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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河南 、湖北
三省的接壤处 ，有一个
古老 的 小 村 镇 叫 白 浪
街。白 浪街的得名 ，是
因为它紧 靠 由 陕西湘河
镇南隅发源的 白 浪河 。
白浪河流过 白 浪街 ，不
到里把路就注入丹江 ，
逶迤东去 。白 浪街的街
心有一块露 出 地面 的棱
尖石 ，一面朝西 ，一面
朝东南 ，一面朝东北 。
从古以来 ，以此石为 中
心起点 ，朝西的一面为
陕西管 ，朝东 南的 一面
为湖北管 ，朝东北的一
面归河南管 。于是 ，一
条不到百十户人家的村
镇就成为“一脚踏三省 ”
的地方 ，而 白 浪街 当 中
的这 块 神 奇 的 三 棱 尖
石——自 天 而 降 的 陨

石，就被人们呼作 “三
省石”，而千百年来 ，
遐迩闻名了 。

小小一条 白 浪街 ，
生活着三个省的居民 。
三个 省 有 三 个 省 的 语
言，三个省有三个省的
风俗 习 惯 ，三个省有三
个省的特定政策。“三
省石”西边的陕西人把
父亲叫大，“三省石 ”
东南 边 的 湖 北 人 叫 老
子，而石头东北的人则
称爹 。陕西人叫我 ，河
南人叫俺 ，湖北叫 “窝”。
一条小街 ，播放着三个
省的广播节 目 ，西边传
来的 是 激 昂 慷 慨 的 秦
腔，东南边传来是鄂西
花鼓 ，而东北边却唱的
是河南梆子 。每 当 播音
时间 ，想听秦腔的往西
走一步 ，想听花鼓的往
偏南走一步 ，想听豫剧
的往偏东北走一步 。立
到三省石 前 ，只要耳朵
灵，就会秦鄂豫三音共
听，这实在是 白 浪街人
的一大幸事和乐事 。为
了发展生产 ，保障供给 ，
三个省都千方百计的照
顾自 己 的边界人民。“三
省石”南不足二米 ，是
湖北 修 的 三 层 百 货 大
楼，琳琅满 目 ，花色品
种俱全。“三省石”东
北不足二米 ，是河南开
的百货商店 ，吃的 、用
的、玩的一应 皆有。“三
省石”西边不足二米 ，

有陕西开的饭馆、杂货
铺，全是陕西商州风味 ，
奇怪的是 ，不管是那个
省的铺面 ，不写区县 乡 ，
而一律称 “陕西 白 浪街
× ×店”“湖北 白 浪街
× ×店”，“河南 白 浪
街××店”，这 ，在全
中国 ，也算是独一无二
的奇称和奇观吧 ！

尽管三个省有三个
省不 同 的规定和制度 ，
千百年来 ，这 白 浪街的
人民却一直和睦相处 ，
特别 是 因 为 通 婚 的 关
系，更形成了三省亲如
一家的局面 。现在 白 浪
街有不少的户 ，都是一
家人来 自 各个省份 。最
能说明三省人和睦相处
的莫如街心那条清澈的
小溪了 。这条小溪原本
是从 白 浪河 引进来的 ，
先经街西 的陕西 ，再到
街东 的湖北 、河南 ，出
了街 ，又投入了 白 浪河
的怀抱 。这小溪可 以说
是白 浪街人的命脉 ，吃
的是它 ，用 的是它 ，溪
水清澈 ，终年不绝 。三
省人十分爱护它 ，不许
给溪里抛洒污物 ，而且
相约 全 用 水 泥 盖 顶 ，
每隔 一 个 段 ，露 出 一
个水 眼 ，人 们 为 了 爱
护溪 水 ，给 溪 畔 全 栽
上柳 树 ，每 到 春 夏 之
交，柳 絮 如 美 人 秀 发 ，
飘飘 拂 拂 ，柳 下 是 少
女们在 “水眼 ”处洗衣 ，
真有 “家家泉水 、户户
垂柳 ”之美 。

