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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海湾战争的硝烟，刘华清洞
悉了失去海洋竞争对手的美国海军
精心策划的由“在海上”战略转变为

“从海上……前沿部署”海军作战纲
要的全部精义：把航母战斗群的高度
机动性、隐蔽性和突然性，与巡航导
弹、舰载战机和空地导弹的突击威
力、破坏威力相结合，以远程精确制
导武器取代传统近距离的人力及武
备机动，以海军单一的对海作战、对
陆支援作战变为海空远程对陆突击，
从而开拓出“海空一体”作战的崭新
模式。

如果说，海湾战争带给刘华清的
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的话，那
么，发生在 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
则将“屈辱”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刘
华清的心里。

1993年7月23日，美国以获得情
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向伊
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并威胁
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同时，美国向

“银河”号所在的国际公海，派出了两
艘军舰和五架直升机。8月4日，中国
在经过调查后，明确通告美国：“银
河”号没有装载违禁化学品。美国则
声称情报绝对准确，坚持要对“银河”

号进行检查。
8 月 28 日，中国同意美国派专

家，以沙特政府技术顾问的身份，对
停泊在沙特达曼港的“银河”号进行
检查。

“窝囊！”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
国际司副司长沙祖康日后在接受媒
体专访时，连续17次用这个词来表达
当时的感受。

“两害相权取其轻。”沙祖康坦陈
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两难处境，“拒
绝，我们就要背黑锅，窝囊；让他们
查，我们受到了侮辱，也窝囊。但是
两个窝囊中选择了第二个。一旦真
相大白，没有违禁化学品，那窝囊就
是他们的。”

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
顾问登船检查，确认“银河”号没有违
禁化学品。

检查报告是沙祖康在北京写好
的，只把日期和名字空着，叫美国人
签字。结论是：“经查表明没有亚硫
硒氯和硫二甘醇这两项化学品。”但
美国代表提出了修改报告的要求。

“一下子我的阶级斗争觉悟就上
来了，果然你想搞阴谋！”接受媒体采
访的沙祖康情绪激昂。但出乎他的

意料，美方在检查报告上添加的是
“经彻底核查”“断然表明”和“根本没
有”这些字眼。“你犯神经病了，有你
这么写的吗？”因为太好了，好得令沙
祖康怀疑其后面有阴谋。

阴谋并不存在。美国要求检查
的依据是中情局的情报，检查的结果
却表明情报完全错误。负责检查的
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非常恼火，他要
通过这份报告书来表明：他们的检查
是认真负责的，错误在于情报部门。
由此，美国中情局二把手丢了官，受
到应有处置。

尽管美国最终理屈词穷，威风扫
地，但中国也蒙羞受辱，颜面尽失。

在人类已经迈向海洋世纪的今
天，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要有效捍卫
自己的海洋主权和权益，还必须有能
力维护自己在海外的权益。17世纪以
来的世界历史昭示我们，一个不能拥
有海洋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一个不
能走向海洋的国家，是难以登上大国
舞台的。民族复兴之路在海上，大国
崛起之路在海上。中国，要想成为世
界强国，首先必须成为海洋强国！

更令刘华清不能容忍的是 1996
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耀武扬威的

霸道行径。1995年，在美国政府的纵
容和默许下，李登辉借访美之机，公
然鼓吹“台独”。为警告李登辉不要
一意孤行，中央军委决定在台湾海域
附近进行导弹演习。然而，演习期
间，美国竟将其太平洋舰队的“独立”

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开
进台湾海域。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
弗公开宣称，其部署旨在“观察动向”
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
供帮助”。这是明目张胆的武力恫
吓，是对中国主权的蛮横践踏，必然
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台湾及
其周围海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
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天经
地义，与美国何干？

然而，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现
实。全球化也好，信息化也罢，只要
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康德所描绘的

“永久和平时代”，弱肉强食的“霍布
斯法则”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南沙
主权纷争也好，台湾统独斗争也罢，
最终的较量在实力。南沙自古就是
中国的领海，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
土，这是历史事实，谁也不可否认。
但严峻的现实是，南沙正在被瓜分，

