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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本泗的笔下， 我们看到了 460
多年前旬阳重修庙学的始末。“旬阳故有
庙学，乃成化间杜侯琳之所迁建，弘治间
蒋侯昺之所增修者也。历岁滋久，寝失其
旧，后此者虽尝缮治，不过茸其所甚敝，
补其所甚阙耳，非所以崇祀而育才也。 ”
然后写到岁丁亥秋即明万历十五年
（1587）， 旬阳知县赵嘉猷莅任见其庙学
狭陋不堪，即萌鼎新之念，将自己的薪水
捐出，当地名流襄助 ，用了三年时间 ：
“其修治之序 ，先殿庑 ，次棂星戟门 ，
次启圣祠 ，再迁建堂斋 ，改起门第，增
其简略，饰其剥落，采表交辉，丹碧互焕，
百年积习一旦改观。 ”最后，作者发出感
叹：“自今日始，凡我诸士仰瞻于下，游息
其间，可不知所思乎？入斯庙则思圣贤之
道忠孝为大； 登斯堂则思学校之地礼仪
为先……。 ”

由此看出，这是一篇情理交融，文笔
通畅，亦有史学价值的绝妙散文作品。

刘四科，号健庵，紫阳人，明嘉靖甲
子（1564）举人，隆庆辛未（1571）进士。官
授山西长治令，后擢升吏部主事，兵部侍
郎。

紫阳立县不久，便有魏学曾、刘四科
破天荒，考中进士，高官任做。 紫阳文坛
多是客籍作家，刘四科算一土著，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确令蕞尔小邑生辉，然《紫
阳县志》人物卷中并无任何记载，笔者只
在最后的“文献辑要”一栏中搜出了刘四
科撰写的 《紫阳邑侯邓公去思碑记》和
《干沟平贼碑记》两篇传世散文。 这里主
要就“去思碑记”作一点评。

文中所说的“紫阳邑侯邓公”，亦指
江西南昌进士邓朝佐 ， 明万历六年
（1578）任紫阳知县，与民休养生息，捐俸
修明伦堂，抚贫民、有政声。 万历十八年
（1590）去职。 刘四科以洗练的笔墨生动
传神地塑造了一个父母官的形象。

碑记行文大多枯燥刻板， 刘四科却
出手不凡，写得有滋有味。文中邓公似胸
无大志，治紫唯求不扰民；为此俸禄充作
办公费。赤诚待民，抚字为先，多方安民。
又重教化，捐俸修学校……。由于宽严得
体，施政有方，于是紫邑大治。 邓公虽作
古已 400 余年，读此文觉其栩栩如生，深
长思之。 可见封建时代的中国老百姓实
在愚昧可怜，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便寄希望于清官政治；清官不常有，便常
与苦难相伴。

张峻迹，石泉人，明末庠生，博读群
书，旁通音律，能文能诗，多才多艺。据县
志记载， 他因愤恨李自成北京称帝，“临
贡而隐于山林教授，不与人事，以著作自
任”。 他著有《悲愤藏书》未刊刻行世。 康
熙十三年（1674）应石泉知县潘瑞奇之聘
主编《石泉县志》，木刻印刷，传入后世。

笔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人。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写作散文《后柳》一文时，
曾查阅《石泉县志》艺文卷引用过张峻迹
关于“石泉八景”中的一首诗。 现在，从
《安康艺文大观》中再次读到张峻迹有关
志论 13 篇以及他为《石泉县志》所作的
“后跋”，顿觉亲切自然。

