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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
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
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
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
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但所有意义，都是执行后才能
显现的。执行之前，一切仍然扑朔
迷离。

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
议。16 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
在 17 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
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 月 18 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
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
入滇通路。

4 月 24 日，红军一、三、五军
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
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
努力。

4 月 25 日，进入云南第二天，
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
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
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
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
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

发出指示。指示中三次提到“决
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
提到“紧急关头”。

从这份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特别
重视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围绕
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
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
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
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指示无法落实。当时条件
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
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
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
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
红军的落脚点呢？

4 月 25 日晚，林彪、聂荣臻致
电中革军委：

目 前 战 略 上 已 起 重 大 变 化 。
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
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
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
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
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
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
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
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

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
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
大胆的电报。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
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
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
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
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

“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
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
金 沙 江 入 川 ”， 一 句 话 内 三 个

“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

“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
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
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 4 月 26 日红三军团
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
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
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
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
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
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
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
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新三人团
还在考虑。毛泽东还在考虑。

4 月 26 日，红军一军团、五军
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
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
亡三百多人；27 日，追敌与三军团

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 15 时，红
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
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 月 28 日晚，中共中央、中革

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
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
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
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
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
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
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
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
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
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 月 29 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
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

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
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 70 团
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
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
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
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

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
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
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
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
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

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

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
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 4 月 29 日电报中
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
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
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
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
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
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
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
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
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
被迫放弃。 后 来 的 入 川 却 是 从 更
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
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

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
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
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
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
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
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
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
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
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
据，就是在这些危急关头，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
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
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
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
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
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
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
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
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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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行
刘安杰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之西，且又夹处在
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隆
起的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 1000公里，
宽 10多公里至 1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形似走
廊而得名。

我到的第一站是河西走廊东边的起点武
威。公元前 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
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彰其“武功军威”而
得名武威，后又称为凉州。

因为我早就知道武威是中国旅游标志“马
踏飞燕”的出土地，所以安顿好行囊后直奔雷
台景区。

走进雷台景区大门，映入眼帘的即是高大
水泥墩上的“马踏飞燕”。只见它昂首扬尾，
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于一飞鸟之上，飞鸟展
翅，惊愕回首，显示了奔马快捷如飞、神速超
群的意境。在“马踏飞燕”的后边，是由99件
车马武士俑组成的一支庞大的仪仗队伍，气势
磅礴，威武雄壮。

见此情景，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骠骑将军
霍去病远征匈奴的金戈铁马，贰师将军李广利
西征逼大宛献出的3000多匹汗血宝马，西域的
天马良种引入武威繁衍培育出的好马，汉武帝
龙颜大悦地欣赏这些即将出征的战马……

从武威乘坐大巴西行，我被车窗外的景物
惊呆了，啊！那不是古老的长城吗？

武威至山丹段，无论是戈壁还是田野，无
论是公路沿线还是山坡洼地，蜿蜒起伏的长城
真是无所不在。这里的长城保存相对较好，斑
驳的黄土高墙虽历经风雨侵蚀但却傲然挺立，
每隔一二百米还会有一个烽火台，整体连贯，
功能完备。

更让人叫绝的是，这里有一段双列并行的
长城，当地人称之为双长城。原来明代为了进
一步强化军事防御功能，不但对汉长城进行了
修整，而且又修了一条长约百公里的长城，这
样就出现了汉长城与明长城比肩而行的情形。

这在中国几万里的古长城中的确是独一无
二的。

不知不觉就到了张掖。当地有金张掖、银
武威的说法，可见张掖是必看的。

张掖古称甘州，地处河西要地，物产丰
富，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那里我参观了大
佛寺、木塔等文物古迹，并品尝了当地小吃

“三套车”。
从张掖向西，我来到了酒泉。这里古称肃

州，与甘州同取第一个字便是甘肃。
听说酒泉的地名有一段故事，为了弄清

它，我立即赶到酒泉公园。
跨过神明桥 ，穿过汉代风格的大木檩长

廊，有一个花岗岩雕成的大酒樽。酒樽正面
镌刻着李白的《月下独酌》诗句：“天若不
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
泉。”再向后走，便是闻名遐迩的古酒泉。但
见泉水清澈无比，池子里有许多游人投下的
硬币。

古酒泉北侧有“出征”、“鏖战”、“庆
功”三组大型群雕，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准
确而艺术地再现了霍去病河西征战和大捷的场
景，揭示了酒泉地名的由来。

