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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生于新郑东
郭宅……”这样的白居易简历，被广泛引用。
东郭宅到底在哪里？那儿还有没有白居易的
遗迹？白居易老年丧子，他有没有后裔？近
日，新郑的文化学者在该市城关镇东郭寺村发
现了白居易出生地的遗址。经考证，新郑市辛
店镇的白姓居民很多是白居易十九代裔孙白
时先的子孙后代。为发展当地旅游业，并将白
居易文化发扬光大，新郑市已把修建白居易故
里纳入议程。

东郭寺流传着白居易童年的故事
“东郭宅，天意开。好诗多，为事来。补阙

时，抒感慨。逸新乐府才，敲句问婆孩。亦苗
言亦根情，实义华声做伴质而清，添异彩。”当
代诗人宋承焜这篇作品中的“东郭宅”，就是今
天的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村。

东郭寺村位于新郑市区西南约7公里。
昨日，记者在东郭寺小学校园看到白居易

的简历和传说故事：白居易出生于仕宦之家，
祖父白湟（一说为“白鍠”）曾任巩县（今巩义
市）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
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
移到了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东
郭寺村地势低洼，一度积水成患。唐代宗大历
七年正月二十（公元 772年 2月 28日），白居易
在东郭宅出生时，家中的男人们都出去排水
了。后祖父白湟给孙子起名“居易”，意思是希
望孙子能得到一个容易居住的地方。

对白居易颇有研究的新郑市史志办的工
作人员靳录说，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
庚和外祖父都是诗人，白居易半岁时母亲就教
他念字看画。在家庭的熏陶下，白居易五六岁
学作诗，9岁通音律，10岁能解读诗书。

新郑市原政协主席鲁维选研究认为，白湟
曾在东郭宅置地9亩，盖起一门两院的住宅。

白居易出生遗址现在只剩地基
在城关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找

到了东郭寺73岁的老支部书记吴松坤。吴松坤
将记者带到东郭寺小学的操场上，指着一处隐约
可见的地基说，那里就是白居易出生地的遗址。

记者看到，地基使用的砖都是蓝色的，比
现在建筑使用的红砖大一些，其中一块砖上有
沟状图案。靳录说那是汉砖的典型特征。

“东郭寺以前是个寨子，当时，东寨门的门
洞里镶嵌着一通石碑，上面记载着和白居易相
关的情况。上个世纪寨墙消失了，石碑也不见
了踪影。”吴松坤说。

新郑白氏很多是白居易后裔
白居易一生坎坷，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他

于 29岁考取进士后，37岁时与杨氏结婚。40
岁时，女儿不幸夭折。白居易 58岁那年，生下
一个儿子，但儿子3岁时夭折。

新郑市白居易研究会副会长、白居易后裔

白凌阁说，白居易老年丧子后，将同胞哥哥白
幼文的次子过继过来，白居易香火得以延续。
至元朝末年，白居易第二十九代裔孙白时先的
三子白君乡后来到新郑西三十华里的张殷店
（后改称辛店），并落户于此，他的子子孙孙就
在这里繁衍生活。至今，辛店镇有很多白姓人
家，而东郭寺却没有姓白的人家。

距东郭寺村约5公里的辛店镇辛店街上有
一处古宅院，门楼上写着“乐天祠”3个大字，里
面有“白居易纪念馆”。院落很大，院里还放着几
块清康熙年间的石碑。距乐天祠堂东不到1公
里处有座坟茔，据传是白居易祖父母的墓葬。

新郑将发扬挖掘白居易文化
近几年，不断有白居易后裔和游客到新郑

寻找白居易遗迹，日本、韩国等地的白居易后

裔也来到这里寻根拜谒。目前，新郑市已将修

建白居易故里纳入议程。据了解，此次修建以

恢复白居易故居为核心，整个工程不但展示白

居易一生，还包括他的祖父、父亲在新郑生活

情况，体现他们与中原割不断的乡情。

□晚报记者 姚辉常

本报讯 苍蝇多令人讨厌，而上街区阳光
小区的韩平原却天天买鱼内脏招引苍蝇，让老父
亲打苍蝇锻炼身体，如今82岁的老父眼不花耳
不背，一天不打都难受，两年多来小区环境干净
许多，这都归功于韩平原的另类锻炼法。

