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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从广灵南撤的第七
十三师，因顶不住日军强攻再次
南撤，灵丘城被日军占领。

至此，在中国军队晋北防线
的右翼，日军已经迫近内长城。

从灵丘再向南，是内长城
的一座关口，名叫平型关。

平型关为山西境内内长城
南翼之要隘，扼守冀、察入晋
之要冲。

此时，阎锡山正在制订一
个新的作战计划：把日军放进平
型关内加以围歼。即诱使日军通
过平型关，深入平型关以西的砂
河盆地，然后中国军队从恒山、
五台山两面发动夹击，截断平型
关要隘，把日军歼灭在滹沱河上
游的盆地里。

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看上
去气魄非凡：

在平型关的正面，第六集
团军指挥第三十三军、第十七
军，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
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到团城
口，依次排列着独立第二旅、第
七十三师、独立第八旅，团城口
并列着第十七军和第二十一师。
以上部队先顽强阻击，然后主动

后退，进入五台山隐蔽起来，组
成南机动兵团待命出击。

平型关北面，以雁门山、
恒山为屏障，除第十五军在恒山
外，以第三十四军在北娄口、大
小石口、茹越口之间布防，重点
是内长城关口茹越口。以第十九
军和第三十四军扼守五斗山、马
兰口、虎峪口、水峪口直至雁门
关、阳方口之间的阵地，重点置
于雁门关及其西南方向的代县。
第三十五军控制在阳明堡，负责
对雁门关实施策应。

在砂河至繁峙之间的决战
地带，以第二旅一部在砂河镇以
东占领阵地，对从平型关通过的
日军逐次抵抗，诱敌向西南方向
的繁峙深入，预备队位于繁峙城
的南北线上，以五台山的北台
顶、繁峙城垣、恒山为支撑点，
将日军吸引到主阵地前。

第三十五军作为机动兵团
向代县东进，与第十五军同为北
机动兵团，由傅作义指挥，在繁
峙的北翼展开，等第二旅将日军
吸引到繁峙主阵地时，南北两个
兵团立即发动夹击以全歼日军。

第三十三军第七十三师和

第八十五师负责包抄平型关的后
路，将日军的后方联络线截断。

阎锡山认为，自己布好了
一个口袋阵，保准日军进得来
出不去。

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赶赴太
原或大同，会晤阎锡山，协商八
路军“入晋后各事”，包括“活
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
补充计划”等。九月七日凌晨，
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赶到了
位于雁门关附近太和岭口的阎锡
山指挥部。此刻，山西战场的对
日作战已经没有退路，但与日本
人打仗阎锡山还没有把握。周恩
来劝导阎锡山：“日本军国主义
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
我弱，但打下去，必然使敌人一
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
来。”阎锡山向共产党方面告知
他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建议阎锡
山“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
主动出击，实行侧击和伏击来破
坏日军的进攻计划”，明确表示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可以“配合友
军布防平型关一带”。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阎锡
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

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
的矛盾之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
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
关，企图在砂河决战的决心是动
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
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
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
关、砂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
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

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
华北都是危如累卵。后来的晋北
战局的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和判
断是正确的。

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最令人困
惑之处在于：凭什么判断日军的主
攻方向只能是平型关？如果日军的主
攻方向不是平型关，全盘依此部署的
作战阵势将如何紧急应对？另外，平
型关是著名的关隘和天险，是阻击日
军的有利地形。从山西最北部的天
镇、广灵一路退下来后，第二战区司
令长官部不断地命令部队重建阻击
线，以阻止日军继续向南推进的势
头，现在已经退到了阻击最有利的天
险关隘，为何反而放弃不守要退到关
内的砂河盆地里决战？最后，如果把
日军放进平型关，一旦预计的围歼无
法达成，部队如何迅即部署才能确保
太原的安全？

尽管共产党方面对阎锡山
诱敌深入的作战设想不敢苟同，
但与其协同作战保卫晋北要地的
决心是坚定的。

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说：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
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
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

