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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侯汉佑致电薛岳时，红军主
力已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军封
锁。

30日周浑元急电薛岳时，红军主
力到达乌江边。

同是主帅，毛泽东对红军将领的
意见极其重视，哪怕意见不合自己的
主观设想，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也坚
决采纳实行。蒋介石、薛岳等则不愿
重视不合己意的消息。被证明是真
实的了，还千方百计作出解释，完成
自我开脱。

3月 31日，中央红军除九军团继
续伪装主力在乌江北岸迷惑敌人外，
其余全部南渡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
圈，蒋介石几十万追兵和一大群碉堡
封锁线都被甩在了身后。

追兵依然在乌江以北大筑碉
堡。蒋介石依然在那里做他那“浩浩
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
末弩红军走投无路”的美梦。

4 月 1 日，蒋介石才知道红军渡
过乌江的消息。红军完成了四渡赤
水。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
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红军主
力南渡乌江，70天时间红军在黔北川

南徘徊不去。一渡赤水前土城失利，
被迫放弃赤化四川。三渡赤水前鲁
班场失利，又被迫放弃赤化贵州。一
次次寻找，又一次次失去，就因为失
去根据地的红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
落脚点，皆未能实现。原因不仅在敌
我力量悬殊，也在蒋介石对西南早就
志在必得。

蒋介石一直视半独立的西南为
最大隐患，常思拔除。在南昌行营部
署对红军的追剿时，他就在部署统
一西南的全盘计划：“川、滇、黔
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
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
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
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政治
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
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
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对蒋来说，入黔追剿红军无疑
是“一石二鸟”。不仅如此，还可进
一步形成既可扼桂，又可图滇的态
势。所以不惜使用重兵，大筑碉
堡，长期据守，与红军反复较量，
绝不允许红军在贵州立足。

中央红军不论是“老三人团”
还是“新三人团”，对这些情况基本

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
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
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
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
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
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后来红二、六军团长征，仍然还
想在黔西、大定、毕节建立川滇黔边
根据地，最后不能保住，原因也正在
此。

虽然战略目标未能实现，但四渡
赤水作战的光辉地位永存。

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
回到了红军当中。

毛泽东说，四渡赤水作战是他一
生中得意之笔。得意在哪里？不在
神机妙算，也没有神机妙算。只有根
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
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略决策的
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
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
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
堵截。

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恢

复，由四渡赤水完成。
纵观四渡赤水之战，最令人惊叹

的不仅是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和指
挥技巧，更是中国工农红军空前顽强
战胜死亡的决心和寻求胜利之意
志。毛周朱统帅下林聂彭杨董李罗

何邓蔡率领的这支军队，任何力量也
难以将其消灭。

它是不死鸟。是火中凤凰。
入滇，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

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
西征目标的选择，至今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
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

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
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
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

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
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
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
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

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
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红军自
建立始，生存、战斗与发展，全赖根据
地。

当时领导人急切的心情，紧迫的
思绪，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

了重大作用。
黔西南无法获得后，三军团领导

人彭德怀、杨尚昆最先提出入滇作
战。

4 月 13 日，彭德怀、杨尚昆就中
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
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
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

电文说：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
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
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
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
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到时间，才
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
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
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
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在黔边
打开局面。

此电的关键，在“甚至入滇”四
字。

彭、杨用十分谨慎的话语，提出
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入滇，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
心情是沉重的。从江西出发那天起，
红军一直在极力避免被敌人压向经
济落后、消息闭塞、少数民族聚居的
边陲。预定去湘西不可实现，便提出

川西北。川西北不可行，又是川、滇、
黔。虽然此时开始提到云南，但中心
一直是黔北。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
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 3月 31
日南渡乌江的四渡赤水作战期间，在
敌人重兵夹击之中，中央红军徘徊于
黔北川南 70 天不去，一直争取创建
川、滇、黔新根据地，就是以免被压向
更偏更远的地区。

两个月来，种种计划都未实现。
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
经远了。若再入滇，下一步目标是哪
里？如何东返？

所以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存在不
愿入滇的情绪，是毫不奇怪的。红军
提过“川、滇、黔”，却无人提出入滇作
战。这次彭、杨首次提出入滇，也只
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
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