在这些有关志论的短文中， 我们可
以领略张峻迹的渊博知识和深厚文采，
可以领略 350 多年前石泉的风土民情，
还可以看出张公修志不仅存史， 还结合
石泉的实际发点议论，语虽不多，却精辟
优美。 比如《风俗》“汉上风俗自异。 人之
柔悍，性之静燥，服之华俭，食之丰俭，各
有偏尚。石泉土著寥寥。四方商旅聚而成
俗。 其间冠婚丧祭之仪，有随土而变者，
亦有沿客习而效尤者，各相揶揄。大约朴
略无文，男尚耕作，女勤织绩，又不甚趋
利，性嗜口腹。 此风俗之大较也。 则为之
志风俗。 ”120 字勾画出了因尚朴素、简
略无华的习性。 再比如不到百字的 《艺
文》“青山碧水， 怪树名花， 不遇骚人韵
士，终当埋没。 或持节而观风土，或囊剑
而走长安，触景留题，或律或绝，拈出韵
语，以快山灵，遂成千古莫逆知己。 谁尚
谓穷山僻水， 空青顽碧耶？ 则为之志艺
文。 ”读来朗朗上口，流连忘返。

张峻迹自称是个“隐者”，朝廷两征
不出，于是大家越觉他是个“高人”。但当
县令潘瑞奇“卑礼厚币”请他出山修志，
张峻迹一则为报知遇之恩， 再则内心何
不想“勒成一书，以成不朽”？ 他很珍视
“隐者”的名分，出山后仍自称 “布衣 ”、
“逸民”。他“曲线谋名”的目的达到了。张
峻迹的名字连同他康熙二十六年（1687）
修的《石泉县志》传了下来，他的诗文亦
获得机会载入志书。

知识分子不甘寂寞，自古皆然，于社
会发展上考虑， 这是一大长处。 张峻迹
“出山”修志终归为干了一桩功德事。 由
此看来，隐者留名实在无可非议。

在查阅王应泰的生平时， 笔者不禁
唏嘘不已，这是个命运多舛之人。 《安康

历代散文作品选注》与《安康艺文大观》
在其作者简介时既过简又有出入，《汉阴
县志》应该具有权威性：“王应泰，汉阴县
人，自称灌园居士。明天启二年（1622）进
士，历任宝坻、密云知县、文选司员外郎、
稽勋司员外郎等职， 因受魏忠贤阉党排
挤，乞假归里。清顺治十一年（1654）被兴
安镇总兵任珍设计杀害， 戚属数十家也
被株连罹祸。 ”

由王应泰撰文并书的 《创修龙兴寺
记》现存汉阴县东关厢地。 “吾儒以天地
为生，以万物为一体，所谓‘明明德于天
下也’，其功本于修身，始于致和……”此
文开门见山表明作者的信仰与修身立
场，并力推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
学说：“予尝读阳明先生全集， 中有 ‘开
门’‘闭门’一偈，其功力又旁通于禅学，
愈信先生之包括者广，参悟者微也。盖天
地之大德曰‘生’，挺三才而通一体，学者
先须识仁，仁者人也，生生之本也……。”
由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再论及儒家的仁
人思想。 甚至记述了释迦牟尼所创佛教
传入中国的经过。文中最后写到“邑治城
外东北隅有龙兴寺， 父老传闻创于晋代
道标。丁丑罹于兵燹（此处丁丑为明崇祯
十年即 1637 年），一望故墟，不胜凄怆。
住持僧官真护，号法成，僧等以力耕资财
兼募化善信 ， 改建于城内东北艮方
……。 ”就此，作者关于创建龙兴寺的前
因后果已叙述清晰。总之，这是一篇叙事
夹带议论的好文章， 至于作者最后所发
的感言可以在此忽略不计了。

《新复县治记》是王应泰为汉阴知县
张鹏翱修复被流匪破城遭灾后又携众战
胜流贼的经过的一篇记叙散文。 简直是
另一篇《守城纪略》，是明末清初汉阴社
会动荡的乱世图。 尽管作者想为知县歌
功颂德，脸上贴金，然文中所述仍是“为
城守计”罢了。

刘文翰， 旬阳蜀河人， 明崇祯七年
（1634）进士，被授直隶柏乡县知县，继任
刑部主事，易州兵备道。《旬阳县志》无记
载。 《安康碑版钩沉》录有《创修旬阳城
记》《驼岭关帝庙记》二文。

在《创修旬阳城碑记》一文中，我们
读到了这样的优美词句：“峰峦千里，蜿
蜒绵亘，若龙翔凤舞而来醮诸江流者，形
势之奇，古设邑焉。 自汉以来，沿革历几
千年矣。 周遭不三里许，维石巉岩，淤沙
为麓，旬水萦回，与汉水合。 驼岭如翳翁