酒泉原名金泉。据传，汉武帝派骠骑将军
霍去病率部西征匈奴，打了胜仗，武帝赐酒庆
功。去病认为，大败匈奴全赖将士奋勇杀敌，
皇帝所赐御酒，应由全体将士同享。因酒少人
多，去病遂将御酒注入金泉，与将士酌水共
饮，酒泉因此得名。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以雄关命名的城市——
嘉峪关。晚上到达，次日一早便急匆匆赶往天
下雄关嘉峪关。

刚进景区大门，就听一位看完嘉峪关的60
多岁的游客边走边说，嘉峪关比天下第一关山
海关还要好看。这更激起了我的兴趣。

嘉峪关果然气度不凡。但见关城层楼重
叠，飞檐凌空，巍峨壮观。关城两翼，高大的

长城翻山越岭，蜿蜒逶迤，烽墩众多，布局合
理，形成了一个壁垒森严的军事防御体系。作
为主建筑，关城的设计十分考究。它由内城、
翁城、外城、楼阁和附属建筑组成，关城并
守，易守难攻。

嘉峪关不愧为“天下雄关”。它是万里长
城的西端起点，与山海关遥遥相对。

嘉峪关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张骞
凿空西使，霍去病攻伐匈奴，班超略定西
陲，玄奘西天取经，马可波罗东入中原，林
则徐西出新疆，左宗棠经略边疆，都在嘉峪
关留下点点史迹。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
们共同演绎了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强盛的
历史篇章。

作为文学爱好者，走进河西走廊，自
然联想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边塞诗。

边塞诗的兴盛在唐代。那时候，边塞的
概念是具体的——基本上是陇右。陇右自古
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
徙大融合的舞台；经过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
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便成了农耕文明与
游牧文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汇最活跃的地
区。尤其是河西走廊，留下了许多边塞诗名
篇佳句。

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之焕
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
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岑参的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河西走廊，神奇的土地，神秘的土地，

古代群雄逐鹿的马蹄烟尘虽已散去，东西方
商贾互市交流的印迹虽已模糊不清，但祁连
山融化的雪水依然滋润着它，千年的文化沃
土之上依然枝叶繁茂，古丝绸之路正在焕发
新的生机。

书林漫步

人道许君最天然
——议《许挺的艺术人生》

《许挺的艺术人生》大型画册文图并
茂，分为“许挺的书法”、“许挺的陶瓷
艺术”、“许挺的诗文”、“许挺的孝敬宣
传”、“许挺轶事”等几大部分。收录了
大量的许挺创作的书法、陶瓷、诗词、散
文及名人题词序跋、照片等，为许挺先生
的艺术人生立起了几个清晰的剖面，而
每一个剖面都和“孝”息息相关。

许挺出身于书香门第，到了其父亲
这一代虽然已经破落，但父母都很有教
养，好善乐施，经常救助别人，受家庭
影响，所以许挺很早就在学校和社会上
宣传孝道。从中州大学退休后，更是到
全国各地免费宣传孝敬、诚信，举办讲
座百余次，还将收集来的中外孝敬老人
的事例结集出版《孝敬的故事》。

2009 年以后，许挺陪 92 岁老父漫游
全国，行程万里，让父亲尽享晚年之
乐，并称之为“精神赡养法”。许挺的孝
行感动了很多人，他曾作为中央电视台
的特邀嘉宾，与撒贝宁共同宣传孝道，
还被评为河南省当代孝子、全国十大慈
孝人物。作为一个陪耄耋老父游历天下
的孝子、游子、士子，许挺旅途中触景
生情，我手写我心，写下了大量的诗
文，流露出孝子的爱心、游子的审美，
还有士子的浩叹与沉思。许挺自谦为

“行孝路上捡来的诗”，而评论家认为是
“真孝子之歌”。认为许挺的诗平中见
奇 ， 淡 而 有 味 ； 形 似 律 体 ， 骨 子 自
由；率意而为，直抒性情，没有一点
矫 揉 造 作 。 大 象 出 版 社 曾 为 其 出 版

《许挺短诗选》，颇受好评。《许挺的
艺术人生》收录的 48 首短诗不少与行
孝有关。其中一篇《染发孝亲》读之
令人潸然泪下：每逢回家看双亲，染
去白发数百根。父母不愿儿衰老，看
见白发会伤心。

