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蔡氏春秋 / 满自文著. -- 兰州 ：甘肃人民美术出
版社，2015. 7

ISBN 978-7-5527-0375-7

Ⅰ. ①蔡… Ⅱ. ①满…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5）第 177543号

蔡氏春秋
满自文 著

出 版 人：吉西平
封面题字：缪建文
扉页题字：张长进
责任编辑：余 岚
封面设计：余 岚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224 8773348（编辑部）

0931-8773112 8773269（发行部）
E - mail : gsart@126.com
网 址：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15.5
插 页：3
字 数：257千
版 次：2015年 8月第 1版
印 次：2015年 8月第 1次印刷
印 数：1～2 000册

书 号：ISBN 978-7-5527-0375-7
定 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谨以此作献给

怀揣梦想，艰苦创业的中国西部农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是大山的儿子，精神世界浩然逶迤；

我是草原的儿子，人格家风如花似玉。

我是地主的儿子，人生之路布满荆棘；

我是农民的儿子，创业故事跌宕崎岖；

我是忠孝节义的殉道者，厚德载物，唯其如此；

我是敢想敢干的创业者，敬天悯人，筚路蓝缕；

我是追逐梦想的拼搏者，爱恨情仇，百感交集；

我是艰苦奋斗的践行者，于兹奋斗，自强不息。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吐出了一条丝绸之路。

想我永登歇房蔡氏，历经坎坷，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在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东部门户开拓创业。

先辈们韧性的奋斗和锐意进取的精神泽被后世！

后来者抢抓机遇创新创业的道路越走越宽阔！

本书命名《蔡氏春秋》取永登歇房蔡氏所经历的岁

月、人生之意。

绝无妄自称雄，肆意充大之意。

请读者诸君明鉴！

题记（代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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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起千峰，风莫停，黄沙吹眼揪心。坪城滩上，人道是，蔡氏歇房坟冢。黄河暄

溷，岸柳飞虹，卷起春秋梦。丝路如带，一时多少豪情。

曾忆先辈当年，博风击浪间，雄姿挺拔。铁笔耧耙，耕读处，诗书礼仪升华。西

陲创富，逐梦多冲突，爱恨交加。自强不息，栽培烂漫春花。

话说清嘉庆、道光年间，河南开封一带，黄河决溢泛滥。洪水过处，田园牲畜

悉数遭殃，平民百姓死伤无数，触目惊心。数日之内，蝗虫肆虐，疾病流行，饿殍遍

地，盗贼纷起。官吏富商畏之如虎，各自相顾；大批灾民拖儿带女，四处奔逃。痛苦

之状，惨不忍睹。

我的一世祖蔡国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向茫茫大西北逃难移徙，寻找

活路……

第一章 洪水漫延蔡三庄 世祖落难金城关

黄水泛，开封殃，中州千里话凄凉。世祖国柱闯西北，泪眼蒙眬父病亡。人在穷

途志不短，金城关前情义长。辛酸往事俱峥嵘，艰苦创业当自强。志不易，意气扬。

一轮红日在地平线冉冉升腾，给飞鸟的翅膀、脉动的河流、稀稀疏疏的庄稼

树木、炊烟袅袅的屋舍庄道、打扫庭除的农人、在睡梦中醒来的寥廓大地，涂上了

温暖的亮色。一只陶罐浸进蜿蜒东去的赭黄色河流，一位白夹袄、黑裤子、红腰带

的少男把装满水的陶罐从河边提起来，几滴溢出来的水，打湿了他黑色的布鞋。

一只渔船驶向那烟波浩渺的逝水长天，看不清驾船人的模样，只有那船头的桅杆

连同渔船在波滚浪涌的河面上起起伏伏。两道长长的河堤蜿蜒东去，像护卫这条

河的巨蟒，用它笨拙的身躯牵制着河水的流向。这河流叫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这地方叫中州，位于黄河中下游，千里太行山脉、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

脉东麓，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一方热土，山水河岳秀丽壮美，绵长相连，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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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这河堤叫黄河大堤，俗称“地上河”，是中州人创

