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4年2月28日 星期五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邱海泉 于 淼 校对 屠会新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书架新新

哈佛大学符号学家罗伯
特·兰登头疼欲裂地从佛罗伦
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苏醒，埋
在各种管线与一堆医疗设备
里。他完全想不明白理应身处
哈佛大学校园的自己怎会来到
了意大利。在他依稀的梦境
中，一个美得惊心动魄的蒙面
女子隔着被鲜血染红的翻腾河
水对他低语着：去寻找，你会
发现……

年长的马可尼与年轻的
西恩娜两位医生向罗伯特·
兰 登 解 释 他 的 病 情 ， 并 描
述 着 他 来 到 此 地 的 情 形 ，
此 时 ， 一 位 黑 衣 女 子 突 然
闯 入 重 症 监 护 室 ， 不 由 分
说 一 枪 击 毙 试 图 阻 拦 她 的
马 可 尼 。 西 恩 娜 一 把 拉 起

罗伯特·兰登狂奔而逃。
发现外套口袋里无端冒

出 一 个 标 有 警 示 图 标 的 钛
金管后，罗伯特·兰登且惊
且 惧 ， 紧 接 着 ， 他 无 意 间
得 知 西 恩 娜 孩 提 时 曾 是 个
智 商 高 得 异 乎 寻 常 的 神
童 。 为 了 摆 脱 身 份 不 明 的
对 手 ， 厘 清 眼 前 困 境 的 来
龙 去 脉 ， 兰 登 与 西 恩 娜 结
为 搭 档 ， 开 始 与 时 间 赛
跑 ， 他 们 被 引 入 了 由 经 典
艺 术 、 秘 密 通 道 与 未 来 派
科 技 构 成 的 迷 阵 。 而 解 开
一 切 的 钥 匙 就 藏 匿 于 史 上
最为神秘暗黑的诗篇——但
丁 的 《 神 曲 》 之 中 。 兰 登
必 须 赶 在 世 界 被 不 可 逆 转
地改变之前，找到答案。

《地狱》
彭 蕾

笔随随 眼睛多彩多彩

杂俎绿城绿城

文散散

生活在迷人的田园风光里，呼吸着清新的
泥土气息，我一次再一次地陶醉了。这里，没
有城市车马的喧嚣，没有光怪陆离闪烁不定的
霓虹，没有上班、下班人流如潮紧张的生活快
节奏，看到的是翠绿的庄稼、闲云野鹤、潺潺
溪流，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毫不设防、憨直、淳
朴、善良的农民。鸡鸣犬吠之声，常常将小村
烘染得达到一种极致。生活在这世外桃源般的
乡下，你若喜欢写诗、作画、摄影，这里有你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每一处都洋
溢着许多耐读的诗意。

秋雨淅淅沥沥下的村塘，秋水初涨，刚刚
淹没水中央的小洲，在清波碧水中若隐若现。
西风虽是正紧，黄叶旋舞着不时飘落水面，写
着秋天的冷寂，但你并不会因此产生肃杀落寞
的感觉。

冷冷秋风中漾波的水面，一只大白鹅，鹅
掌一只缩于身下，一只独立小洲顶端，远远望
去如凌波仙鹤，在声声“鹅、鹅、鹅，曲项向
天歌”的鸣叫中，两只大翅膀扇动着秋风和水
面，扇去人们因秋雨而滋生出来的悒郁心情。
一幅“独立寒秋·鹅戏秋水图”跃然呈现在你
的眼前。

朝霞满天的清晨，雄鸡站在谁家草垛上引
吭高歌？那位二十多岁正忙于耕耘播种的村
妇，赤打着双脚田间来回奔忙，白色的小腿肚
在春风里更加丰润，手中的牧鞭轻轻扬起，人
与牛一前一后，村妇的腿肚，像两只小白兔有
节奏地向前跃动。她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脸
上洋溢着舒心的微笑。谁说女子不如男，这是一
幅多美的摄影作品呀！