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
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
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
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
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
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
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
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
略要地。彭德怀与阎锡山商定，
位于日军第五师团攻击方向的平
型关以及位于关东军察哈尔兵团
攻击方向的茹越口和雁门关，都
要派出强有力的部队防守，八路
军第一一五师可以在日军攻击平
型关时于日军的侧后出击，第一
二师可以在日军攻击雁门关时于
侧翼出击。

八路军决心在晋北与日军
面对面地打上一仗。

但是，在平型关前线指挥
作战的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
反对阎锡山的作战部署。他认
为，日军的主攻方向依旧是关东
军察哈尔兵团直指的雁门关，而
不是平型关，当前向灵丘进攻的
日军第五师团不过是起牵制作用
的助攻。据此，孙楚不同意将日
军第五师团放进平型关内来，而

主张以第十七军和第三十三军以
及进入平型关附近的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扼守平型关和团城口，
相机出击，配合雁门关方向的主
战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
同意孙楚的见解。

听 了 杨 爱 源 的 当 面 陈 述
后，阎锡山批准了孙楚的计划，
决定固守平型关和团城口一线，
将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向北延，
与布防恒山的第十五军阵地连
接，掩护恒山的东翼。——此
时，恒山已成为日军占领冀、
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

孙楚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向
各部队发出指令，但是第十七
军军长高桂滋却对孙楚的部署
极为抵触，他是唯一赞同阎锡
山把日军放进平型关的前线将
领，理由很明显：他的第十七
军 处 在 与 平 型 关 并 行 的 团 城
口 ， 面 对 日 军 的 进 攻 首 当 其
冲，如果按照阎锡山的作战计
划，他的任务是不必死守，只
要打一下跑进恒山里就行了。
高桂滋的抵触对于后来
的战局演变成为一个巨
大的隐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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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禹渡聆听教诲
九曲黄河自古曾有过多少渡口？无人能

够说清。
有一个古渡，为历史铭记。因为大禹来

过，并在此治水。
除了远逝的河水，岸边的状元岭，还有那

棵神柏，见证过大禹治水的身影。
禹王庙在云雾里，数不尽的台阶像登天的

梯子。
在万里黄河第一庙的大殿，重温圣贤的传

说。
大殿内供奉着大禹神像，山墙有大禹治水

的浮雕。为了拯救黎民，大禹治水 13年，三过
家门而不入。他身先士卒，手执耒耜，栉风沐
雨，带领民众筑坝挖河，终使洪水畅通无阻流
入东海。

这位旷世的治水英雄，受到民众爱戴，被
推选为舜王的继承人。

庙前有棵 4000多岁的古柏。相传大禹治
水时在此拴马，憩息。

他悟出父辈治水失败的教训，用疏导代替
围堵，终于让放肆的蛟龙低头。

也许这株柏树是神灵的化身？执着忘我
的大禹在树下受到神谕？他用疏导的理念治
水，更用来治国。

大禹将各地捐赠的青铜铸为九鼎，将天下
划分为九州，为夏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拜谒禹王庙，感觉到君临天下的气场。
鸟瞰大禹渡，犹如检阅百万雄兵。
大禹渡，生命流转的渡口。
祖先和今人的业绩，一同在此展示。