腰一缕悬隔， 夏秋水涨， 旬与汉涛相望
也。 灵崖千尺，如嶂如扃。 仰嵯峨，俯天
坠，古之人岂尽惮劳费哉……。 ”此后讲
述了明崇祯七年百万骑寇渡河溯江而
上，“所过蹂躏，驱马冲涛，如履坦途。 嗟
我遗黎， 狼跄鼠窜， 回睇室庐， 已成焦
土。”“创病惊魂”之时，来一县令“召浮家
泛宅之民，聚商沙碛”。 “于是披荆榛，践
瓦砾， 直登山麓旧治之墟， ……因势之
险，凭基之厚，取物之便，而筑斯城焉。 ”

从这篇碑记中， 可看出刘文翰为文
尚华，重词采，善用排比、比喻和典故。清
刘熙载《艺概》云：“文尚华者日落，尚实
者日茂。 ”刘文翰并不单纯追求辞章，亦
尚理法，华而实，文理并茂。

谢玉珩 （1781—1854）字宝书 ，号鹤
龄，今汉滨区流水镇人。幼聪慧、勤学习，
后与张补山共师乡贤董朴园。学有所成，
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二十一年中举，
二十五年以进士分发四川，历署新宁、德
阳、昭化、绵竹、达县知事。

谢公在蜀，为民造福，救灾散赈，被民
众称为“谢青天”。 为劝化乡民，他又用乐
天体，编五、七言俚句俗歌张贴街市通衢，
妇孺皆能成诵。邻邑并有抄录，传为家训，
地方一绅士录为一册，题名《谢公宦蜀政
治录》。 离任新宁，士民攀留，四境奉送万
民伞，抵昭化，民相侯道左迎接，并建德政
坊，书“为民父母除暴安良”，谢力阻未能。
此坊曾毁坏，光绪四年又重修。道光五年，
因父丧归家，百姓赠匾书“上蔡遗风”。 谢
虽出身封建家族，却能平等待人，归家后
不再为官。兴安太守白维清、徐栋先，先后
聘他任关南书院讲席。 因治学精博，谨于
言，慎于行，不自骄矜，人称良师。所撰《淙
城草》《葭萌草》皆不示人。 道光二十八年
（1848）其学生章声扬、阮钧衡拣所录存者
数十篇付诸同乡， 安康知县陈仅弁言简
端，依其自居名号，题书《守拙斋集》。 20
世纪 80 年代， 丁文先生依据谢玉珩治川
的真实事迹，创作了 3 万余字的传奇故事
《谢青天断案》曾在《安康日报》上连载数
期。

安康的儒学可追溯到元代之前，史
载元大德年间金州知州唐天骥就曾筹资
修缮学校， 或许安康在宋代便已有早期
的儒学教育。从谢玉珩执笔撰写的《关南
书院诸生请立案呈》一文中，可以了解安
康清代的书院沿革发展， 是考查安康书
院教育的珍贵史料。 (连载十一）

缘起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现在的岚皋县官元镇，
还是两道陡峭的山崖， 地无三尺平， 人无半亩
地。 为躲避战乱，一支族人带着家丁，从遥远的
山外，来到这里，伐木为墙 ，覆草为瓦 ，刀耕火
种，艰难地过着生活。

不知过了多少年，山谷也被列土封疆。 谷外
建起官衙。 衙长姓锁，人称“锁阎王”，经常领着
一班衙役私闯民宅，欺男霸女，见啥拿啥。 不仅
如此，“锁阎王”还把住出谷唯一通道，进出都得
交税。

乡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就是丰年，也要
靠野菜充饥，荒年，饿殍遍野。

山谷住户多是刘、田、邱三姓，都是跟着族
长来到这里的家丁后裔，一向很和气，对“锁阎
王”深恶痛绝。

刘氏家族有个刘秀才，打小聪明伶俐，心地
善良，习得诗书，一次因打抱不平，得罪了“锁阎
王”。 在“锁阎王”作梗下，刘秀才连个秀才都没
捞到。 刘秀才就干脆断了求取功名的念头，白天
外出干活，晚上回家读书，虽说日子清苦，倒也
快活。