“台独”闹剧愈演愈烈。要砍断那些
见利忘义觊觎者偷抢掠夺的魔爪，粉
碎那些数典忘祖的民族败类分裂国
家的狂想，遏阻那些惯于伪装成“国
际裁判”的霸权主义者武力干涉的企
图，就必须在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上，
加速锻造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

舍此，别无他途！
捍卫南沙主权需要航母，维护台

海和平需要航母，扑灭四方火海需要
航母，保障海外权益需要航母！

美国第 42任总统里根曾不无得
意地说：“航空母舰是国际政治的笔
尖。”这句话他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出
的下半句就是，这支用航母舰队铸就
的“政治笔尖”，是专门用来书写美利
坚强权意志的。自冷战以来，每当世
界上发生重大事件和热点危机时，美
国历任总统挥舞的第一支“撒手锏”，
就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刘华清曾先后出访美、法、英、
意、俄等发达国家，并参观考察这些
国家的航空母舰。其中，法国海军参
谋长莱恩哈特上将关于大国地位与
海军战略的一番谈话，给刘华清留下
深刻印象。

莱恩哈特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法国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了一场
大讨论：第一是法国要不要拥有一支
独立的核力量？第二是世界上发生
冲突法国要不要介入？从国会到总
统上上下下争论好几年，最终结论是
都要。国家战略一定，海军装备跟着
上。一是造了四艘战略导弹核潜艇

(红宝石级)，配属的海基洲际弹道导
弹射程超过一万公里；二是开工建造
两艘“戴高乐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四
万吨级，载机40架。这样不论世界任
何地方有事，一旦需要，法国的航母
带着核潜艇、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就
可以遂行国家意志，显示法国的政治
地位和军事作用。

“海湾战争就是这一战略思想的
实际运用。”莱恩哈特说，“攻打伊拉
克，美国战力足够，法国为什么要
去？就是显示存在。”

刘华清登上法国在建的“戴高
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此时他已 80
高龄，且患有腹主动脉血管扩张之
疾，只是他本人不知详情。出国前，
医疗专家反复叮嘱随行工作人员，尽
量减少首长长距离步行或攀高等参
访活动，以防不测。然而，登上航母，
他不顾随行人员劝阻，执意攀登甲板
上层建筑，一层一层地看得那么仔
细，一层一层地问得那么详尽，直至
最高的第九层。

刘华清毫不怀疑，在“霍布斯法
则”主导的国际政治话语
下，航母就是大国地位的

“护身符”。 23

连连 载载

散文

赵佶的杏花
任崇喜

春天来到，首先展示的是花朵的笑容。杏花
的确该开了。在我国传统中，杏花是十二花神中
的二月花神。

杏树是古老的花木。“展卷令人倍惆怅，杏花
春雨隔江南”。相对于桃李之花，杏花的开谢实在
让人难以把握，就像可遇而不可求的情感。“应怜
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叶氏的本意是写叩访友人不遇
只好返回，回头望去，却看到友人种植的杏花出墙
闹春，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杏花的秉性。后人读书
不求甚解，竟专用最后一句形容风情万种的女子，
让人实在无奈得很。“魏紫姚黄各占春，不教桃杏
见清明。”早开的杏花，在风寒的侵袭下，更易飘
零。或许，一片随风而谢的杏花，更能让人愁思满
怀。相信眼见红销香尽的杏花，黛玉的内心更是
一片荒芜。

因为红杏的别样寓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才更显得清纯。一袭素衣的杏花，
恰如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乡下女子，远离都市的
霓虹，出现在乡间篱落，风光着，也寂寞着。“绿杨
阴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枝杏花占尽春
光，为春着色，让大地春回，唤醒春天更多花朵的
笑脸。妖娆的桃花有单瓣、复瓣之分，而杏花似乎
只有单瓣的，清清寡寡，色淡香幽，让人勾不起更
多的兴致。

