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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说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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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版写手

▲

C07版晚情 ▲

C08版书坊▲

C06版网事

【河洛典故】

谁吃过“新中国的热红薯”
□记者 张丽娜

铁砚磨穿
□杨亚丽

“远去的村落”之王圪垱村（上）

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唐成有一句唱词：“想当
年在原郡我把书念，凉桌子热板凳把铁砚磨穿。”“铁
砚磨穿”四个字道出了唐成学习的艰苦。

洛阳历史上真有个这样的人，他让匠人铸造了一
方铁砚放在案头，时刻提醒自己努力读书，以求得功
名。此人叫桑维翰，字国侨，生长在五代十国的后唐
时期。他相貌奇丑，却很自信。有人讥笑他脸比身子
还长，他反驳说：“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他虽出
生于官宦之家，求取功名之路却不顺利，初考进士时，
主考官一看到他的姓，感觉“桑”“丧”同音，连他的试
卷也不看，就直接把他刷掉了。

桑维翰博览群书，见识不凡，满以为考取功名如
探囊取物。谁料世事弄人，这让他很难堪。面对奚
落，他激愤之余却没有气馁，写了一篇《日出扶桑赋》，
讥讽那个主考官，表达自己的“鸿鹄之志”。他还铸造
了一方铁砚，公开示人说：“如果这方砚台磨穿之后，
我还没有考取功名，我就彻底放弃科考这条路。”

桑维翰的刻苦终于“拨云见日”，他后来做了大
官，却做了后唐的“罪人”。为了帮助石敬瑭消灭后
唐，他不惜跪在契丹王耶律德光面前，从早到晚痛哭
流涕以争取契丹的援兵，并许诺事成之后割让幽云十
六州给契丹。

历史的真相没有谁能百分百地还原，桑维翰虽
“晚节不保”，卖国求荣，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他“铁砚
磨穿”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寒冬腊月吃红薯，是件很惬意的事儿。眼下
在老城就有不少卖烤红薯的，竞争激烈。倘或王
圪垱村还存在，村民还在做这买卖，其他人恐怕
不是他们的对手。

王圪垱人的思想境界太高了，20世纪中期，
他们就喊出了“新中国的热红薯”此等响亮的广
告语，高端大气上档次，一般人难出其右。

开元大道与长兴街交叉口附近，就是原来的
王圪垱村。据说此村形成于清朝，因地旱种不了
细粮，村民们便广种红薯，这里的红薯“干心面甜
不噎人”。冬春季节，村民家的红薯吃不完，就挑
到洛阳老城卖。

王圪垱人卖红薯，各有各法。
第一种人喜欢直来直去，一锤定音。他们进

城后，将红薯一股脑儿倒在二道贩子跟前，报个
价就成交。您若是挑三拣四、讨价还价，这买卖
他干脆不做了。这种人报价往往不高，就图个干
脆利索、早卖早回。

第二种人不急不躁、斤斤计较，哪怕是半斤
八两的生意，也能算半天，算得磨刀霍霍欲砍价
的买主没了脾气，心悦诚服地掏出钱来。

第三种人比较有趣，哪儿有唱戏的就往哪儿
钻。他们到了戏台前，将红薯挑子一放，专心致
志地看戏，有人买红薯，他就慌慌张张地称重、收
钱，匆匆打发顾客，免得耽误了看戏；没人来买红
薯，他们也不心慌，到了黄昏便挨家挨户便宜处

理，然后一路哼着梆子腔回家吃饭。
第四种人更有意思，他们进城时挑着红薯，

回村时担着屎尿——以物易物，把红薯换成了纯
天然肥料。如今看来，这种买卖脏臭且赔本，替
人淘大粪，不收钱都算做慈善了，咋能倒贴红
薯？可在缺粮、缺肥的年月，这是双赢：买家得了
红薯，还清理了厕所，高兴；卖家盘算着肥水流进
自家田，来年又是好收成，也高兴。

这四种人卖红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厚道：
决不会漫天要价，还会主动告诉人家怎么挑选红
薯。不少城里人就此认定了王圪垱村红薯。

话说20世纪70年代，两个南方人来洛阳出
差，逛到老城想买些蒸红薯尝鲜，问完价格，却嫌
贵。卖红薯的气得直瞪眼：“你知道这是啥红
薯？这是王圪垱红薯！新中国的热红薯！！”

两个南方人觉得不买“新中国的热红薯”，好
像对不起伟大的祖国，于是各买了两块红薯。吃
完觉得不过瘾，他们在旅馆的床上惦念了一夜，
次日上火车前，又专程去买了好几个“新中国的
热红薯”。

王圪垱村村民张建堂、司马扩军为《消失的
村庄》一书撰写村史时，认为这是口音闹的笑话：

“新中国的热红薯”，其实是“新出锅的热红薯”，
南方人听错了。

不过，王圪垱红薯——地道货，这话说得没
错。不信，你去问问老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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