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待一场大雪（外一首）

杨亚爽

等你，连同这首孤独的诗
你悄然的脚步
直达我思念萦绕的梦境
沁透了我枕边的那片云

看不见的星星
在你的怀中熟睡
我双手捧起这晶莹的希望
感动的泪就淋湿了大地

我向天空借一粒种子
与你一起拥抱山河
幸福地在枝头相依
看远方走来了红衣少女

再次用一万种想象
和你一起温暖这个季节
我在小雪的门口
等你到大雪纷飞时

初冬的第一场雪

不知从何时起
北方的雪
失去了原来的厚重

它变得有些细腻
有些轻薄、有些优雅
又有些闲适

我在窗内看雪
雪在窗外看我
相看两不厌
何必曾相识

在这个芬芳的早晨
我用雪的洁白
把一粒粒尘埃
悄悄地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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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散 文

我最爱读《周口日报》
尚纯江

2005 年至 2008 年 ，我患了一
种严重的疾病。 其间，先后做了两
次大手术 ，喝了无数剂中草药 ，每
天与病床 、输液瓶 、中草药相伴 。
家中，常年弥漫着浓重的药味。 庆
幸的是 ， 在医生的极力挽救和亲
人的照顾下 ， 经过数次 “生死瞬
间 ”和 “垂死挣扎 ”，终于逃脱了阎
王的“死亡追捕”。 黄皮寡瘦、皮包
骨头的我 ， 在大病初愈尚未恢复
工作之时，感到了寂寞。

妻说 ， 你不是一直喜欢文学
吗 ？ 过去工作忙 ，没有时间写 ，现
在有空了，你就写点文章吧。

我点了点头。
妻为我买了台电脑 ， 我开始

了漫长的文学创作之旅 。 写的文
章投到哪里呢？

当然是投到 《周口日报 》啊 ！
因为从 《周口日报 》 的前身———
《周口时报 》 开始出版的那一天
起，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 年 8 月的一天 ， 我在单
位上班时 ， 一眼就看到了所长从
局里拿回来 的 一捆 报 纸 里 面 的
《周口时报》。 我为之一振：我们周
口也有报纸了！ 我要先睹为快！

散发出浓浓墨香味儿的报纸
虽然当时还是四开四版的黑白小
报 ，但报纸的内容很丰富 ，这份报
纸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从此，它成
了我必读的报纸 。 有时读的心痒
手痒 ， 就拿起笔来 ， 写上一段文

字 ，用信封装了 ，贴了邮票 ，投到
报社编辑部 。 只是这些文字大多
泥牛入海 ， 直到我调到刑警大队
技术中队时 ， 才偶有豆腐块文章
见报。 见报的有小诗，也有新闻稿
件。 每逢文章见报的时候，我就喜
不自胜 ，找人小酌一杯以示庆祝 。
那时 ， 单位里就有人称呼我 “诗
人 ”“作家 ”。 其实我知道 ，自己离
那个头衔还远着呢 ！ 充其量也就
是个文学爱好者。

不过 ，那时候工作千头万绪 ，
每天焦头烂额 ，即使是读读书 、看
看报 ， 也是忙里偷闲 。 写一篇文
章，是要挑灯夜战的。

于是 ， 我就趁着还没有恢复
工作 、时间充裕 ，写些文章 。 先是
学习写诗 ，后来在编辑老师的指
导下 ，写散文 ，写小小说 。 后来 ，
我的 作 品 不 时 发 表 在 《周 口 日
报 》的副刊上 。 其中 ，在 《周口日
报 》首发的 《深秋的田野 》 《请说
普通话 》 《最美的风景 》 等小 小
说 ，入选多种中国小小说年选选
本 ，有多篇小小说 、散文被选作
全国各地 各 类 考 试 的 阅 读 理 解
或模拟试题 。 我先后加入了周口
市作家协会 、 河南省作家协会 ，
进入全国公安文联 。

