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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因工作关系，接触了很
多志书和文稿，以及或尚在编纂
中的书稿），发现在编史修志工
作中，有些现象值得警惕：有的
借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歪曲
历史；有的为了炫耀祖宗，厚此
薄彼，编造历史；有的志书中宣
扬一些封建迷信（甚至黄赌毒）
的东西。这些，都将给历史和社
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影响，对后世
遗患无穷。为此，特寄语编史修
志和有关党史工作者，要恪尽职
守，敬业奉献，切实担起“为党立
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历史
使命。

一是要遵循历史，呼唤正能
量。历史是史志之母，没有历史
事件的发生，史志编写将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在编写
史志的过程中（或撰写有关记述
历史的文章时，一定要学习历
史、遵循历史、忠于历史、敬畏历
史，要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正
能量；对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坚决
摒弃。以史为鉴，激励全体人民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建设和谐
社会的斗志和积极性。

二是要春秋笔法，秉笔直
书。每一位编史修志和党史工
作者，要严格按照中央乃至各级
有关史志编纂的规章制度办事，
切实肩负起记录历史、弘扬文
化、服务社会、借史鉴今、启迪后
人的光荣使命。“修志问道，直笔
著史”。编史修志，述而不论；忠
于史实，实事求是；不添枝加叶，
更不无中生有。

三是要依规守距，有正义
感。特别是对历史上有定论的
史实决不容翻案。笔者曾在某

县“军事志”书稿中看到：一个历
史上在当地杀害过中共地下党
员、八路军战士和人民群众
2000多人的刽子手（1986年出
版的县志记载），只因在抗日战
争时消灭过几个日本鬼子，就被
写成抗日英雄（该书稿作者提供
的史志部门的出版物中，确实是
这样记述的）。如此轻率之举，
是极不严肃之事，也是对社会、
对人民群众的极大犯罪，更有悖
于一个史志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和道德良心。

四是要有工匠精神，编佳志
良鉴。“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是对每一个
修志或党史工作者的起码要
求。我们对中国革命历史上发
生的重要史实，要有敬畏之心，
要多些考究精神；对已形成文字
的资料，在选用时一定要认真校
对，对有关史实和数据要多方考
证（至少要与注明出处的引用本
一致，不能丢字错句）。笔者手
中有一本南方某县修志办公室
编纂的“×××少将史料专辑”，
看了让人啼笑皆非。书中有一
幅该少将任司令员时在某军分
区的领导人合影，注释中编纂者
竟指错了“主人翁”的位置，还给
照片中另一重要领导人安了个
莫须有的名字；另有一幅两人合
影照，注释中却出现3个人的名
字；一场战斗“歼敌600余名”，
误写为“6名”；该少将1985年为
某出版物的题词，误写为“1965
年”……一本20多万字的书，谬
误之处随处可见，让人感到滑稽
至极。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如果
不能给人以正确的知识和引导，

要这样的“书”何用？如此作品，
又怎能起到“存史、育人、资治”
的作用？有的人是“拿钱干活”，
纯粹是“完任务”，所以，编出来
的东西谬误百出，错误连篇。

五是要正确选用历史资料，
增强史志（文章）的影响力与厚
重感。历史资料就是丰富的营
养剂与滋补品。面对浩繁的历
史资料，我们一定要清醒，不盲
从、不人云亦云。在撰写过程
中，为保持所选资料的真实性和
严肃性，要坚持以下原则：①同
样的资料，有上级编发的不用下
级撰写的；②同级的资料，信“党
史”，不信“野史”。③相同的资
料，有现成的文字资料不用口述
资料。④同一事件的资料，选至
少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能相互佐
证且一致认可的资料。⑤尽量
保持所选资料的原貌，不以现代
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去“修改”
资料。⑥引号内的内容，一定是
原资料中“原汁原味”的内容，不
能有丝毫更改，否则就不要用引
号。⑦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一定
要与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发生的
历史事实相吻合，要有案可稽，
能相互印证。⑧对“三亲”（有关
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与知
情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或亲
耳听见的）史料，也要甄别，更要
符合历史事实。

六是要依靠组织或接受组
织监督编好志书。各级党史、史
志（含军事志）、出版印刷等部
门，要负责把好史实关、资料关
和审查关，决不允许与史实不相
符、与党唱反调、与社会不合拍
志书流入社会，贻误子孙后代。

