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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介绍，依据海军战略和作
战使命，在编制海军装备发展规划
时，他曾试图以驱逐舰、护卫舰和潜
艇为核心，组成海上机动作战编队。
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编队如果没有空
中兵力掩护，无法到岸基飞机作战半
径以外的海区作战。而我国的海域自
然环境是“北近南远”，南沙群岛距离
海南岛 800 海里之遥，岸基航空兵只
能是望“海”兴叹。深入研讨反“台独”
军事斗争准备，他又发现，使用岸基
飞机非常浪费，因为留空时间短，所
需飞机和机场就要很多。再进一步分
析，他得出一个结论：不发展航空母
舰，海军还是需要发展驱逐舰、护卫
舰和潜艇，靠它们组成海上机动编
队；如果发展了航母，这些舰艇既是
护卫航母的编队，也是海上机动作战
的编队，作战使用效能会大大提高。

刘华清指出，没有制空权就没有
制海权。在现代条件下进行海战，没
有航空兵的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
的。如果发展了航母，并不需要增加
飞机的总数量，只是飞机的性能有所
不同，飞机的价格略高一些，但也不
会高很多。因此，发展航母编队，是一
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的问

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至于技
术上能不能自主研制航空母舰和舰载
飞机，经与航空、船舶等有关工业部门
领导、专家研究，他们认为，条件基本
具备。当然，有些特殊装置和技术难关
需要认真对待，但也是可以解决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岸基飞机
可以代替航空母舰。刘华清断然否
定：这在200海里内作战可行，但需要
很多飞机和机场，所耗投资也很大，
使用效率并不好。用加油机接力怎么
样？从战略战役上使用是可以的，但
在战术上使用是很危险的。空中加油
只能在特有条件下进行，因此它代替
不了航空母舰。

刘华清简要分析了世界海军发
展形势。撇开美苏两大国不论，法国
海军六万人，英国海军七万人，都有
航母编队，作战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在亚洲，日本已经开始步入海军强国
行列。到 2000 年，日本可能建成拥有
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 50 万吨舰船和
数百架作战飞机的海上自卫队，其远
洋作战能力将远强于中国。印度发展
海军的劲头也很足，最近又购买了一
艘航母。这些国家海军发展的路径和
经验，是值得认真研究并高度重视

的，绝不可等闲视之。
刘华清从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发

展“近岸海军”得出一条沉痛教训：海军
绝不能再搞那些简易、粗糙、水平低、质
量差的装备。这种搞法看起来花钱不
多，很容易搞成一大堆，部队规模不小，
但实际作战能力有限，长远效益很差。

痛定思痛。刘华清说：“我们想通
过发展航母，引出海军装备发展的路
子来。现在我们这样规划，30 年后就
会看到效果！”

“我们设想，”刘华清定下航母研
制时间表，“‘七五’开始论证，‘八五’
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
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

鉴于军委常委会议提出，将航母
和新一代核潜艇研制“推迟”和“放慢”，
刘华清表示“理解”：“目前国防经费很
紧张，军委首长是从全局来决策的。”

但刘华清认为：“立项上型号可
以暂缓延后，论证预研却不能不做，
两者并不矛盾。”

“航空母舰是个大系统，技术复
杂，研制周期长，时间跨度大。即使从
现在开始搞，也要20年以后才能形成
战斗力。”

刘华清坦言：“在我的海军司令

任期内用不上它。以后，按五年一个
任期，要到第五任海军司令看能否用
得上。现在如果不开始着手搞预研，
即使21世纪中央决策上航母，那时也
还得要20年。”

“应该支持我们搞预研！”刘华清

据理力争：第一，从经费上看，2000年
以前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从拨给海
军的装备费中也可以解决；第二，从
技术上看，发展航母有各方面好处，
可以带动国家和国防需要的有关技
术的发展；第三，预研过程中，可以对
航母的战备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摸得
更透，有利于中央和军委科学决策。

“最后强调一下，”刘华清在结束
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补充汇报”时，
再次诚恳表明心迹，“我今天汇报对
搞航母的理由、条件、时机的看法，绝
不是对军委决定有什么不同意见。我
们一定服从上级的指挥，请不要认为
我们好大喜功，不务实际。”

时论评价：刘华清这次对中国航
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汇报，精心选
择了一个能最大限度降低最高决策
层顾虑的切入点：着重分析航母的作
战费效比。就是说相对于发展其他武
器装备，对航母的单位投入能带来更
大的安全效益。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20世纪
80 年代，要发展航母，经费始终是一
个难以破解的瓶颈。公开的历史数据
显示，1985 年中国军费总投入仅为
192 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