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
就需要些勇气。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
理，则需要勇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
取更大的机动。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
勇气的。 20

连连 载载

小小说

尚德巷
李培俊

尚德巷隐在郑城深处，隐得很深，沿着一
条略显斑驳的水泥路钻进去，七拐八扭老半
天，才会到达尚德巷。

尚德巷每年都要产生一位类似精神领袖
的人物，产生办法不是流行的投票选举，那样
太烦琐，太麻烦，也容易暗箱操作，大家不服
气。而是居民按照内心的评判标准，自我认
定，大家公认。那么，这个人的一言一行，便成
为尚德巷的行为标杆，也是尚德巷的权威人
物。他让干什么，居民就干什么，他不让干什
么，绝对没人说半句二话。

张二先儿是尚德巷第四任精神领袖，干的
时间最长，前前后后有十二三年，这顶精神领
袖的桂冠似乎长到了头上。

小巷精神领袖逢每年大年初一换届，人们
不约而同走出家门，站在巷口的槐树下，说，今
年是谁？大家便明白问话者的意思，七嘴八舌
一番之后，有人说，还能是谁，张二先儿呗。于
是，大家点头附和：对，张二先儿。

张二先儿是湖桥镇中学的退休老师，不爱
说话，自他入住尚德巷，没见他说过多少闲话，
路上走个碰面，至多对你笑那么一下。张二先
儿的笑很柔软，也很温暖，配以细致的唇线、微
微下垂的眉毛，那笑便有了女人般的羞涩和生
动。张嫂说，这家伙，年轻时一准是个帅小伙，

不知勾了多少小姑娘的魂。李嫂朝张嫂头上
抹了一把，打趣道，咋，眼热了，心馋了？找老
张去呀。于是，便有一阵呱呱呱的笑声在巷子
里飘来荡去。这时，恰好张二先儿从巷口进
来，肩上扛一袋米，手里提一壶油，是替刘奶奶
家买的。听到笑声，张二先儿驻下脚步，问了
一句，笑啥呢？李嫂张嫂的笑声更为响高放
肆，说，笑啥呢？笑你，说说，年轻时勾了多少
小姑娘？张二先儿面皮一红，一磨身子走了。

尚德巷是个小社会，既然是社会，也就免
不了兄弟阋墙、邻里失和、夫妻斗嘴的事。这
很正常，锅铲还碰锅沿呢，牙齿还咬嘴唇呢。
双方找到张二先儿家里，张二先儿照例不多说
话，倒水，让烟，让瓜子。说来也怪，双方在张
二先儿沙发上这么一坐，气便不自觉消了几
分。两盏茶喝过，两根烟抽完，张二先儿才说
话。那话都是简简单单的家常话，平淡如水，
可从张二先儿嘴里出来，仿佛施了魔法，很管
事。张二先儿说，值得吗？多大个事，为啥非
要争个你死我活山高水低呢？以后不见面了？

如果双方是男人，相互把拳抱在胸前，摇那么
几下，说，对不起了啊。走了。女人喜欢煽情，总爱
弄得泪眼花花，把头抱了，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

日子比树叶还稠，秋天落了，春天又长出来，
一年一年更替交错。尚德巷的居民也和树叶一

样，走了一茬，又来了一茬。走也好，来也罢，张二
先儿在小巷的地位仍是稳如泰山，无人替代得了。

一个不小心，尚德巷竟成了省里文明社区，
电视台记者扛来长枪短炮，在小巷拍出一串串
连绵不断的白光。这时候，张二先儿早已没了
踪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好不容易逮住一回，
张二先儿吭哧半天，没说出一句囫囵话，把手挡
在红得透明的脸上，连声说，别别别拍……

转眼间到了又一个大年初一，大家聚在巷
口槐树下，突然沉默不语，憋了大半天，有人终
于说，今年咱得换人，小陈吧。小陈是陈东亮家
老二，开着家电器商行，每晚都要回到尚德巷来
睡，照顾70多岁的老爸。前不久，为了跑业务方
便，小陈买了一辆40多万的别克，明光锃亮，黑
油油的。那天中午，小陈回家看老爸，把车停在
巷子口的马路边上，车门让吴叔的三轮车划了两
条深痕。吴叔没职业，买辆三轮拉客，挣个饭
钱。当时吴叔脸都吓白了，这么名贵的车，修一
下得花多少钱！吴叔傻傻站着一动不敢动。他
对小陈说，我赔我赔。小陈也很生气，不过很快，
小陈对吴叔摆摆手说，吴叔，你赔不起，走吧。