许挺先生退休前是中州大学的教
授，现在是郑州师范学院的特聘教授，
长期从事文学与写作的教学，《许挺的
艺术人生》收录的 5 篇散文作品，清新
可读。

许挺虽然是学文学出身，因为幼得
家传，在书法上成名甚早，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曾经获得过不少的大奖，声名鹊
起。曾受大英博物馆之邀到该馆书写

《道德经》书法长卷。许挺书法上宗
“二王”，以帖为经，以碑为纬，结体
用笔犀利中见苍朴，平实中见灵动，
洋溢着浓浓的书卷之气。但是 90 年代
以后，许挺就不再参加国内外任何书
法大赛与大展，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较强的字内字外功夫，弄翰自乐。

《许挺的艺术人生》收录的书法作品以
行草书为主，典雅蕴藉，内容除了经
典诗词、典章名句外，还有大量的自
作诗，当然少不了孝敬的题材，自书
自诗，情满于纸。

许挺是文学教授、书法名家、诗
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陶瓷艺术上还
有很深的造诣。《许挺的艺术人生》中
收录了大批景德镇瓷器照片，多是许挺
参与创作或大师赠送他的精品。许挺与
陶瓷结缘也是因为“孝”。每年冬天，许
挺都把父亲送到景德镇，以避北方的寒
冬。久而久之，便与陶瓷结缘，和多位
陶瓷名家合作过“手绘书画瓷”。许挺发
挥书法家的特长为瓷器题款，书法与绘
画相得益彰。比如说有一陶瓷名家画
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少画梅花，但盖
有 多 方 红 色 印 章 ， 许 挺 则 巧 妙 题 款
为：岁寒尚缺一君子，且把朱印当梅
花。一时传为佳话。许挺还对一些瓷
器作品进行了整体的审美设计，文雅
中 增 添 现 代 气 息 。 孙 广 举 先 生 评 论
说：许挺把景德镇的各种艺术和技术
元素“整合”进了自己的艺术瓷器制
作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生活中的许挺特立独行、洒脱率
真、自自然然，是活得非常有趣的一个
人，朋友们戏称其为“许仙”。已故著名
诗人王怀让称赞许挺书法“如风如雨如
云烟，我道许君最天然”，用“天然”来
形容许挺的人生也是恰当贴切的。

张体义

新书架

《兄弟，活着再见》
王佳琦

缉毒特别行动组组长韩楚东，策划了一系
列卧底侦破制毒贩毒的计划。卧底成员付雅
被杀，留下一串无法破解的密语。韩楚东为了
找到付雅的接班人以及解开密语，在武装警察
部队指挥学院进行了一次特别考核。

大四级学生宇文良在考核中被韩楚东看
中，接触过韩楚东后，宇文良才得知自己的女
友付雅已经在卧底任务中牺牲，并留下一个只
有宇文良才看得懂的密码。

宇文良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韩楚东
的任务。随后，他经历了监狱生活，逃狱之后
跟着毒贩亡命天涯，一路跑到云南大山里，接
触到了贩毒组织的核心。

为了保护宇文良的安全，韩楚东销毁了他
所有的档案。

虽然毒贩可恶至极，却在相处中成了他的
兄弟。看似心狠手辣却把手下当成兄弟的毒
枭马四戒；看似斯文和善，其实精明狡诈的副
手扈强；看似没什么心眼儿却处处护着他的哥
们儿庞大。这些人让宇文良陷入“正义与道
德”的漩涡中。

为了保护他，搭档请他亲手杀了自己；为
了完成任务，他出卖了对他掏心掏肺的兄弟；
为了查清内部叛徒，他铤而走险把命赌上。

没有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宇文良
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回头看到的是无数战友
用血肉给他铺就的一条路。没有理由回头，没
有理由退缩。只能继续向前。

掌故

著作·编述·抄纂

著作、编述、抄纂，指古人写作的体例大
致分三大类。

著作：是专指创造性的文章而言的。前人
没有阐发过或没有记载过的，第一次出现的文
章或书籍，才算是“著作”。

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借的资料的基础上，
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有如现在的“改编”。