动力航母。基于此，刘华清在汇报中
首先明确将航母上型号的时间设定
为三个五年规划完成之后的2000年，
然后着重澄清了几个让航母工程变
得遥不可及的观念：一是航母编队并
不需要全部新造，编队中的驱逐舰和
护卫舰就可以与机动编队共用；二是
基于制空权的需要，就算没有航母，
飞行半径较小的航空兵还是要发展，
而发展航母并不会增加飞机的总数
量，只是把这些飞机改成舰载机，还
可以节省大量陆地机场建设费用。因
此，刘华清得出结论：发展航母编队，
是一个如何调整装备经费使用方向
的问题，不需要大量增加装备费。更
重要的是，有了航母，海上机动作战
编队的作战效能会大大提高。

魂牵航母情，怀萦强国梦，碧海
为证，苍天可鉴！

为实现中国航母梦谋篇布局
刘华清的汇报，在年轻的总参装

备部部长贺鹏飞心灵引起的冲击，可
以用“震撼”来形容。作为开国元帅贺
龙之子，他对刘华清并不陌生。在他
步入军旅司职总参装备部综合计划
处参谋和副处长期间，时任总参谋长
助理和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就是他

的顶头上司。尽管如此，刘华清关于
海军装备发展战略的一番宏论，还是
令他惊叹叫绝，敬慕有加。

刘华清两个多小时的“汇报”，无
疑对贺鹏飞的人生命运和军旅仕途产
生了重大影响。从1987年11月到1992
年10月的五年间，刘华清先后担任中
央军委副秘书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主管全军现代化装备建设。深谙刘华
清装备发展思路的贺鹏飞成为其麾下
一员得力干将。1992年11月，刘华清升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
主席不到一个月，贺鹏飞便“空降”海
军，升任分管装备科研的海军副司令
员，成为刘华清海军战略和海军装备
发展战略的忠实践行者。这是后话。

刘华清的汇报，在总参、国防科工
委产生了重大反响，并对中央军委研究
制定军队中长期装备发展规划形成了直
接影响。

刘华清很释然，也很淡定。几十年战
火硝烟的洗礼和宦海沉浮的磨砺，早已练
就他“山崩于前色不变、水决于后神不惊”
的沉稳气魄和坦荡胸襟。当然，这种释然
与淡定，更源自于他的自信与
果敢。因为豁达自信，所以释
然；因为无畏果敢，所以淡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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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长城 秦长城
韩振远

战国中晚期，黄河西岸的渭北高原上矗立着
两道长城。

今天所能看到的长城一律朝外，面向敌对的
一方。这两道长城却是相对而立，一道向东，背靠
关中面对黄河；一道向西，背靠黄河面朝关中。两
道长城都起于华山脚下的华阴县，一道沿着起伏
的渭北高原，依地势蜿蜒北上，直到龙门山下。一
道同样沿着渭北高原，向西北蜿蜒，越过渭河，跨
过洛水，北止于黄龙山麓。

按照现在的叫法，面向黄河的长城叫秦东长
城，面向关中的长城叫魏长城，两道长城之间相距
不过百里。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说，魏长城
有一部分塌入黄河。如今在陕西韩城附近，还是能
找见魏长城遗迹。只是当年巍峨的魏长城已矮如
地垄，不仔细看，恍如看见黄土高原上常见的土梁。

秦东长城又叫堑洛长城，修筑方法与一般长
城不同。别的长城是筑土夯墙而成，堑洛长城则
是沿着洛水，削崖掘岸，在无崖无岸处才夯起土墙
来。魏长城与秦东长城地理状况相同，想来也采
用过相同的方法，但多数地段还是用了夯筑之法，
当年史念海先生考察时，曾发现魏长城“夯窝至为
密集，口径不大，却相当深凹”。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当地农民用炸药爆破，魏长城却巍然未动，毫
无残缺之处，也应算得上一宗奇迹。

在国人的概念中，长城是用来防御游牧民族
的。这两道长城却是华夏民族之间的对垒。两道
不同的长城，是两个标志，都面对着相夹的那片狭
长地带，这就是关系到魏秦两国生死存亡的河西

地。
战国初年，刚刚从三家分晋中缓了一口气的

魏国君主魏斯，不待当上诸侯，就开始与秦人在这
片土地上征战。这时的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
势头，文有李悝变法，武有吴起整军，以三晋之一
卿，与立国数百年的秦国交手，魏国反倒完全占了
上风。此时，秦国的国君是秦简公，眼看魏军步步
推进，就进入关中平原，与魏军周旋之余，举一国
之力，在洛水西岸修筑长城，这就是秦东长城。