话说九天之上，南天门外池塘里，有一朵荷
花，经年不谢，楚楚动人。 天官每会于此，多赞赏
有加。 年深日久，这荷花得了仙气，生了魂魄，有
了人形，长得红里透白，婀娜多姿，名曰荷花姑
娘。

一次，那荷花姑娘正舞姿翩跹时，被王母撞
见，瞬间慌了手脚，匍匐在地。 王母见如此美人，
还是第一次见，质问荷花姑娘打哪来，荷花姑娘
只道是新进宫下仙。 王母将信将疑，回头一看，
见池里那经年不谢荷花只剩残茎在池， 即察觉
出来，伸手向池里做除其根状。 荷花姑娘一见，
知道性命堪忧，只得从实招来。

王母一面责其不该幻化为人形，乱了天规，
一面动了歪心思， 想把荷花姑娘许给干儿子鼠
官，并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荷花姑娘。

话说那鼠官本是躲在下界王母庙里的一只
刺鼠，因在王母下界时点头哈腰，跑前跑后，被
王母认为干儿子，并封为“掌庙官”。 王母一走，
他就横行霸道，要动物们供他吃喝，给他按摩，
大伙儿被他蜇得蛰，伤的伤，叫苦连天。 后来，王
母将这刺鼠调上天界，封为鼠官后，他更是有恃
无恐，经常私自下凡，吃拿卡要。

荷花姑娘，又怎会不知鼠官，如今，见王母
要把自己许配给他，哪里肯从，只一味求饶。 王
母不依， 直择黄道吉日， 要荷花姑娘与鼠官成
亲，如若不然，将拔光池里所有荷根。 荷花姑娘
不想连累他人，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

且说天宫常客赤脚大仙这天路过， 看南天
门外那经年不谢荷花没了以前光彩， 便启动法
眼一看，方知缘由。 赤脚大仙，从地界来，深知万
物之难，看似大大咧咧，实是正直。

婚变

一天，王母让人唤来荷花姑娘，并派人找来
鼠官。 此时鼠官已醉酒，青面獠牙，吓得荷花姑
娘直打哆嗦。 鼠官见荷花姑娘这样美，又听王母

说要将其许配给他，一时乱了分寸。
翌日醒来，鼠官越想越美，就把事情原原本

本告诉喽啰。 喽啰出主意，婚礼应放下界，在王
母庙外举行，届时，动物们恐于他的官威、靠山，
都得来捧场，又热闹又风光。 若在天庭，鼠官官
低差闲， 王母就算想为他大操大办， 但碍于规
制，也会避嫌，只会低调了事。 鼠官连连点头，随
将这一想法禀告王母，王母应允。

再说荷花姑娘，眼见婚期一天天逼近，急得
发起烧来。 婚期前一晚，她正烧得迷糊，忽觉额
头一凉，神清气爽，睁眼一看，乃赤脚大仙，她又
惊又喜，立即现了人形。

赤脚大仙自上次离开天宫后，就对外称病，
闭门谢客，实则去了南海观音那里，请观世音菩
萨救荷花姑娘。

观音掐指一算，知道荷花姑娘命中有劫，便
一弹兰花指，掌心托出一只竹筒来，交给赤脚大
仙，吩咐赤脚大仙这般这般。

赤脚大仙不敢久留，即刻往天宫赶，见荷花
正打蔫儿，赶紧按观音指点，倒了些竹筒里的水
在花上。 见荷花姑娘恢复生机，赤脚大仙才收了
竹筒。 话说这竹筒里得水，乃南海之水，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

