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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抗战歌曲起着凝聚人
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为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弘扬伟大的抗战精
神，今天，让我们重温《大刀进行曲》，

用旋律回顾难忘历史，用歌声唱响民

族激情，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是作曲家麦新1937
年 7月在上海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
歌曲。此曲为歌颂当时在长城附近

用刀杀日军的国民革命军第 29军
“大刀队”而作。

  全曲采用自由体乐段结构，首尾

呼应。再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去”时音调更高昂，气势更豪壮，之后

发出的“杀”声，如炸雷一般，增强了

歌曲强烈的战斗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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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暮，急雨。
  雨停后，当空月色如水，凉意扑面而
来，不禁打了个寒颤。檐间滴答的雨声，
打在心头，有了秋的味道。
  小院里白天还张扬怒放、花枝招展的
指甲草，此刻在满地的月色里，如湖底的
水草，颔首低眉，羞涩似邻家女孩。
  夜读袁景澜的《吴郡岁华纪丽》，说是
旧时江南一带，姑娘们常用凤仙花染指甲，
多染无名指及小指尖，谓之红指甲，而且是
每个未出阁的姑娘七夕之夜必做的事。
  银甲春纤，一夜深红透。用指甲草染
指甲，究竟寄托了一个女人多少温润细密
的心事？当一夜红遍、十指尽染，仿佛从
此以后的青春，就有了“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的答案。

几天前还暑气难消，以为依然在夏天
里活着，想不到秋天说来就来了。心头竟
掠过一丝莫名的忧伤，还有一丝慌乱。
  《吴郡岁华纪丽》说的多是吴中旧俗，
与同样记载吴地风俗的《清嘉录》相比，内
容更丰赡，文采更清雅，每每读来，只愿手
不释卷，一味沉入其中，仿佛已经置身于
姑苏的吴门烟水了。袁景澜的这首《凤仙
花》清丽温婉，如梦如幻，一句“绣阁秋风
又一年”，道尽美人迟暮，英雄气短，真是
天凉好个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
  中年仿佛立秋，四面楚歌。回望过
去，错过了不该错过的人，结一段不该结
的缘；说过了不该说的话，伤一颗不该伤
的心；走过了不该走的路，经一番不该经
的痛。

  哈代说，不论肤色和容貌如何，青春本
身总是美丽的。就像小院里的指甲草，你
得意时喊我金凤花，你失意时喊我透骨草；
你贤达时喊我凤仙花，你草根时喊我指甲
草，但不论名字如何变幻，我青春的本身总
是美丽的。
  是的，指甲草又名金凤花、凤仙花、小
桃红，而我，独独喜欢“小桃红”。
  火红的花朵繁繁复复，衬着油绿的叶
子，大红大绿，不但不俗气，而且别有一种
生命的洒脱之美。
  能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大红大绿，
的确是人生的极致。

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想起
了元代诗人杨果的《小桃红》：“美人笑道：
莲花相似，情短藕丝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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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世，就会做一个狭长的小木牌，写上生
卒日期，叫神主牌，祭祀供奉时将其当作先
人的化身。而洛阳民俗，神主牌必用椿木
制作，这与发生在伊滨区的一个古老的故
事有关。
  东汉时候，有个叫丁兰的农夫，父亲早
亡，与母亲二人过活。丁兰对母亲颇为不
孝，经常惹母亲生气，他去田里干活，母亲
送贴晌饭（干活中间加餐），他每每不是说
咸说淡，就是嫌早嫌晚，总之非常忤逆。
  一天早上，丁兰扛上锄头去田里干活，
路上看见一群羊儿在吃草，有只母羊在给
小羊喂奶，那只小羊是跪着在吸母奶，丁兰
就好奇地询问这是咋回事。牧羊老人说，
世上最伟大的亲情莫过于母爱了，为了小
生命的诞生，必须忍受怀胎十月的辛劳，当
孩子生下后，她还得不辞劳苦地养育他成
人。人是这样，动物也不例外，小羊跪着吃
奶是感激母羊的哺乳之恩啊，人若不知道
孝顺，真的就连禽兽也不如了。丁兰听了
这番话，心想自己不但沒好好地感谢过母
亲，还经常有不孝的行为，觉得非常惭愧。
  无独有偶。丁兰在歇息期间，躺在地
上，无聊地仰望着地头的那棵粗大的椿
树，树叶在微风中抖动着，现出一个鸟巢
来。突然，他看见一只鸟儿飞落树上，引
出了巢里另一只鸟。丁兰仔细看了，方才
明白飞来的是小鸟，留在巢里的是老鸟，
小鸟叼来了食物在反哺老鸟。丁兰看到
这情景，心灵再次受到震撼：鸟儿尚且知
恩图报，自己往常的行为竟不如一只鸟
儿！丁兰当时就暗下决心，要改过自新，
今后一定要善待母亲。
  这天母亲正好因为有事耽搁了一会
儿，送饭来得晚了些，但丁兰由于思想发生
了剧变，没有像往常那样对母亲发脾气，而
是一反常态，主动站起来，伸出两手，跑着
去接饭罐。
  母亲平时受够了丁兰的奚落、辱骂甚
至殴打，看到儿子这番举动，以为又来寻衅
滋事，一气之下，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就