无论你写诗、作画、拍照，在乡村只要你
不无动于衷，处处都有动人的画卷。

乡村的生活是平和清淡的，但我最爱。有
许许多多生动的画面让我感动不已。可我不会
写诗、作画，只好将那些充满诗意的生活留给
记忆，心在失落空虚之际，细细地回味。

诗意的乡村
王 瑞

撷英文苑文苑

马的警喻
陈永坤

今年是马年，马，性温驯而敏捷，与人有着极密切
的关系，是最贴近人类的动物之一。马拉套驮人载
物，勤勤恳恳，无忧无怨；马戏、马球、赛马，马的表演为
人们增添无穷乐趣，不论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马之于
人可谓受益匪浅，于是人们把马引申到日常生活
中，所以也就很自然产生许多有关马的形象警喻
来。

以马的颜色作喻。黑马，泛指在各个领域中做出
让人预料不到的突出成绩者，如“文坛黑马”“体坛黑马”等
等。白马，则常被当作爱情吉祥的代名词，像如意郎君常
被称作“白马王子”。

以时间先后作喻。马前卒，指摇旗呐喊，为人助
威捧场的人物。韩愈有诗曰：“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
蛆。”马后炮，比喻事后才提出办法或意见，已经于事
无大益。

以生理特征作喻。马齿徒增，是指马的牙齿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添换，借喻为人的年龄，说的是虚度年
华，一事无成。马耳东风，比喻听不进话，如耳边风。
李白有诗：“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马角
乌白，是说马头生角，乌鸦变白，比喻不可能实现的
事。当然，最常见的还是用马比喻速度和气势，如马
不停蹄、马到成功、万马奔腾，等等。

砚铭就是刻在砚台上的座右铭。历史上有许多名
人志士喜欢将自己的座右铭刻在砚台上，不仅励志，还
能增加砚台的灵气。

清朝的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曾写有这样的
诗：“夫人容貌本倾城，文武方略无不精。遗留一片端
溪石，始识胸中富甲兵。”这是一首赞美明朝末年的女
英雄秦良玉的诗，诗中透露了秦良玉藏砚一事。据记
载，秦良玉不仅武学出众，文才也极其不俗，她精通诗
词歌赋，才华横溢。她和丈夫立志抗清复明，丈夫死
后，她英勇顽强，率义军继续浴血奋战，并在其收藏的
砚台上刻上铭文，激励自己奋战到底。虽然后来她由
于寡不敌众而失败，但她的精神却为后人深深称颂。
遗憾的是，秦良玉刻有砚铭的砚台，至今无处寻觅，实
在遗憾。

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文韬武略，世代称颂。他曾亲
自将铭文“坚持守白，不磷不淄”刻在自己的砚台上，激
励自己坚守纯洁本性，不为污浊所染。岳飞在风波亭
殉难之后，几经转折，此砚后被文天祥所珍藏，他在此
砚的另一端刻上了这样的铭文：“砚虽非铁难磨穿，心
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文天祥最终以“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名彪青史，与此砚之
励志不无关系。当年岳飞慷慨赴难时，他也许不会想
到，自己被奸贼陷害蒙冤而死，可用以自励的砚台却得
以流传后世，激励了又一个铮铮男儿，也算是砚台最好
的归宿了。

古代的砚铭
王吴军

马是最好画的动物，体格强健，身形
高大，相貌英俊，怎么画都会出彩。马又
是最难画的动物，要想把它画出特点，画
得与众不同，形神兼备，则难之又难，特
别是在徐悲鸿的马面世之后，画马就成了
吃力不讨好的选择。

齐白石画虾，李苦禅画鹰，黄胄画
驴，李可染画牛，再加上徐悲鸿画马，是
当代画动物的五座高峰，炉火纯青，已臻
化境，想超越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
像小说界一直在嚷嚷要超越《红楼梦》，杂
文界在吵着要超越鲁迅，最后都成了笑柄。

其实，当初徐悲鸿选择画马，也是有
几分冒险，因为历史上画马的高手很多，
都各有千秋，且有定评。唐朝画马最出名
的画家是韩干。他重写生，以真马为师，
遍绘宫中及诸王府之名马，曾作《玉花骢
图》、《洗马图》、《凿马图》、《战马
图》、《六马图》、《八骏图》等。北宋画
马高手李公麟，有《五马图》、《免胄
图》、《临韦偃放牧图卷》、《百马图》面
世，时推为宋画中第一人，苏轼称赞他：

“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元
初的赵孟頫也是画马大师，他的《浴马
图》、《牧马图》、《秋郊饮马图》、《调良
图》、《人马图》、《百骏图》都是传世极
品，古人关于赵孟頫画马诗评颇多，在整