荷花姑娘听了赤脚大仙讲述，感激涕零，接
过竹筒，装进裙袋。 告别荷花姑娘，赤脚大仙一
个大步来到下界，你道啥地方，正是刘秀才家那
山谷谷底。

按下云头，赤脚大仙一看，真是个好去处：
两岸树木荫翳，林深邃远，中间三步一潭，五步
一瀑。 那最高的那道瀑布，高数十丈，正往下一
半儿飞雾，一半儿涌雪。

王母庙，就在涧边。 趣着王母庙，赤脚大仙
钻进一林，摇身变为一只吊睛猛虎，借着凉风，
打起盹来。

翌日，荷花姑娘硬着头皮上了花轿。 鼠官卷
一阵黑风，携下界来。

果然，众多动物已先到场，等着道贺。 鼠官
和花轿入场，慢说好一阵吹吹打打，热热闹闹，
好一场披红戴绿，锦绣繁华。

轿子刚落定，鼠官一看荷花姑娘下轿，又没
王母在场，顾不得三叩九拜，就要对荷花姑娘非
礼，荷花姑娘直呼救命。

这一切，都被涧上砍柴的刘秀才看到，他下
意识举起一块石头，向涧下砸去，不前不后，正
中鼠官腰部。

这鼠官跟随王母多年，自然有些道行，可如
今受了伤，也用不得功，做不得法来。 喽啰正要
攻击刘秀才， 不承想密林传来一阵震天动地的
虎啸，顿时吓破了胆，呼啦一下跑了个精光。 鼠
官无奈，只得逃进王母庙。

话说这王母庙乃天上人间两管之地。 天神
在这里按天庭时间算， 人类在这里按人间时间
算。 所以，鼠官在王母庙养伤这几天，对人间来
说就是几年。

刘秀才和荷花姑娘一见，两下倾心。 荷花姑
娘说了自家身世，刘秀才也没太放心上。

为不让鼠官寻的足迹， 荷花姑娘顺着小溪
而下，刘秀才按原路返回，好在路就在溪边，溪
就在路边，两人举手投足，近在咫尺，情谊越来
越浓。

荷花姑娘香气馥郁， 鼠官们若寻香而来咋
办？ 原来菩萨早有安排，让荷花姑娘边走边把竹
筒里的水倒河里，香气就沉入了水底。

改地

一路上，荷花姑娘看到陡峭山崖、贫瘠土地
和穷苦人们，想想自己和天官锦衣玉食的生活，
羞愧万分，决心要让大家也过上好日子。 荷花姑
娘没忘记赤脚大仙提醒， 下界后竹筒水只能用
三次，现在，只剩两次了。

刘秀才父亲早逝，家里就一位老母，又聋又
哑，腿脚也不灵便。 平日，都是刘秀才干活回来
烧水做饭，伺候老人家，如今老母见跟来个大姑
娘，又惊又喜，连忙问儿子究竟。

刘秀才给母亲打手势，称乃少时同窗师妹，
如今落难，女扮男装，才进山来。 老母半信半疑，
但仍然乐得合不拢嘴。

听说刘秀才家来了仙女，大伙儿都来看。 本
来，这刘、田、邱三姓就很和气，遇到这事，更是
喜不待言，东拼西凑酒食，把两人婚事办了。

从此，白天，刘秀才进山砍柴、种地，荷花姑
娘在家照顾老母，晚上，夫妻一道读书，日子过
得倒也甜蜜。

你说这事，“锁阎王”咋能不知？ 一天，刘秀
才刚上山，“锁阎王”便闯来，二话不说，就要对
荷花姑娘动手动脚。 老母一把将儿媳拦在身后，
被“锁阎王”一脚踢飞，荷花姑娘一时着急，伸出
指头朝“锁阎王”一指，只见墙上捆柴绳乱飞，把
“锁阎王”剪了双手，一伙人直呼“妖怪”而去。

好在这一幕，老母还在地上挣扎，没看到。
但刘秀才娶妖怪的传言还是不胫而走。 刘秀才
无奈，只好向大伙解释，自己妻子不是妖怪，而
是神仙。

大伙儿也给刘秀才一个台阶： 如果真如刘
秀才所说，就让荷花姑娘变出 300 亩田，让大家
伙有饭吃。

荷花姑娘想，这倒是件好事，可咋变呢？ 她
几次从兜里摸出观音赐的竹筒，又放了回去，不
到万不得已，还得想想。

这天晚上，荷花姑娘梦见雷公劈山，悬崖变
良田，知道是神仙托梦，一早就朝雷公山来。

雷公山整日雨雾迷蒙，荷花姑娘功力有限，
不敢腾挪， 只能攀着铁链一步一步往上走。 累
了，就躺石阶上，渴了，就喝雨水。 白天，她不敢
多歇息，夜晚，他就把自己捆在链柱上睡一会儿
接着走。

