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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
杨尚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先
后圈阅了海军党委《关于明确海军战
略问题》的报告。

至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军战略
及其理论体系宣告诞生。

曾经饱受 500 年“禁海”之痛的
中华民族，在即将跨入海洋新世纪的
转折关头，终结了没有海军战略的漫
长历史，刘华清也因此被誉为当代海
军战略家。

南沙建站：机不可失的国际授权
1987年3月7日至4月1日，法兰

西共和国首都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

学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委会”）第 14
次会议召开。

比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
开的举世瞩目的一年一度的联大会
议或一月一次的安理会会议，“海委
会”召开的这次年度例会，尽管有多
达 87 个国家和 18 个国际组织的 300
多名代表参加，但受其所涉事务的专
业化和学术性局限，并没引起国际舆
论的特别兴趣。

但对于中国而言，这次会议却具
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作为“海委会”

执行理事国，中国派出以国家海洋局
局长严宏谟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出
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主旨议题，是讨论通
过“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该计划
首次明确了200个海洋联合观测站的
站址、编号和主权列属国，提出了联
网观测的一系列业务标准、法律规范
和权利义务。

根据“海委会”秘书处提交大会
讨论的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列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承建管理的其领土主
权范围内的国际联网海洋观测站共
五个，其中已经建成的大陆沿海站三
个、西沙海域站一个，需要新建的南
沙海域站一个。

在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全球海
平面联测计划”相关法规文件时，不
仅与会濒海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代
表对列属中国的五个海洋观测站一
致赞同，就连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等国政府代表团，对列属中国的标号
为 74站的南沙群岛海洋观测站和 76
站的西沙群岛海洋观测站，也均未表
示任何异议，全部投了赞成票。而握
有会议主导权的本届“海委会”主席，
还是菲律宾政府代表团团长！

可以想见，中国海洋局局长严宏
谟归国时怀着怎样激动而又急迫的
心情。回京后，他除按正常程序向国
务院呈报“海委会”决定事项外，还在
第一时间面见了海军司令员刘华清。

国家海洋局与海军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自 1964 年 7 月成立之日
起，国家海洋局作为国务院直属行政
职能机构，就一直归口海军代管，原
本与海军是“一家人”。直至 1980 年
10 月以后，国家海洋局才改换门庭，
先后归口国防科工委和国土资源部
管理。尽管由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变
成了军地间的合同协作关系，但一个

“海”字还是像一根脐带将双方紧密
联结在一起。不论已经建成的西沙
海洋观测站，还是即将要新建的南沙
海洋观测站，都是国家海洋局与海军
必须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

同样可以想见的是，联合国“海
委会”关于南沙建站的授权决议，带
给刘华清怎样意外的惊喜和蓄久的
激情。

驻防南沙，经略南海，是刘华清海
军战略的重大关切与核心命题之一。

早在 1974 年秋，他就向当时的
海军主要领导建言：抓住西沙海战胜

利后的有利机会，尽早解决南沙问
题，以绝后患。然而，“人微言轻”，他
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引起决策层应有
的重视。

就任海军司令员后，他立即下令
舰艇编队巡航南沙，派出海测部队赴

南沙海域勘测考察。在详细查明越
南、菲律宾等邻国非法抢占南沙岛礁
严峻现状后，他专门向中央军委写出
建议报告：“应去南沙礁滩建高脚屋，
立足占领，表明我在南沙的存在。”

1986年年初，在部署年度战备训
练工作时，刘华清明确要求南海舰
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海上去，重点
抓好海上战斗力建设，积极做好维
护南沙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军事斗
争准备。

“扭转南沙局面的历史契机到
了！”这是获悉联合国“海委会”授
权中国建立南沙国际联测海洋观测
站决议的消息时，刘华清脑海中闪
现的一个令他激奋难抑的强烈信号。

然而，令刘华清寝食难安的是，
自1946年民国政府收复西沙群岛和南
沙群岛，编制并向世界宣布中国南海领
海边疆线，即国际公认的“十一段连续
线”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领土最南端的“南沙群岛”只是在地
理教科书和外交声明中被斩钉截铁地确
认着，军事行政实际管辖却始终缺位，
给了周边觊觎者可乘之机。

