一部分土地、一把铁锹、一点种子，让他们生产自救。这才让农
民有了自留地，自种自收解决了温饱，逐渐度过难关。

当时，父亲被选派到偃师县（今偃师市）培训学习，成立工作组，任务是分田到户，
解散大食堂，合理分配村组财产等众多事项。那一段时间，父亲忙得脚不沾地，他说,多
干一些工作，咱乡亲们就早一点儿享福啊！

工作组解散后，父亲婉言谢绝朋友和同事的多次挽留，离开了他眷恋的讲台，惜别

了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回村做了一名村干部。多年之后，孩子们问他为啥放着国家正
式工不干，非要回村当农民，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回到村里心里踏实。”

父亲一生任劳任怨，不计名利。改革开放后，原先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有的
恢复了工作，有的得到了工资补偿，其中一位老知己，专程到家中劝他：“老李，我的手
续已经办好，咱俩的情况一样，找人把你的手续也办一下。”父亲说：“以前的凭据都已
丢失，时间太长，算了吧。”

父亲最常教育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做人要正派，处事
要公正。

如今，虽然父亲已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在眼前，他的教诲依然常常
响在耳边……

李高轩

若有所思

挚爱亲情

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