现在，已经没人知道秦东长城有多高，只知道
它被称之为堑洛，依地势削掘而成，可见当时修筑
之匆忙。就是这样一道长城，却挡住了魏军攻
势。以后数十年间，秦国蛰伏在这道长城内休养
生息，积攒着力量。

魏国的失误在于没能趁秦国新败，一鼓作气
进军关中。占领西河后，即使后来有所作为的魏
武侯也沉浸于被带山河的小天地中。

魏长城比秦东长城晚修50年。公元前369年，
魏武侯去世，魏惠王继位，以公孙痤为相，虽一度破
秦孝公于栎阳，迫使秦国重新将国都迁回雍城。但
是，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却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
夏县）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远离秦国，显示出比
其父魏武侯更保守的心态。不久，商鞅来到秦国开
始变法，秦国国力大增，魏国厄运来了。

就在秦国酝酿变法之际，魏惠王下令在西河
修筑长城。

魏国修长城看似无奈，实际是一种无进取心
的表现。所谓无奈，是因为吃了几场不大不小的

败仗。虽经数败，但经魏文侯、魏武侯两代对秦的
胜利，魏国实力仍远在秦国之上。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魏惠王害怕了，为防止秦军侵扰，公元前358
年（魏惠王十二年），魏国开始在黄河以西与秦交
界处修筑长城。公元前 352年（魏惠王十九年，秦
孝公十年），魏国再次大举工役，“筑长城，塞固阳
（当为合阳）”，公元前 351年长城修成。次年又进
一步扩建。这一修就是8年。

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魏国修长
城8年中的6年，是秦国休养生息、变法图强的6年。

公元前350年，魏长城修成了，渭河之畔，洛水
沿岸，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秦、魏两道长城并
峙，蜿蜒数百里。

然而，仅仅靠一道长城就能挡住势若洪水的
秦国吗？

秦魏之间素来水火不容，“非魏并秦，秦即并
魏”，一嗣商鞅变法成功，秦国马上开始对魏国动
手。公元前 342年，趁魏国被齐国打败，商鞅建议
秦孝公趁机伐魏，迫其东徙，这样秦国即可“据山
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第二年九
月，商鞅亲率秦军击魏大胜。

用时8年，耗费巨大的魏长城变成了秦国境内
的一道高大绵长的土墙，成为魏国耻辱的见证，只
和秦长城对峙了不到20年就崩溃了。

商鞅死了，其法不废，魏长城还矗立在黄河岸
边，却已经死了，直到今天，两千多年间，它就是黄
土高原上的一道土梁，战国烽烟的一种回忆，保守
失败的一个标志。

挑经担
左 文

新密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留下了众
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市内有庙宇、寺院 200多处。

“挑经担”即是祭祀保留下来的一种遗俗。
“挑经担”也叫“挑花篮”、“经担舞”，它是集祭

祖、娱神、求子为一体的远古遗风原始巫舞的演
变，也是庙会上一种奇特的舞蹈祭祀形式，是新密
地区民间宗教信仰为特点的传统民间文化。

“挑经担”是伴随着庙宇、寺院的祭祀活动而
出现的一种民间自发的舞蹈形式。新密市寺庙较
多，寺院里供奉的有佛祖、观音等，庙宇里供奉的
有天爷、火神、龙王、关公、老母、祖师、鲁班、伏羲、

女娲、黄帝……为了祭祀这些“神人”的寿诞，逐渐
形成了古庙会的民间习俗。

挑经担既是宗教舞蹈，又吸收了民间舞蹈的
动作。其表演形式灵活、内容健康、句式别具一
格。基本动作有“平步挑担”、“换肩步”、“三进一
退”、“十字步”等，步履轻盈、舞姿优美。伴奏简陋
古朴，以打击乐木鱼和碰铃伴奏，来烘托表演的情
绪与气氛。奏起“谱”和唱起“曲”来，那古远优雅
的旋律，令人难以忘怀。经歌有传统的段子，又有
即兴的演唱。经曲简单，唱词却很丰富，既有宗教
信仰，又有对生活的期盼。