个中国绘画史上，少人可及。
不过，徐悲鸿画马也有自己的优势，

他不仅对传统画法烂熟于心，下过多年苦
功，而且又留法数载，掌握了西洋画法的
注重比例、透视等科学技法，这就是古
人所无法比了。所以，他笔下的马，既
有西方绘画中的细腻造型，又有中国传
统绘画中的泼墨写意，融中西绘画之长于
一炉。

为了画马，徐悲鸿对马的肌肉、骨骼
以及神情动态，作过长期的观察研究。早
在巴黎留学期间就常去马场画速写，并精
研马的解剖原理，有数千张画稿。这为他
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徐悲鸿说：“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
下过极长时间的功夫，即以马论，速写稿
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
架肌肉组织，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方
能有得。”

悲鸿一生，呕心沥血，描绘了千姿百
态、倜傥洒脱的马，或奔腾跳跃，或回首
长嘶，或腾空而起，或四蹄生烟，无不生
机勃勃。他画的马，刚劲矫健，剽悍飘
逸，因为笔墨酣畅，形神俱足，给人以自
由和力量的象征，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成
了人们的至爱，尤其是他的《奔马图》，成
了世界公认的艺术珍品。当时，爱好书画

的人们都以拥有一幅徐悲鸿的马为荣，现
在，悲鸿的马则常以天价在拍卖界成交。

然而，徐悲鸿生就傲骨，一些达官贵
人不论出多高价钱，他都不肯为之下笔，
但遇到投缘的人，他又往往分文不取，白
白送画。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书中回
忆，—次在成都坐马车，马车夫是一位和
善的老人，爱马，马养得非常好。他轻轻
举起鞭子，那匹栗色的年老的牝马便扬起
那好看的蹄子，欢快地向前奔驰了。徐悲
鸿喜欢这样待马的好人，就把头天晚上精
心画好的一幅奔马图送给了马车夫。

1934 年 4 月，徐悲鸿到莫斯科举办画
展，十分轰动。苏联对外文化局局长阿洛
赛夫请求他为观众作一次画马的现场表
演。徐悲鸿寥寥数笔，一匹势不可挡的奔
马跃然纸上，顿时观众的掌声响彻画展大
厅。骑兵元帅布琼尼激动得无法自已，大
步走到徐悲鸿面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说：“徐先生，就将这匹马赠送给我吧，
否则我会发疯的！”徐悲鸿被布琼尼诚恳而
又幽默的话语逗笑了，欣然点头，并且题
上大名，将《奔马》赠与布琼尼元帅。

徐悲鸿画马的成功，得益于他独辟蹊
径，推陈出新，大胆改革，博采众长，有
了这几点，不仅画马可为，世间事皆可尝
试。

雪，晶莹洁白，不仅象征着纯洁无瑕，象
征着美，而且最终融化为水，灌溉麦苗等农作
物，滋润树木花草，给人们带来收获。自古至
今，人们赏雪咏雪，大都正面歌颂，很少有负
面批评的。但清人曾衍东的小说《小豆棚·杨
汝虔》中的一首《赏雪》诗却非常另类。它虽
然也是“赏”，即歌颂，但谈不上“正面”，可
以说是一种“白色”幽默，读来令人瞠目结
舌。此诗是以湖州（今属浙江）知府杨汝虔的
口气写的：

掩尽地皮不见土，白占田园千万亩。
到处砖瓦变成银，面糊糊满湖州府。
乖乖，你看这口气，简直一声轰隆就把人

雷倒了！这是怎样一种血盆大口的贪婪！这是
怎样一副不知礼义廉耻的丑恶嘴脸！杨汝虔做
官前是云南的一个银商，由于开生矿而暴富，
于是亢然携带许多金钱直上长安，以数百万之
巨资买了一顶湖州太守的官帽。这首诗乃是杨
在任上赏雪而作。由此一诗，我们就不难想象
其居官率属的状况：一个处心积虑、千方百计
搜刮民资民膏的贪官形象跃然纸上！

应该说，“白占田园千万亩”只是那些
贪官污吏的一厢情愿和黄粱美梦。人民的
财富从来就不会允许由谁白占，即便在封
建社会里也是如此，无论谁白占了，即便
是皇帝老儿，最终也还是要付出沉重代价
的 。 在 此 我给他续上两句：任它雪盖千百
层，太阳一出化水雾！