《周口日报 》 即将创刊 35 周
年， 我真诚感谢报社的各位编辑
老师 ，真诚地祝愿 《周口日报 》永
远红红火火。

大帅陈标
刘彦章 周建山 文/图

沙颍河作为淮河的最大支流 ，
从豫西山区一路东流， 在周口境内
蜿蜒 160 多公里。 有河必有湾，有湾
必有滩。河湾处的水顶冲流急，往往
形成洄水，把沙石泥土回旋到对岸，
形成冲积平原类的大河滩。

在周口中心城区，从西到东，沙
颍河天然形成了很多湾，比如康湾、
黄湾、牛湾、陈湾。 河道蜿蜒成了一
条曲折长龙。

陈湾在武盛大桥西侧， 东西有
两三公里长，像个巨大的弯弓。

陈滩原名黄滩， 如今是周口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一个村。 清朝
乾隆年间，黄滩出了一个武举人、武
进士陈标，因此改名为陈滩。

陈标生于 1719 年，清嘉庆四年
（1799 年）卒于家 ，享年 80 岁 ，卜葬
于陈滩村南、沙颍河之阳。陈标生前
官至浙江定海总兵，兼署浙江提督，
官阶正二品。 陈标墓就在沙颍河北
岸河堤南侧河滩上， 东距武盛大桥
约 1 公里。

淮阳古称淮宁，清道光《淮宁县
志》载：

陈标，字允式，号和庵。 中河南
乡试乾隆甲子科第一名武举人 ，甲
戌科进士 ，引荐以侍卫用 ，赏戴蓝
翎 。 乾隆二十五年选广州都司 ，旋
由吴川游击升崖州参将。值黎峒滋
事 ，檄委进剿 ，足被伤 ，力疾追击 ，
未半载奏捷 ，擢香山副将 。 大宪以
龙门要口近接安南 （今越南 ），奏请
将标调任，奉旨准行。岁饥，军民乏
食，标以工代赈。大宪嘉其能，交章
保荐 ，恩简浙江定海总兵 ，兼署提
督。 嗣台湾逆匪作乱 ，标领舟师梭
巡海岛，台匪不得蔓延 ，士民德之 。
入都陛见 ，叠奉温旨 ，因足疾屡请
假，任不准。乾隆五十七年，始得告
归。 寻卒 。 嘉庆二十四年，经部咨
查，列入国史。 呜呼，荣矣！

陈标 25 岁考取河南省武举第
一名，35 岁考中武进士， 受到乾隆
皇帝的面试与接见，入宫侍卫，赏戴
蓝翎，在宫廷行走历练 4 年。 之后，
出京历任地方武官， 前后 30 多年，
梭巡福建、浙江、广东、海南、台湾海
疆，保家卫国，平定叛乱，清廉勇直，
年过古稀始允退休 ，80 岁寿终正
寝，官至正二品 ，为封疆大吏 ，且官
声清佳，深受爱戴。陈滩村族人至今
称其为“陈大帅 ”“陈大人 ”，春祭秋
祀，香火不绝。

陈标起于垄亩，平步青云，他的
发迹带有传奇色彩。 300 年弹指而
过，但关于他的传说，至今不衰。

一

综合清国史 、 方志及家谱 ：陈

标，其祖本周氏，居山西洪洞县北王
赵，明洪武二年（1369 年）迁居山东
金乡县牌坊林， 明末年间其十一世
祖周世恭迁居商水县沙河齐家口
西，开辟渡口 ，以摆渡为生 ，周家口
由此得名。明朝移民，官府规定同胞
兄弟不得同徙一地， 周姓四兄弟为
迁居一处， 其他三兄弟分别改用亲
族董、阎、陈之姓。周姓居周套楼，陈
姓居陈滩。 陈标父陈其德，母邓氏。

陈标自幼父母双亡， 少时游走
乞讨，顽劣非常，尚义使气，10 岁左
右在其伯父陈其福开设的火星阁米
粮坊帮工 （地点在今周口关帝庙广
场附近）。 一次，安徽颍上县江口镇
米商陈百川来周家口贩粮， 晚上住
在陈其福的商铺。陈百川夜里小解，
忽见廊下有一黑物躺卧，眼如铜铃，
在黑暗中发出灯泡一样的光。 陈百
川大惊，转身跑回屋内，吓得浑身颤
抖， 结结巴巴地问道：“屋檐下咋卧
只黑虎？ ”主人笑道：“侄子顽劣，夜
里就睡在廊下，何来黑虎？ ”陈百川
似有所悟。