2011年，挑经担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知味

东北狗肉火锅
李淑荣

东北狗肉火锅，其实是一道朝鲜族传
统风味小吃，在东北各地非常受欢迎，尤
其在阴冷干燥的冬天，当地人吃狗肉火锅
已然成为一种习惯和时尚。

中医认为狗肉有温肾助阳、壮力气、
补血脉的功效。狗肉不仅蛋白质含量高，
而且蛋白质质量极佳，尤以球蛋白比例
大，对增强机体抗病力和细胞活力及器官
功能有明显作用。食用狗肉可增强人的
体魄，提高消化能力，促进血液循环，改善
性功能。狗肉还可用于老年人的虚弱症，
如尿溺不尽、四肢厥冷、精神不振等。冬
天常吃，可使老年人增强抗寒能力。

狗肉常见的做法有清炖、红烧、油爆、
卤制等，朝鲜族做狗肉的方法则以凉拌、
热炒和做成狗肉火锅为主，而后者是最受
人喜爱的吃法。通过朝鲜族朋友的介绍，
我学会了狗肉火锅的做法：先取每块重约
700克的狗肉 3500克，再用清水浸泡 30分
钟，捞出沥净水；大锅内放入水，将洗净泡
好的狗肉放入大锅内煮开，撇去浮沫，烫
透后捞出洗净杂质；再将狗肉块和紫苏子
一起放入锅内，加足水，盖上锅盖，用中火
煮 3至 4小时，皮烂肉离骨即可；把煮好的
狗肉块捞在盆里，用手把狗肉用手撕成
丝，码在盘内；取狗骨头 300 克再放锅内
煮，煮得时间越长，汤汁越白，味道越鲜
美，汤色以乳白为佳；芝麻酱、腐乳分别加
凉开水研开，调匀成芝麻酱汁和腐乳汁；
麻酱汁和腐乳汁与腌韭菜花、辣椒油、香
菜末、蒜泥、葱丝、香醋、香油、精盐、味精、
胡椒粉等各种作料，分别装入小碗中，供
选用；火锅内放入煮狗肉的汤，加入精盐、
味精、黄酒调料；火锅端上桌，放入撕好的
狗肉丝、开水焯过的干白菜和豆腐块；吃
肉时蘸自己调配好的作料，边吃边喝锅内
的汤即可。

随着火锅中的汤汁沸腾，狗肉、干白
菜与豆腐纠结一起香气洋溢满屋，趁热趁
烫吃才够劲儿。吃火锅要的就是这种热
情和豪放！干菜、豆腐与狗肉同锅涮炖可
谓相得益彰，既可去油解腻，而且还增加
了汤汁的鲜美，吃肉（菜）喝汤，唇齿留香，
食到腹中，立马感到暖流涌遍全身，所有
寒气已被逼得荡然无存。

因为朝鲜族特有的饮食习性，东北狗
肉火锅多以咸香微辣或麻辣为主味。狗
肉火锅特点是肉香不腻，瘦而不柴，菜美
汤鲜，麻辣爽口。冬吃驱寒，夏吃避暑，滋
补强身，延年益寿，实为四季皆宜的美食
佳肴。在东北一些特色狗肉饭店中，一套
狗肉火锅只有三四十元，足够三四个人食
用，是为物美价廉。所以，建议八方食客
们到了东北后一定要先尝为快。

郑州地理

郑州带马字的地名
王瑞明 郭增磊

马村
马村位于惠济区古荥镇索须河岸边，是古荥

镇管辖的一个行政村。
据村民介绍，现马村所在的位置，在汉代是古

荥阳城外的一块平地。当时刘邦、项羽逐鹿中原，
两军对垒以鸿沟为界（后称楚河汉界）。因双方将
领需到荥阳城中谈判，为了安全，双方商定不得骑
马进城，都要把坐骑拴到城外的这块平地上。双
方每天都派专人看管这些马匹。楚汉战争结束
后，很多人在此聚居，形成村落。因当地曾经是拴
马之地，村名便定为马村。

又传，刘邦打败项羽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
各地之间的联系，保障国家公文、信件和军事情

报迅速传递，刘邦下旨修筑了许多官道，在官道
上每隔一段距离建一个驿站。驿站设有专人管
理，饲养着邮驿的马匹，往来传递文书。送邮件
的信使，每到一个驿站都换下跑累的马匹，再赶
往下一站。紧急文件要以一天几百里的速度传
递。古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的诗句，就
生动地描述了飞速传递信息的场面。因为当地
曾经建过驿站，站内养有大量的马匹，形成村落
后，故名马村。

