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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蕴藏着中华民族未来希望
的这 300 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在
国人的心灵与意识里难以享受到与
陆地同等的“主权”与“权益”待遇！

中国国土面积有多大？如果就
这一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常识性
问题随机调查公众，绝大多数人可能
会毫不犹豫地回答：“960 万平方公
里。”时至今日，从我们的小学、中学
到大学的地理教科书，还在沿袭和强
化“960万”的国土概念，而对300万平
方公里宝贵的海洋国土则抛诸脑后。

教科书如此，领导人讲话、新闻
媒介报道，也极少提及海洋。

再来看看国家权威机构绘制出
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吧。陆
地疆域与海洋疆域得到的往往是

“一图两制”的不平等待遇：海南岛
以南的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用一个小
图框标绘在版图的右下角，其比例
尺一般都缩小数倍以上；国境线在
陆地疆界上标示明显，而在海疆上
则大部空缺！

有识之士早已建议，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图》改称《中华人民共和
国版图》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版
图》抑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版

图》，以校正民众的国土疆域误区，走
出传统的“黄土地”思维定势。

“海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早在 1986年 1月，刘华清就
明确指出，只有当海洋观念升华为国
家观念和战略思想，经略海洋才能转
化为民族的整体意志和国家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治国
安邦的基石。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集
国家最高意志的“根本大法”，由《序
言》开篇，举凡 138条，却找不见一个

“海”字！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海军某军

港国防建设工程开工了。这是一项
“国”字号的重大工程，不仅引起军委
总部领导人的关注，甚至连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
刘华清都亲自前往实地视察。然而，
就在刘华清视察后不久，作为工程配
套设计的导弹洞库施工却因驻地民
众不理解而被迫停工88天之久！

原因很简单。据说是因为施工
开山放炮，影响到当地老百姓饲养的
猪不长膘，鸡不下蛋。说穿了全在一
个“钱”字！驻地基层乡镇官员把国
防工程当成“冤大头”，想从中捞一笔

“外快”。为达目的，便不惜许以利诱

暗中唆使民众阻止工程正常施工。
真相大白，海军某基地司令员肖

德万少将拍案而起，怒斥驻地党政要
员：“你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中华民
族的海防要塞。一个半世纪前，她曾
经为列强侵占长达五年之久。这丧
权 耻 、亡 国 恨 难 道 你 们 就 忘 记 了
吗？！”

肖将军曾作为扫雷舰舰长浴血
西沙海战。中国海防的历史创痛和
现实危机，令他备感责任重大。闲暇
之余，他总忘不了独步驻地那座特殊
的“山头公园”——鸦片战争古战场
遗址。正是在这里，爆发了中国近代
史上抗击英军入侵的第一场大规模
海战。“那六天洒流五千人英雄血，这
一仗打痛每一颗中国心。”每每看到
镌刻在公园牌坊上那幅血浸泪染的
楹联，将军心中便涌起万丈怒潮。

国防重点工程停工事件在将军
的怒吼声中复工了。但它在 20 世纪
末中国海防阵地上所引起的余波，却
给和平绿荫下生活的人们留下了无
尽的思考。

当听完我讲述的“导弹与鸡蛋”
的故事，刘华清老人默然无语，随手
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稍许，老人

将吸了一半的香烟掐灭，突然向我发
问道：“你知道我国有多少岛屿吗？”

不待我回答，老人随手递给我一
张报纸：“时至今日，我国还有数以千
计的岛屿连个名字都没有！”

一则新华社电讯赫然映入我的

眼帘：“据来自国家海洋局的最新消
息 ，目 前 我 国 尚 未 命 名 的 岛 屿 有
1400 多个。”那些被海测官兵用青春
和忠诚交织的经纬线，准确标注在
海图上的无名小岛，仍然藏在深海
无人识，且数量高达 1400 多个！在
世界各沿海国家，如此漠视自己的
岛屿主权与权益价值，恐怕再也找
不出第二个例证。

“天上的星星都有个名字，我们
的 1000 多个海岛至今却连一个正规
的名字也没有！”刘华清心生感叹，乃
至有些愤愤然。

海岛，是国际公认的领海基点选
择地之一。对岛屿的命名不仅体现
着一种人文关怀和情感关注，是对中
华民族海洋文明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和海洋权益的具体体现。我国拥有
的300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存在的依
托，主要靠散布于岛屿上的领海基
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
定，一个“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
水面的自然形成”的岛屿，便可享有
与陆地领土同等的领海、毗连区、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即使是
一个“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