名闻遐迩的扬水工程，灌溉良田，造福
人民。

英雄的灵魂无处不在。从容的大禹雕像，
慈祥的定河神母，翻开书页却看不到文字的巨
石书碑，一个个通向山巅的引水管道，都在默
默地诉说。

圣水观音的千只佛眼，洞察着芸芸众生。
走过横跨峡谷的状元桥，是接受佛的引渡？

乘坐气垫飞船亲近黄河，在慈母的怀抱里
聆听教诲。

沉睡千年的铁牛
昨日河西，今天河东。
1200年前的蒲津渡，是秦晋两地的交通要

冲，横跨两岸的黄河大浮桥，称雄一时。
战乱，积沙，黄河改道，竟让渡口与浮桥神

秘消失。
意外挖出古渡的遗物。人们发现，昨天与

今日，南辕北辙，相距如此遥远。
除了铁索浮桥的残片、铁山、虎虎有神的

铁人，还有体型硕壮性格倔强的巨大铁牛。
沉睡了太久的盛唐气象，终于醒来。
开元十二年铸造的铁牛。牛眼里写着：唯

我独尊！

登鹳雀楼造访王之涣
消失了 700多年的鹳雀楼，又奇迹般地出

现在黄河东岸。
王之涣，你可知道，多少人默念着你的诗

句，在心灵的楼梯上攀登？
失而复得的雄伟建筑，是诗人最好的纪

念碑。
让人惊喜万分，在楼阁的第六层，竟然与

1000多岁的大诗人不期而遇。
依旧风流倜傥，一手拿笔，一手拿纸，抬头

雄视远方，成诗在胸。
极目远眺，看到了浩瀚无垠的时空之海。
也有了新的感悟：欲穷天下事，更下一层楼！

镶嵌在寺院里的爱情
寺院本是修行之地，与爱情绝缘。如今，

却成为众人向往的爱情圣地。
时空隧道被打通。戏剧中的人物故事，镶

嵌在普救寺的庭院。
在大佛殿与藏经阁之间，有一处严密的院

落。这是故事中老夫人、崔莺莺和红娘的寓
所，也是张生跳墙与小姐幽会、老夫人拷问红
娘的地方。剧中的情节用蜡像复活，栩栩如
生。还有那棵不老的爱情树，时刻诱惑着游人
的想象。

书生借宿的西轩不远，有莺莺散步的瓦棱
小道。游客们从小道上走过，或沾染浪漫，或
憧憬佳期。

可爱的青蛙石和典雅的听蛙亭，见证着有
情人的天长地久。

姻缘墙盛开着神秘而又温馨的隐语，栏杆
上缀满金色的同心锁。

寺院广场那把巨大的同心锁，成为情侣们
争拍合照的道具。

哦，还有醒目的爱情邮局，出售爱情邮品，
传递爱情信物。

不朽的爱情课堂，呼唤着真爱的回归。

晚饭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
着当天的晚报。上小学的女儿端了一
盆热水，很吃力地从卫生间抬到了客
厅。我一看，说：“怎么了？”女儿说：“老
师说，今天父亲节，让我们为爸爸洗
脚。”我说：“好啊，好啊。”我点点头，泰
然自若地坐在那里，在我脱下鞋子、袜
子的时候，女儿已经把洗脚水端了过
来。然后，我的脚放入温度适中的热水
中，真是舒服极了。

这时，门开了。父亲走了进来，他和母亲
住对门的房子。父亲看到女儿给我洗脚，有些
吃惊，叫了女儿的名字，说：“怎么想起给你爸
洗脚了？”女儿兴高采烈地说：“爷爷，你不知
道，今天是父亲节，老师让我们回家给自己的
爸爸洗脚。”父亲“哦”了一声，明白了，似乎，还
轻轻地叹了口气。一会，父亲出去了。我分明
看到了父亲脸上的失落，心头不由微微一动。

女儿给我洗完了脚，擦拭干了。我穿上
鞋，站起身，说：“我出去一下。”女儿说：“好。”

我关上了自己家的门，打开了父亲母亲房
子的门。

父亲站在客厅，正伸展着腰。父亲看见
我，说：“来了？”我说：“是。”我径直去了厨房，

拿了个接水的洗脚盆，然后打开热水器。
当我捧着满满一脚盆的温水出来时，父亲

愣了一下，说：“怎么了？”我说：“今天是父亲
节，我给我的父亲洗洗脚。”父亲说：“别，别，
别。”父亲在推脱着，但从他的眼神中，我能感
觉到，他是无比开心的。我拉着父亲在椅子上
坐下，说：“水已经放好了，可别浪费了。”说话
间，我脱下了父亲那双皱巴巴的运动鞋，还有
那双打满补丁的袜子，将父亲的一双已经苍白
蜕皮的脚，放入了洗脚盆中的温水中。