时间过去七七四十九天， 荷花姑娘终于爬
到山顶，荷花姑娘禀明来意，雷公欣然同意，带
着兵丁和工具连夜下山来。 此时正是三更时分，
人们只觉几道闪电过去，就是一串炸雷。 天亮一
看，惊呆了：以前壁立千仞的地方，如今成了平
展的梯田，大伙儿直呼荷花姑娘是神仙。

水打哪儿来呢？ 荷花姑娘再也顾不了那么
多，掏出竹筒，拧开盖，就把水倒进田里。 说来也
怪，不多时，这山上便溪流淙淙，缓缓淌进田里，
顿时明晃晃一片。

种啥？ 有人说，东海有种晶莹剔透的米，好
吃又耐饿。

荷花姑娘再启程前往东海。 荷花姑娘虽是
水里生， 水里长， 但哪见过东海这样的大风大
浪，但她硬是凭着超强勇气、毅力，到达长瀛岛，
带回种子，撒在田间。 不多时，田里便长出绿油
油的禾苗，结出黄澄澄的稻谷来。

再说“锁阎王”自上次吃亏后，收敛许多，再
也不敢横行乡里，但哪肯善罢甘休，他寻思着，
若要报仇，非神力不可为。 于是，一日午后，便携
檀香表纸来王母庙告天状。

王母正纳闷鼠官迟迟不归，忽闻檀香扑鼻，
才知事情来龙去脉，顿时火冒三丈：这荷花姑娘
不仅逃婚，还有了这等威风，长此下去，谁人还
把她这个王母放眼里？ 随飘然下界，叫出鼠官，
三人合谋：拿住荷花姑娘。

拿住荷花姑娘，最简单法子，自是捆住其在南
天门荷塘里的根茎。但王母不知，赤脚大仙早把这
根茎移入刘家水田，变为稻茎，分辨不出来了。

护园

王母听说荷花姑娘根茎失踪， 大骂了守将
一通。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随默许“锁阎王”破
坏稻田，鼠官捉拿荷花姑娘。

鼠官会意，立即纠集散兵游勇，朝荷花姑娘
家扑来，却发现观音正给荷花姑娘送子。 原来，
荷花姑娘在救村民于水火之后， 怀上刘秀才的
孩子，再也不受那根的禁锢。

有菩萨在场，鼠官们哪敢造次。 王母让鼠官
与“锁阎王”合为一处，毁田损苗。

深夜， 鼠官带着喽啰啃咬田里谷物，“锁阎
王”决堤放水，霎时间 ，山体千疮百孔 ，一片狼

藉。
可他们哪知，这次真正惹怒了一位大神。 原

来，这是原是二郎神管辖范围。 就在荷花姑娘上
雷公山时，雷公已将这一天意转达二郎神，并征
得二郎神同意，才跟荷花姑娘一起下得山，劈得
山。 田地建成后，二郎神又派出土地掌管，如今，
却遭了歹人之手，二郎神岂会轻饶？

二郎神得到土地气喘吁吁报告，已是子时，
便令人抬来兵器，杀将过来。 鼠官们见二郎真君
显圣，吓得屁滚尿流，夺路而逃。 二郎神只等鼠
官们快到谷底，叫声“开”，山里就露出一洞来，
再叫声“进”，鼠官们就一咕噜被吸进去。

关了鼠官们， 二郎神又用法力将田园恢复
如初。 只是这“锁阎王”，自此吓得疯癫，不久吐
血身亡。 朝廷查抄“锁阎王”家财，还于乡民，并
接受乡民建言，废去“衙长”一职，改为“里长”，
由刘秀才暂为代理。