曾衍东的《小豆棚·杨汝虔》，特别是其中
的《赏雪》诗，是超越时空的具有深刻现实意
义的作品。他揭露的封建社会那些官吏们梦寐
以求的欲望，也同样是当今那些腐败官员们穷
奢极欲的贪心。事实证明，这些年来已经或者
正在被揭露出来的一茬又一茬大小贪官们都是
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也许，在杨汝虔的那个时
代，贪官们白侵白占还真能得逞于一时，但如
今不行了。在共产党这颗太阳的照耀下，如果
哪个官员还想重温杨汝虔的白占梦，怕是逃不
脱覆灭的命运的！

仰望家园
总是在很寂静的夜晚
虔诚地打开
消失在村庄的记忆
我聆听到桑林中
最纯真的歌谣渐行渐远
一如诗人的灵感
穿越季节所有的仰望
总在很浑厚的乡音中
虔诚地走进
冬日暖暖的阳光
我聆听到父母的叮咛
在背井离乡的日子
一如曾经的柔情
穿越祝福所有的飞翔
总在很熟悉的生命家园
虔诚地捧读
一束鲜花的绽放
我聆听到脉搏的声音
在膜拜的灵魂中
一如思念的高度

穿越岁月所有的牵挂

飘向远方的乡愁
这是一种早有的预谋
在那颗流星
无声地划向远方的那个瞬间
我就感觉到这心灵的燃烧
这潜伏于寒风中的窥视
原本就是你承载温暖的抚摸
这是一种早有的借口
在那条水域
无声地流向远方的那个瞬间
我就感觉到这黑夜的背景
这蛰伏于命运底层的思想
原本就是你承载生活的羽翼
这是一种早有的结局
在这早春的祝福
无声地飘向远方的那个瞬间
我就感觉到这春天的憧憬
这隐蔽于故乡久违乡愁
原本就是你承载痛苦的别离

故乡 仰望的高度（外一首）

李惠艳

南国骄阳（国画） 马在新

画马的难易
陈鲁民

一首另类赏雪诗
宋宗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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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舰装备有强大的进攻和防御
武器，对于敌空中目标，远程的由
本舰歼击机迎击，中程的由本舰对
空导弹拦截，近程的由低空导弹和
小口径炮组成严密火网拦击；对敌
水下目标，由反潜直升机进行快速
大面积搜索攻击；考虑到本舰舰载
机全系歼击机和直升机，缺乏对敌
水面舰艇编队攻击的能力，故又装
配了射程为500～600公里的中程导
弹，这样给本舰增加了对敌大型导
弹舰和航母的打击手段。在不影响
飞行甲板和机库等重要部位布置的
情况下，装载舰对舰导弹，即可起
到舰载轰炸机的作用或者超过轰炸
机的作用。

三、航母主要设备问题解决的
办法：

除采用已有舰艇设备外，重点
解决舰载机、电子设备、动力装置
和部分武器装备等四大项上。

四、组织实施：
研制总进度：从中央正式批准

建造时起，争取三年内建成。1971
年完成总体设计，1972 年开工建
造，1973年建成并完成试航，交付
部队。

刘华清 岳英（七院） 司徒
衍（六院）

1970年5月16日
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海军发展史

而言，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
献。上溯自 1866 年，历经晚清、民
国和新中国，中国近现代海军走过
整整100年艰难苦涩历程后，中国航
母终于从梦想进入高层决策视野，
并由刘华清构思出第一个“概念模
型图”。

仔细研读刘华清的报告，不难
发现，为早日实现中国航母梦，他
在航母选型上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以及行文表述字斟句酌的良苦用
心。报告的核心内容是第二部分。
以“我们造什么样的航母”为标
题，可谓用心良苦、大有讲究。如
果增加一个字，变成“我们该造什
么样的航母”或“我们能造什么样
的航母”，刘华清在论证中国航母选
型上，都会“作茧自缚”，遇到绕不
过去的“科技雷区”与“政治禁
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授人以
柄。很明显，若论“该”造什么样
的航母，从中国海洋防御与中国海
军建设需求出发，以当代国际战斗