抓住联合国海委会决议授权的
有利时机，迅速建起南沙海洋观测

站并投入全球海平面观测业务，不
仅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对南沙
群岛拥有无可争议的领土主权，而
且一举结束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南沙
群岛无军事驻防和行政管辖的历史。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刘华清
与严宏谟一拍即合！

1987 年 4 月 23 日午后，刘华清
向南海舰队司令员陈明山下达《关
于做好舰船去南沙海域巡逻战备工
作的指示》。

“这是一次重要任务。”刘华清
明确指出，组织大型战斗舰艇编队
赴南沙海域战备巡逻，目的有三：一
是行使海洋主权，二是显示海上力
量，三是检验训练质量。因此，这次
组织联合编队巡逻南沙，既是一次远
航训练，也是一次战备行动，还可以
训练后勤保障能力，是锻炼部队的一
个好机会。

刘华清强调指出，熟悉海区，了
解敌情，是此次巡航南沙的重点任
务。务必要认真准备，很好动员，细
致检查，做到一丝不苟，万无一失，确
保安全。一旦发生冲突，要按军委总
部指令，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反
击，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能吃亏。

“南沙是我国领土，我们今后要
经常去！”刘华清向他的将士们发出
钢铁般铮铮誓言。

几乎与此同时，严宏谟也向国家
海洋局南海分局下达指示：令“向阳
红 5号”海洋科学考察船赴南沙海域
进行岛礁勘测调查。

4月 10日，由中国科学院派出的
南沙海域科学考察队，分乘实验 2号
地球物理勘探船和实验3号综合科学
考察船，已先期从广州新洲码头起
航。这支由159名专家和船员组成的
大型科考队，将在南沙实地勘察40天
以上，完成十多个站点的综合考察。

5 月 6 日，以南海舰队参谋长李
树文为海上指挥员的联合编队从湛
江起航。这支多舰种巡逻编队由一
艘导弹驱逐舰、五艘导弹护卫舰、四
艘补给保障船组成。

这是新中国成立 38 年来，人民
海军首次组织大型战斗舰艇编队巡
逻南沙。10多年后，李树文将军接受
作者专访，回顾首次巡逻南沙的情
景，仍激情荡漾：“战斗舰艇编队首次
巡逻南沙，在人民海军建设
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
的重大事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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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一冬
该犁地了
牛鼓足劲拉开春的序曲
驾——吁——
响鞭紧接着在田间地头
即兴演奏
山上山下 犁沟纵横
翻开农家的五线谱
种子毫不犹豫就跳进
日渐明媚的春光里
轻歌曼舞
犁铧在土里踏浪而来
桃花杏花也跟着少女
一起怀春
她们旁若无人地谈情说爱
噎得听墙根的老树皮
脸色青一阵儿白一阵儿
开犁啦
就是推开农历惊蛰的门楣
给大地缝纫新衣

此画表现了日常妇女哺乳之景。画
面静中有动，一儿蒙头吮乳之憨态与另
一儿手摇拨浪鼓之顽皮劲相映成趣。一
幅母慈儿乐的恬静景象，人物形象姣
美，颇见画家功力。

黄河水波涛汹涌，流淌在山陕两省
之间，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山陕两省人大
都有过踏冰过河的记忆。小说《西游
记》中，有唐僧师徒踏冰过河，被妖怪擒
获的描写，不过，他们过的不是黄河，而
是虚构出来的通天河。

每到冬季，两岸霜挂露结，天寒地冻，奔流
的黄河水会在一夜之间结冰，本来浪涛翻滚的
河道转眼间变成银白色的冰河，河水在冰面下
涌动，河面光滑如镜。若是晴天，微弱的阳光
将冰面映成一条璀璨斑斓的大道。李白有“欲
渡黄河冰塞川”的感叹，急于过河的百姓却顾
不得那么多，会踩着坚硬的封冰，如履平地一
般，快速通过黄河。战争期间，对于敌对两方
来说，黄河就是一道天堑，然而一旦冰封，立刻
变为坦途，千军万马会在一瞬间通过。南北朝
时期，为防止敌方踏冰过河，北齐大将斛律光
曾下令每岁冬季沿黄河凿冰，以防北周军队来
侵。