经济生活的岩礁”，也享有 12海里宽
度的领海和24海里宽度的毗连区。

这是一个发生在刘华清担任海
军司令员期间的故事。1986年 9月，
日本海上保安厅发现了一个名为冲
鸟岛的珊瑚礁盘。这个名副其实的
弹丸小礁远离东京1700公里，在一般
的地图上根本无法标注，落潮时礁盘
露出水面最高处仅 0.3～0.5米。1987
年 4 月，日本政府作出决定，拨出 2.2
亿美元巨额专款，用三年时间，在冲
鸟岛露出水面的岩礁上修建 50 米直
径的铁制环形大堤。

日本政府不惜重金加固汪洋大
海中一座孤礁的举动，并没触动多少
中国人的思维神经，倒是大洋彼岸的
美国人看得无比透彻。全美极富影
响力的一家媒体发表评论指出，这个
只有特号床大小的岩礁，可以使日本
获得比其本土还要大的国土面积，可
以使日本攫取巨大的海洋经济利益，
可以保卫日本1000海里“生命线”，成
为日本经巴士海峡出入南海，通往东
南亚的日本西南航线上一个永久性
交通据点和战略要点。

“‘重陆轻海’意识作为一种传统
文化现象，对中华民族的思维观念影

响太深了。”刘华清老人不无感慨，“20
世纪60年代末，为了珍宝岛这个仅有
0.7平方公里小岛，我们与苏联针锋相
对，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领土主权
和国家尊严。然而，在蓝色国土上，
我们成群的岛礁被侵占、成片的海域
被掠夺，却少有人关注！”

“我为什么下决心研究和制定海
军战略？”刘华清老人自问自答，“建
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捍卫祖国蓝色国
土的主权和权益，仅凭海军几十万官
兵的忠诚、勇敢、奉献与牺牲精神是
不行的，必须强化我们整个民族的海
洋观念。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强烈
的海洋国土、海洋经济、海洋科学和
海洋国防的观念与意识，经略海洋、
振兴海业才能成为我们民族的整体
意志和自觉行动。”

跨越传统“陆土观”筑垒的传统
思维天堑，成功迈出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海军战略的第一步，对于刘华清而
言，不仅需要登高望远、敢为人先的
理论勇气，更需要审时度势、机变善
谋的政治智慧。

刘 华 清 采 取 的 是 不
急不躁、稳扎稳打的“迂回
战术”。 7

连连 载载

随笔

最是人间留不住
宋子牛

大浪淘沙，沧海桑田，历史转瞬即
逝，生活奔腾向前。日子一页页翻过，
尽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回望昨天，
已物是人非。时光老人走过的脚印，或
深或浅，或清晰或泥泞，或动荡或静好，
或粗粝或精致，或一往无前，或曲折迂
回……但都会被岁月的无情之手轻轻
抹掉。新生的也会渐次老去。

国学大师王国维为此感叹：最是人
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而这时，留在时间光影里的唯有文
字。

记得去岁秋的某日，与朋友们交流
业务，我说过文字的重要性，文字与我
们的关系，以及我们追求的目标。后者
我理解为三种境界：意识到该如何对待
文字；具有一定的文字水准；文字有艺
术美感和精神向度。这点拙见，似乎也
博得了大家的同感。

万事万物都稍纵即逝，唯文字可为
之留影存真、复活再现。文字会记录下
社会生活的鳞爪片断、雕刻出人物的骨
骼风貌，文字会传承历史的足音、还原
事件的真相，使过往的事物容颜虽老而
不失其真，烟云散尽但回响犹在，或浮

光掠影或翔实本真地留下念想与回味，
慷慨与悲欢。传递信息，辨析事理，论
说公道，弘扬精神，引领社会舆论，一切
的一切，没有文字的介入都很难实现。

不说“修齐治平”等荦荦大端，“经
世致用”“号令天下”需要作为道统传承
的文字，来启蒙、教化、浸染、升华，襄助
其成；也不说传经布道，授业解惑，蒙童
向学，杏坛课徒，官员行政，商贾货殖，
士农工商乃至赳赳武夫，没有了文字肯
定举步维艰，一事无成；还有，心灵的飞
扬与教化，思想的承载与流布，也要靠
文字“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就是老来
闲情偶寄、怡神养性，时不时翻翻杂书，
流连的也是文字光景。