时序 的发展 ，使得
豫鄂陕三省边界地区 的
政府 ，愈感到 团结 、和
睦相处 的重要 ，鉴于过
去有 “三省庙”、“三
省碑 ”和 现 在 仍 被 四
方游 客 瞻 仰 的 “三 省
石”，1987年 ，陕 西
商南 的 汪 家 店 乡 、湖
北郧 县 的 洋 溪 乡 、河
南淅 川 县 的 荆 紫 关 镇
的领 导 人 ，聚 集 一起 ，
商量给 白 浪街立一 个亭
子，以志永久和睦之意 。
往那里立 ，经过研究 ，
决定立在 “三省石”之
处，这可是精心设计的
一幅画图。“三省石 ”
下为流经三省的 白 浪河
小溪 。亭按石指方向 ，
为三面体五格结构，最
底层为三面通孔空心 ，
把著名 的 “三省石”藏
于内 。三省人可 以通过
通孔清晰地看见石头朝
自己省的一面 。第二格 ，
三面 各 刻 秦 豫 鄂 三 个

字。为公平起见 ，河南
省为鄂豫秦 ，豫字居 中 ，
湖北省为秦鄂豫 ，鄂字
居中 ，陕西省为豫秦鄂 ，
秦字居 中 。第三格 为碑
石，石为黑色大理石 ，
三面各有三 乡 镇约请名
流书丹 的碑文 ，碑文虽
有长有短 ，但都写了本
省在此地的地理沿革 ，
风俗民情 以至传说 ，文

字古朴 、典雅 ，文
风通晓顺畅 ，既有
古碑 文 的 韵 味 ，又
杂有 现 代 话 的 明
白，古今融为一体 ，
特别是三个省的 乡
镇都不约而 同写下
立碑的 目 的 。湖北
人说：“三省人民
古来缱倦 ，繁恋手
足，今 日 递增友谊
遵劲团结 ，三 乡 乡
长，精诚谊榷 ，集
资建碑 。刻碑铭志 ，

长存友谊。”河南人说 ：
“ 为复胜迹 ，三方谊榷 ，
集资立碑 ，勒石永志 ，
敦谊长存。”陕西人说 ：

“ 立碑之意而所以益睦
邻，增友谊 ，昭赫濯壮
观者 ，胥于是乎 ，诚志
于此 ，以载琅云。”游
人读之 ，莫不感到馨风
入怀 ，神志顿清 ，为三
省人民之团结而会心微
笑。第 四格 ，各方均书
× ×省三字 ，面对 自 己
的地域 ，自 己 的民众 。
特别 有意思的是顶端第
五格 ，是三个三角石 的
互套 ，你中 有我 ，我中
有你 ，说明这三省石牢
牢联系着三省人民。“三
省亭”立于 “三省石 ”
之上，“三省石”下流
着千 年 不 断 的 “三 省
溪”，它们标志着三省
人民的永恒友 谊 。这个

“ 一脚踏三省”的 白 浪

街，真可算神州一大奇
观。

一九九 〇年 阳 春三
月，余偕友人 ，慕名来
到白 浪街 ，心情奋然 ，
如醇酒在喉 ，除连连拍
了它的真迹外 ，便在“三
省石 ”下草写此文 ，以
作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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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 还 是 “瘦”点 好

张翟 西滨

报载 ：英 国 有个叫 高 韦 甘比的 小城市 ，每次
选出 新 市 长 后 ，都要上磅称 一称 ，然 后 向 市 民公
布他 的 体重 ，到 他 离 任时也 同 样过磅 。如果他瘦
了，即 便在任时 没有做 出 多 么 显赫 的 政绩 ，也会
得到 市 民 的 称赞。“老 外 ”此种做法有无可 取之
处，且 不 言 表 ，但人们 关注公仆勤政如何 的 “参
与”意识 恐怕 要击 节 叫 好 。

时下 ，你如果稍 稍 留 神 ，不 难发现我们 一 些
公仆越 来越 “发 福”。个别人一 做上 “官”，就

象得 了 肥胖症 ，大腹
便便 ，腮 肉 坠 肩 ，连
行动也 困 难 。这种 非

正常 的 生理现象 是如
何形 成呢？病 因 之一 ：
有的 公仆将 自 己 长期
关在机 关 的 深 宅 大 院 ，深居 简 出 ，工 作 靠 电 话领
导、遥控指挥 、文 件旅行 、会议 传令 ，安 车 当 步 ，

