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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奇人】

抗战时期洛阳的舍粥厂
□寇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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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消失的传统农具”【河图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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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若弼：
一将功成万骨枯

□记者 何奕儒

提起铡刀，人们不禁会想起包拯的龙头、虎头、
狗头三口铡刀。农民不管包拯的三口铡刀处置什么
人，只管用铡刀来铡草喂牲口。因此，铡刀成了过去
农村必不可少的农具。

铡刀由铡刀、铡床、铡钉组成。铡刀刀片前面尖，
中间呈弧形，稍宽，刀柄处有锥形孔，安上木把，就可
以用了。

铡床前面有个圆孔，将铡刀上的圆孔对准铡
床上的圆孔，然后用铡钉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可以
铡草了。

铡刀在农村最常出现在牲口房（饲养室），因
为天天都要铡草喂牲口。现在，农村喂牲口的少
了，铡刀也很难见到了。

符运通 文/图

今年年初，我和沙草先生受老城区政协委托，负
责洛阳老城文史资料选编工作。在编辑过程中，我
看到耿彤老师写的有关民国时期主善局的文章，文
中谈及抗战时期主善局做了许多善事，其中有“施
粥”一项，由于字数所限，并没具体描述。

最近，我遇到老友东朝立先生，那时他尚年幼，
没事常去粥厂玩耍，记忆颇为深刻。今记述实情，以

补史实之阙如。
主善局是旧时私人筹办的慈善机构，主要施舍

茶、药、衣、粥、棺木。所谓施舍就是送物不收钱，施
舍的东西均与人的生存有关。主善局认为施舍一
点儿东西，就能救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这是大
善事。

粥厂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现在西关煤土坑
附近。厂院很大，呈长方形，北面是天井窑院，西
面是一排棚屋，里面有两盘石磨，经常有牲口在拉
磨，把麦子磨碎，磨碎的麦子是半成品，洛阳人管
它叫麦糁儿。东面一排是厨房，屋内有四口大锅
可以熬粥。

夏天熬的是麦糁儿粥，秋冬熬的是小米粥。由
于锅大而深，只有强壮的劳力才能手执大铲子在锅
内搅拌，添煤拉风箱的活儿也由四个人承担。

南面一排平房是仓库和管理人员办公的地方。
粥厂有两位管理员，一位是老城四眼井街的东凤麟
先生，他主抓账目，另一位先生则负责一切杂务。

舍粥一日两次，早晨9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
难民在厂前排开长队，人手一张粥票，可得一大瓢
粥。粥很稠，一瓢的量足够一个人一天食用。粥票
是行善之人到难民聚集处发放的。据说粥厂春节还
会施舍蒸馍，每张票可领一斤，让穷人过节享用。

粥厂还收容了十几个孤儿，他们都是逃难到洛阳
的苦孩子。他们在厂里做一些轻活儿，东先生还教他
们认字。1944年洛阳沦陷，粥厂停办，这些孩子每人
领了一袋粮食，就分散流浪去了。

北周到隋朝初年，洛阳人贺若弼是
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帮助隋朝灭掉陈
朝，功不可没。后来，他骄傲自满起来，
最终因私下指责隋炀帝而死在了隋炀帝
的刀下。

公元544年，贺若弼出生于洛阳，
他的爷爷、伯伯、爸爸、叔叔都是北周
知名大将。贺若弼从小善骑射，博闻
强识，洛阳城里人人知晓他是个文武
双全的奇才。

听闻贺若弼的事迹，北周皇帝把他
招入皇宫，给他封了个小官。初入官
场，贺若弼万分谨慎，因为他的父亲就
是因得罪权臣而被杀的，死前曾叮嘱
他：“我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平定江南，你
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因为嚼舌根才
引来杀身之祸的，你可得管好你的嘴
巴。”为了让儿子牢记这些话，他还刺破
了自己的舌头。

不久，隋朝建立，贺若弼被任命为吴
州总管，成为平定陈朝的重要人物。

公元589年，灭陈的战火燃起，贺若
弼率军渡过长江天险，悄无声息地攻入
南徐州，杀敌人个措手不及，不仅俘虏了
6000多名陈兵，还抓住了南徐州刺史。

之后，贺若弼出乎意料地释放了全
部俘虏，还给每人发了粮食和路费。这
是贺若弼的一条妙计：陈兵在返乡途中
定会四处宣扬隋军的好，给当地百姓留
下好印象，为自己进军铺路。

除此之外，贺若弼要求士兵不得拿
百姓一粒米，违令者人头落地。

此法十分奏效，贺若弼一路披荆斩
棘，很快占领了钟山最高峰，带领将士把
陈朝主力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并乘胜追
击攻入建康城，俘虏陈后主。陈朝灭亡，
贺若弼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贺若弼得胜回朝，隋文帝高兴地邀
请他登上御座，与自己并排而坐，还给他
加官晋爵，赏了他一堆财宝。

谁料有勇有谋的贺若弼却以此为资
本，骄傲自满起来，看谁都不顺眼，认为
自己才是隋朝第一良将，三番五次攻击
其他大臣，最后因私下指责隋炀帝而被
诛杀。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