老夫检点平生，一无所长，除了文
字，一无所有。无论本兼各职还是业余
爱好，都与文字相关，干的是文字活，吃
的是文字饭，真正靠文字安身立命。因
与文字交集大多，过从甚密，所以，对文
字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和亲近之感。古
人有“敬惜字纸”之谓，这种恭谨态度，
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识文断字，是父
母对孩子的最低要求。因而对文字，任
何时候都轻慢与亵渎不得。

现在是网络时代，文字尤为鲜活灵
动，语言也多姿多彩，杂花渐欲迷人眼，
潮涌般不断催生出新语睿词，给人意想
不到的阅读快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的文章，固然是文字价值的体现；
赏心益智，何尝不是文字意绪的内敛？

比如一个“长发及腰”，便被智慧的
网友想象得如诗如画，发散出多元思
维。“待我长发及腰，秋风为你上膘。”

“待我长发及腰，已成千年老妖。”“待我
长发及腰，拿来拖地可好？”“待你长发
及腰，我就咔嚓一刀。”“及腰体”成诗也
颇有韵味，不妨当次抄公：“待我长发及
腰，将军归来可好？此身君子意逍遥，
怎料山河萧萧。天光乍破遇，暮雪白头
老。寒剑默听奔雷，长枪独守空壕。醉
卧沙场君莫笑，一夜吹彻画角。江南晚
来客，红绳结发梢。”将军答：“待卿长发
及腰，我必凯旋回朝。昔日纵马任逍
遥，俱是少年英豪。东都霞色好，西湖
烟波渺。执枪血战八方，誓守山河多
娇。应有得胜归来日，与卿共度良宵。
盼携手终老，愿与子同袍。”

这些文字，读来真是齿颊生香，快
意无比！没有文字的沟通搭桥，深蕴内

涵，巧妙点化，惹眼入心，我们无从享受
这些斑斓传神的内容，至少乐趣会损失
不少。

很难想象，没有了文字，重新结绳
记事（结绳也是“文字”），会是什么样？
恐怕历史会失去传承，真相更为迷茫无
序，文明将被消解殆尽，灾难和辉煌都
会付之阙如，人类社会演进的根脉苗
裔，生命自何处来、向何处去，更加无从
稽考。

我坚信文字有生命有灵魂有温
度。相对于其他事物，文字是不朽
的。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记录文明
的就是文字家族。“最是人间留不住”
的，文字可以留往，文字可以美丽。文
字，帮我们寻找回失去的梦想与情怀，
更从被岁月湮没的烟尘中，打捞积淀
无穷的宝藏，让我们受用不尽，故而无
须伤感。

作为文字工作者，虽手无缚鸡之
力，但心存忧民之念。一生码字弄文，
也有芹献若干，为伊消得人憔悴，速朽
也罢，过眼也罢，依旧对文字一往情
深。不为别的，只为文字背后那多味的
人间烟火，斑斓的大千世界。

年画故事

西国车利尼大马戏
空中悬绳大战

左丽慧 文 李焱 摄

上海小校场年画区别于其
他地区年画的一大特色，就是
对于晚清这个裂变时代移风易
俗的忠实反映，尤其是对那些
当时出现的新奇事物的细腻描
摹，让人有大开眼界之感。上
海小校场“文仪斋”出品的这幅

《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绳
大战》，便是代表作之一。

1843年，上海开埠后曾有
多家外国马戏团来沪表演，其
中影响最大的当为美国的车利

尼马戏团，除传统的驯马和马
术表演外，还有惊险的高空节
目，曾令上海“万人空巷”。

车利尼究竟是何方神圣，
只是戏班名号还是确有其人，
又身怀何等绝技？有人考证过
当时的报纸广告，可以得知的
是确有其人，并且经常会在演
出最后亲自上场一显身手。据
记载，车利尼首次来沪演出时
在1879年夏，因广受欢迎，营业
甚佳，以后曾多次来上海表演。

盛清海书法

博古斋

古诗中的马成语

陈永坤

车殆马烦：三国·魏·曹植《洛
神赋》：“日既西倾，车殆马烦。”
殆：通“怠”，疲累。烦：烦躁。形
容旅途的劳累辛苦。

单枪匹马：五代·汪遵《乌江》
诗：“兵散弓残挫虎威，单枪匹马
突重围。”指单身一人上阵。比喻
没有帮助，单独行动。也作“匹马
单枪”。

马空冀北：唐·韩愈《送石处
士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
群遂空。”空：没有。伯乐把冀北
的良马全都选完了。后比喻当权
的人善于选任贤才，一个也没有
遗漏。