搁下饭罐，一头撞在椿树上，死了。
  丁兰痛悔万分，办完母亲的后事，就把
这棵椿树伐掉，刻作父母亲的像供养起来，
平时，凡事均和木像商议，每日三餐敬过木
像后自己才食用，出门前一定向木像禀告，
回家后一定向木像汇报，总之事之如生。
  后来，丁兰成了家，其妻看丁兰对两尊
木像如此恭敬，颇不以为然。有一天，她乘
丁兰不在家玩了个恶作剧，拿缝衣针刺向木
像手指，想不到木像手指竟滴下血来，可把
她唬得不轻，丁兰回到家也不敢提起。但当
丁兰到木像前问候时，见木像清泪长流，感
到蹊跷，就向妻子询问其故，妻子觉得瞒不
过去，只好说了实话。丁兰认为妻子的行为
实属大忤逆，当即一封休书把妻子给休了。
  妇孺皆知的《二十四孝》之一《刻木事
亲》说：“汉。丁兰幼丧父母，未得奉养，而
思念劬劳之恩，刻木为像，事之如生。其妻
久而不敬，以针戏刺其指，则血出。木像见
兰，又眼中垂泪。兰问得其情，将妻出弃
之。有诗为颂：刻木为父母，形容如在时。
寄言诸子侄，各要孝亲帏。”
  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中，“幼丧父母”
的说法与当地传说有些出入。《二十四孝》
成书后，得到广泛传颂，人们便仿效丁兰的
做法刻木事亲，但因雕刻木像比较繁难，后
来简化成以木牌当做神主牌奉祀，以示对
祖先的尊敬与怀念。也因为此，民间尊“椿
木为王”。
  丁郎寨、丁郎坟均在伊滨区。丁郎寨、
丁郎坟与魏国寺，三者的位置，以魏国寺为
顶点，大致呈钝角等腰三角形。丁郎寨（也
叫丁南寨，在丁郎坟正南）是个有十来户人
家的小村庄，有丁兰故居，与其西北方向的
魏国寺有一箭之遥，民国时期，住户为避匪
乱纷纷迁出而逐渐夷为废墟，建国后复耕，
成了伊滨区李村北街仁里巷的基本农田，
现在属于轴研科技项目的一部分；丁郎坟
在魏国寺东北方向，二者相距也仅一箭之
地，西李村耕地内，距离 4号安置小区不
远，相传很早时候曾有人发掘过，发现丁兰
头骨奇大，有一只陶碗陪葬。

◇丁郎刻木的传说与丁郎寨遗址◇丁郎刻木的传说与丁郎寨遗址

  “您好，您的车厢盖布松了，小心货物滑落。”8月 3日中午 11点钟，在伊

洛大道与洛偃快速通道交叉口的岗点，交巡大队民警孙亚波和他的同事们仍

坚守工作岗位，在烈日下对过往车辆安全隐患例行检查。

  “天气闷热，司机容易急躁，检查工作我们都用文明、规范用语，希望得
到广大驾乘人员的理解和配合。”孙亚波告诉笔者。

  为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民警们坚守岗位，接受着烈日

的“烤”验，他们用来降温的方式就是不停喝矿泉水。“出汗太多，喝水能稍微

降降温，不然身体会虚脱。”协警董浩告诉笔者，短短几分钟，他湿透的警服转

眼就被晒干，留下了一层白色的盐霜。

  除了迎接高温“烤验”，民警们还要处理很多道

路突发状况。今年 6月 24日，“伊滨交巡大队民

警在二广高速桥下积水处执勤捡拾 69副车辆

号牌期待认领”的信息，在洛阳广播电台、微

博、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广泛传播，一张两位

民警蹚着半米多深的积水帮人推车的照片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二广高速桥下因为雨

天积水，很多车辆发生抛锚熄火现象，民警

们多次冒雨将熄火车辆推行数米，使路口

交通恢复顺畅。

  交巡大队负责人刘昆说，交警也挺不

容易，请大家多支持配合交警的工作。

（文/图 苗君甫 杨万通 王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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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在处理违章 喝口水，降降温

的 抗战歌声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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