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上
小学，1973 年春，一天下午，
班主任带领我们班50名同学
到紫荆山公园演习搜山，地点
是园内的一座土山。

1972 年，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连播李心田的小说《闪闪
的红星》，主题是“闪闪的红
星”如何照耀潘冬子在群众斗
争中成长。潘冬子手持红缨
枪抓土豪胡汉三的场景令我
神往。为了在演习时英姿飒
爽，我央求父母给我做一把红
缨枪，哪怕枪头不是钢的也
行。叔叔知道后，满足了我的
小小愿望。他请厂里的木工
师傅加工了一个菱形木枪头，

然后刷上银漆，枪身是直径6
厘米的塑料管，枪头上装饰的
红缨是染成红色的麻。

演习那天，我穿了件有仨
兜的绿色布制服上衣，手工缝
制的绿色布裤子，头戴一顶七
成新的软檐布军帽。

到了演习地点，老师低声
向聚在他周围的我们介绍情
况。“刚才一架从台湾来的飞
机空投了几个特务，还有敌特
物资，你们迅速包围这座土
山，搜山时不放过任何一个角
落，抓获特务并搜缴所有敌特
用品。”

演习开始，大家悄然散
开，把这座小土山围得水泄不

通，像梳子一样沿着山脚向上
慢慢梳理搜索。我手握红缨
枪，警惕地睁大眼睛，在树上、
草丛间仔细搜寻着一切可疑
迹象。先是在半山腰的树枝
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薄纸板
制成的降落伞，之后又在山顶
草丛中起获了一部“特务”隐
藏的“电台”。

演习结束后，老师进行了
讲评，表扬了缴获“战利品”较
多和抓住“特务”的数名同学，
没有我。不是我不想“战功”
显 赫 ，是 因 为 在 我 搜 索 的
区 域 内，老师没有隐藏空降
的“特务”，设置的“敌特用品”
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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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张玉顺还是个“连对象都没有”的年轻小伙

“五分钱逛个公园美得很”
如今，老人拿出珍藏的照片许下一个心愿：

照片中间的杭伟新，你在哪儿？

这里没有嘈杂，这里十分宁静，这里有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牵着爸妈的手，随意游
逛在公园中，嗅着花草香，感受小幸福。无论是紫荆山公园，还是碧沙岗公园，每到
周末去那里，游玩、留影，还有两毛钱一根永远都吃不够的香草味冰棍……和小伙伴
在公园里的开心画面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如今，我们长大了，父母变老了，尽管公园
比以前漂亮了，但我们已很少再去享受那份清静。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走进咱郑
州的那些铭刻着历史、承载着回忆的公园。 郑州晚报记者 孙娟 刘凌智 张华

生活在郑州或来过郑州的
人，提起碧沙岗首先想到
她是座公园，虽然不少人
知道碧沙岗前身是座陵
园，但真正能说清碧沙岗
来龙去脉、历史沿革的，恐
怕不多。
1928年春，冯玉祥将军为
纪念北伐阵亡将士在此修
建陵园，命名为“碧沙岗”，
取“碧血丹心，血殷黄沙”
之意。现在，碧沙岗公园
是市区三大公园之一，也
是郑州历史最悠久的公
园。
碧沙岗公园在中原路和建
设路之间。东临郑州防空
兵指挥学院，西至嵩山路，
面积大约有400亩。

今年 60 岁的朱先生说，
碧沙岗公园还曾叫“劳动公
园”。1956 年，郑州市政府将
陵园改建为碧沙岗公园，为传
承和保护历史，在整体规划
上，公园保留了原有陵园规则
式设计，对三民亭、碧血丹心
碑、双马池等文物进行了修缮
翻新。1957 年，公园正式向
游人开放。

“文化大革命”时，按照有

关部门的要求，碧沙岗被改名
为“劳动公园”(1966年10月～
1980 年 11 月)。值得一提的
是，“劳动公园”4个字是郭沫若
先生亲笔题写的。“文化大革
命”以后，碧沙岗公园重修了大
门，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1991年，在冯玉祥将军旧
部刘汝名当年修建的“抗日烈
士纪念碑”原址上新建北伐将
士纪念碑，碑身高近18米，正