有一个人，连这样清寡的花朵也是不敢看

的。作为一个国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
感觉，他体会得更深。他的名字叫赵佶，被人称为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昏君”。说起他，人们不免有
些感叹——天生一个艺术才华出众的人，却偏偏
生在了皇室。

他见到的杏花不在北宋都城东京，而在他被
金兵押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北行的途中。看
到杏花，他写下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北国的杏花要比中原的杏花绽放得晚。作为
一个有独特眼光的艺术家，赵佶看到途中那些开
放的杏花，如同一叠叠冰清玉洁的缣绸，经过巧手
裁剪出重重花瓣，还晕染上淡淡的胭脂。这一朵
朵活色生香的杏花，似乎是妆束别致、美貌绝伦的
仕女，连天上宫阙里的仙女也比不上。

当年的东京，何尝不是此般的一派清明上河
的盛景呢？

那时的东京“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八荒争辏，
万国咸通”，赵佶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琼林玉
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作为一个浪漫的艺术
家，赵佶宽容不遵纪守法的浪漫艺术家。大书法
家米芾目无尊礼，对皇帝及内侍均不恭敬，他竟然
称赞说：“对俊逸之士，且勿用礼法来拘束。”为了
满足私欲，他以倾城倾国倾天下之力，花费几年的
光阴，让平洼的开封城东北角凭空增添一座大型
皇家御园，一座北宋王朝的文化景观——艮岳。
艮岳占地 750 亩，有 40 多个景点，处处都堪称登峰

造极的艺术精品。赵佶自己就这样形容过艮岳：
“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
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
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只不过，这样的胜景遮掩不
了积贫难疗的现实，更挡不住女真人的铁蹄。“万
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
国，亡宋谁知是石头。”赵佶对亡国的原因作过总
结，得出的结论却是，“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
自己根本没什么责任。

盛开时的杏花，艳态娇姿，胭脂万点，占尽春
色。正如柳永《木兰花慢》中所云：“正艳杏烧林，
缃桃绣野，芳景如屏。”这样的杏花，自然“易得凋
零，更多少，无情风雨”。赵佶的人生命运，不也像
一朵杏花吗？“故国不堪回首”，自然“和梦也，新
来不做”。梦中的一切，本来是虚无空幻的，但近
来连梦都不做，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可说是哀痛
已极、肝肠断绝。尼采说，一切文学，最爱以血泪
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后主（李煜）之
词，真所谓以血书者，宋道君（赵佶）皇帝《燕山
亭》词略似之。对于他们悲惨的人生结局，再谈论
文采还有什么意义呢？

被掳后，赵佶在女真人的统治下活了 9 年，
54 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五国城老病而
死。《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被认为是他写得最好
的一首词。

麻纸制作技艺

左 文

东汉宦官蔡伦发明造纸术以
来，做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曾
推动了中华乃至世界文明史的
发展，为世界文化史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新密市大隗镇以纸坊
村为中心，包括大庙、大路沟、窑
沟、观寨等地，是过去新密地区
手工造纸的中心区。这里的造
纸秉承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技
术，利用当地特产的桑树皮、枸
树皮和稻草做原料，生产的手工
棉纸、白麻纸，纸质优良，是书
写、绘画等的极好原料，曾行销
北京、上海、东北、内蒙、汉口、四
川等全国各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
当时的手工造纸为基础，发展起
了新密市造纸业的基础，使大隗
镇也有了“中华造纸第一镇”的
称号。

据史料记载，新密的民间手
工造纸，始於宋金时期甚至还要
更远，最早是用湖北云阳的菀花
所造的“菀纸”，明清以后用当地

所产之桑、枸树皮和稻草做原料
生产棉纸、白麻纸。工艺流程是
把桑、枸树皮经浸、泡、蒸、晒、
洗、淘、碓、切、踏等工序，制作成

“穰”料；再用稻草经捆、糙、打、
蒸、醮、溜、晒、碾、撞等工序，制
作成“浆”料；再将二者即皮料和
草料，按比例混合，踩成糊状，兑
于“陷坑”之中，经“打陷”抄纸、
扫纸诸项工序，最后制成以捆为
单位的成品纸。