造的人间奇迹。

亲爱的读者，现在，我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讲讲世世代代繁衍在中州大地

的我们蔡姓人家的来龙去脉，悲欢离合，不懈追求和顽强奋斗的故事。故事的主

人公就是“我”，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

瓜瓞绵绵，江河泱泱。关于我们蔡姓的由来，据史料记载，始于蔡国。据永登

县蔡姓人珍藏的《蔡氏歇房分谱修辑》记载：蔡姓之由来，乃周天子文王所赐国

号，称蔡国，其都设于河南汝南上蔡县。周文王子叔度，封蔡，其子曰胡，续封于蔡

仲，后因氏焉。蔡伦，发明蔡侯纸，闻名天下。蔡邕，特著诗书碑铭记，定六经文字。

蔡元定，古文学家，其子蔡沈，著书传行世。蔡氏相传至今矣。

据考，现今在永登县歇地沟和县城生活的蔡氏歇房人，祖籍在河南开封府祥

符县。祥符县是今河南省开封县旧称。汉于此置浚仪、开封二县，前者在今开封市

西北，属陈留郡；后者在今开封市南，属河南郡。浚仪县于宋大中祥符三年改称祥

符县（宋代惯以年号名地）。宋金以后开封县同为开封府、汴梁路治所。明初开封

县入祥符县，故明清均无开封县志。

在我们《蔡氏歇房分谱修辑》中，有文字可查的永登蔡姓歇房人的一世祖叫

蔡国柱。《蔡氏歇房分谱修辑》用“蔡国柱千里跋涉，移徙永登，功劳大焉。”这十五

个字概括了蔡国柱对永登蔡氏歇房的开创性贡献。

那么，我的一世祖蔡国柱缘何千里跋涉，移徙永登？又是如何从零做起，艰苦

创业，振兴家业的？自一世祖蔡国柱之后，我们蔡氏歇房人是如何艰苦创业，延续

至今的？我祖父、我父亲，特别是我及亲人，有怎样的坎坷经历和不懈追求？我蔡

氏三代之后，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悄然崛起，达到五世之昌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读者朋友可以从我们蔡家两百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了解

体味社会变革、人物命运、历史人文、风土人情、人性善恶以及传奇故事、民间歌

谣等“土”得掉渣的东西。

要听这故事，了解这情状，且听我慢慢道来。

话说，清嘉庆、道光年间，黄河多次泛滥成灾。我们蔡家世代居住在河南祥符

县一个叫蔡三庄的村子。村子坐落在祥符县东南低洼地带，八里开外就是黄河大

002



<<

堤。全村一百多户人家，蔡姓人占多数。人们在一条叫作灞灵渠的大渠两侧居住，

房屋的格局大多是土墙土屋，只有光景好一些的人家才有青砖青瓦的两流水大

屋和高门楼。平时，蔡三庄人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出不起钱的青壮年一年之

中要到黄河大堤护堤三个月。

历史上，祥符县蔡三庄多次遭受黄河溃决之害。

嘉庆七年、八年，黄河在河南封丘衡家楼决口，直趋东北，河南封丘、祥符、兰

阳、滑县、考城、阳武、延津等州县受灾，其中封丘县被淹三百余村。

嘉庆二十四年，河南兰阳、考城、仪封、陈留、祥符、中牟、武陟等县黄河大堤

纷告溃决，沿河一片汪洋。洪水袭来，村庄被淹，道路冲毁，庄稼树木悉数倒伏，人

员牲畜死伤三分之二，可谓：泥泞漫延，水患肆虐；十室九空，哀鸿遍野；家家断

炊，流离失所。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黄河连续五年在河南祥符、河南中牟、江苏桃源