昨日 15时，韩平原 82岁的父亲韩天水坐
在小区院子里的圈椅上，面前的地上放着几堆
鱼内脏。一会儿，一只苍蝇飞来，停在鱼内脏
旁边，韩天水举起蝇拍重重地拍下，将苍蝇灭
掉。这已是他昨日灭掉的第 39只苍蝇，“天快

黑时，我就收工，将这些死苍蝇埋在小花园里
做肥料。”韩天水高兴地说。

据韩平原介绍，2006年5月，他们搬到阳光
小区，父亲没事就打苍蝇。父亲打苍蝇时很有
精神，事后也非常高兴。2008年进入夏天后，
苍蝇明显比往年少了，父亲精神焉了，令儿女
们很担心。后来韩平原想出一个“馊点子”：

“买鱼内脏招引苍蝇让父亲打。”
这一招还真灵，父亲看着苍蝇一只接一只飞

来，重新来了精神。天热时，每天能够打200多
只，现在天凉了，每天只能打50只左右了。

“鱼内脏是有点腥，可我一打起苍蝇来，就闻

不到了。”韩天水说，他打苍蝇打上了瘾，一天不打
手就发痒。好朋友邀他出去旅游，儿女要陪他逛
逛街散散心，他都因惦记着打苍蝇而不愿意去。

“打苍蝇就是好，锻炼了我的身体。”韩天
水说，打苍蝇手、腿、眼、脑等都用上了，所以他
82岁了仍是眼不花耳不背“身体倍儿棒”。

韩天水老人每天打苍蝇让小区居民受益
了。“鱼内脏把苍蝇招引走了，小区苍蝇越来越
少，清洁多了。”卖鱼的邻居梁天顺说，现在他
每天都会带回一小堆鱼内脏，韩平原不用每天
跑菜市场了，每天少一点劳累，可以更好地孝
敬老人了。 线索提供 吴培利

有“港台商”找你借过电话吗？
快向警方指认

19人犯罪团伙半年骗人上百起

□晚报记者 吴泳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东新区公安分
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局成功打掉一
特大诈骗团伙，该团伙19人冒充“港澳台”
投资商，专门诈骗年轻女子。今年 5月至
今，这个团伙已在我市作案约100起。

据警方介绍，这 19人均操闽南、广东
口音的普通话。他们惯用的伎俩是：两三
人一伙，开着本田雅阁或凯美瑞轿车，专
门在大学、商场或中高档小区门口停。发
现年轻单身女性后，即上前搭讪。

他们掏出假的港澳台居住证和身份
证，自称是港商或台商，或是外企高管或
专业投资人。见女孩对他们所说的话感
兴趣，就约女孩喝咖啡。他们会借口说自
己的手机、信用卡在大陆不能用，需借女孩
手机、信用卡用，并许以好处，骗取钱财。

警方表示，希望受害人来举报和指认
嫌疑人、认领赃物。郑东新区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联系电话：65973727、65681600、
15890088690、13903865306。

8位老战士二七广场筹资
拍摄电视剧《打响郑州战役第一枪》

□晚报记者 孙庆辉 实习生 贾跃龙 何涛

本报讯 昨日，张世秀等解放郑州的
8名老战士在二七广场拍卖自己的军功
章，目的是为拍摄电视剧《打响郑州战役
第一枪》筹集资金。

“1948年 10月，解放郑州的第一枪在
上街打响。”今年 80岁的张世秀老人昨日
特意打扮了一番，把自己所有的军功章都
别在了胸前，特别醒目，和他在一起的还
有当年的班长王大群、老侦察兵魏成林
等。寒风中他们不停地向市民讲述着当
年解放郑州的故事。

张世秀老人说，当年的战役中，解放
军伤亡较大，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他们8
个老战士决定筹资拍摄电视剧《打响郑州
战役第一枪》。9月 1日开始在荥阳、上街
等地拍摄，目前已经投入近 60万元，拍摄
全剧1/3，现在资金缺口还有近5万元。

几位老战士的举动感动不少市民，当
天收到捐款 1000多元。张世秀等老战士
非常感谢市民的支持，表示市民捐助10元
钱，他们会送给市民纪念章一枚。为了尽
快筹集到资金，8位老战士想出售自己的
军功章，每枚 5000元。张世秀老人有 30
多枚军功章，如果有人愿意支持5万元，他
会忍痛割爱。 线索提供 胡先生

白居易出生地遗址找到了
地基就在东郭寺村，新郑准备在此修建白居易故里

八旬翁精神头为啥好？打苍蝇打出来的
儿子买鱼内脏作诱饵，老爷子乐此不疲身体倍儿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