黄河在山陕之间由南至北蜿蜒 800 余公
里，南北温度不同，黄河冰封时间也有差异。
偏关、府谷、河曲、保德一带，黄河通常每年入
冬冰封，第二年正月过后才解冻。保德与府谷
之间的天桥峡，枯水期宽仅30米。所以名为天
桥，并非这里有座人工修建的桥梁，而是每至
冬季，河水结冰，河面上就会冻出一座冰桥，两
岸百姓在冰桥上往来，可听见冰桥下激流发出
的巨响。可惜上世纪 70年代天桥水电站建成
后，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

宋代，陕西府谷名为府州，同处黄河岸边
的神木县则称为麟州。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
念海先生说：“每当冬季黄河结冰时，府谷、神
木上下往往封冰，行军人马皆可由冰上往来。”
（《河山集》4）为抗拒西夏侵扰，北宋朝廷实行
跨河而治，两州同属河东路（治所在今太原）治
理。战争激烈时，河东路往往倾一路之力供应
麟、府二州粮草，“岁认籴谷十万石，送麟延

路。”过往官员、丁壮更不计其数。黄河水流湍
急，运送不易，河东路官员采取的办法，有一种
就是乘冬季黄河冰封时，派大量壮丁踏冰过河
运送粮草。

再往下，陕西清涧县与山西石楼县之间，
河道里河风飙猛，冬季气温异常低，每年入冬，
河面会结成厚厚的冰。明末，清涧县一带是农
民起义军的活动中心，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也
曾率军趁黄河结冰，踏冰过河杀往山西。

出禹门口至潼关与风陵渡之间，黄河流到
纬度最低处，再往前就转身东行。黄河行进一
路，这里是冬天气温最高的地方，每年数九寒
天也照样结冰。各县地方志中，仍多有“大寒，
黄河冰坚”的记载。史籍中虽无大批军队冬天
过河的记载，但百姓对踏冰过河的经历至今仍
记忆犹新。上世纪 70年代黄河大桥未建成之
前，每到严冬，河面的冰冻得结结实实，沿河各
渡口的渡船都被冰封在岸边不能划动，秦晋两
地百姓却要相互走动，怎么过河？现成的办法
就是冒险踏冰过河。因此，船家也不闲着，他
们对河路最清楚，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早就
心知肚明。每有客人过河，船家手持一根长杆
走在前面，在冰面上探路，众渡客身背行囊，脚
下打滑，小心翼翼紧随其后，过河所用时间反
倒比乘渡船要短，也更方便。问过经历过的
人，船家为什么要持一根长杆？回答说：一是
用长杆刺探冰层薄厚；二是若真掉进冰窟窿，
长杆可横担在窟窿口上，起保险作用。现在回
想，寒光闪烁的冰面上凄风呼号、前路迷茫，提
心吊胆、踉踉跄跄行走的客人不知是一种什么
心情。

军队踏冰过河次数较多的是禹门口，
所以如此，皆因禹门口乃秦晋要津，战
略地位重要。隋末，李世民久攻蒲津
渡不下，曾率军绕道禹门口，踏冰过
河，直抵长安。宋金战争期间，建炎元
年（1127 年），金军攻占了河南、山西

后，也曾从禹门口踏冰过河进兵陕西。禹门口
号称龙门，是黄河之水最汹涌处，竟也能结出
厚厚的冰，让千军万马踏冰而过。

踏冰过河是件很危险的事。我在黄河岸
边工作时，听到过不少踏冰过河的故事。其
中，有一位叫吴老三的陕西合阳人经常趁冬季
河面结冰往来于山陕两省。此人身材瘦小，谙
熟河路，到河面将开之时，别人不敢再过，他仍
能凭借对河面的熟悉，大胆踏冰过河。有一
天，朋友告诉我，吴老三死了。问怎么死的，说
是掉到冰窟窿里淹死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
湿鞋，吴老三常在冰面上走，最终还是因冰面
破碎而死。

史念海先生也有过踏冰而行的经历。在
黄河沿岸考察时，史先生甚至还在河面上行
车。他说：“这样难得遭逢的情景，还可以提到
黄河冰上的行车。车是马拉的大车，有其独特
的风格。这不是横越黄河，而是在黄河中间大
溜的冰上向下游行走的。为了防备马在冰上
滑倒，马蹄上都钉上带刺的铁掌，行走很快，仿
佛像飞的一样。这样连续行走，至少也有百儿
八十里的路程。”