当然，大家也不是光为这句话就选小陈，
是和小伙子的平时为人综合考虑的。当时张
二先儿也在场，远远站着，点了点头，嗯了一
声，说，这孩子不赖。又说，看来我该歇歇了。

郑州地理

树与郑州村名
王瑞明 郭增磊

柿园村
位于中原区建设西路与西三环交会处。

据村民介绍，古时此处为京水村（为区分郑州北
郊的京水村，此处又称小京水）的农田，村中的
宋姓村民根据当地土质、气候适合种植柿树的
特点，在此种有很多柿树，多年后成为一片柿树
林。后来有几户村民搬到该柿树园附近定居，
因村里柿树多，所产的柿饼成为农户的一项收
入。经过多年的生息繁衍，这里逐渐成为一个
村庄。于是，村名便根据柿树园被称为柿园村。

据文献记载，旧时，荥阳和郑州的界碑位于
柿园村内，曾一度出现了柿园村的东半部属于
郑州，西半部属于荥阳的局面。

槐林新村
原属于管城回族区东城乡杨庄村，现该

村就近划入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
旧时因该地沙岗上有大片的槐树林，每

到夏初时节，槐花飘香，人们或来赏花，或来
采摘槐花带回家食用，热闹非凡。周围一些
村庄的村民看到这里树多景美，适合居住，开
始迁往此地定居，后来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村
庄，村名便被称为：槐林新村。

棘针林村
位于管城回族区南曹乡辖区。棘针是当

地生长的一种带刺的灌木，开黄色小花，开花
后可以结果，果实被称为“酸枣”。相传，古时
这里的村民因无钱买砖、石等修建院墙，为了
防盗，就在院子周围种上棘针，形成一堵绿色
的“棘针墙”来保护院子。久而久之，村里就
形成了成片的棘针林。于是，村名便被称为
棘针林村，沿用至今。

大漠歌（国画） 金鑫

新书架

《阿尼玛》
吕阳阳

一位腼腆害羞的高中男孩，一位栀
子花般美丽的高中女生，一次次“不断地
偶遇”，书写一段心照不宣、终生难忘的
纯美爱情。

男孩和女孩在公车上“不断地偶
遇”。女孩的幽默与聪慧，打动了男孩的
心，然而男孩没有进一步追求，二人只是
在公车上简短客气地交流，他们不知道
对方的名字，不知道对方的住处；但他们
有着一种无声的默契，每天似乎都在期
待着这个搭车的美丽时刻。

上大学之后，纵使有缤纷的社团联
谊生活，纵使也有对他心仪的女孩，但他
却总是不经意再次想起公车上拥有栀子
花香的她。男孩在默默地等待与寻觅
中，还有机会在茫茫人海中与心目中的
阿尼玛再次相遇吗？

博古斋

女文人的书房
高宗达

在古代，女文人的书房往往与闺房、内
室联系在一起。从现知的史料查询，女文人
的书房记载得虽不多，但也可视为女文人书
房的精品。

期云馆：唐晁家女儿名唤晁采，秀丽可
人，而且天资灵慧，性情温雅，被晁母视为掌
上明珠。晁母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颇通文
墨、知书识礼的人，她对女儿除了保护备至
外，还十分注重女儿的教育。晁采自幼就能吟
诗颂词，棋琴书画样样都能拿下。晁家母女成
了远近皆知的才女。晁采还有一个嗜好，就是
看云。一有闲暇，她就在书房窗口或庭院中仰
头凝视着天际，看朵朵浮云变幻游移，长时间
不知疲倦。因为爱云，所以她给自己的居室取
名为“窥云室”，书房取名为“期云馆”，就连
她的侍女也唤作“小云”。