等地决堤泛滥。

道光二十五年，我的一世祖蔡国柱十五岁，正处读书求学、活泼可爱的少年

时期。蔡国柱的父亲蔡开运五十开外，身高体健，脸阔眼圆，粗通文墨，勤俭持家，

农家活样样精通，生意行敢于领先。

为了家计，蔡开运拜河南著名花生糕大师学艺三个月，回到蔡三庄后，依托

当地盛产的花生，在蔡三庄村口开办了一座占地三亩，初具规模的花生糕作坊，

专做花生糕生意，人称蔡掌柜。花生糕行号“诚义堂”，有账房先生、伙计六人，诚

信经营，收入颇丰。蔡掌柜平时省吃俭用，乐助乡邻，在蔡三庄一带小有名气。

花生糕是祥符县的特产。这里盛产花生，以花生为原料制作的花生糕，独具

地方特色。花生糕由精制花生粉、白糖、饴糖等料配置而成。成品色泽淡黄，为多

层疏松片状，食之口酥松脆，香甜利口，销路甚好。

道光二十五年秋天，狂风肆虐，大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几天后，黄河决口，

洪水像巨大的猛兽咆哮而来，四处漫延，蔡三庄未能幸免于难，惊慌失措的人们

舍弃家物钱财，呼爹喊娘，纷纷逃命。

蔡开运立即指挥家人向高处跑去，又蹚着齐腰的洪水到花生糕作坊救人。这

时，更大的洪水向蔡开运袭来，他来不及撤出，被洪水打了一个趔趄，摸索着站稳

脚跟，用尽全力划开洪水，双手紧紧抓住了一棵漂浮的大树枝桠，随着湍急的洪

第一章 洪水漫延蔡三庄 世祖落难金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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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顺流而下。约莫半小时后，洪水裹挟着一棵松树向一座垮塌的木桥奔去。蔡掌

柜看到木桥的桥墩上有一截桥板，灵机一动，在大树快到桥墩时奋力一跃，抓住

了桥板，保住了性命。

洪水过处，蔡三庄的庄稼、牲畜等财物悉遭破坏，诚义堂顷刻间被洪水淹没，

两位伙计来不及撤出被洪水卷走。

蔡开运落得钱财两空后，并没有气馁，他站在村后的山丘上面，对父老乡亲

大声疾呼：“老天爷啊，你卷走人马财物，卷不走我们艰苦创业的铮铮铁骨！你浪

淘南天，我们就往西北走！我就不信这大天之下，没有个活路！”

被洪水害得家破人亡的乡亲们当即推选蔡开运为领头人，带上逃难的东西

向西北方向艰难而行。

蔡开运戴一顶锈迹斑斑的破草帽，穿着缀满补丁的毛蓝布衣服，脚上是露出

脚趾的黑布鞋，经年累月没有洗过的灰布腰带间斜插着祖辈相传的铜烟锅，烟锅

上系着拳头大的旱烟袋，右肩上搭着做工精细的青布褡裢，褡裢里装着碗筷针线

和旧布片、烟渣子之类的物件。他鬓角花白，额头上有三道明显的皱纹，一双大眼

睛深陷在眼眶里。一路上，他顾不上擦去鬓角的汗珠，握紧儿子蔡国柱的手，在风

雨中带领逃难的人群一步步沿黄河北岸艰难而行。

无情的秋风像锋利的刀剑在他们父子的嘴唇上割开了一道道小口子，两双

和所有逃难男人一样粗糙的手，在风雨漂泊里握得更紧。和一些年老体弱的逃难

者不同，他们父子的腰杆一直是挺直的，即便挨饿受冻，也没有弯曲过。

蔡国柱继承了父亲蔡掌柜身上所有的优点，身材挺拔，脸阔眼圆，目光敏锐。

他上身穿着渗出汗渍的破布衫，下穿大裆裤、破布鞋，怀揣一块银圆和蔡三庄的

一把泥土，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不时望着领头的父亲。

洪水过后，疫病流行，病魔并没有放过这些在风雨中漂泊的逃难队伍。一晃三

个多月过去了，他们这三十一人的逃难队伍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患上了伤寒、疟疾。

就连原本身高体健的蔡掌柜也没有幸免，他浑身乏力，咳嗽不止，身体一天天消瘦。

路上，只要停下来休息，蔡国柱就给父亲捶背，找水喝，等咳嗽稍停，就拉着

父亲的手，默默前行。十多天里，他们父子没有洗过脸，梳过头，没有吃过一顿饱

饭，所吃都是乞讨而来的剩汤馊馍，更多时候吃的是野草、树皮。汗水湿透了父子

俩额头鬓角的发丝，细细的灰土和草屑沙粒密密地粘结在蓬乱的发梢上，卷成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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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的小毡毡，蔡氏男人特有的大眼睛显得有些黯淡。但在他们抬头望着远方大