河边的百姓大多都有过与史先生一样的
经历，数十年前，黄河两岸人家走亲戚，也有赶
上驴车踏冰而过的，伴着车上的婆姨，迎着凛
冽河风，高吼一曲信天游或酸曲儿，想来都是
油然神往的景象。战争期间，两岸逃难的百姓
可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在光滑的冰面上，只有
不顾一切、踉踉跄跄地奔跑。遥想当年，在麟、
府二州与河东岸之间的黄河冰面上，会经常出
现这种情况。

去年情人节临近时，就连一向平凡安静如我这
等小妇人，也不免受了诱惑，情不自禁地从工作家事
中抬起头来，环顾四周，心向往之。

先生原是有些浪漫基础的，至少在恋爱阶段和
初婚几年曾经如此“幼稚”过，惜乎他后来一改而为
现实主义，送我的礼物大多是非吃即穿，就好像从不
知道我也曾是浪漫多梦的女子。

我一向酷爱花草。在我那不大的复式蜗居里，
从卧室到客厅到走道到阳台，甚至连厨房里，到处都
是或盆栽、或瓶栽、或吊挂着千姿百态或真或假的花
草；春天的柳条、野生芦苇；夏天的月季、野花，秋天
的红叶、黄叶，冬天的枯枝，都曾贵为嘉宾，为我的小
家营造宁静与温馨。是谁说过呢，一片风景就是一
个心灵的境界。

但在这个苍白单调的冬日，我还是隐隐盼望有
人能送我一束春光烂漫的鲜花。送花人无论是亲人
还是朋友都好；所送的花，也无需多贵，普普通通的
康乃馨、马蹄莲甚至是富贵草、满天星就行。只要是
为我挑选的，那份心意，那份惦记，就足以让人心生
温情和暖意。

但在情人节来临之际，我还是满心盼望先生能
送我一束红玫瑰。因此，那天一大早，我便秋波闪闪
地含笑向先生说：今天是情人节呢。并破例早起，下
厨给先生和孩子做了满桌子可口的早点。

晚上下班回到家，便见先生和儿子鬼头鬼脑憋
着笑。先生让我先坐在沙发上，儿子连说声“妈妈闭
上眼”，说着还用手来蒙我的眼睛，我心里笑说，不就
是送花吗，还以为我猜不到？但还是配合地闭上
眼。随着儿子一声清脆的“妈妈节日快乐”，他松开
手，我睁开眼，一看：先生送我的礼物，竟然是一个足
有半斤重的红苹果！

苹果正是我爱吃的那种甜中带酸的红富士。
我把苹果洗净切好，端上茶几，“你没送我鲜

花！”我边和儿子一起吃苹果边抗议。先生却不以为
然地笑：“都做妈妈的人了，还这么在乎虚的形式？
为了给你买到这个又大又漂亮的红苹果，我可是跑
了好几家超市！”

想一想也是，红苹果代表着平安甜蜜和圆满,可
观赏也可饱口福,和红玫瑰相比,所负载的情意朴实
得更接近人间烟火,更相宜我们这种凡俗的夫妻。

再说，如今我早从一株女儿花，因为爱，而开花
结果，成为辛劳、务实而快乐的主妇，哪里还会让先
生去买那死贵的红玫瑰！今年情人节又临近了，如
果先生非要送我礼物，那我也必定会说，只要是你送
的，我只需要那千娇百媚中最质朴最便宜的一种即
可，比如一家人可以一起分享的红苹果。

30多年前，孪生姐妹中的姐姐王芳在一次车祸
中不幸遇难，王家为了特殊需要而谎称去世的是妹
妹王草，于是王草变身为王芳。

之后，“王芳”遇到了一系列原来没有预料到的
麻烦，她与自己恋人、姐姐的恋人、车间主任之间，都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在这些人的不断胁迫下，“王
芳”不得不进行一次次的逃离，最终也没有逃脱“过
着别人生活”的命运。本书情节真实，催人泪下，真
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化
过程。

九柏火神庙，位于荥阳市环翠峪景
区肖沟自然村下边狭隘的河沟里，傍依
汜水源头的河道旁，紧邻昔日的肖家庄
园所在地——庄上。据悉，这座庙宇从
前叫“肖沟火神庙”。“九柏火神庙”
是 1988 年“浮戏山环翠峪”被命名为