蕙阁：是唐末五代女诗人鱼玄机的书房
名。鱼玄机初名鱼幼微，字蕙兰，她将书房取
名为“蕙阁”。从小在父亲的栽培下，五岁便能
背诵数百首诗章，七岁学习作诗，十一二岁
时，她的习作就已在长安文人中传诵开来，成
为人人称道的诗童。诗清浅婉丽，富有情致，
可与唐代另一女诗人薛涛媲美。《全唐诗》中
收有她写的48首诗。

易安堂：南宋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书房
名。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母亲
是状元王拱宸孙女，很有文学修养。由于家庭
的影响，她少年时代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
美训练，文化的汁液将她浇灌得不但外美如
花，而且内秀如竹。丈夫赵明诚为金石学家。
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整理，
编写了《金石录》。为其住所取名为“易安
堂”，李清照自封为易安居士。她的词浅显自
然，新奇瑰丽，用典不多，善用口语，音节和
谐，流转如珠。丧偶后，诗词大多悲凉凄惨，
被称为易安体，广为流传。

幽栖轩：宋代女作家朱淑真，号幽栖居
士，相传为朱熹侄女。朱淑真生于仕宦家庭，
以号取斋房名。朱淑真博通经史，能文善画，
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婚后生
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语言清新秀丽，善运
委婉，手法细腻。在宋代，她的成就仅次于李
清照。朱淑真一生创作的诗词很多，她死后

“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
自民国起，特别是近代、现代，尤其是当

代，随着妇女解放的深入，社会地位的提高，
文化水平高的女文人是日渐增多。对书房的追
求、使用，成为一件平常事，自然也就出现许
多女文人特色的书房、书斋。

梦草斋：著名作家谢冰心在学生时代，读
了许多中国古典名著，对爱打抱不平、落草为
王的绿林好汉十分敬慕，于是她把自己的书屋
起名为“梦草斋”。作家冰心的书斋内悬有一副
梁启超手书联：“世事沧桑心事宜；胸中海岳
梦中飞。”

妈妈屋：于立群的画室、书房和卧室。进
门处是一张花梨木办公桌，桌面镶嵌的是大理
石，办公桌一角放着一部黑色老式电话。当
年，于立群就是在这张桌子上面，写出墙上那
幅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书法。办公桌后面
是两个立柜，上面放着一个十四寸的黑白电视
机。茶几上面的笔、墨、纸、砚都是于立群生
前使用过的，墙上挂的书法字，就是用眼前这
支巨大的毛笔一挥而就的。这个屋被孩子们叫
作“妈妈屋”，在这里留下过郭沫若、于立群和
她的子女们许多欢声笑语。

游中牟县静泊园

雁鸣湖畔一仙园，
碧水蓝天垂柳环。
亭榭曲桥映波舞，
凫鸥轻燕伴舟旋。
堤边竹石赛花美，
轩内诗联竞玉妍。
黄泛芦滩变苏景，
莫非拙政徙中原。

郑邑旧事

景纶
王镜宾 杨晓鹏

景纶，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嘉庆十四年进
士。十六年（公元 1811年）任密县知县，二十
年十一月又回密县任知县。

景公刚正廉明，遇事立断，在密县任职时，
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特别是嘉庆十八年春，大
风刮得白天如夜，夏大旱，秋大雨，霜杀荞麦，
庄稼不收，十二月地震，房屋倒塌严重；十九年
春大雪，路上饿死很多人，瘟疫流行，多人死
亡；二十年夏天大雨下个不停，很多人患疾
病。随后霍乱流行，得病后一二日即死，县城
更为严重。景公在多灾多难面前，一方面请示
上级免除或缓交钱粮，又筹集巨款，城乡均设
粥场，不时尝饭，以杜弊端，救活很多贫苦百
姓。并在县东施茶庵地十亩，要求各保俱施义
冢，收埋无主尸骸，深得黎民称颂。

黄河马营口决堤，上司下文督促密县出
料助工，他以密不产料具文，再三申详，后物
料之役，遂永远豁免。嘉庆二十二年，他与候
选知县，江苏武进人谢曾重修《密县志》，此书
于公元1990年4月经密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整
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重刊出版发行。