“ 活 动 ”量越 来越 小 ；病 因 之二 ：有 的 公仆深谙
养尊 处优 ，修 身 养 性之道 ，吃必讲 营 养 ，抽 （烟 ）
必要 高 档 ，调 查 研 究 要有 酒 肉相 佐 ，解 决 问 题 须
到宴 席 桌上 ，久 而 久之 ，吃 喝 有 术 ，肠 胃 吸 收 功

能“看涨”；病 困 之三 ：有 的 公仆
信奉 “有权 不 用 、过期 作废”的 信
条，把人 民 所赋 予 的 权 力 ，变 为 个
人谋利 的 工具。“为 官 一 任 、捞及
四方 ，大捞特捞 ，毫 不 心慌”。天
长日 久 ，油水越捞越 多 ，肚皮越捞
越大 。诚然 ，象 “吃 喝 专 员 ”、“吃
喝行 长”……这样 的 “公仆”毕 竟
是极 少 数 ，可 一 只 老 鼠足 以坏一 锅 汤 。对此 ，我

们能掉以轻心吗 ？
眼下 ，我们 党 和

政府 高 擎 廉 政 的 大
旗，一批 “蛀 虫 ”相

继曝光 。不 过 窃 以 为 ：

抓廉政 建设 的 关键 ，
还是公仆 “瘦”点 好 ，当 然 这 绝 非 意 在公仆 身 体
愈瘦愈好 ，而 是 寄 望 我们 的 公仆 切 实 象 焦 裕禄 同
志那 样 ：清廉勤政 ，洁 身 如 玉 ，想人 民之 所 想 ，
急人 民之所 急 。只 有 这 样 ，为 民 而 “瘦”，才 “瘦 ”
得其 所 ，才 能 赢得人 民 群 众 的 衷 心拥 戴 。人 民 的
公仆们 呵 ，无论上任 、离 任 ，还是 “瘦 ”点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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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强 的 核 桃 馍
舜铭

沿宁强别 有 旧时风情 的老街南行不远便到了
一间 门面的 “福兴老号”，这儿专产被称为宁强
一绝的 “核桃馍”。

初视此馍 ，并无特色 ，不过是沾满细碎核桃
仁的小饼而 已 ，颜色微黄 ，小若 瓷盏 ，齐齐地
摆满一木盘 ，放在店铺门 口 。及至将馍放在嘴 中
一咬 ，方品 出它的绝妙来 ，香甜脆软 ，令人回味
无穷 。宝成铁路未修成之前 ，宁强是汉 中进蜀之
必经之地 ，北上西安 ，南下成都的旅客经此都要
买几封核桃馍 以馈赠亲友 。据 史料载 ，北洋军阀
第七师师长吴新 田 盘据汉中 时 ，酷嗜此馍 。派护
兵专程来宁强购买 ，护兵嫌远 ，走到勉县着一家
馍铺依样做了 几个拿 回汉 中 交差 。吴新 田 一咬 ，
便勃然大怒 ，说护兵偷懒 ，重责20军棍 。护兵嘴
硬，吴便拿 出 一个真品让其品尝 ，他才道 出真情 。

据云 ，1942年 国 民党 中 央政府 监察 院院长于
右任入 蜀途 中 过 宁强 ，品尝 此馍 ，连 声 叫好 ，离开
时又买了 许 多 带往重庆 。可见核桃馍之名不虚传了 。

核桃馍在宁强至今 已有百余年历 史 ，现在经
营此业 的为老店主王培录的儿媳斯氏 。斯老太太
已年过花 甲 ，见人未 曾开言先带笑 ，终 日 在案前
操持 。核桃仁需用 水浸过 ，黑皮剥净 ，捣碎 ，清
油和面 ，加以花椒等十余种佐料 ，微火烘烤 ，一
招一式毫不含糊 。至使在光绪年 间便名噪一时的

“ 福兴老号”至今仍火爆红 火 ，要品核桃馍需头
一天晚上去 “福兴”定货 ，老太太要连夜加班方
能得以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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