面是聂荣臻元帅题写的“北伐
阵亡将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
大字，雕塑纵跨碑体，由旗帜
和北伐军群体组成，其寓意为
冲破黑暗和北伐将士矢志报
国的英雄气概。

如今，见证了郑州历史发
展的碧沙岗公园，翠绿依依，
古柏参天，犹如坐落在都市中
的一片宁园，金戈铁马记载着
昨天，海棠花红诉说着今天。

1973年我在紫荆山公园演习搜山
崔清林

紫荆山 封藏千年历史“宝盒”

80后的刘女士说，她对碧沙
岗的印象只是北门口，那两座石
马。“小时候每到周末，爸妈都会
带我去那儿，只要去那儿我必要
求坐石马，那时不够高，爬不上
去，哭着喊着要坐，爸爸用劲儿
给我抽上去，那叫一个美。”

时间都去哪儿了？刘女士
回忆，儿时，碧沙岗公园那匹石
马是多少孩子的乐趣，大家爬
上趴下把它蹭得锃亮，每个人
就坐一会儿，因为石马下永远
排着一队小朋友。如今，刘女
士偶尔带孩子去碧沙岗游园，

“石马没变，人却变了”。
其实，这两座石马叫双马

池，是北伐烈士陵园标志性文
物。碧沙岗公园前身为北伐阵
亡将士陵园，沿中轴线由南向
北依次建有烈士公墓、烈士祠
堂，民族、民权、民生三亭，双马

池等，红墙绿瓦，气象庄严。
碧沙岗公园作为目前全国

保存最为完好的北伐烈士陵园，
已成为郑州市一处历史性标志，
她既是郑州人寄托爱国情怀之
所在，也是展现当代郑州个性与
品位的缩影。

老郑州孙先生说，老郑州
人称碧沙岗公园为“老冯义
地”。1928 年春，冯玉祥为纪
念北伐军阵亡将士，先后拨款
20 万元，责成交通司令许骧云
建造北伐阵亡将士墓地。

在当时郑州以西 4 公里
处，有一个黄土岗，系梅山由西
南向东北延伸的尾端，当地人

叫它白沙岗。这里常年风沙弥
漫，种不成庄稼，在这里建墓地
不占用耕地，正合冯将军的心
意。于是许骧云在此一次购地
400亩，用于建造陵园。

1928 年 3 月陵园动工，当
年 8 月竣工。冯玉祥取“碧血
丹心，血殷黄沙”之意，将陵园
命名为“碧沙岗”，冯玉祥亲笔

提名“碧沙岗”，并以石雕刻、嵌
在北门之上。

如今我们看到的碧沙岗公
园北大门是1979年重建的。

陵园最初建成的时候，北
大 门 有 3 个 ，城 堡 式 一 字 排
开。中间正门巍峨雄伟，门头
正面是石刻的“碧沙岗”3 个金
字，左下角是“总司令冯玉祥

题”的字样。大门北邻郑洛大
路，在路北还有 3 面照壁，上写

“国土至上，民族至上”、“力量
集中，意志集中”等标语。后
来，这些标语随着政治形势的
不断改变而改变。“文化大革
命”期间“破四旧”，冯玉祥亲笔
所题的“碧沙岗”3 个字因为太
高，才免遭厄运。

老郑州称她为“老冯义地”

1985 年出生的赵先生，
对于碧沙岗的印象是，它虽不
及其他公园大，但树很多，郁
郁葱葱很幽静，特别适合散步
静心。

赵先生每次来游玩，说话
都轻声细语。因为小时候爸
爸妈妈告诉他，这些古柏下躺
着上千阵亡烈士，是看不见的
坟墓，不要打扰他们。

陵园内还修有纪念亭，亭

中一块汉白玉石碑正面刻着
“碧血丹心”4 个大字，是冯玉
祥将军 亲 笔 所 书 。 石 碑 背
面刻有冯玉祥将军撰写的

《阵亡烈士纪念碑碑文》：“冒
白刃，涂肝脑……凡我中华民
族，靡不引为大耻，此耻一日
不 雪 ，恐 先 烈 之 灵 一 日 不
安……”今日读来，仍掷地有
声，让人热血沸腾。

