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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笔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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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多彩多彩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
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
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
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
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八
月五日，当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受蒋介石密邀赴南京参加国防会
议时，毛泽东请他们将八路军的
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告知南
京方面，以使国共双方对于八路
军的对日作战具有共识性的准确
定位：一、“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
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
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
准备转变到战略反攻，收复失
地”；二、“正规战要与游击战相配
合，游击战以红军和其他适宜部
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
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
权”；三、“担任游击战的部队原则
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
用”；四、“依现实情况，红军应以
三分之一兵力，依冀、晋、绥四省
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
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
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
边区活动，威胁敌人后方（兵力不
超过一个团）”；五、“要发动人民

的武装自卫战，这是保证军队作
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八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八路
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太
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就八路军
作战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
释：……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
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
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
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
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
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
形，以便红军有所依据，逐渐克服
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
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
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
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
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
战术上的集中指挥束缚，以致失去
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
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划
属中国军队第二战区，由战区司令
长官阎锡山统辖。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发了。
日本人、蒋介石和阎锡山，

三方的心绪都很复杂。
日本是一个反共国家，其军

国主义者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

争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借口，也是
诱使国民党妥协的筹码，就是彻
底铲灭中国共产党。抛开政治因
素，日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顽强
不屈有深刻的了解，深知日本军
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必有太
多顾虑，但如果与共产党军队直
接作战，那就另当别论了。日本驻
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一
九三六年秋所作的秘密报告中，
曾经特别警告日本当局，在中国，
日本军队的真正“大敌”，是共产
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因为这支军
队尽管人数不多但能量惊人，中
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不能用常规逻
辑解释的群体：共产军之主力，现
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
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
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
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
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
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
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
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
战数万里，备历艰辛，物质上感受
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
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
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

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
实力不容忽视。中国大部分青年，
鉴于国内政治腐化，军事经济之
乏更生希望，政府之无抗日决心，
退让无止境之主义，于彻底抗日
之共同目标下，抗日图存收复失
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
产军之前锋，潜伏华北，积极活
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将来

之扩大充实，亦为帝国之大敌。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

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需
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
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
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
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
活，寙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
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
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
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
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
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
为精锐。此等军队，适应穷乏之地
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
战术行军，则适其于将来不能速
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
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
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之游
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
可以想见，当听到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领导的军
事力量即将联合抗日的时候，日
本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尽管接纳共产党是蒋介石
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做出的明智
选择，但无论如何这一选择于他
是迫不得已的。有一点他很清楚，

如果八路军直接与日军作战，那
么，他用了十年时间都没有达到的
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目的，强大
的日本军队或许能够帮他达到。只
要八路军被推到战场的最前沿，武
器装备十分简陋的红军即使不被
彻底消灭也会遭到重创。因此，自
红军接受改编之日起，蒋介石就不
断地催促八路军赶赴平绥路前线。
而八路军从其驻扎的陕北进入华
北，必须通过阎锡山的地盘。为此，
蒋介石专门致电阎锡山，口气如同
一个下级在请示上级：急。阎副委
员长勋鉴：共军要求在韩城附近渡
河，在同蒲线以西地区行进，至绥
远集中，以便给养与行动迅速。可
否照办？请速示复。中正叩。阎锡山
一贯奉行的是除了他的势力外谁
也别想染指山西的政策。但是，现
在有三股力量同时进入了他的地
盘：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在阎
锡山看来，这三股力量都是他的敌
人，可他无力消灭其中的任何一
方。如何在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人
拼杀，拥蒋又能始终保持山西的独
立，联共又不真的与共产党人合作
的分寸中取得平衡呢？

阎锡山说：“我是在三颗鸡

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在中国的地方军阀中，阎锡

山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自一九
零九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后，他一直与日本保持着极为友好
的联系。一九一七年，他从日本购
买了一个炮兵营的装备；一九一九
年至一九二零年间，他两次邀请中
国驻屯军高级军官访问山西；一九
二八年，张作霖的顾问土肥原贤二
到访山西时，受到他极为热情周到
的接待；一九三零年，在与蒋介石
进行的中原大战中败北后，躲避在
大连的他受到日本人的精心庇护；
一九三一年，在日本飞机的护送下
他重回山西。阎锡山在山西的日子
过得很不错，他对自己是全国皆知
的亲日派颇为自得：“在中国会走
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个
人。”中日关系紧张起来之后，现在
率第五师团攻击平型关的板垣征
四郎曾对阎锡山的部下说过：“只要
阎锡山不作一切抗日准备，永远与
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
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阎锡
山自己也认为：“华北纵然
被日本打进来，山西境内
也不会发生什么战事。” 5

连连 载载

在一个号称“诗化”的文明古国，
作家却没有自己的节日。作家与文
学太需要一个自己的节日了，文学的
精神需要民众的土壤为之滋补，作家
的灵魂也需在社会的舞台上高蹈，作
家的情感更需要生活的蜜饯。