“著作”，古称“作”；“编述”，古仅称“述”。
孔子的“述而不作”的话，就严格区分了这两种
体例。

抄纂：是资料的汇编，古人叫“论”。“论”的
本字，应是“仑”，是排列、编纂成辑的意思。

陈永坤

郑州地理

树与郑州村名
王瑞明 郭增磊

枣陈村
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邻崔岗，西接

荥阳市，南邻任寨，北与广武镇相连。
据传，该村陈氏先祖在明代洪武初年从山

西洪洞县迁民途经此地，见当地有一处百亩大
的枣园，便暂时在此休息。他们发现这里地势
平坦、土地肥沃，加之临近须水河，水源丰富，很
适合安家落户，就决定在此定居。于是，陈姓人
家在枣园南侧的朝阳处修建房屋，并在附近开
荒种地，逐渐安顿下来。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里
成为一个以陈姓为主的村庄。因村内有大片的
枣园，村民多姓陈，村名便定为：枣园陈，后简称
枣陈，流传至今。

柳园口村
属于郑东新区金光路街道办事处辖区的一

个行政村。据传，此处为贾鲁河的一个渡口，旁
边有一片较大的柳树园。因园内柳树较多，景
色秀美，引来飞禽到此栖息。一些游人也常来
此处观光，渐成当地一景。后来有人到此定居，
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村庄。村名便根据当地的柳
树园、渡口，起名为柳园口村至今。

桑林村
属于郑东新区金光路街道办事处柳园口村

辖区的一个自然村。
因当地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多种树木

在此生长旺盛，绵延成林。其中有一片桑树
林，更是树大根深，枝叶茂盛，来往的人多在桑
树林中歇脚。后来有人到此定居，多年后发展
成为村庄，村名便根据这片桑树林，取名为桑
林村至今。

名人轶事

林语堂戒烟
沙玉伟

喜欢林语堂先生的文字，对其抽烟习好并
未听闻也未在意。倒是翻看其主编的《论语》
时，时常在杂志的封页处看到登有“论语
社”同仁的戒条，读来饶有趣味。如：“不
反革命”；“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对
我们拥护的人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
有希望的作家、绝对无希望的革命家）”；

“不破口骂人”；“不拿别人的”；“不附庸
风雅，更不附庸权贵”；“不互相标榜，反
对肉麻主义”。其中有一句是最让我感兴趣
的，那就是“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看
梅、读书等）”。

对文人墨客而言，吸烟确有提神醒脑之
功效。但吸烟伤身，这是人所共识。所以历
来虽多有文人嗜烟，但敢于公开告诫众人此
癖勿戒的倒鲜有。这不得不使我对林先生吸

烟之痴迷感兴趣。
先生是痛下过决心要戒烟的。他曾在文

章中描述过戒烟的经过。“头三天，喉咙口
里，以至气管上部，似有一种怪难堪似痒非
痒的感觉。”我是烟民，和大多数烟民一样
也数次戒烟，林先生所述经历我自然深有体
会，想必戒过烟的也都不会陌生。林先生称
这是戒烟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生理上的
折磨，烟龄不长的大多能够挺过，喉咙痒时
吃点薄荷糖，喝点铁观音便可缓解或克服。

先生认为挺过喉咙的似痒非痒后就进入
到戒烟的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的生理折磨
不同，第二阶段更多的是灵魂战斗。这一阶
段无烟则不能品辛稼轩之词、王摩诘之诗，
不能听贝多芬之乐、王实甫之曲，这对于一
位志趣闲雅的文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

于是，先生悔悟前非，赌咒发誓再不
戒 烟 ， 老 老 实 实 做 吸 烟 信 徒 。 在 先 生 看
来，没烟是无法品诗词、听乐曲的，更别
谈文学创作了。先生认为：“作文者必精
力 美 满 ， 意 到 神 飞 ， 胸 襟 豁 达 ， 锋 发 韵
流，方有好文出现。”而此等境界的达到是
万不可无烟的。由此足见林先生文学造诣
之高及烟瘾之重。

要说林语堂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吸烟的
缘故显属无稽。写此小文不意在说明林先
生多么嗜烟如命。而是想说先生不避讳吸
烟这一不良嗜好，且能生动地将其吸烟、
戒烟过程写得妙趣横生。文如其人，若生
活中的林语堂不是旷达风趣信奉快乐哲学
之人，断不可有其闲适的娓谈笔调。先生
真乃幽默之人。

随笔

（5）

池塘边（国画） 杨诚

虾（油画） 卡列克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