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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蒙古人入侵中原建立的少数
民族政权，因为存国时间较短，加上对汉
文化的排斥，汉文化对其影响有限，这也
是元朝看形势不对还能保持政权完整迅
速撤回漠北的重要原因。在元朝，除了
早期一起建业的北方汉人如刘秉忠、史
天泽、张弘范等外，普通汉人做官能做到
高位的并不多。然而，元朝范谷英却靠
着自己的努力以集贤院学士的官职跻身
朝廷正二品大员，还有过赐食御前的待
遇，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根据康熙《上蔡县志》“元学士范谷
英墓，在邵店东二里”的记载和中国人落
叶归根的习俗，范谷英应该是汝宁府上
蔡县召父里（今上蔡县邵店镇）人。与
《一统志》《河南通志》《汝宁府志》等河
南地方志的记载不同，觉罗石麟纂修的
《山西通志》把“范谷英”记录为“范国
英”，这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金殿镇
龙祠村龙子祠留存的至正二十六年刻
的《兴修上官河水利记》碑文中得到印
证，碑文称“公名国英，字彦卿，汝宁上
蔡人”。

雍正《河南通志》说范谷英“学博
行高”。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三十
一《汝宁府·人物》记载：“范谷英，上蔡
人。至正间任河中知府，迁户部尚书、
集贤院学士。”觉罗石麟纂修的《山西
通志》卷八《蒲州府·永济县·虞都故

城》中载，至正十八年，作为守御安抚
同知的范谷英曾与宣慰使赛音齐达呼
怀远一起参与了该故城的整修。此
后，范谷英升任河中知府。据《兴修上
官河水利记》记载，至正二十年，他奉
察罕帖木儿之命总管晋宁路事。

范谷英本着“均利以息讼”的原则，
对晋南龙祠泉域上官河长期存在的用水
矛盾进行调解。除“大署文榜，溉田之
令，自下而上，令行禁止，信赏必罚”外，

“又设四纲以维持之，曰任人、曰行水、曰
水则、曰陡门”。所谓“任人”，即“置四渠
长以巡水而司赏罚……皆以行止廉慎、
勤于劝农者为之”。“行水”“水则”“陡门”
为取水细则，确保户户受益，避免水资源
浪费。这也是我国较早的官方制定或认
证的渠规水制，在较长时间内保证了当
地用水灌溉的秩序稳定。山西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周亚的《明
清以来晋南龙祠泉域的水权变革》《元明
清时期晋南龙祠泉域的水利组织》和山
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段友文的《平水
神祠碑刻及其水利习俗考述》对范谷英
这次制定上官河渠规、加强水利管理的
行为给予了积极评价。正如段友文所
说：“此‘四纲’作为用水法规，从用人到
管理，从水利设施到浇地方法，都很具
体、便于操作。”

范谷英生活的年代，正逢刘福通红

巾军起义，他的起家与元末名将察罕帖
木儿密切相关。察罕帖木儿，字廷瑞，乃
蛮氏人，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
其父阿鲁温住在颍州，在元朝属汝宁府，
所以，范谷英与他同属汝宁老乡。至正
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组织地方武装，与李
思齐打败罗山红巾军，升任汝宁府达鲁
花赤。范谷英自此一直跟随察罕帖木
儿，先后到过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历
任山西蒲州守御安抚同知、河中知府，
至正二十年，奉察罕帖木儿之命总管晋
宁路事。因为他成功解决了当地用水
问题，加之其能“均赋役以裕财，瘗死节
以慰幽”，并有“温泉之役而冀方定，河
上之挞而晋境宁”的武功，所以雍正《河
南通志》说他“以卓异著称”，《兴修上官
河水利记》说他的名字“上达天聪，下兴
舆颂”。至正二十六年，范谷英任户部尚
书。觉罗石麟纂修的《山西通志》卷十四
《关隘》记载，他曾在今天的山西省荣河
县南十里设白马渡“击逆党”。至正二十
二年，察罕帖木儿在围攻益都时被田
丰、王士诚刺死，他的外甥扩廓帖木儿
继承了他的地位、得到了他的兵马。扩
廓帖木儿，即民间所称的“王保保”，他
出生在汝宁府光州固始县（今信阳市
固始县），与范谷英同为汝宁府人。

李材的《解酲语》记载：“尚书范谷
英赐食帝前，食韭芽面，旨之一箸而

止。帝曰：‘不中食乎？’英曰：‘臣岂敢！
但天厨珍味臣已领恩矣。山妻久厌糟
粕，将以遗之，使知官家有人所不见之物
也。’帝令尽服之，复赐一帖以归。”意思
是说，户部尚书范谷英被皇帝赐了一碗
韭芽面，他刚吃了一筷子就停了下来。
皇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这面不好吃
吗？”范谷英起身说：“这么好吃的面，我
能吃到就感受到皇恩浩荡了，只是我的
夫人天天吃糠咽菜，没吃过好东西，我想
把剩余的面带回家，让她知道朝廷有很
多老百姓见不着、吃不到的好东西。”皇
帝一听很感动，让他把这碗面吃完，另赐
一碗让他带给夫人。

