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桥有个更老爷
赵永高

世界上最长寿的猴子——黄猩猩

黄猩猩英文名实为马来语林中野人”之意。成年雄性两颊

生出颊胝”，老年时脸呈圆盘形。黄猩猩栖居于海拔1500米的

原始森林及次生林地带，平时行动迟缓，在地面走动笨拙。以

野果、树叶、种子、昆虫、鸟卵及其它小动物为食。黄猩猩心志

敏慧，大智若愚，一生平静如水，有的寿命高达150岁，是世界

上最长寿的猴子。

世界上最凶残的猴子——阿拉伯狒狒

阿拉伯狒狒学名 Papio hamadryas，英名 Hamadryas

Baboon，属于灵长目猕猴科，主要生活在埃及、苏丹、阿拉伯半

岛等地。阿拉伯狒狒长嘴獠牙、体壮如狼、长毛红臀、横行阿拉

伯草原山地、残杀幼小生灵，是世界上最凶残的猴类。

世界上最文明的猴子——博士猴

德氏长尾猴（Cercopithecus neglectus），又名白臀长尾

猴、赤额长尾猴、白须长尾猴，是20种旧大陆猴的其中一种，由

法国探险家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发现的。它的下巴

上长有一撮白毛，犹如一副老学究的样子，举止文静，行为规

范，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博士猴”，是世界上最文明的猴子。

世界上最聪明的猴子——黑猩猩

黑猩猩（学名Pan troglodytes），人类的近亲，四大类人猿

之一，它们是现存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高级灵长类动物，是黑猩

猩属的两种动物之一，也是当今除人类之外智力水平最高的生

物。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达98.77%，聪明伶俐、喜怒哀

乐、模仿人类、会简单利用工具，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猴子。

世界上叫声最响亮的猴子——合趾猿

合趾猿属长臂猿亚科，是树栖性猿类，生活在苏门答腊和

马来半岛的森林中。其特点是第二和第三个脚趾连在一起，喉

部有无毛会膨胀的气囊，产生声

音共鸣，发出响亮的声音。合趾

猿手脚特长、活跃，响脆的叫声鸣

澈山谷，堪称猴类的歌唱家，是世

界上叫声最响亮的猴子。

世界上最稀有的猴子——白

头叶猴

白 头 叶 猴（学 名 ：Tra-

chypithecus poliocephalus），

因以树叶为食而得名。白头叶猴

的栖息地位于中国广西南部的亚

热带植被繁茂的岩溶地区，现仅

存数百只，是全球25种最濒危的

灵长类动物之一，被公认为世界

最稀有的猴类。

世界上最能吃螃蟹的猴子——食蟹猴

食蟹猴，拉丁学名：Macaca fascicularis Raffles,。主要

产于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及

印度尼科巴岛，在东南亚许多小岛上均有分布，栖息于热带雨

林、红树林沼泽、潮汐河流沿岸等热带岛屿、海滨。属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因为喜欢在退潮后到海边觅食螃蟹及贝类，它

所吃的食物中，螃蟹占80%以上，故名食蟹猴。

世界上毛色最花的猴子——斑狐猴

斑狐猴别名绉领狐猴、黑白狐猴，属灵长目狐猴科，是猴的

一种，主要产于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森林中，体长仅50厘

米。黑、白、黄等多种颜色齐齐点缀在它身上，是世界上毛色最

花的猴子。

世界上最威风的猴子——狮尾猴

狮尾猴（Macaca silenus），又名狮尾狝猴，是生活在西高

止山脉及南印度的旧世界猴。毛皮呈深褐色或黑色。尾巴约

长25厘米，末端黑色，像狮子的尾巴，故名狮尾猴。狮尾猴全

身墨黑、长长棕毛密布脸旁，威风凛然，堪称猴类中的狮子王，

是世界上最威风的猴子。

世界上最能跳跃的猴子——白颊长臂猿

白颊长臂猿（学名：Nomascus leucogenys），因臂特别长

而得名。为中、老、越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种，主要栖息于热带

雨林。善于利用双臂交替摆动，手指弯曲呈钩，轻握树枝将身

体抛出，腾空悠荡前进，它一步可荡行15米远，堪称最能跳跃

的猴子。

（完）

猴之最
（下）

阿梅

2009年6月13日，笔者参加了在大台北港沟召

开的“板桥村书”座谈会。会议期间，前来参加座谈

的分局干部、板桥人安凤祥讲了一个“更老爷”的故

事。开始，我以为听错了，是“耿老爷”。后来终于明

白了，故事的意思就在这个“更”字之上。

更，是“更加”或“越发”的意思，如“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还有“再”的意思，如“更上一层楼”。那么，