木马村
木马村位于惠济区迎宾路街道办事处，分布

在开元路北、东风渠东。
据村中老人讲述，古时候这里有一处驿站

（位于现木马村西头桥北侧）用来为传送人员更
换马匹。当年有一位姓崔的中年男子，在此驿
站喂养马匹，因养马有方，受到嘉奖。官府特赐
上等木材，雕塑一匹高头大马，高丈余，昂首挺
胸，两眼圆睁，大如铜铃，前腿弯曲似弓，后腿直
蹬似箭，犹如沙场上鏖战的千里马，马上塑着一
位英武的骑士。此雕塑很高大，数里之外仍可
看到。

从此，传送要文及奏章之人，远望木马、骑士
雕塑，便会快马加鞭，来到此站，歇息片刻继续赶
路。塑像逐渐起到了路标的作用，并激励传递书
信者勤勉。此驿站遂被称为：木马驿。

后来此处形成村落，村名便定为木马村。

新书架

《一日一花》
韩 融

川濑敏郎是日本当红花艺大师，“自
然野趣流”的代表人物。他的插花传承
了日本传统花道的精髓，但却摆脱束缚，
自由创作发挥，进而使得他的作品充满
新意，又有着中国画留白、线描之趣味。
他不喜欢用开到繁盛的花束，而选择淡
雅素简的一两条花枝进行创作，在朴拙
的意境中传递出四季的低语，充满禅意。

在《一日一花》中，川濑敏郎着力于
诠释“最高的技巧即没有技巧”，在不着
痕迹中传达“素”之花极致的自然姿态。
365天，古老的器皿插上当令的花叶，附
有对花和器皿的介绍，每页都有一句作
者的寄语，译者杨玲是在日华人花艺协
会会长，其译笔同样优美。最后附录所
有植物名索引，知识性和审美兼具。

花道作为一种探索美和平衡思想的
情趣盎然的方式，是一种“生活美学”，川
濑敏郎的花艺充满东方式的禅意。简单
朴素中有一种静美，这种气定神闲的美
确能抓住人心，带给人心灵上的震动。
翻着本书，扑面而来一股清雅与灵逸。

《一日一花》中的图鉴也收到国内众
多设计师、文化爱好者以及设计类图片
类网站的喜爱。而诸如设计目录、知日、
VOICERme等都曾在其平台上转载过，
深受网友和读者喜爱。作品最后，附带
了对植物的索引和解说，对所有对美敏
感、欣赏花道，和所有植物爱好者来说不
可多得的一本书。

文史杂谈

古代的肃贪法令
陈 选

惩治官吏贪赃，是我国古代法律的
基本内容之一。

夏朝时，就有“昏、墨、贼、杀”的规
定，所谓“墨”，就是“贪以败官”的行为，
对贪墨者要处以死刑。

商朝的《官刑》中有“三风十衍”罪，
其二为“淫风”，即徇于货色贪赃枉法的
行为。

西周的《吕刑》中，将官吏贪赃枉法
的行为归纳成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拉
裙带关系，行贿受赂，走后门等“五过”，
犯者予以严厉处罚。

汉时，《汉律》中有受赇枉法、主守
盗、坐赃、受金等罪名，最高刑均为死
刑，并陈尸示众。

北魏时期，规定枉法十匹，罪之死
刑。后来，又修改条文，凡官吏贪赃枉
法，一律处死。

唐朝的《唐律》中，将官吏贪赃行为
分成四类：受财枉法，最高刑为死刑；受
财不枉法，最高刑为加役流；受所监财
物，最高刑为流放二千里；坐赃，最高刑
为徒三年。其余贪赃行为，视其情节，
分别比照上述四类犯罪处理。

宋朝年间，宋太祖赵匡胤惩治贪官
污吏更加严厉。自建隆三年至开宝六
年，十一年间就处死将军一级的贪赃大
官十多个，且暴尸街井，以儆效尤。就
连开国功臣赵普，因庇护受贿官员，也
被送交御史府问罪，罢免了宰相之职。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肃贪”，明令
“贪六十两银割其首级。”还采取鞭笞、
苦工、抄家、挑筋、剥皮、灭族等酷刑。

《明律》规定，官吏受贿枉法，一贯以下
杖七十，八十贯以下处绞刑；受贿而不
枉法，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杖
一百，流放三千里，且罢其官职，永不再
用。这些法令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清朝时期，开创基业的顺治皇帝，
提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
他在短短 3天，连发 4道圣旨，严厉惩治
贪官污吏。并当场对漕运总督吴惟华、
江宁巡抚士国保革职严审。之后，又提
出对地方官 3年进行一次甄别考核，一
次就对969名大小官员革职、降调，以刹
贪风。

为政要清廉，法纪要严明，对腐败
分子决不姑息，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
殷鉴。

（7）

李苦禅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