这位元朝皇帝就是元顺帝孛儿只
斤·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明军进
攻大都，他仓皇出逃，蒙古就此退出中
原，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也就此结束。

从范谷英死后葬于今天的上蔡县邵
店镇来看，他没有随元朝廷逃亡漠北。
《元史》卷四十七《本纪》第四十七《顺帝
十》记载，至正二十七年，元朝统治集团
内讧，扩廓帖木儿的政敌“貊高杀卫辉守
御官余仁辅、彰德守御官范国英”，这个

“范国英”就是范谷英。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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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两代，互为镜像；黑鱼白
鱼，首尾相依。近日，由泌阳籍作家
吴晓创作的长篇小说《黑鱼白鱼》由
中国言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引
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得到当代
著名作家的点评。吴晓是驻马店泌
阳人，现居江苏江阴，现为驻马店市
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2010年，她
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短篇小
说》《小小说选刊》《啄木鸟》《百花
园》《莽原》等，并有作品入选初中、
高中试卷及多个年度选本。小小说
《象牙刀》获得《百花园》2013年“原
创优秀奖”。她荣获 2014年“全国
小小说十大新秀”称号。

《黑鱼白鱼》是一部现实主义长
篇小说，以父子两代人价值观的冲
突为楔子，以他们的爱情故事及相
反的出走经历为镜像，以“忏悔”和

“寻找”两个主题为脉线，时间跨越
了半个世纪，场景从乡村切换到城
市，再从城市切换到乡村，用中国画
的点染手法，塑造了常泾、常云亭、
薛巧云、葛青黎、叶北漍等人物形
象，故事情节跌宕曲折。同时，作者
在写作中恰当地使用了豫南和苏南
方言，使得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场
景更加丰富完整、具有魅力，既增强
了作品的地域文化气息，又还原了
豫南的乡村生活和苏南的城镇韵
味，极具感染力。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散
文学会会长、著名作家叶梅表示，长
篇小说《黑鱼白鱼》是吴晓的扛鼎之
作，她的经验与思考在显而易见的
娴熟描写里得以呈现。小说的故事
人物从世间无数悲欢喧嚣中挑出，
纷杂细腻而鲜活沉重，是当代中国
城乡巨变的一束浪花，也是芸芸众
生在时代浪潮中起伏不定的某种缩
影，灵与肉的纠缠和游离，叠印人生
的轨迹，意蕴深长。

江苏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
家范小青称《黑鱼白鱼》是一部厚
实的现实主义作品，有情怀、有温
度、有生活的烟火气，提升了文学
品位，也让现实主义作品呈现浪
漫的气质。

吴晓接触文学作品，是从表
哥送给她的杂志和长篇小说开始
的。这些书让她在混沌中看见了
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与现实生
活不同的世界。

因为吴晓没有考上中专，所以
她的母亲顶着经济压力供她去郑州
一所民办学校读预科大专。吴晓
说：“我把家里的积蓄掏空了。”

从学校毕业后，喜欢三毛作
品的吴晓就去闯世界了，她被现
实撞得鼻青脸肿。在这个时候，
吴晓的母亲突然去世，她的妹妹
和弟弟都休学了。所以，她回了
家。

后来，吴晓得到了小舅的支持，又离开了家。她进过工厂，当过后
勤人员、保姆和钟点工，结婚后和丈夫一起开了一家很小的保洁公司，
后来涉足建筑装饰行业，日子渐渐好起来。

2010年，生活安稳下来后，吴晓开始写作，小说写完了就在网站
上发表。她有一篇短篇小说是写给奶奶的，叫《我那遥远的沙河调》，被
《麦子时光》杂志录用。她给《短篇小说》杂志投稿了一篇短篇小说，叫
《十里铺·豌豆坡》，被《短篇小说》杂志录用并发在了头条位置。

写了几年小说后，吴晓有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生了小女儿后，她
一边带孩子，一边阅读、写作。

就这样，写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被她搁置了。
“刘康健老师在这个时候推了我一把，他帮我向驻马店市委宣传

部申请了资金扶持，并鼓励我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好。于是，就有了今
天的《黑鱼白鱼》。我特别感谢家乡的老师，我把这份沉甸甸的恩情
放在心里，继续写作，等我在泌阳某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定居后，就
可以经常去拜访家乡的恩师了。”如今的吴晓活得通透而自由，这种
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不舍和对文字的执着，成为支撑她走下去的
动力。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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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东旭插画作品
《扁鹊见蔡桓公》

创作背景：
本组插画于 2019 年创作，采用了传统壁画的绘画手法，用

古老的壁画语言讲好中国传统故事。壁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

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更容易

被人接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组插画作品把中国传统文

化形式与想要表现的内容相结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让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生机。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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