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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吕正子 文/图

近日，电视剧《大秦赋》火爆荧屏。
该剧讲述了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王翦、
蒙恬等人的辅佐下平灭六国、一统天下，
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
故事。

《大秦赋》中，“天才少年”甘罗的出
场，让不少鄢陵人激动了一把。鄢陵不
仅有甘罗墓，而且有甘罗古柏。

史书中的甘罗得封上卿
《大秦赋》中，甘罗与李斯论战，在赵

国以外交手段为秦国获取 5 座城池，最
终深陷嬴政与吕不韦的矛盾而被杀。

“事实上，史书中没有记载甘罗的结
局。”鄢陵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苏志伟介
绍 ，甘 罗 在 史 书 中 没 有 独 立 的 人 物 传
记。现存有关他的史料主要有《史记·樗
里子甘茂列传》《战国策·秦策五》，且记
载大体相同。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甘罗
为秦国丞相甘茂的孙子，后因政治斗争
离开秦国。甘茂亡故前，嘱咐甘罗投奔
秦国。甘罗随即入秦，拜在吕不韦门下。

当时，吕不韦想联合燕国攻打赵国，
派遣张唐前往燕国当相国，却被张唐推
辞。甘罗毛遂自荐，以白起“去咸阳七里
而立死于杜邮”的故事劝说，终使张唐答
应赴燕国。

张唐的行期确定后，甘罗找到吕不
韦，请求前往赵国。吕不韦将此事报告

给嬴政，嬴政召见了甘罗并派他出使。
在赵国，甘罗给赵王深刻分析了秦、赵、
燕三国的局势与关系，使赵王“自割五城
以广河间”。

甘罗回到秦国后，嬴政“乃封甘罗以
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这一
年，甘罗仅有 12 岁。司马迁评价道：“甘
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

甘罗墓咋会在鄢陵？
《史记》和《战国策》中，仅记载了甘

罗劝说张唐和出使赵国两件事，对其此
后的人生履历没有记载。按照史书的记
载，甘罗为下蔡（即今安徽省颍上县甘罗
乡）人。无论在秦国的结局如何，甘罗死
后怎会葬在鄢陵？

1936 年 编 纂 的《鄢 陵 县 志》记 载 ：
“甘罗墓不应在鄢……甘茂得罪于秦，亡
于齐，又使于楚。楚王欲置相于秦，范娟
以为不可，故秦相卒向寿。而茂竟不复
入秦，卒于魏。鄢系魏地，此当是甘茂
墓。”

“对于甘罗墓，民间有不同的说法！”
苏志伟说，鄢陵县的甘罗墓位于柏梁镇
甘罗村。这个村庄在明嘉靖年间编纂的

《鄢陵志》中有记载。《鄢陵县地名志》记
载，这个村庄因早年张姓人家聚居，处于
古蔡河的河湾内，故又名张湾。甘罗墓
位于甘罗村东北部。当地传说，甘罗死
后，灵柩通过水路从关中运往下蔡，船行
至此搁浅，故而葬于此。

甘 罗 墓 东 西 宽 50 米 、南 北 长 100

米。1958 年，此墓曾被扒开，为砖室墓，
属汉墓，因内有积水而封存。

千年古墓前伫立700余岁古柏
12 月 8 日下午，甘罗村东北部一条

东西走向的水泥路东端，一座滴水檐建
筑坐落于路北，顶部铺着黑色瓦楞，屋
门、窗棂都是木质的，屋檐下 4 根立柱上
刷着红漆。大门前一对石狮子威武伫
立。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匾，上书“甘罗
庙”3 个大字。房屋大门紧闭，两侧延伸

着长长的院墙。一棵高大的古树伫立于
院子中央。

这便是甘罗庙，古树便是著名的甘
罗古柏。

苏志伟介绍，甘罗古柏生长于甘罗
墓 前 ，高 16 米 ，胸 围 4.1 米 ，冠 幅 直 径
16.5 米，树龄 700 余年。目前，甘罗古柏
为许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甘罗古柏和甘罗墓已经成了鄢陵
的文化符号。”苏志伟说，它们向世人证
明了鄢陵历史文化的厚重。

《大秦赋》中的甘罗在许昌留了一座墓
甘罗为秦国丞相甘茂之孙，树龄 700余年的甘罗古柏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 记者王志鹏 通讯员 田红伟