盘马弯弓：唐·韩愈《雉带箭》
诗：“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
惜不发。”比喻做好准备，与敌开
战。也比喻虚张声势，故作姿态，
并不马上行动。

风樯阵马：唐·杜牧：《李贺诗
序》：“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
樯：船上的桅杆。在大风中扬帆
前进的桅杆，在争战中冲锋陷阵
的战马。比喻气势雄壮，行进迅
速。也作阵马风樯。

牛 溲 马 勃 ：唐·韩 愈《进 学
解》：“玉札丹珠，赤箭青芝，牛溲
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
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牛溲：车
前草。马勃：一种担子菌类，可治
恶疮。牛溲和马勃是两种极普通
的中草药。比喻物虽微贱，却有
用处。

龙马精神：唐·李郢《上裴晋
公》诗：“四朝忧国鬂如丝，龙马精
神海鹤姿。”龙马：传说中形状如
龙的骏马。喻指精力充沛、旺盛。

戎马关山：唐·杜甫《登岳阳
楼》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
流 。”戎 马 ：战 马 ，借 指 从 军 、作
战。关山：山名，原指宁夏南部的
大小关山，此泛指关隘山川。在
关隘山川里从军、作战。

蚁封盘马：宋·范成大《次韵
徐子礼提举莺花亭》诗：“垆下三
年世路穷，蚁封盘马竟难工。”蚁
封：蚂蚁洞外隆起的小土堆。盘
马：驰马盘旋。比喻在很小的范
围内施展才华。

光阴尺度
王子云

一年时光快如流星
在深邃的天幕一闪而过
行于尘世，身体蓄满了俗愿
思念陈酿着日子
在岁月的枝头遥望家乡
节日升起，普照着千家万户
流云似水泊走了年华
在烽燧的沧桑之上舒卷
天涯苍茫情未疏离
夜归人大都是怀揣着乡恋
那些风餐露宿殷实了我们的记忆
不舍背离昨天，今宵豪饮索醉
一幅凸凹着离愁的画卷
我们就醉卧在上面
点缀出聚聚散散的别绪
岁月如烛，燃不尽履痕
回望年度中的绚丽
家，永远是心中不熄的光芒

郑州地理

狼窝刘村
马清贤

狼窝刘，是荥阳市豫龙镇的一个
村子，地处荥阳新城东开发区之腹
地，310 国道从村旁经过。附近有荥
阳的植物园、体育场、三公像和禹锡
园等游乐场所及大型建筑群。

狼窝刘，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吓
人！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呢？近日，
笔者带着这个疑问，走访了狼窝刘村，
问起此村名的来历，村民们异口同声
地说：“狼多呗。不然咋叫狼窝里儿
呢？”“里儿”的方言发音近似“刘”。

据说，现在的310国道（这里也可
以叫郑上公路）在这里走的是檀山之
岭。在没有修柏油公路的很早以前，檀
山岭上虽然也是东西通衢大道，但没有
居民住户，人烟十分稀少，因此，路旁草
深树茂，野狼时常出没。道路到这里正
好是个山坳，行人经常在这个山坳里遇
见成群结队的野狼，总是被吓得人心惶
惶。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个山坳叫做

“狼窝”了。东来的、西往的行人在路上
相遇不免相互打招呼：“狼窝里儿有很
多狼，要小心。大家最好结伴同行，以
防不测。”“狼窝里儿”说的多了，自然就
成了这里的地名。

明朝洪武年间，山西洪洞县居民
大搬迁时，正巧有个姓刘的猎户，听
说檀山岭上有很多狼，就来到这里择
地安了家，以猎狼为生。荥阳人有地
名加姓氏对人称谓的风俗，如“崔庙
王”、“石嘴张”等。住在狼窝里儿的
这个猎户自然被人叫做“狼窝刘”。
时间一长，“狼窝里儿”这句口语，就
被书写成“狼窝刘”这个村名了。

散文

青桐树 梧桐子
王太生

青桐，其实就是中国梧桐。青桐不
同于法桐，树干青且直，霜蚀过的青桐，
簌簌的树叶下面，掩着圆硬的梧桐子。
轮廓毛边的青桐黄叶，再经过阳光的过
滤，手捏即破。

古老的嘉木。《诗经》里，“凤凰鸣
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凤凰栖在青桐树上，痴情诗书少年站在
树下抬头仰望。