力水准为参照，则是中国现有经济
实力、工业能力和科技水平望尘莫
及的；若论“能”造什么样的航
母，实话实说，又难免否定和抹杀

“莺歌燕舞、蒸蒸日上”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及伟大成
就 。 两 难 之 间 ， 刘 华 清 既 不 论

“该”，也不提“能”，而巧妙地以
“宜”取而代之：“拟建造一型携带
舰载歼击机和反潜直升机为主的

‘护航航空母舰’为宜。”
何谓“宜”？主观与客观统一，

需要与可能平衡，理想与现实契
合。从“宜”字出发，刘华清提出
了中国第一代航母战术技术性能指
标及其武器系统。在论述舰载歼击
机采用垂直起降优长时，他正话反
说，间接点明国内科技实力不逮的
难堪现实：“这样就免除了飞机弹
射器、助降装置、降落阻拦装置等
一系列技术上极为复杂而笨重的专
用装置，使航母的尺度和吨位大为
缩小，研制周期可以大大缩短。”

刘华清在报告中提出三年实现
中国航母梦的总目标，只是参考了

“二战”后美国常规动力航母的建造
周期而已，就中国的科技实力与工

业水平而论，即使改革开放 30 多年
后的今天，要在短短三年内完成一
艘航空母舰从总体设计、施工建
造，到舾装试航、交付部队服役的
全周期，也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
务。不过，仔细想一想便会明白，

这与当时炽热的政治气候不无关
系。它既反映出刘华清及其领导下
的论证小组的心情是何等热切和急
迫，同时也说明他们对中国自主研
制航空母舰的艰巨性尚缺乏深层的
认识与了解。

这份由刘华清与舰艇研究院
（七院）副院长岳英、航空研究院
（六院）副院长司徒衍共同签名的航
母建造报告，分别呈送给了海军第一
政治委员、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组
长李作鹏和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海军
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吴瑞林。

10 天后，即 1970 年 5 月 27 日，
刘华清在海军装备部主持召开了航
空母舰论证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
首先确定了航空母舰的型号方案，
按护航航母和反潜航母两个方案进
行论证，重点是护航航母和舰载
机。其次是把论证研制任务分解落
实到位：由海军提出航母及舰载机
的性能与作战使用要求，舰艇研究
院（七院）负责航空母舰总体的论
证研究；航空研究院（六院）负责
两型舰载机（歼击机与反潜机）的
论证研究；飞航技术研究院（三院）
负责舰载导弹武器系统的论证研究。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航空母舰
研制代号被冠名为“707工程”。

“这是个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
国航母从纸上谈兵的‘梦想阶段’，
进入实际操作的‘工程阶段’。”于
瀛先生记忆犹新：舰艇研究院航母
研制组成立大会在研究院大楼七楼
大厅举行。领导宣布命令讲话后，
接着就由 714 所张日明副所长讲课。

“各个研究团队的领导和技术骨干都
来了，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只能算是
一堂航母科普课。”于瀛回忆说，

“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都不十分
清楚，张日明从什么是航母讲起，介
绍了航母的发展史、航母大战的典型
战例、航母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1970年7月20日至8月5日，经
国务院批准，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
组与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联合组织
召开了“五型舰艇”技术协调和交
底会议。“‘五型舰艇’是已经国务
院批准立项建造的海军新一代重点
装备，这里面就包括核潜艇和航空
母舰。”海军装备部原部长郑明将军
在接受媒体记者专访时介绍说，这
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国防工

办，各大军区、有关省市革委会和
省军区主管国防工业的负责人，有
关工厂、科研院所和海军有关单位
的代表，共 333 个单位、729 人。新
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海军司
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等领
导出席了会议。刘华清作为“船
办”主任，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

“在 707 工程分会上，出现了
‘左’的和‘右’的两种声音。”郑
明回忆说，刘华清主持起草的航母
工程报告，提出的方案是造三万吨
级的护航航母。但当时正值“文
革”鼎盛时期，极“左”思潮泛
滥，海军机关一些思想激进的“造
反派”认为，中国研制航母就要

“赶英超美”，“刘华清版”航母方
案太过保守落后。同时，会上也出
现了“右”的声音，有人认为航母
目前搞不出来，不敢承担研制任务。

包括刘华清在内的海军造船工
业领导小组，试图排除“左”和

“右”两方面的影响，坚持按上报航
母工程方案往前走。“但形势比人
强，这些影响很难彻底排
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
也有。”郑明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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