这“更老爷”是怎么回事儿呢？这儿得从清代板桥村

的刘向华得军功牌说起。

玉皇庙碑有刊刻的“军功刘向华”的记载，这是

清朝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期间，西板桥人刘

向华在王平口汛当绿营兵丁，奉调参加了这次海战，

并得到了军功奖牌。其家亦应收到相应的“执照”，注

明赏赐军功顶戴五六品级。于是，其家老人自然成了

“老爷”。根据清代兵制，王平汛绿营兵守将把总正七

品，外委把总正九品，均比刘向华所赏得的军功顶戴

要小。于是有了“更老爷”的故事。故事大意如下：

一天，王平汛把总老爷来到板桥一带进行巡

视。老爷、兵丁一行人等进过街楼，来到一家宽敞大

院。前来迎接的村官村民皆叩拜在地，惟有这院内

正房的刘老爷子仍旧端坐厅堂。于是，把总左右随

从喝道：“你是何人，如此胆大？还不快快跪迎把总

大老爷！”只见那刘老爷子不慌不忙言道：“他，老

爷？我，更老爷！”当把总从村正处得到情况后，立即

向刘老爷子举行了跪拜之礼，然后再行巡察之事。

于是刘老爷子就被称为了“更老爷”。更老爷的故

事一代传一代，一直流传现在。

另一版本是说，不是把总，而是王平口巡检老爷

巡查时发生的这件事情。巡检在明清时代官职最

小，不论是巡检还是副巡检“俱从九品”。

7文化 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栾海坤 ■ 美编/刘潇雅

推荐一本好书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在龙泉镇龙泉雾村南的山坳里，有一个

椒园寺遗址。这里青山环绕，景色优雅。寺

前有两株古柏，岁逾千年，非常独特，俗称

“龙虎二柏”，据北京大学康教授考证，此二

柏,当属京西第一古柏。右侧古柏不仅形似

昂首奋身的苍龙，且顶端有两条曲枝，酷似一

双倔强的龙角，峥嵘伸向天空；左侧的巨柏，

树围达到3米以上，树干虬曲，斑驳陆离，俨

然一幅皱笔丹青。树身凸突的大树瘤，错落

有致，犹如威武雄猛的卧虎，昂身长啸。古树

是活化石、活文物，以顽强的生命力，传递着

古老的信息。它们历经沧桑，自立于天地之

间，成为历史的见证。民间传说，曾有一贪财

之人，偷偷地砍伐古柏，可是每砍一斧，伤口

就流出鲜红的血液。树没砍成，次日此人就

莫名其妙地死了。古柏的树身从此长出了硕

大的树瘤。这当然是传说，但反映了老百姓

保护古树的强烈愿望。

椒园寺原称姜牙寺，相传是为纪念姜子

牙而建造的，后来佛教盛行，此寺又改拜菩

萨、佛祖。民间有“先有姜牙五百，后有潭柘

一千，然后才有北京城”之说。可见该寺创建

年代当为久远。起码从现存的两珠千年古柏

可以推断，该寺应有上千年历史。一千年前

正是辽金时期，那时村里设有瓷窑，正在兴旺

时期，又是官窑，人口活动频繁。椒园寺附近

盛产的坩土和煤炭，是村内烧制辽三彩的主

要原料和燃料。所以在此幽雅之地建造庙

宇，在当时也是极有可能的。如果从民谚“先

有姜牙五百，后有潭柘一千，然后才有北京

城”推断，此寺当有两千年历史。应在西汉时

期，那时佛教还未传入我国，这里应是个道教

庙宇，供奉姜太公也是可能的。当然这种推断

无法考证。

椒园寺遗址现存碑石一块，字迹已模

糊，但仍能看出是明初宣德年间（1427年）

碑石，为该寺重修观音像而刻。碑文记载

“主修观音圣像，圣寿福佑生□灵□寺肇，

宣德二乾坤□二宫，琉璃兽□是命内宫□
太监等官李公寅李心□止圣像颜色剥落殿

宇□漏憎舍□倾□社□已资命 二重整茸憎

舍□扉

第一代主持

第二代主持

第三代主持 成福 广志

内监官 太监官温玺、高荣。于准、陶海

龙泉雾（施主）王敏、邓强、郝凯、王聚、郝

瑞、邓昌、李茂、邓枝、李亭、张晟、李次

碑文模糊不清，但仍可看出此寺在明初

是个很有名的寺庙，连皇宫太监宦官也来舍

资修缮。同时也证明明初龙泉雾已成村。村

内富户皆捐资助修。

椒园寺东侧原有墓塔三个，墓室被盗。

塔身“文革”期间也被毁坏。据一位对佛教有

研究的文人来椒园寺拜塔说，椒园寺清代就

已荒芜，三个塔说明有三代主持，后来的主持

没有立墓或迁移他处。

椒园寺遗址的方位应该是坐西朝东，山

门朝东。佩有左右乾坤二殿，寺前有一条沟，

称龙潭沟，听老人讲原沟内常年流水。寺的

右侧还有一口古井，现已干枯。上世纪70年

代，村里在寺周围建窑挖煤约十几年，产出的

煤虽然有呛味，烧灰可以用。正是因为不断

地在此开窑挖煤，所以古井水量逐年减少，最

后干枯了。当然近几十年气候干燥少雨也是

重要原因。

椒园寺遗址离村约1.5公里，深藏于幽雅

恬静的龙潭沟里。它坐落在一面山坡下，

一个山凹里，一层层梯田点缀其间。四周

林木滴翠，野花竞开，清泉流淌，曲径通

幽，一条小道忽隐忽现直通山顶的老君

堂。老君堂也是一处古遗址，现只剩下残

垣断壁，大约有三间房的面积。相传是供奉

太上老君的庙宇。老君堂东侧就是去妙峰

山进香的古香道，香客们经过这里，前有龙

泉雾西井茶棚，后有琉璃渠万善茶棚，都可

以歇息。想起来椒园寺也不算深山藏古寺。

不过是离村较远罢了。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读《中国震撼》有感

椒园寺遗址见闻
张新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中，不仅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出口国、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引擎等成

