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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城溯源
□王海旺 王彦召

城市地理人生讲义 心在明处
□查一路

人间食话

苦瓜和尚和苦瓜的脸庞
□冯杰

要买的房子在一楼，那天去看房时，一件事让我心
惊。我们正在毛坯房里四处查看，屋外传来巨大的声响。

我从窗户伸头向外看。环绕屋外有一条大沟，管道
裸露在外，一个人挥动手里的锄头，敲打管道。那是条液
化气管道。这个人想通过敲打管道，把锄头上的泥土敲
下来。我感到担心，这么大的力度，会不会将管道敲裂，
而这管道就环绕着我一楼的房子。

以商量的口吻跟他说，能不能不敲，说了三五遍，他
装作没听见，声音越敲越大。直到我大喝一声，他才把锄
头停下来，阴沉地看着我。我离开这栋楼的时候，他幽幽
的一句话，声音很轻，却将我钉在那里。他说，你狠，除非
你整天整夜地看着。

瞬间我意识到，钢管上的裂缝，他是完全能找个机会
敲出来的。或许现在一个小小的裂痕，就是以后很大的
安全隐患。我折回身，他下意识抬起锄头准备迎战，我却
递给他一支烟。我说，兄弟，还是你狠，高抬贵手。他垂
着眼帘看锄头说，你跟我搞？我也不知敲裂多少钢管，泥
巴一糊，谁能看到裂缝啊。

我说，你狠，不是狠在你手中有锄头，而是狠在心在
暗处。

往回走的路上，心中突然一悟，现实
中许多无辜的人，善良，能干，是好人，却
往往受伤，原来是身边有人心在暗处，干
的就是暗箭伤人的勾当。

也正因为有些人心在暗处，公共事件
中凸显某些人的道德崩溃、良心缺失和人
性冷漠，生活中相应地有了丑恶、扭曲、不
公、荒诞、阴暗……

人的心灵，应该有一个光明的所在。
若是周边的人，心都在暗处，生活让人何
等失望。人与人总有天壤之别，有些人耳
聪目明，却心灵晦暗。而另一些人……说
到“另一些人”时，我首先想到一位老人。

他在上世纪抗美援朝战争中双目失明，回家后，一直
在河滩边养鸡为生。他出售的鸡蛋蛋黄大而黄。

黄昏时分，我吃过晚饭，习惯散着步过去，买他的土
鸡蛋。棚屋里亮着瓦数很大的白炽灯，我忍不住问他，您
需要这么亮的灯吗？他说，我需要灯做什么事？我是为
行路的人照个亮。

又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您老为什么总多错给我一
个鸡蛋？我得另外把钱给您。”

他说：“不是错的，是送的。”
我问：“为什么？”
他说：“你每次都把找零的几块硬币放在木桌上，可

怜我老瞎子啊，呵呵，我眼睛看不见，声音听得见，你放的
声音很轻，可我听得清清楚楚。”

硬币落在木桌上的声音，很轻很轻，每次他都能清晰
地听见——他是用心在听。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说：“孩子，我跟你说，几个
鸡蛋对我不算什么，几块钱对你不算什么，人生在世，别人对
我好，我不亏别人，别人舒坦自己舒坦，心里每天都舒坦啊。”

我要是不说破该多好。他的内心何等亮堂，他的心处
在明处，心里有个芬芳的花园，整天阳光明媚，蝶飞蜂舞。

郑东新区有个去处叫祭（zhà）城，附
近有一条公路，叫祭（zhà）城路。但是，在
各种字典中均查不到该读音，其来历究竟
如何？一向是郑州市人感到困惑与不解
的问题。

祭字在商朝甲骨文中有四种写法，但
都与祭祀有关。祭字在《辞海》中注音一
为祭（jì）：①祀神、供祖或以仪式追悼死者
的统称。②旧小说中谓用咒语施放神秘
武器。③杀。而根据许慎著《说文解字》：
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子例切。
其发音为 jì。二者相互印证，也是大家最
为熟知的读音。注音二为（zhài）：①古国
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公之子。原为畿内
之国，后东迁，在今郑州东北。②姓，东汉
有祭彤、祭遵。至南北朝时，有的祭姓族
人，认为祭姓不吉利，而訾字有资财之意，
表示富有和充裕，遂改为訾姓,所以在北
宋人编的《百家姓》中没有祭姓，而有訾