路的那一刻，眼睛里立刻露出坚毅而沉着的光来。

秋风无情愁煞人，黄水奔腾赛虎狼。蔡国柱强忍饥饿，昏昏沉沉地望着宽阔

的河道上泥沙俱下的浊浪，大片倒伏的高粱，斜倚在地面上吐着红缨子的玉米棒

子，被暴雨打破的白杨树叶子，被洪水冲垮的沟渠路坝，偶尔打马而过的官差，在

官道上逃难的人群，在泥地里爬行的羸弱不堪的农妇，在路旁凄凄哀哀的乞讨

者，心里充满了无可名状的惆怅。

……

这是一个难忘的中秋节。一轮金黄的圆月挂在高高的树梢上，蔡国柱气喘吁

吁地和父亲躺在河南西部地界一个小小村庄的麦垛上，外公、外婆、爹娘、妹妹的

面容不时在眼前浮现。梦中，俊眉大眼的小妹拿着娘做的桃形月饼，在他嘴边晃

悠。当他伸展脖颈，张开嘴巴，就要吃到月饼的时候，小妹却拿着月饼格格地笑着

跑走了。一对黑黑的小辫上，那打结的绸带像跳跃的花蝴蝶。

蔡国柱从美好的梦中醒来，习惯地舔着嘴角，一溜涎水通过舌尖反射到胃

部，他想起娘做的月饼。

河道上，一位船夫亮开嗓子唱起了古老的歌谣：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哎？

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哎？

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竿哎？

几十几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来搬？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哎，

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哎，

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竿哎，

九十九个那艄公嗬呦来把船来搬。

歌声委婉悠转，沙哑的声音里包含着黄河艄公坚强、乐观、旷达的胸怀。

蔡国柱勉强爬起来，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里顿时滚出了晶莹的泪花。他依

第一章 洪水漫延蔡三庄 世祖落难金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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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记得白胡子、长辫子、豁豁牙、大眼睛的祖父把他领到私塾老师的讲桌前，恭恭

敬敬、一笔一画地在一个线装的宣纸本上写下了他的名字———蔡国柱。

私塾老师捋着花白的胡须，望着小国柱说：“想你蔡家人等，率性从事，意坚

志刚，艰辛创业，乐善好施，称誉一方。你曾祖父在京城耿直为官，得罪了当朝奸

臣，被逐出京城，流放祥符县，仍以国事为重，兴修水利，扶助学堂。而今你应效法

你曾祖父，树立宏志，发奋励学，报国安民。你的名字起得很好啊！国之基，在栋

梁。梁之基，在立柱。柱之基，在大地。好男儿，志在四方，应柱其间，不屈不挠。”

从这天起，国柱在家人的呵护下，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文》《幼学琼林》《论语》，每一篇都背得滚瓜烂熟，在私塾和村庄小有名气。

……

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初秋之夜，当蔡国柱从土炕上睁开眼睛，发现和蔼可亲

的父亲不在炕上。母亲一只手抓着他的手，一双小脚正颤巍巍地伸到炕沿下。极

度的恐惧已经使她的神经有些麻木，嘴巴张着说不出话。铜钱大的雨点密密地打

在低矮的房顶上，打在牛肋巴式的窗户上，发出让人恐惧急躁的声音。一道又一

道闪电，像凶恶的火蛇划破黑疙瘩云的身躯，流出血红的毒汁。一阵接一阵的滚

雷，像千万只无形的手，撕开天空的心肺，发出令人心惊胆颤的吼叫。

冷风吹进风雨飘摇的东草房，鬼哭狼嚎般呜呜地响。他挣脱母亲的手，鲤鱼

打挺似的跳起来，把母亲扶到炕上，从风雨吹破的窗户向大门外一望，肆虐的洪

水像猛兽一样正从破旧的门板下汹涌而来。阵阵冷风送来黄河大堤上男人们拼

着老命抗洪抢险的吆喝声。他依稀听到一个男人粗重的吆喝声：

“决口了———决口了———快，往高处———跑啊，往高处跑！”

“妈，黄河决口了，我们赶快逃命吧。”