丰子恺漫画“深秋佳兴打桐子”，一
小男孩举着一根竹竿，打青桐树上的梧
桐子，三个女孩，或蹲着寻觅桐子，或坐
在旁边，其中大点的女孩仰头望树，小
女孩低头看地，正所谓“童子打桐子，桐
子不落，童子不乐。”

少年的青桐树，是站在一处老房子
旁的。孩子想吃树上的梧桐子，就捡路
边的小石子往树叶上扔，初冬的青桐树
叶，干爽脆裂，小石子划破青桐树叶，悠
悠而落，枯黄的叶子上缀着梧桐子，便
装在兜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炒梧桐子。儿时将梧桐子倒入一
口大铁锅里，放点细盐，哗哗地炒。炒

熟的梧桐子，就可以捧在手心吃了，味
道特别香。

梧桐子，才黄豆那么大。难怪清代
陈淏子在《花镜》里说：“梧桐，又叫青
桐。皮青如翠，叶缺如花，妍雅华净。四
月开花嫩黄，小如枣花。五、六月结子，
蒂长三寸许，五稜合成，子缀其上，多者
五、六，少者二、三，大如黄豆”。一株青
桐，在中国式的清风明月中沙沙摇曳。

梧桐子，现在的孩子很少吃过。青
桐树的叶子像尖尖的船，船上坐着梧桐
子。叶子船，从春天出发，到了深秋，船
要靠岸，一阵风吹过，梧桐子从叶上纷
纷而落。

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青桐树了，这

个草木中的“土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在一个本土树木日渐式微，被外来
物种所取代的年代，满目映衬的是半途
而来的陌生青绿，青桐倒成了植物中的
隐士。某日，在老公园的小山坡上散
步，意外邂逅两株青桐，它们藏身于杂
树草木丛中，于幽静的角落，像遇见两
句站立着的唐诗宋词。

在唐诗宋词中，青桐具有优美意
象。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
如钩，寂寞梧桐深院洒清秋。”那株青
桐，站在寂寂的庭院，枝叶筛落一地斑
驳光影。

温庭筠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
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

时候，青桐站在雨中，是湿漉漉的样子。
梧桐子，还是一味药。顺气和胃、

健脾消食。梧桐子能治相思吗？尤其
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恼人相思，一个
人灵魂深处的寂寞。

空庭桐子落。可以想象，在深秋老
房子里，梧桐子一粒一粒掉落在老黄枯
叶上的细微声响。地上一定要有落叶，
簌簌的落叶，没有叶子的地面，无法达
到那份美妙而难以言传的声响效果，愈
发映衬四周的幽静。

南宋词人吴文英，用《声声慢》的语
调，讲述了在宏庵的家宴上，有个客人酒
热耳酣，拿出一个银白色的筲箕（细篾编
织的浅筐），出其不意地放在桌上，众人
一看，原来都是些刚收来，剥得干干净净
的新鲜梧桐子。这一粒粒圆滚滚的梧桐
子，倒入盘中，明珠般乱迸，客人对大家
说：“这是我的爱姬花了一夜时间亲手剥
的，现在捧献出来，给诸位助兴。”此时的
梧桐子，大致相当于现代人小酌时的花
生米。当然，香脆的梧桐子，是美人剥
的，十指纤纤，比花生米精贵。

新书架

《山颠妖肆传奇》
和 平

《山颠妖肆传奇》是一部集知识
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的书。它
将数字与汉字的谐音予以规范化，从
而将圆周率 3140 位数字解读成一首
意境优美的长篇叙事诗，让你在欣赏
诗歌的同时，也欣赏一个优美而离奇
的故事，进而轻松记住圆周率 3140 位
数字，然后你发现你掌握了一种有趣

的记忆方法。
那朗朗上口的诗句，新奇有趣的

情节，优美动人的意境，居然全是来
自圆周率的数字，读后还能让你奇迹

般地定位记住这些数字，领略汉字与
数字之间妙趣横生的联系。

据实践证明，三岁以上会背诗歌
的幼儿能在几分钟记住 20位数字，并
对许多段落产生兴趣；古稀老人读后
会思维活跃，精神愉悦，有利于健康；
青少年读了会入迷，并在实际中灵活
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