新密的手工造纸，解放后六
七十年代，曾发展到它的全盛时
期，作坊上千家，人员近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工业造纸的
先进技艺在大隗飞速发展，使这
一传统的手工造纸技艺，渐渐地
萎缩，只有极少数的个体，在那
有限的部分需求之中，还保存了
原始的技艺，延续下来。目前已
处于渐渐绝迹的危险。

2009 年，麻纸制作技艺（手
工造纸）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郑州地理

郑州带马字的地名
王瑞明 郭增磊

马楼村
马楼村位于郑东新区，分布在金水东路与京港

澳高速公路交汇处东北部，京珠高速公路穿村而
过，郑开大道依村通过。

相传当地最早有马姓人家移民到此居住，后逐
渐发展成为一个小村庄，村名遂定为：马村。

多年后，马姓人口进一步增多。有几家经过艰
苦创业，成为村里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家中建有
楼房，成为当地一景，时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于是，村名便由“马村”更名为“马楼村”至今。

马家庄村
马家庄村位于郑东新区，分布在中州大道东、

农业路北。

传说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在现村址北
面 800米处有个叫大营的村庄，当时是驻军屯兵的
场所。大营紧邻沙岗，由于受冬、春干燥西北风的
影响，沙岗由西向东逐年滚动蔓延，沿岗居住的农
户只得东迁。其中马姓人家由大营搬出，在南面另
建一新村。因村民以马姓为主，故称村名为：马家
庄，简称马庄。

马皮靴村
马皮靴村位于郑东新区龙湖北部，是小郭村管

辖的一个自然村。村名的演变颇为戏剧性。
相传当地原名叫老李庄，村东有座关帝庙，村

西有一马皮庙。马皮是中国神话人物之一，清乾隆
年间，马皮庙比较盛行，各地均建有大小不同规模

不一的马皮庙。老李庄的马皮庙仅有用七块石头
垒砌的一间房，俗称七石（十）一间无梁庙。

清光绪三年（1877年）春，因旱情严重，老李庄
村民重修马皮庙，并唱马皮戏求雨。此间，主角演
至马皮“舞刀弄棒向龙王求雨”一折时，演员不慎甩
飞了一只靴，露出了脚丫子，情景十分尴尬。演员
急中生智，神情自若，一边唱，一边喊“我马皮要穿
靴，要穿靴，要穿靴”，从而使演唱得以顺利进行。
事后，马皮甩靴的消息传遍了四面八方。久而久
之，“老李庄”的村名被人遗忘，马皮靴却逐渐被作
为村名叫响。

2012年初，为支援龙湖开挖，马皮靴村已整体
搬迁。

新书架

“中国文化之美”
系列
李丽铮

《唐诗之美——快意淋漓歌大
唐》在泱泱大唐诗歌的花海中，作者
撷取 30位极具特色诗人，以每人的
一句不常见而又浓缩了诗人性情的
诗句为题，以一首诗为窗，轻轻打开，
整个大唐朝绚烂的诗意天空映入我
们眼帘。这片星野时空交错，那些
闪耀着灵性与才情的诗人的一生或
片段如历史剧般一幕幕倾情上演、
闪烁、归寂，而他们的一吟一唱却闪
烁着诗意的光辉，历千百年不落。

《宋词之美——情愫深深在词
间》系简墨所著“中国文化之美”系列
之一。佛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
提。那我们可不可以也将宋词说
成：一词一段情。这“情”，有风月情，
也有报国情；有豁达情，也有悲秋情；
有欢聚情，也有离别情……宋词，总
能将人们的深深情愫淋漓的展现。
本书选取了宋代22位词人的代表词
作，通过介绍每个词人各个时期的
代表作品，将爱情、生活、理想抱负等
人生主题融汇在一起，向读者多方
面地展现每一个词人；同时，在赏析
词作的同时，作者也加入了一些自
己的人生感悟，耐人寻味。