“省级风景名胜游览区”后才叫起来的。
九柏火神庙，坐北向南，历史悠

久，始建于明朝后期，重修多次，庙旁
石碑记载的最早修缮时间在清朝光绪十
七年，最近一次在公元 2000 年春。庙
宇三间，蓝瓦飞檐，供奉火神、关帝、
龙王三尊神像，金碧辉煌，香火不断。
庙前戏楼被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址
犹在。每年农历腊月十二庙会，正月初
七继之，是当地民间文艺的活动场所，
热闹非凡，客行百里之外。

九柏火神庙有两大奇观：
一是房屋顶上生长着九棵柏树，大

的比碗口还粗，高三四米，小的也比锄
把粗，高有两米多。柏树在浮戏山中很
常见，虽然在山坡石缝中，遇土即生，
质实耐旱，但此树生长缓慢，成材柏树
至少要生长数百年以上。这座庙宇的房
坡之上，蓝瓦之下薄薄的一层泥土，居
然能够不规则地自然生长（周围柏树成
荫，也许是柏籽落在瓦缝里所生）出九
棵柏树，真是一大奇迹，不可理喻的现
象。据当地村民估计，房坡上最小的柏
树生长期也在 50 年上下。“九柏火神
庙”的名字源于这九棵柏树，

二是庙宇的选址。大凡庙宇都是建
在高岗之上，显眼之处，而这座火神庙
却建在山沟低谷，狭隘之地，周围山挡
树遮，不知道的人还真不知道这里有座
庙宇。这里的山沟河道是南北走势，且
十多米长的庙宇是坐北向南，西头的房
山紧挨山岩，东头的房山下不足一米深
就是河道，河道仅仅两米多宽。上百年
来暴雨不知降过多少场，山洪不知发过
多少次，听当地老人讲，大水却从来没
有淹没过庙院，冲毁过庙宇。此，岂不
又是奇迹？也难怪这座火神庙里还有龙
王的一席之地，原来是水（龙王）火
（火神）木（柏树）能够融洽相容，和
谐共处啊！

那个方向是男孩所在的方向，也是女孩和男
孩约定的方向。

女孩并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那里——不过一
句简单的问话罢，自己竟没有多问，实在太傻。女
孩后来想。

那是大学毕业后女孩和男孩的第一次见面。
4年的光阴，4年的等待。1400多天，他们拥有的
不过是对方模糊的影像，还有一封封鸿雁连接起
来的两颗滚烫的心。

女孩曾无数次在梦中梦见过那座城——几道
绿色的草坡、几条潺潺的小溪、几行遮天蔽日的老
树……城市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天晓得为什么
女孩每次想起男孩都会有这种感觉。

几个小时奔波后，女孩终于到达那座城市。
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此时的女孩仿佛已经

嗅到了男孩的气息。女孩红着脸，鼓起勇气一个
一个问下去，心里好似揣着一只可爱的小兔，怦怦
直跳。

先是男孩的工厂，后是男孩所在的办公室。
可是，一直寻到黄昏也没有男孩的一点消息。直
到女孩急得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时，不知谁说了

句，男孩好像回老家了。
怎么会这样？
陌生的旅馆，一夜无眠。第二天，女孩又马不

停蹄地直奔男孩老家。
看到男孩全家人惊讶的眼神，女孩只好装作

若无其事地说自己顺道路过，过来看望朋友——
那口气要多淡有多淡。其实彼时，女孩脆弱的心
已承受不了一丁点的失望。内心明明有一朵岩浆
在炙烤，可是，她宁愿一颗心灼烧殆尽，也不想露
出半点怯意。

男孩家人端了茶水，告诉女孩：男孩厂里忙，
假期少，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

失落、绝望、伤心对着女孩兜头而下。后来，
女孩不晓得自己是如何狼狈地折回原点的。

还没走到单位门口，远远地，女孩就看见男孩
傻傻地站在那里张望——原来，他们约定的方向
竟是对方那个方向！

男孩一把抱住女孩，眼中写满了疼爱和怜
惜。男孩伸出手，轻刮一下女孩小巧的鼻，安慰
说，自己请假时间已到，会有机会的，丫头多多保
重。

男孩离开时一步三回头的样子将女孩的目光
扯得好长好长。

不过一场小小的误会吧，岂料，在时光荏苒
中，那次约会竟成了他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也是
最后一次约会。

人生漫漫，他们原本以为彼此错过的不过是
一段回忆，后来才发现，那竟然是，两人的一生。

慈母哺儿
左丽慧 文 李 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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