就，而且“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中国速度”“中国责任”等话题的“热度”也越来越

高。那么，我国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照搬西方民主

模式？中国崛起对世界和平发展到底是贡献大还是威胁大？张维为著《中国震

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我们作了透彻解析。

首先，该书阐述的“中国震撼”与建设“文明型国家”之观点独辟蹊径、见仁见

智。这一点从该书八个主标题即可得出，即《不再误读自己》《中国的1+1大于2》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种发展模式的崛起》《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以及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欧洲》《西方模式的困境：我

看东亚》。中国的发展崛起世界瞩目，中国的发展崛起也令一些西方国家质疑，甚

至某些国人也有疑虑重重。原因何在？一方面因为我们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

迅速崛起”，必须排除西方某些国家的聒噪干扰；另一方面，必须解决改革发展进

程中出现的权力腐败、城乡差别、劳动就业、环境污染、贫困人口、百姓住房等一系

列问题。尤其像西方预测的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国要崩溃”、苏联

解体后中国会步其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繁荣

将一去不复返”、2008金融海啸“中国要出现大乱”等“中国崩溃论”，必须用“中国

模式”“中国崛起”伟大成果给予回击。而且，必须让世人看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

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照搬

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

该书作者曾以国家领导人翻译和教授、学者等身份出访过100多个国家，该

书正是他走访世界多国的独特观察与理性分析。作者的见解观点不但丰富了“中

国模式”“中国崛起”内涵，而且数据翔实、客观公正、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中国这个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及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比如，面对国内外有些人提出的

中国腐败这么严重、环境污染这么厉害、贫富差距这么大、房价那么贵等质疑声，

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以史为鉴”“镜鉴他国”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治理解

决意见，而不是人云亦云。尤其在惩治腐败、百姓住房、医疗保健、劳动就业、城乡

差别、道路交通等方面列举的数据、事例，不仅让我们对“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充满

信心，而且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优于很多“西方模式”国家，甚至比

西方国家还要好。简言之，今天我们国人一定要“以全新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

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要用历史的眼光、国情的视角看待国家发展建设与振

兴崛起中存在的问题。

无论“中国特色”“中国崛起”“中国模式”还是“中国责任”“中国速度”“中国质

量”，都离不开“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仅仅是我们常说的“人口众多地

大物博”吗？不是。中国的国情是人口规模超大型、疆域国土超广阔、历史传统超

悠久、文化积淀超深厚和语言独特、政治独特、社会独特、经济独特。这八大特征，

无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同时也是“中国崛起”

的“难点”所在。

总之，该书让我们对建设一个“文明型国家”充满信心，对区别并超越西方模

式的“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充满信心。

春秋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