《元曲之美——最是销魂曲中
调》作者选取了二十位具有代表性
的元曲作家，用充满爱和美的笔触，
如诉衷肠般通过品评曲人们的作
品、思想、生平，让我们了解元曲、欣
赏元曲，最终爱上元曲。作者笔法
清新，又不乏力量；说人说曲，两厢映
照，将元曲自由活泼、质朴天成的生
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失为说元
曲、曲人的美文。

中州民俗

花朝节与花文化

连 航

由于气候时令的影响，各地的花信
时间不一，此时的一个重要民间传统节
日花朝节的日期也因地而异。

中原地区的花朝节为农历的二月十
二。花朝节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
或“挑菜节”（采摘野菜祭祀），是汉族的
传统节日。旧时，花朝吉日，家家都到
花神庙去烧香并摊晒各类种子，以祈求
花神降福保佑花木茂盛。因古时有“花
神掌管人间生育”之说，故这天又是生
殖崇拜的节日，所以人们在这天也祈求
子孙繁衍，人丁兴旺。这天，人们结伴
到郊外游览赏花，在观景赏花中饮酒赋
诗，游春扑蝶，称为“踏青”，闺中姑娘则
剪 五 色 彩 笺 ，取 红 绳 把 彩 笺 结 在 花 树
上，谓之“赏红”。

世界上像我国这样定出花的节日的
民族是不多的，可见，中华民族对花的
热爱有悠久的传统。而中华民族的花文
化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传统
艺 术 之 一 ，花 文 化 的 表 现 形 式 主 要 有

“插花”、“簪花”、“花诗”、“花绘”和民间
的“蒸花糕”。我国传统的插花艺术强
调自然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和宗
教之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洛阳
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
花。”这就充分反映了插花文化在民间
的影响。早在汉代以鲜花簪首的习俗就
已 经 出 现 ，苏 轼 曾 描 写 老 人 簪 花 的 情
形：“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
头。”可见，簪花之俗作为一种风尚也是
历久不衰的。我国的传统节日大抵与饮
食有关，花朝节更不例外。在唐代，这
天人们采集百花和米捣碎，蒸制成糕的
民俗分外流行。作为农耕民族，我们对
大地上的植物历来有着深厚的感情，后
世 诗 文 、绘 画 与 花 草 更 是 有 着 不 解 之
缘。时至今日，仍被画家、诗人、剪纸艺
人等看中的梅花、兰花、菊花，已基本成
为固定题材。爱花是中国人的传统，古
往今来，人们或插花簪花，或赋花诗绘
花画，或品尝花糕的美味，并赋予其各
自的文化品格和意义，被定格为中国人
的花情愫。

如今，花朝节在本土正在退化缩水，
在这个艳丽芬芳，老少皆宜的日子，我
们只有热爱春天，珍惜春天并挖掘与花
朝节相关的深刻文化内涵，才能让花文
化一直散发淡淡的幽香。

名人轶事

郑板桥标点救孤寡
于国源

郑板桥曾在山东潍县任县令，他曾
用几个标点救了可怜的孤儿寡母。当时
有位富绅，妻子死后，晚年时又娶了个年
方十八的姑娘续弦。他七十岁的时候，
小妻子又生下了儿子，不久，这位富绅就
死了。他临终时，曾写下了遗嘱，让家人
在他死后再打开。因为老人的遗嘱没加
标点，惹来一场纠纷。他前妻生的女儿
早已经出嫁了，女儿女婿看了父亲的遗
嘱后，认为父亲的意思是把所有的家产
都留给他们，还说后母生的孩子并非父
亲亲生，要把他们母子赶出家门。他们
认为父亲的遗嘱是这样写的：“七十老翁
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产尽付与女婿，
外人不得干预。”那位年轻的妻子和她的
孩子不仅分不到遗产，还要面对着流言
蜚语，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只好去
找郑板桥告状。郑板桥在作了详细调
查，了解了实情后，对孤儿寡母非常同
情，就用朱笔将遗嘱圈了几下，当众诵
读：“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曰非，是也。家
产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家产尽
归孤儿寡母所有，富绅的女儿女婿再也
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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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正好（国画） 李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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