临别， 陈百川设宴盛情答谢主
人。酒足饭饱，他郑重其事说有一事
相求： 自己膝下无子， 家业无人继
承，愿收令侄陈标为义子，并带回老
家学习经商。陈标自小饭量巨大，日
餐一斗，且性情无赖，陈其福深为其
累，就做了顺水人情，答应了陈百川
的请求。作为回报，陈百川卸下三船
米粮，将其中一船米粮慷慨奉送。之
后，陈百川带着义子升帆开船，顺着
沙颍河向下游驶去。

到了江口镇， 陈百川为义子请
来塾师，让其白天习文 ，夜里练武 。
顽劣的少年陈标如同换了一个人 ，
读书如饮水， 过目成诵； 练武显异
禀，一教即会。刀马弓箭，样样精通。
10 年下来， 陈标身长超过两米，别
人坐凳，他坐方桌 ，且膀大腰圆 、力
大无穷，人送绰号“黑虎”。乾隆九年
（1744 年），陈标参加甲子科河南省
乡试武举考试， 技压群雄， 高中解
元，取为全省第一！

陈标的开挂人生从此开始！

二

清制，取得了“省考”武举，就有
资格参加“国考”武会试。 北京武会
试考场，陈标力举千钧 ，盘马弯弓 ，
百步穿杨，赢得考官阵阵喝彩，被乾
隆皇帝钦点为武进士。 这为陈标后
来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陈标从跟随义父到进京考取武
进士，有十多年时间。 这期间，他来
往于江口镇与老家周家口之间。 特
别是在老家， 他的少年天性得以释
放，并留下了不少有趣的传说。

陈标幼年失怙，身体健壮，性情
顽劣，渐长，以打柴为生。 陈滩西距
周家口镇 15 里。他有两个朋友———
杨三耙子和黄须宝。物以类聚，人以
群分，三个青春少年，经常厮混在一
起，上演了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一天天不亮，三个人担着薪柴，
沿着河堤到周家口卖柴。 鸡不叫狗
不咬，三人走到小杨庄的地头，摸到
河堤下一家菜园， 拔出地里种的大
葱，就着带的干粮，大吃起来。哪知，
种菜的老汉苦于时常有人拔葱祸
害，提前将大粪泼在了葱上。三个人
满嘴臭味， 怒从胆边生， 相互一嘀
咕，每人挪来一个大石磙，斜立着靠
在一起，把菜园里的土井口，盖了个
严严实实，之后大笑而去。

水菜水菜，种菜离不开水。天快
黑时，老汉等到三人赶集回来，苦苦
相求，并保证留着一沟葱，让三位英
雄享用， 只求三人把井口的三个大
石磙挪开。陈标三人一对眼，一人抱
一个，大喝一声，把三个大石磙移开
了。

当时，碾麦打场的石磙，一个有
几百斤重啊！

陈标是陈滩陈姓的六世祖。 也
就是说， 陈标的上代已在周家口生
活了五代一百多年。从明朝开始，周
家口由于水运发达， 逐渐发展成一
个繁华的商埠。城内店铺林立，五行
八作，百工百业，甚是热闹。

三

乾隆十九年 （1754 年 ），陈标赴
北京参加甲戌科全国武会试， 金榜
题名，高中武进士，被乾隆皇帝钦点
为侍卫，赏戴蓝翎。 此后，这个从中
原沙颍河畔走出的青年才俊， 逐渐
成为雄镇一方的武将， 官至定海总
兵。特别是台湾动乱期间，他驻守三
载，为平定叛乱、维护东南台海的稳
定作出重要贡献。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乾隆
时期的海禁政策， 已大大阻止了中
外交流及经贸发展。 地方官绅对此
深为反感， 常常串通倭寇等海外势
力，偷偷进行海上贸易。陈标为官主
要在浙江、福建、广东 、海南 、台湾 ，
保护清朝海疆及海上门户， 所到之
处，政绩斐然。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年 ），台湾
林爽文聚众起义， 之后演变为分裂
国家的社会动乱 。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年），陈标随兵部尚书福康安
率军赴台， 参与平定台湾动乱的大
规模海战。由于大海之上风高浪急，
清朝水军不习水战，多次渡海受挫。
叛军联合倭寇水贼， 使动乱有扩大
之势。在此紧急关头，清廷委任陈标
领舟师梭巡海岛，制止匪患蔓延。