冯玉祥生平最爱种树，有

“植树将军”的美称。他要求碧
沙岗的管理人员在空隙地段多
种些柿树、李树、桃树，少种柏
树和柳树。许多次 ，他 动 情
地说：“退休以后我就在这
里看书、写字、看坟，死后也葬
在这里，和兄弟们朝夕相处。”

如今碧沙岗公园西侧“西
花园酒店”门前那棵洋槐就是
冯将军亲手种下的，它是碧沙
岗公园里最早的一棵树。

这里是看不见的坟墓

一个响亮的别称——劳动公园

■有奖问答 郑棉二厂前身的名字是什么？

紫荆山公园，因园中
有紫荆山而得名。紫
荆山系商代旧城址的
一 部 分 ，距 今 已 有
3500年的历史。为保
护商代文化遗址，省政
府于1958年春在此建
园，建成的紫荆山公园
占地390亩。1964年2
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郑州紫荆山公园位于
金水路、紫荆山路、花
园路、人民路四大主
干道交会处，是郑州
的行政中心、商贸中
心、交通中心、经济中
心、文化中心。

曾经的紫荆山公园 读者赵剑锋 供图

五分钱逛公园，“美得很”
家住沙口路农业路的张玉顺是个

地地道道的郑州人，但从小在农村长
大，公园于他而言，既遥远又美丽。

1972年参加工作后，张玉顺与紫荆
山公园开始有了“亲密接触”。那时公
园门票 5 分钱一张，这在当时也是个不
小的数目。刚参加工作第一年，张玉顺
每月工资是 23 元，当时去公园聚会算
得上一件大事，同学、朋友家里有事，帮
忙后大家就相约去公园转一转，“5分钱
大家一起逛个公园感觉美得很”。

从村里去公园，路途虽不遥远，体
验的却是不一样的感觉。当时全市只
有 4 路一条公交线路，需要走很远的
路，他们就集体骑自行车去公园。“像那
样自由惬意的‘团体’逛公园，在以后的
岁月里甚少出现”。

当时的金水河清澈见底
1975 年的紫荆山公园，附近还是一片旷

野，公园里树的品种也很少，到处都是刺玫一
样的植物。

在张玉顺珍藏的另一张照片上，3个年轻
人蹲在紫荆山公园的金水河边，跟现在的风
景大致一致，不同的是“当时的金水河真的是
清澈见底”。

张玉顺说，那时的他们还很年轻，连对象
都没有，去公园聚会都是同学、同事，喜欢留
影，特别是紫荆山公园大门处的红墙上，有毛
主席语录“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也是紫荆
山公园当时的标志。

看着照片，张玉顺感慨万千，照片上的
三人，其中一人已经离世。在采访中，张玉
顺还许下一个小心愿，他与站在中间的杭伟
新多年失去联系，希望杭伟新看到报道后能
联系他。

张玉顺与杭伟新（中）等在紫荆山公园大门前合影

上世纪80年代初，碧沙岗公园中的游乐设施 读者赵剑锋 供图

1.征集老照片
1949 年至 2002 年的郑

州老照片，投稿见报即可
获取价值 50 元的礼品。

所有见报照片将评选出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以及幸运奖10名，
分别奖励价值 1000 元、500
元、300元及100元的奖品。

2.有奖问答
本报将从老照片中挑选

图片，设置有奖问答题，
并提供精美礼品进行奖励
和抽奖。

3.专题故事、散文、诗
歌征集

《光 阴 的 故 事》还 将
制 作 一 批 精 良 的 怀 旧 专

题，征集专题故事、诗歌、
散文等。
栏目内容征集电话：

0371-67655293
15803831673
征集邮箱：
zzwb06@163.com
栏目商家合作电话：
18638929923 马先生

■征集令

■读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