眼见哼哈二将被镇压，王母哪肯咽下这气，
等风头一过，荷花姑娘诞下子嗣，便派人将那洞
口撬开，把鼠官们全都放了出来，让他们继续捉
拿荷花姑娘。

叫上喽啰，鼠官直扑荷花姑娘而来。 荷花姑
娘知道，自己在人间大限已道，不禁潸然泪下，
告别丈夫、儿子，单枪匹马杀将出来。

话还要从二郎神封洞说起。 原来，那洞乃溶
洞，阴暗潮湿，没光，且受二郎神力捆缚，直把鼠
官们困得手脚发麻，双腿发软，功力大减，再也
不是荷花姑娘对手。 荷花姑娘并无加害鼠官之
意，只想让他知难而退。 鼠官则不然，一见手下
人仰马翻，立即抓来一下界小孩相要挟，荷花姑
娘不想孩子有险，只能举手投降。

就在荷花姑娘就要把手举过头顶时， 只见
那竹筒自己从裙袋里飞了出来， 啪的一声开了
盖，把水泼了去。 顿时，孩子从鼠官手里脱离，停
回原处，随即，滔滔洪水直朝见势不妙奔逃回巢
的鼠官们卷去。

风大浪急，鼠官被一巨浪拍打在悬崖，一命
呜呼，葬身洪流，只在崖上留了个轮廓，其它喽
啰伤的伤，死的死。 如今，这河两岸，还有他们的
样子，而竹筒呢？ 则落在岸边，成了今天的竹林。

鼠官虽说官低差闲，但毕竟是天官，天庭不
能不管。

玉皇大帝令天兵天将捉拿荷花姑娘。 太白
金星不忍，便启奏玉帝，如果荷花姑娘愿意，可
在下界做株树，只可人们会她，不可她会人们，
这样既坚持了王道，又彰显了仁德。 玉帝果然应
允。

再说荷花姑娘听了旨意，很是感激，请求做
一株像水稻那样的树，夏天绿意盎然，秋天一身
金黄。树神一听，说，那就做株银杏吧。荷花姑娘
欣然允诺，于是，含泪拜别四方，变成了一株高
大的银杏。 如今，也不知过去了多少年，这棵银
杏，还站在刘家院边，与家人同甘共苦，不离不
弃。

不久，刘秀才和儿子接连考上进士，做了大
官、好官。 然而，大家都没忘记荷花姑娘，因为荷
花姑娘虽不是官，却是这里所有勤劳、勇敢、善
良、朴实的人们之“元”。

官元 、古树 、古村 、古梯田 ，就这样遗存至
今。 “三古逸境、秀美官元”精神内涵，也就在这
片土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礼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全国第 21 届旅游门券收藏展

券界期盼已久的二十一届国展前期工作已经启动
了,从 2 月 1 日起网站每天都刊登一篇征文，大家把对
本届国展的向往、期待、建议用文字的形式进言，殷切
之情令人感动，我是仅参加过二十届国展的一个新人，
见少识短，也想提点小心愿。

心愿一：全国的券友们在网站上交流，在微信群里
交流，互通书信交换或是采买自己喜欢的门券，可是不
识对方真容的多， 建议安康国展时在胸牌上有本人的
名字，如果打印的工作不方便，那就用正楷工工整整地
写上名字，龙飞凤舞的不要，认不出念错了都不好，便
于大家快速找人，若是在展柜前向作者请教也方便。

心愿二： 胸牌上设有编号， 不管展厅设在什么地
方，如果发放纪念品时，登记编号比登记名字快一些，
大家有序领取，集票人爱票也要取之有序，体现的是券
友的素质。

心愿三：大家在展厅观看作品要给一定的时间，作
者能够前去在自己的作品前迎客， 可以介绍自己的展
集，也可以进一步地相识和交流。

心愿四：大家可以借此届国展尽情旅游了，举办方
可以把安康的美景以及淘票情况在网站上陆续刊发出
来了，券友们可以早做打算，提前做好扫景攻略。

祝二十一届国展佳作连连、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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