盛世修
志，志载盛世。近
年来，各县（市、
区）、乡镇、村以及
各行各业都在纂
修志书，这对弘扬
民族文化，铭史承
志，无疑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大
好事。 □吉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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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八旬的我从不喜欢过洋
节，唯独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总会
念起母亲说她当年坐月子的往事。

那年春天，70多岁的爷爷无
疾而终，父亲又一直工作在外，家
里只剩下年迈的奶奶、怀孕待产的
母亲和我们三个10岁以下的小兄
妹。麦收时节，母亲眼看快临盆
了，可家里没人能下地劳作，她只
得拖着沉重的身子去抢收麦子。

上世纪50年代初，一切农活
全凭手工操作。这收割麦子吧，
好点的是两个把式合作钐麦，前
边一人抡钐刀，后边一人拉网包，
钐拉配合默契。这种方式收割进
度快，但仅限于家里生产工具多，
又有强壮劳力的农户。多数人家
靠用镰刀割麦，我家就属此列。
想想看，一个临产孕妇冒着炎炎
烈日，俯首弯腰割麦子，是常人能
干的吗？我那刚毅的母亲硬是咬
牙坚持着。一连几天，母亲披星
戴月，不仅割完了麦子，运到了场

里，还用牛拉水车浇完了麦茬
地。当天晚上，母亲分娩了。

种庄稼讲究时令，季节不等
人。母亲刚生过孩子第三天——
屈指算来只有一天，头天前半夜分
娩，第二天一个白天，到后半夜就算
到“三儿”（产后三天的俗称）了。大
清早母亲起床后说是地里墒正好，
一定要不失时机抓紧下种。她草
草吃了几口饭，用羊肚手巾裹住头，
扛上锄头，挑起半篮玉米种子，带上
我哥就下地点种玉米了，家里只剩
下奶奶、我和两个小弟。奶奶患有
眼疾，睁不开眼，无法料理家务、照
看孩子，我们姐弟仨年龄加起来不
足7岁，又会干得了啥？可怜我那
刚出生的小弟哭得唇干舌燥，直到
精疲力尽，声断音哑。

时过中午，母亲汗流满面、气
喘吁吁地赶回来，顾不上喝口水
缓缓气，放下锄头就奔到床前。
看到不会出声的孩子，母亲的眼
里盈满了泪水，摇摇头叹口气，无

可奈何呀！母亲抱起孩子，匆忙
喂过奶，又忙着去做午饭了。

麦收时节农活多，割麦、种玉
米、打场，一宗接一宗，忙得人像
陀螺一样打转。母亲正坐月子，
却要担负起强壮男劳力的活计。
想到一家老小的生活，母亲消停
不下，咬咬牙、鼓鼓劲，挺直腰杆
强坚持。说母亲劳作夜以继日毫
不夸张，白天种地、打场——阳光
炙烤下，将长长的牛缰绳缠在腰
际，甩开牛鞭赶牛拉着石磙在晒
干的麦秆上，由近及远一圈圈碾
轧脱下麦粒；夜里还要起来几次
给牲口拌草喂料，查看风势。倘
若风向对头、风力适合，她就立即
拿起木锨赶去扬场。家里家外，
从人到畜，哪个离得了母亲照管？

母亲是我们全家赖以生存的
“擎天柱”，即使在坐月子的特殊
时日，依然不舍昼夜为一家人的
生计忙碌着，百折不挠地谱写勤
劳、贤惠的赞歌。

小时候，谷雨过后，街
上就会出现收蝎子的小贩。

我们原来住的矿务局
家属区，紧挨着白马门河
及太行山麓的丘陵田野。
它为我们儿时玩耍提供了
丰富而便利的条件，儿时
许多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
里度过的，其中就包括夏
秋之季捉蝎子。

每年从谷雨到秋分，
是蝎子生长繁殖时期。于
是，小伙伴周末成群结队
去捉蝎子。那时没有正规
的镊子或夹子，都要自己
动手准备，先用小刀将一
根筷子从一头劈开，然后
劈到中间，再用绳线缠一
下或用皮筋绑一下。这
样，一个简易的捉蝎子工
具就制作好了。然后，准
备个玻璃瓶，那时没有塑
料袋和饮料瓶，拴个绳拎
着。在母亲“注意，别被蜇
了”的叮嘱声中，我们一窝
蜂地“飞”向田野。

蝎子平时喜欢藏在阴
凉、潮湿的石头下面，作为
栖息地和进食的场所。你
若执意在干燥的石头下面
寻找，方法不对肯定找不
到。蝎子作息也有规律，一
般都是昼伏夜出，我们大多
在傍晚时分去捉蝎子。