蔡国柱用尽全身力气背着母亲一路疯跑到屋后的庙山上，一丈多高的洪水

挟裹着麦捆、树木、木桶、水瓢等物，迅速淹没了蔡三庄，呼啸着向村南的低洼处

奔腾而去。他亲眼看见自家的那头老牛和挂在村口老榆树上的那口铜钟在洪水

中翻着个儿，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洪水卷走了蔡三庄人的大部分家产，卷走了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和牲畜。幸免

于难的人们在一座雷公庙里勉强挤着过了两夜，洪水仍在稍稍下退后呼啸奔流。

洪水阻断了人们盼望看到亲人的念头，被恐惧和饥饿统治的人们开始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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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沿山脊逃难。蔡开运满身泥水，从黄河大堤那边蹒跚而来，母亲抹着眼泪说：

“娃他爹，你带上柱子一起逃难吧。我留在家里，等洪水过了，收拾破烂家具，给你

们看好家。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们逃出去，如果日子能过下去，再来接我！

我这身子骨，走不成远路，就在家里过活吧！”

“妈，我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

“傻柱子，妈活了五十多岁，也没见过这样大的洪水。看样子，这洪水是不让

庄户人活了。妈的病你知道的，生你那年落下了一身病，腿庝得走不上半里路，已

是大半个身子入土的人了。你还是人丫丫，快跟上你爹他们逃命去吧。这块银圆，

是我结婚那年你奶奶送给我的，你拿上它，做盘缠用。来，你抓一把土，装在这荷

包袋里。以后啊，不管你在哪里扎根落户，都不要忘记家乡。你要出息了，就朝河

南这边给妈烧纸磕头，妈就知道我儿还活在这阳世上。”

风雨中，母亲难过地低下头，左手抹着深深塌陷下去的眼睛凄凄惨惨地说着

话，右手无力地挥动着。父亲倔强地说：“柱子———走！我不信，这天下之大，就没

个活路了！”

……

蔡国柱从辛酸的回忆中回过神来，掐指一算，他们一行人离开故乡蔡三庄已

经八个月了。现在，他们在一个十室九空的村庄里歇息下来。

蔡国柱看见父亲脸色蜡黄，侧卧在麦草垛上，不停地咳嗽哮喘，一只手颤颤

抖抖不停地抓挠手下的麦草。他握住父亲的手，发现一摊血迹洒在麦草上。显然，

父亲在他睡着的时候吐血了。为了不让儿子知道，试图用麦草掩盖血迹。蔡国柱

吓愣了，怔怔地站在父亲面前。躺在不远处的本家蔡川叔走过来，看到麦草上的

血迹，俯下身子，用力脱去父亲的一只鞋。父亲的脚浮肿得很厉害，蔡川叔用力一

掐，蔡开运没有任何知觉，只是不停地喘息。蔡川叔一把拉住蔡国柱的手，往前走

了二十多步，悄声说：“柱子，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父亲吐血了，脚也肿得厉害，

估计活不了多久。你往前赶，看看附近村庄有没有大夫。如果你运气好，请来大

夫，你父亲或许有救，否则……唉！”

蔡国柱像得了军令的士兵，没命地向西疯跑。只要碰到人，就奔过去，问他知

道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大夫。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三个字：不知道。他心里着

急，又跑了三四里路，没有找到大夫，腿肚子发软，实在走不动了，就斜倚在一棵

第一章 洪水漫延蔡三庄 世祖落难金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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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树上喘息。一位骑马的官差打马过来，看他可怜，顺手扔来一个锅盔。蔡国柱

把多半个锅盔揣在怀里，拿着少半个一边嚼着，一边往回跑。他跑了半个多小时，

远远望见蔡川叔蹲在地上狠狠地用拳头砸地面。待他走近一看，父亲已经直挺挺

地躺在地上，永远闭上了那双熟悉的大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

相信父亲就这样突然离开人世，哇的一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蔡川叔说：“柱子，人固有一死。你也不要太难过。眼下，雨多，我们还要想办

法掩埋你父亲。这鬼天气热的时候睁不开眼睛，一下雨就是两三天，如不及时掩

埋，遗体怕要腐烂啊！”