“东季，今天咋没出去收东西？”12
月 8 日，鄢陵县望田镇孙寨村驻村第一
书记张杰和该村党支部书记孙志强走进
村民胥东季家问道。

“呀！张书记、孙书记又来了！快进
屋，外头太冷。”胥东季上前拉住张杰的
手，把他们迎进屋。

“ 唉 ！ 俺 孙 女 这 两 天 有 点 儿 不 得
劲。”两人坐定后，胥东季有些发愁地说。

“咋样？用不用上镇里、县里看看？
没车了我给你找个。”张杰关切地说。

“没啥大事，就是有点儿发烧，我也
是瞎着急。”胥东季笑笑说。

“桂枝的病情咋样？”张杰接着问。
“现在比较稳定，定期化疗就中。俺

家能过到现在，真得感谢党的好政策和
扶贫干部的帮忙！”胥东季感激地说。

胥东季今年 52 岁，2015 年前长期在
外打工。虽然建筑工地离家比较远，活
儿比较重，但是他不偷懒、肯下力，每年
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2015 年，胥东季的妻子龙桂枝身体
出现问题。“刚开始胳膊、腿疼，后来背、
腰都疼。疼得厉害的时候，晚上连被子
都拉不成。”龙桂枝回忆道。

“桂枝病成那样，我不回来也不中
了。”胥东季说，他带着龙桂枝到望田、鄢
陵甚至漯河、平顶山的医院看病，但都没
有查出病因。他们钱花了不少，路也没
少跑，可是龙桂枝的病情仍不断恶化。
2016 年，她失去了行动能力。

看着被疾病折磨的妻子，胥东季心
中满是担忧和不忍。“后来到省里的医院
才确诊，她得的是骨髓瘤，要治好必须化
疗。”胥东季说，化疗一次得 3 天，一天的

医疗费 1 万多元。他先后带着龙桂枝化
疗了 8次。

“之前，带着她四处看病，花了八九
万块钱；后来，带着她到省里的医院化
疗，没多久就把家里的积蓄花完了。”胥
东季说，此后，每次从郑州回来，他就发
愁，因为要仔细想想还能向哪些亲戚、朋
友借钱。

2017 年，孙志强和扶贫干部在入户
调查时了解到胥东季家的困难。经过

“四议两公开”评定，胥东季家被认定为
贫困户。

“被认定为贫困户后，光医药费就能
报销 90%。最关键的是，一些进口药也
能报销了。”说到这里，胥东季抽泣起来。

医疗扶贫，帮助胥东季和龙桂枝解
决了最大的难题。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低保、公益岗位、产业带贫等政策接踵而
至，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我打心眼儿里感谢党的好政策，扶
贫政策救了俺一家人。”胥东季抹了一把
脸上的泪说，“说句心里话，看病不管借
谁的钱都得还，国家帮扶俺是不求回报
的呀！”

“还得感谢张书记！要不是他一趟
一趟往俺家跑，给东季做工作，东季现在
还在家里坐着呢。”龙桂枝说，她的病情
稳定之后，胥东季一方面出于担心，另一
方面丧失了动力，整天闷在家里。她劝
说了多次都没有效果，幸好张杰也发现
了这个状况。为了让胥东季重拾信心和
希望，张杰多次上门劝说，给他出谋划
策。

“张书记确实是为俺好，帮俺出了不
少点子。俺一想也是，不能躺在国家的
政策上过日子。”胥东季说，辣椒是望田
的特色产业，家家户户都种。原本，他打

算在本村和附近村庄收辣椒。可是，干
这一行的人太多，竞争比较激烈，收入也
不高。

经过张杰的指点，胥东季把目光放
在了收粮食和废旧家电、家具上。

“我们这儿收粮食和废旧家电、家具
的真不多。我干这一行，收入比收辣椒
高。”胥东季高兴地说，“我现在孙子、孙
女都有了，想把以后的日子过好，还得跟

以前一样下力干。”
“东季，辣椒晒得差不多了，今天天

气不老好，赶紧收起来吧。”张杰和孙志
强从屋里出来，看见院子里晒的辣椒提
醒道。

“等等就收。”胥东季笑着说。
“俺搭把手，帮你收吧！要不你自己

还得忙半天。”张杰说罢，和孙志强拿起
锹、簸箕，帮胥东季收起了辣椒。

扶贫政策兜了底，致富自己要努力

张杰（左）和孙志强（右）帮助胥东季收辣椒。 记者王志鹏 摄

甘罗庙位于鄢陵县柏梁镇甘罗村东北部，院内有许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甘罗古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