我很认真地给父亲洗着脚，还打了肥皂。
我看到父亲的左脚脚底，有一块很明显的

疤痕。父亲说：“是不是想起小时候的事了？”
我说：“是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在厂里上班
时，脚不小心踩到了玻璃碎片，还去医院缝了
针，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走动。”父亲脸上带着

兴奋，说：“是呀，是呀，那个时候，小小的你顽
皮得很，我坐在躺椅上，你拍我的后脑勺，然后
跑到一边，你叫着，爸爸，爸爸，这回你还能抓
到我吗？”我有些不好意思，说：“我实在太调皮
了。”

我还看到父亲的右脚一侧，凹进去一
块。父亲说：“是不是又想起来了？”我说：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农村生活，家里还
有几亩地。那一年，地里的稻子熟了，但天气
预报说，两天后就会有暴雨来临，然后你和母
亲一直连着割了两天，从白天一直割到晚上，
漆黑一片的地里，你割得太快，不慎割到你的
脚，削去了一层皮，稻子上都有你星星点点的
血。”父亲说：“是呀，是呀，我记得后来你妈叫
了几个人，找了辆拖拉机，赶紧就把我送到卫
生所……”

…………
不知不觉，我已经给父亲洗完了脚，洗过

的脚和父亲的面容一样，都红红的，带着别样
的光泽。

我看着父亲，说：“爸，这些年，辛苦你了，
谢谢您！”

我还说：“爸，父亲节快乐！”
父亲微微点下头，眼中有些潮潮的。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逢庙必进，而且喜欢与大
德高增交友切磋。相传，有一天苏东坡与相国寺
佛印和尚对饮，酒兴起，和尚即兴挥毫一首打油诗
于墙上：“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往墙里藏；若能
跳出墙垛外，不活百岁寿也长。”苏即和道：“饮酒
不醉最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世财不义切莫取，
和气忍让气自消。”

后来，神宗皇帝和宰相王安石同游相国寺，见
墙上题诗，颇感新鲜，王遵旨先和一绝：“世上无酒
不成礼，人间无色路人稀；民为财富才发奋，国有
朝气方生机。”皇帝诗兴大发，当即吟道：“酒助礼
乐社稷康，色育生灵重纲常；财足粮丰国家盛，气
凝大宋如朝阳。”

看得出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解读出
的“酒色财气诗”，各有千秋，见仁见智。今天游相
国寺的人，见到墙上题诗，想来也会有所收获。

虽然不是所有离别都能盼来重逢，但失去的
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

1854年到 1929年间，自美国东部出发的孤儿
列车承载着上万名无家可归的孩童前往中西部地
区，他们在沿途各站任人挑选，未来命运如何全凭
运气决定。9岁的小姑娘薇薇安就是其中之一，可
是好运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对她而言，登上孤
儿列车只是命运悲欢的大幕掀开的微微一角。如
今的薇薇安 91岁了，漫长的人生让她失去了太多
的东西，多到不敢回忆。一次偶然的善心之举让
薇薇安结识了孤儿莫莉，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再次
将她淹没。然而，这次生命给出了应有的答案。

这是最后的辉煌
还是 最初的浪漫
你来 或者不会再来
我都会等到 一字街灯
在孤独 宁静的长夜中
点燃新一轮的希望

晚风 依然轻语柔情
道路 就在脚下期待 延续
在被黑夜完全掩埋之前
远方 在桥的对岸
还会不会 有一个惊喜
穿过太阳的余晖
走进这 橘色的温暖

山水（国画） 马献之

寺庙里的“酒色财气诗”
白素菊

《孤儿列车》
杜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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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一个故事：有三个人去买饮
料，第一个人说他要喝果汁，因为果汁是
甜的，味道从头到尾都是。第二个人说他
喜欢咖啡，咖啡刚入口是苦的，等咽下肚
后，嘴中却有一股甜甜的味道。第三个人
说他喜欢矿泉水，味道虽然平淡，但平淡
之中另有玄妙。