一伙逃难者听到哭声纷纷围拢过来，七手八脚先用麦草遮盖了蔡开运的遗

体。蔡川叔说：“乡亲们，谁身上有钱，借给我！如果我老蔡活着，一定加倍奉还！”

没等乡亲们开口，蔡国柱立即摸出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圆，交给蔡川叔。蔡川叔也

没多问，领着一个年轻后生买卷席去了。蔡国柱跪在父亲遗体前，哭声不断，泪水

涟涟。乡亲们拉他劝他都无济于事。

稍后，蔡川叔拎着一个旧卷席、几张黄纸回来。那个年轻后生借了一把铁锨

回来了。蔡川叔蹲在地上，通说了一会儿，那个年轻后生和逃难的乡亲们轮流挖

了一个墓穴。蔡川叔解下身上的腰带，把国柱父亲蔡开运的遗体用卷席包扎起

来，草草掩埋了。

然后焚纸，国柱长跪不起。他发誓，无论怎样艰苦，吃野菜啃树皮也要活下

来，给父亲争光，为蔡家留后，创出一片属于蔡家的基业来！

离开了父亲的坟墓，蔡国柱一行沿黄河北岸一天天向西北方向艰难跋涉。乡

亲们自发推蔡川叔为领头人，一路上结伴而行，互相照应。无论谁要到食品衣物，

首先给年老体弱的乡亲们。为了节省体力，他们在蔡川叔带领下轮流乞讨，中午

时分在规定地点集合，由蔡川叔把要到的食物按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分给大家。就

这样，逢州过县，终于到了山西境地。

由于忍受饥饿，长途跋涉，五六个乡亲身患疾病，无法医治，半路上又死了。

蔡国柱他们掩埋了乡亲的遗体，继续赶路。到秋收时节，他们辗转来到太原一带，

充当麦客，填满肚子。收完一地立即向西北转移。到达银川，已是初冬时节，他们

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蔡川叔在银川碰到一个算命的瞎子，大伙围拢过来，请他

指条生路。瞎子也是逃难的河南人，当即把三个铜钱交给蔡川叔。蔡川叔手握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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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摇来摇去，一共摇了六次，落在地上，瞎子摸了六次，掐掐算算，说：“往西北

走。西北是生门，或许有活路啊！”

他们当即决定往西北走，一路上年轻人帮住地户干些零活，换口粗米淡饭之

类的食物，勉强过活。干完一地，再往西北乞讨而去。

道光二十九年深冬时节，他们终于来到了金城关。蔡川叔回头看着自己带的

人，当初离开河南有三十一人，现在只剩下二十一人了，十位乡亲在路途中因为

饥饿或疾病长眠于山西、银川的大地上。

蔡川叔说：“我们一路乞讨、打短工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就地分手，各奔生计

吧！”当下，这伙幸存的逃难者哭哭啼啼抱成一团，不忍离去。逃难路上结下的深

情厚谊在他们眼前一幕幕浮现开来。蔡川叔安慰道：“都不要哭了。老天爷既然让

我们活下来，就有活下来的理由。我们人人都有两只手，有的是力气。只要肯干，

不愁找不到活计，吃不上饱饭。”

就这样，他们二十一人在金城关下分手了。蔡川叔和蔡国柱自此相依为命，

在金城四处奔波为生。

第二章 叔侄得遇张财主 定居平番西门园

金城关，平番城，有缘千里来安生。黑袍马褂张二爷，慧眼独具识新人。叔侄鼎

力生计成，国柱迎娶在黑城。里里外外一把手，上上下下都关心。有志者，事竟成。

金城关是兰州久负盛名的关隘，也是拱卫津度或桥梁的关域，是金城兰州通

往甘州、凉州、肃州的咽喉要道，也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要塞。有诗曰：“倚岩百丈

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

金城关以汉置金城郡、县得名，位于城关区黄河铁桥北端西行一公里处，南

临大河，北依崇岭，气势雄伟。山与河之间，宽不及百米，其道路之狭，仅能允许一

辆马车通过，所以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它的险要，丝毫也不夸张，被誉

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雄关之一。

……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春天。料峭的寒风中，时而有一群乌鸦掠过这片黄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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