家乡人对于陈标抚台， 也有动
人的传说。

起初，陈标率领舟师出海巡逻，
一再受挫 ，郁郁不安 。 他和部将常
在海边踱步思谋 ，并求教于当地居
民 。 一日 ，他的手下遇见一个英姿
飒爽的渔家女。 渔家女说：“破水贼
容易 ，只需陈大帅招一个掌印的夫
人。 ”陈标屈身拜访，渔家女献出了
破敌之策：打造巨舰 ，多装舰炮 ；舰
船用铁环相连 ， 以抗海风巨浪 ；船
底及船帮插满三尺长刀 ，防止水贼
靠近凿船 ， 并以利刃绞杀敌寇 ；利
用潮汐风向 ，顺风出击 ，出其不意
登陆进剿。 据说，陈标从善如流，出
海平叛顺利 ，并兑现诺言 ，纳渔家
女为妾 ，且由此引发身后尸骨被盗
故事。 此为后话。

据传， 陈标带领舰身插满利刃
的舰船巡洋灭贼，所过之处，海水漂
红。潜入水下的水贼，被利刃绞杀无
数。水贼精于水战，但始终不能靠近
舰船。只有水贼首领，乘坐巨舰拼死
相撞， 并甩出挠钩飞身攀上陈标的
舰船， 眼看就要得手， 陈标手起刀
落，砍断水贼首领的一只大手。水贼
首领的大手落入船舱， 水贼首领溺
水而亡。陈标退休回乡，带回了这只
已经风干长满黄毛的大手。 这只手
如小蒲扇， 一直保存在陈标族人后
生家，后因失火烧毁。

此前，陈标因平定海南崖州（当
时属于广东省）黎峒滋事，被传檄进
剿 ，足部中箭 ，仍忍痛骑马追击 20
多里，留下病根。 一遇湿寒，病足沉
痛不能行步。平抚台湾后，他已年过
七旬，多次上书致仕，朝廷不允。 直
到 73 岁 ， 乾隆帝始恩允其告老还
乡！

四

陈标的墓地在沙颍河北岸 ，正
处于沙颍河陈湾水域宽阔凹型河水
的环抱中。陈家的后代说，这里是个
风水宝地。 陈滩村原来就在河北岸

沙滩上， 陈标的墓地当时就在村南
头。

关于陈标墓， 有尸骨被盗的传
说。

陈标有妻妾四人，生有四子：长
子万清， 官至茶陵州知县； 次子万
浩，举人，六修宗谱；三子万杰；四子
不详。四子，很可能就是陈标在梭巡
台湾期间纳妾所生的幼子。 传说正
是此子演出了一幕瞒天过海盗走陈
标尸骨的闹剧。

陈标过世后， 生活在南方的妾
生庶子， 曾辗转千里来到陈滩认祖
归宗。 古代嫡长为尊，庶出为贱。 陈
标的族人以为， 南方小妾所生幼子
上不了台面， 且天各一方， 少有联
系，并无感情，坚决不答应所请。 此
子离开时丢下话来：“我早晚要把父
亲的尸骨请到南方，以安立门户。 ”

又过了多年 ， 分居南方的幼
子 ，带着几条大船 ，船上装满南货
及竹筢、扫帚 ，带领一众家小属下 ，
浩浩荡荡经沙颍河开到陈滩。 一干
人众把船锚抛下 ，安营扎寨 ，吹拉
弹唱 ， 大张旗鼓为陈大帅扫墓祭
奠 。 最后几天 ，南方的儿孙以货物
受潮为名 ，在陈标大墓周围扯起绳
子 ，从船上卸下筢子 、扫帚竖立遮
挡以晒物品 ，暗地里悄悄让人从河
滩挖掘地道进入墓室 ，盗走陈标遗
骨。 得手后 ，竹筢 、扫帚也不要了 ，
扯起风帆 ，扬长而去 。 后因大雨过
后地面沉降 ，陈滩村人才发现从南
到北有一条地道直通墓室 ，方才想
起来数年前此子认祖归宗不成 ，临
走丢下来的那句话。