三个人的选择，有别样的品味。这
个故事虽然有寓言的指向性，但他们的
追求旋律各有不同。从中不难看出，第
一种人沉迷于享受；第二种人喜爱从苦
寂的黑夜找到光亮，然后创造跌宕起
伏；第三种人呢，则留恋平凡，具有返
璞归真之个性。我有时想，这三种人并
非在现实中非常纯粹，而是一个人处在
不同时段不同情境下出现的。所谓“果
汁人生”“咖啡人生”和“矿泉水人生”
的影子。

那么，为什么三种不同人生会让人们
取舍不定呢？或许某一种人生的那种贴心
适意正好契合了你的要求，此时此地是
此，彼时彼地是彼。但这种游移是暂时
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主旋律，每一个人都
有自己的性格取向。认清自己，更要看清
未来，方为智者。

“果汁人生”并非不好，但隐藏着危
机。只想享受生活甜美，就不顾其他，这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要知道即使再甜美，
也会有荆棘。果汁在制作过程中，掺杂防
腐剂，在享受美味之时，是否还想过会对
自己的健康造成威胁呢？这种人生，是不
是那种只追求刚刚开始的完美，而对以后
造成的威胁而不顾呢？甜美不是过，沉醉
于甜美就有问题。

“咖啡人生”，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人，
喜欢先苦后甜的感觉。这种先苦后甜，酷
似范仲淹的“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境
界，令人敬仰。在追求时，也许你并没有
崇高感，但咖啡的惯性让你沉迷难于自
拔，自重感高于灵动味。如孔子落魄而不
悔，如梵高疯狂而失控，如贝多芬执着而
狂躁。若常人盲目仿效，往往被苦难压
倒，一事无成。咖啡人生说道起来头头是
道，求证此命题除身体力行之外要三思。
并非低估你的承受能力，“找到真你”方
不枉过一生。

“矿泉水人生”，倒像山间的幽兰，
不事张扬，不求闻达，自开自落自芬
芳。这种自适感，有一种天然之美，恰
似老子的无为而治。因矿泉水虽然无
味，但里面含有对人体有益的许多矿物
质，可纯洁你的肠胃，洗刷你的血液，
健康你的身体。可禅悟佛家的妙理，提
高你的志趣，平淡之中有神奇。也许这
种人生太无趣，远不如疯狂享受一番，
致死拼搏一回。但不要忘了，这种沉
静、优雅，代表长存世间，自清自洁、
自收自放、自成方圆的一种生存哲学。
看似平平淡淡，无任何有趣，但他善从
司空见惯中发现亮丽，从山冈轻雾中洞
彻雷同。他们无中看有，以小见大，把
无形的东西品得非常仔细，从而使自己
生活得一尘不染得到无限充实。“矿泉
水人生”区别于“纯净水”，正是由于他
们的清新、气爽、味甜，有许多“矿物
质”焕发无限魅力，所以“矿泉水人
生”并不乏味，还拥有长效的乐趣，只
要你耐得住寂寞。

人的一生，果汁需要，咖啡也需
要，但矿泉水最需要，因平平淡淡有真
趣、出深意。或许人一生下来，就是纯
净态，但成长、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需要，纷繁多
姿，因而选择时就要慎重。千万不要舍
本求末，莫要自酿苦涩当快乐，要活出
本心的自己。

呵呵，“果汁人生”“咖啡人生”“矿
泉水人生”，人生有味三境界，细细拿捏
当斟酌!

人生有味三境界
付秀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