散文

怡然
何亚琴

初春午后，在庭院内，在吊椅上，沐浴着阳
光，看天空云卷云舒，听微风吹拂耳畔，嗅青草
中略带的花香，品手中浓浓的茶香，惬意无
比。一觉醒来，才发现原来是梦境一场。清晰
记得梦中的我颇有陶老先生“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心境，怡然自乐。

梦醒回归现实，依然要穿梭在车水马龙的
街道中，依然要处理纷繁琐碎的生活杂事，依
然要为了梦想而伏案工作，忙忙碌碌，时间一
点点从指缝间溜走，来不及欣赏路边的风景，
也无心欣赏，满脑子都是生活、工作、家庭。正
如当下流行音乐所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
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是的，忙碌之余，
我们是否应该停下脚步想想，我们如此匆忙地
走过一生，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是否应该放
下心态，做生活的主人与掌控者，而非奴役者？

有人说，现实无奈，房价高，生活成本高，
压力太大，致使无法欣赏，更无心欣赏。我只

能说，您是生活的奴隶，不懂得平衡生活；也有
人说，我追求事业，工作是我的主旋律，其他一
切都是次要，我只能说，您是工作狂，是工作的
奴隶，已被生活所抛弃。也有人说，我出身低，
位卑人微，没有任何资历去欣赏，我只能说，您
是自闭者，完全没有领略社会以及生活的真
谛，等等。我想说，尽管生活无奈，具有四面八
方的压力，尽管痴迷事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尽
管处于社会中下层，缺乏高雅的兴趣爱好，只
要具备一颗完好、积极、向上的心，做生活的主
宰者，做人生的掌舵者，有效平衡自身，陶老先

生的意境谁都可以有，因为你的生活你做主。
只在一个“心”，有心至此，必达目的。无

须借口，更无须掩盖，一切由心而生。周末下
午，邀朋友一起踏青，感受下初春的秀色；工作
之余，挥洒汗水，体会下运动的快感；小长假，
驱车回家看望父母，享受下天伦之乐；茶余饭
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聊天，抒发下内心的感
知，畅谈下心中的梦想；傍晚时分，陪同爱人散
步，感受下牵手人生的美好，等等。无须惊天
地泣鬼神，只需放松心情，融入生活，体会生活
的五彩斑斓，享受属于内心的怡然自得。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错误地认为，人只是
来享受生活的，为此便碌碌无为，一事无成。
只是提醒，在如此忙碌、纷繁的社会中，我们除
了忙于日常工作、生活之外，需要给心放假，稍
微释放一下原始能力，平衡好内心与外界的挣
扎，学会欣赏，享受时光的温馨与美好，做一个
怡然自乐的逍遥人士。

文苑撷英

节气联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简要的农事历，为世界

所仅有。对联是我国独有的文学艺术形式，节
气对联，堪称双璧。

民间流传的节气对联，精巧别致，造句自
然。相传明代有一学士，在浙江天台山游览
时，夜宿山中茅屋。次日晨起见茅屋一片白
霜，心有所感，随口吟出一上联：“昨夜大寒，霜
降茅屋如小雪。”联中嵌入三个节气，流畅自
然，毫无痕迹，一时成为绝对。不知又过了多
少年，有一名士重游天台山时，光和日煦，流水
潺潺，灵感突至，遂对以：“日光端午，清明水底

见重阳。”嵌入我国民间三个传统节日，与上联
成双，真是巧合天成。时至近代，浙江赵恭沛
先生也对出下联：“早春惊蛰，春分时雨到清
明。”亦属难得。

原明朝大臣，后降清的洪承畴，在“谷雨”
与人下棋时对了一副对联，云：“一局妙棋今日

几乎忘谷雨；两朝领袖他年何以别清明。”上联
是洪承畴所出，下联为同弈者所对。意在讽刺
洪失义辱节，一语双关，深藏讽意。

还有一副节气联更为奇妙：“霜降如小雪；
春分不大寒。”这副只有10个字的对联，却包含
了4个节气。上联中的两节气名称用一“如”字
相连接，即变成了“联中有景”，让人欣赏到了
一幅秋冬时节的“霜晨图”。下联中的“不”字
用得极为得神，与后面的“大寒”联读，把春分
时节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准确而又生动地描
绘出来了，妙不可言。

（4）

杨德本

冯忠方

溪山渔乐图 龙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