这时，夕阳赤红着脸
赶着回家，它给田地里拃
把高的玉米、河沟里灰色
的鹅卵石涂上了一抹油
彩。我们顾不上欣赏夕
照美景，迫不及待开始翻
山石、掀土块。说实话，
捉蝎子我们还是有畏惧
心理的。平时虽然见过，
但伸手去夹时，尤其是翻
开石块，看到第一只蝎
子，欢喜之余胆怯、惧怕、

犹豫陡升。手抖着，没夹
住，蝎子上翘着尾巴抵
抗。几番较量，胆大的来
喜终于夹住一只，高高举
起，我们被吓得一哄而
散。等他将蝎子放入瓶
里，我们觉得安全了才围
过来欣赏战利品。

随着年龄增长，从《百科
知识》中获知：蝎子，也称全
蝎、全虫，成年蝎外形好似琵
琶，体长50mm～60mm，身
体分节明显，体黄褐色；全
世界有1700多种蝎子，中
国有十几种；中医称蝎子
为“五毒”之首，具有息风
止痉、通经活络、消肿止
痛、攻毒散结等功效。随
着医学的发展，蝎毒的作
用被广泛认识，比黄金还
贵。因此，蝎毒的药用价
值远远高于蝎子本身。

读前人笔记，有“蝎畏
椒”一说，方知旧时民间传
说并非虚妄杜撰。据载：
苏州有座石桥，乡民相传
桥下有毒物，绝不可在桥
下停留休憩。一日，有小
贩赶驴驮着两筐花椒行至
桥下，天热人乏，便将花椒
筐卸下拴住毛驴卧地歇
息。该人睡梦中感觉有风
声作响，怀疑有人偷他花
椒，乃起身查看：两筐花椒
俱在，见有一巨物挂在石
桥栏上，状如琵琶，灰青
色，竟是个大蝎子。该人
吓得拔腿欲走，又见蝎子
僵而不动，再细看蝎子已
死，盖蝎子畏花椒也。

据悉，蝎子属于国家
保护动物，一只蝎子一年
可捕杀有害昆虫 1 万多
只。这么厉害，我不禁要
发出“保护益虫，人人有
责”的呼声。

五一假期，女儿、女婿陪我去
陕北自驾游。我们从山西境内沿
108国道西行，经禹门口黄河大
桥进入陕西境内，折而向北顺着
沿黄公路前往壶口瀑布。这条公
路是在黄河西岸紧贴着河道蜿蜒
北去。

位于两省交界的九曲黄河，
实际上是在长数百公里的秦晋大
峡谷底穿行。在我的想象中，母
亲河应该是黄水滔滔、波滚浪翻，
如万马奔腾，汹涌向前。可当隔
着车窗眺望它的真容时，我愕然
了。在沿途几个观景点停车临岸
细看，只见一条略带土黄色，几近
清澈的绿水，在群山逶迤、险峰连

绵的大峡谷中时宽时窄、时隐时
现，款款而来，就像江南山谷中的
小溪，温和柔顺，缓缓流淌；又好
像天上七仙女织就的一条望不到
尽头的白绿色锦带，飘落在被亿
万年河水冲刷下砌的嶙峋陡峭的
河床之中，在暮春暖阳的映照下
闪烁着鳞鳞波光。虽然是枯水季
节，但自幼从书本上和歌声里描
述的深深刻在脑子里的那条奔腾
咆哮、泥沙俱下、桀骜不驯的黄
河，竟然是如此温文尔雅，舒缓秀
美，实在是让我惊诧不已。

好在到了多年向往的壶口
瀑布，没有让我失望。如在雨季
丰水期，万里黄河流经此地，由

300多米宽的河面缩为50余米，
飞流直下，跌入30多米深的石槽
中，形若巨壶注水，激起滔天巨
浪，声若雷鸣，其壮阔雄浑之景
名扬海内外。

现在虽是枯水季节，河面有
所缩小，但它那湍急跌宕、飞身而
降的雄伟身姿，仍像一条在形似
壶口的狭窄河床上永不停歇劲舞
的苍龙，不舍昼夜地奔腾向前。
观赏着它那激流飞瀑、惊涛拍岸
的壮美景色，听着那响彻云霄的
轰鸣声，亲吻着那腾空而起且漫
天飞舞的水雾，让我领略了千年
母亲河的壮丽景色和厚重胸怀，
壶口之行，也算值了。

□王明琴

别样真实的黄河
□朱立明

捉蝎子
□王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