此事当真 ？ 经陈标的族人证
实 ，几十年前 ，那条塌陷的地沟看
起来仍非常明显 。 2019 年，我市文
物部门对陈标墓这一重要文化遗
迹进行重修时 ， 陈标的第 14 世孙
陈金来 ，看到陈标的棺材依然光洁
如初 ，棺木呈朱红色 ，没有任何腐
朽痕迹 。 他故意用锋利的铁锹铲
了铲 ，棺木发出 “咣当 ” “咣当 ”似
金属撞击一样的声音 ，让陈金来很
是吃惊 。

陈标两个儿子的坟墓一左一右
在下首紧贴着父墓。 沙颍河滨河公
园改造时， 施工队不小心把其中一
坟铲平，露出了棺木一角，可以看到
棺木依然完好。因此，陈标尸骨是否
被盗掘，现在还是个谜。

陈标为官清廉， 退休前儿子分
别在陈滩村， 以及现在的四五酒厂
旧址南侧、 关帝老街东侧广场贴近
八一路大桥桥北侧一带，建有府邸，
三进院落，大门门楣上书 “帅府陈 ”
三个大字。 在酒厂大门斜对面的南
北巷口， 建有石牌坊， 上书 “总兵
坊”。 后来，府邸建筑及石牌坊被拆
除。 陈标后人曾带文物部门的同志
现场指认， 现在八一路二小的校园
内还埋藏有“帅府井”。

陈标使用的大刀， 刀身不知所
终，但刀把长 3 米，陈家后人用来做
了檩条；陈标的铁胄（头盔）很重，他
的重孙子曾冒失地戴在头上， 结果
压坏了脖子，直到去世也没有扶正，
一辈子被十里八村的乡亲称为 “陈
老歪”； 陈标家存放的 5 道圣旨，每
道宽近半米、长一米多，很多人都见
过，后不知下落；陈大帅带回的行军
锅 ，在 14 世孙陈金畅家保存 ，后来
此锅及陈大帅的腰刀（长 1.5 米，宽
0.25 米，重 48 斤）和烧水铁壶，都在
“大炼钢铁”时回炉了；大帅的蟒袍、
花翎帽子、战靴、帅府灯笼都先后遗
失。 至今存放的只有帅府家的一对
石碓窑子 （石臼 ），仍在陈滩村民陈
友奇家。

陈标为官 30 余载，长期驻守边
疆海防，为官刚正清廉，关心民间疾
苦，打击海盗水寇 ，参与平定动乱 ，
维护海疆稳定，维系国家统一，功不
可没。退休后，为人低调，不扰地方，
身体力行， 造福乡里， 深得士民称
道。

为报答义父深恩， 陈标退休回
乡后首先来到颍上县江口镇。 看到
券门失修，他捐资并号召修复了东、
西、中三个券门 ，修缮了寨墙 ，疏浚
了护城河，居留半年才回到老家。他
出资凿井，为乡亲服务。村民至今记
得，陈滩老村的古井，井口直径 3 米
多，上横木板，村民可踩板汲水。 井
水极甘甜，可供全村使用。此井前后
使用近 200 年， 现埋在陈标墓北侧
老村地下。

陈标从沙颍河出发， 半生蹈海
涉江，戎马倥偬 ，平乱定边 ，盖棺论
定，被赞“忠孝廉勇”。 他生死征伐，
魂系故里，百年后，头枕沙颍河长虹
碧波，安然长眠……

万川归海 ，山水相连 ，陈标的
功名勋业 ， 将随着历史迷雾的拨
开 ，展示出其本来面目 ，成为照耀
沙颍河的熠熠灯火！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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