姓。在许慎著、清段玉
裁注《说文解字注》中：
蔡，草丰也，从草祭
声。由此可知，就地名
而言，在清朝嘉庆以前
祭读作（zhài）。现在知
道祭（zhài）读音的人很
少了。

作为地名，祭城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据《郑县志》第 134 页

记载：“祭伯城在郑东北十五里周公第五
子所封地”。其为周朝周公姬旦的第五个
儿子祭伯的封地。古代爵位分为五等，自
上而下的顺序为：公、侯、伯、子、男。周公
第五子的爵位为伯爵，故称祭伯，其封地
被称作祭伯城。其后人爵位有升迁，周穆
王时有祭公谋父，其爵位升为公爵。祭
（Zhài）姓源出自姬姓，为周朝周公旦的第
五子祭伯的后人，以国名为氏，称为祭
氏。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凡、蒋、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预《左传》
注云：“祭国，伯爵也。”又据《路史》载：“周
圻之内管城东北有古祭城。”《郑县志》修
纂于 1915 年，其将祭城均称作祭伯城。
在郑东新区建设中，祭城村被拆迁，2005
年 6月 9日中国新闻社报道：郑东新区发
现距今三千多年周代祭伯城，通过对祭伯
城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历史文献的记载。

至于现在祭（zhà）城读音的起源，在
祭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古代祭伯要扎
城，扎为建立、驻扎之意，后该城被郑国所
灭，取扎的谐音，故祭字念（zhà）；二是祭
伯城虽然建立，但后该国被郑国所灭，受
战乱惊吓炸窝而四散，取炸的谐音，故祭
字念（zhà）。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缺乏说
服力。扎字音调为阴平，而祭（zhà）音调
为去声，存在音调的差别。炸字虽然形
象，但《说文解字》无此字，其出现应为近
代，其亦无据可考。

笔者认为：祭（zhà）字作为方言读音

的出现应在清末至 20世纪 30年代期间，
来源为郑州方言的略音。在抗日战争爆
发之前，日本间谍为刺探情报潜入郑州，
为适应反特需要迷惑敌人，民国政府将祭
城等一些地名作了改变，改陈店岗为陈
岗，改祭（zhài）伯城为祭（jì）伯城、祭（jì）
城、祭（zhà）城，四个地名同时存在混用。
郑州方言发音有变音、增音、略音的特点，
在有关地名的发音中表现尤为突出，变音
如刘江（jìang）读作刘 jiao，韵母由ang变为
ao，王(wāng)庄读作（wō）庄, 韵母由 ang变
为 o。增音如三坝(ba)读作三（bang）, 韵
母由a增加ng变为ang;西胡（hú）庄读作西
huo庄,韵母由u增加 o变为uo。略音如祭
（zhài）城读作(zhà）城，省略了韵母 ai中的
i，就成了现在的读音（zhà）城。在一次中
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由海霞播报的新闻
中，就将祭城读作（zhà）城，这是国家级媒
体对该读音的认可。

祭（zhà）城是郑州方言变音的结果，
已由约定俗成的方言读音演变成官方确
认的法定地名，其来源于历史悠久的古祭
（zhài）伯城。

苦瓜开小黄花，黄扣子大小，为时不
长，丈量完二十四小时后就悄然退场。小
黄花散出一种独到幽香，哪怕只有一朵，
风来，一个院子里都会填满这种叫幽香的
单词。

大画家石涛的号是“苦瓜和尚”，他编
过一本《苦瓜和尚画语录》，我一边看书一
边吃苦瓜。感觉石涛风格并不“苦”，而是

“涨”。抒情成分更多。张大千是造假石
涛的高手，现在许多石涛画都出大风堂之
手。张大千让我明白，世上最妙的造仿不
是苦苦摹画，而是意创。替石涛创作。石
涛一直死而复生，这例子是画坛三十六计
之一，叫借尸还魂。

苦瓜的风格其他蔬菜无法模仿。
一个在四川泸州工作一辈子的表舅，

晚年返回中原，他告诉我：少不入川，老不
进关。他年轻时进川，是个美丽错误。但
能做一手好苦瓜菜。我在他家第一次吃过
炒苦瓜，上了瘾，回来就在院子里自己开始
种。以至晒衣服的栏杆上都爬满苦瓜须。

说苦瓜脸是形容一种愁相。
苦瓜像我们这类小人物浓缩的生活，

苦，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皮到瓤的
苦，静下心来想想，苦中恍然还能有一种
回味。这才是支撑的骨头。像大家平时
过的日子，尽管苦，若等下一盘苦瓜端上
来，照样要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