有人说现代化的都市不需要作
家了，可文学却从来没有背叛过生
活，都市只要还过着人的生活，你就
无法摆脱文学。文学只是想告诉更
多的人，大家在肉身疲惫之后，转身
享受一下文学之美，用你的心灵过
滤一下生活，你才能吧嗒出生活中
盐的滋味。文学不是让人们向往虚
构，作家也不是让大众舍弃财富，文
学只是不想让人们的欲火太盛，作
家只是让更多的人也能在傍晚的时
光用文学的心态去看看树木花草，
听听涛声拍岸，让忘记时间成为一
种自觉的高贵，让一颗忙碌的心就
此归隐。我们不妨假装一会儿懒
惰，我们自觉地选择几件“没有意
义”的事情去做，没用的文学就有这
个用处。

没用的文学生活状态却有优雅
的人生格调，因为文学有梦。高速、
奢华，纷繁、喧嚣的都市已经让人们
的灵魂疲惫，呼唤文学的回归迟早会
成为更多人生活的目标。

放缓我们前行的脚步，为人生行

者一样的奔波之路点上一个休止
符。停顿是美，停顿是诗，停顿是国
画中的留白。农民你就走出田野，渔
民就把船儿开回港湾，老板们放下几
天的生意，不该我们奔波、不该我们
干的事情在人生之中太多了，可人们
却不知道。人们常说：能今天做好的
事情，绝不拖到明天。作家吴亮也有
名言：“凡是能拖到明天做的事情，今
天就不要去干。”

大家以文学的名义举行一次精
神的盛宴吧！灵魂也需要聚会。交
流阅读文学的感悟，畅谈虚构的快
乐，展望未来的美好，让我们的精神
享受一次“鸦片”是不会中毒的。文
学是我们这个没有宗教国度的宗教，
文学也是一个城市文化标识的符号，
用文学的能量给生命“加温”最快。

如今的文学，已走进了多元化的
时代，它虽然没有繁花似锦，但也绝
不会凋敝衰败。文学是能潜入有灵
性人内心的，在不同的场合贴着不同
的标签，成为可以多元选择的生活方
式。在这个世界上，有人选择远行，
有人选择文学，有人一生只选择一件
事情干。这样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
是不是一定要被指责成为一种没落
的情怀？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无法
成为主流，除了自由的精神永远是主
流之外，方式没有主流。在这样一个

多元化的社会，谁也无法做到让全民
族每一个人都去背诗写诗去热爱文
学，但有梦想的人心中的文学情结就
是一座活着的火山。

如果作家有了节日，文学就容易
发酵。节日就能就让爱好文学的人
们回归到享受精神欢愉的生活方式
之中。节日能给作家传递的温暖，作
家就能以自己激情之火去燎原大众
的情感。中国人即便不写诗的人也
是诗人，就连一个姓氏的排名，国人
也能把它诗化，韵化，“赵钱孙李，周
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就
是中国人“诗化”艺术。

中国人不是活在宗教里，不是把
终极的目的托付给灵魂的彼岸，中国
人是活在亲情与人情中，文学就是

“人学”。这个世界哪个国家的文学
消失了，我们的文学不会，文学是中
华民族精神生命中永存的根脉，当下
的文学由一度的“庙堂之高”，回到了
民间的江湖。式微也好，低潮也罢，
文学都会在自己的土壤里长出属于
它的花花草草。

当文学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读者和作家都可以选择的时候，
文学才算找到了它的根。但愿每个
人心里都有一间房子，里面装可自由
畅想的心。

在东北广袤而多情的黑土地上，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
铁骨柔情的土匪头子章啸天，联合其他绺子，在外敌入侵时毅然摒弃前

嫌，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打响全国民众抗战第一枪！
胆识过人的章啸天，从不按套路出牌，声东击西，诱杀汉奸，一次次挫败

了日军的阴谋和气焰。在枪林弹雨中，演绎着荡气回肠的侠肝义胆，同时也
演绎着黑土地上特有的爱情故事，激荡着惊心动魄、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留日归国的大小姐媛婷，冲破军阀家庭的桎梏，投身抗日队伍。她为何与青
梅竹马的东北军李营长的爱情失之交臂？又为何深深眷恋着曾绑架过她的章
啸天？就在有情人终成眷属时，为了获取情报，她永远地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下。

地里的麦子收割后，田野裸露出黄褐色的肌肤，一根
根割剩的麦茬短剑一样，密密麻麻，直竖在夏日的阳光
下，闪耀一片刺目的森森浮光。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几
天，黄褐色的土地会慢慢变绿。

抢时间埋在土里的玉米种子，在温暖松软土壤的滋
润下，幼芽就像出壳的小鸟，慢慢地从种壳钻出来，悄悄
拱出地皮，从那些麦茬缝隙里露出点点绿芽。幼苗舒展
开尖尖的嫩芽，不断绽出新叶，生长很快，超过麦茬，大地
变得一派葱茏。

似乎在转眼之间，青青的玉米苗，愈加茂盛，已经没
过人的膝盖，片片绿叶，饱满水灵。用不了多久时间，这
些玉米，会高过人的头顶，成为茂密的青纱帐。远处的田
野，还有片片果林。远望看不清树上结了什么果子，走近
了，看见桃树上结满了桃子，青葱逼人，粉嫩欲滴，一派丰
收的喜人景象。苹果已有拳头大小，蓬勃盎然，再过些日
子，这些桃、苹果就该上市了。

村庄周围，新垛的麦秸垛随处可见，静静地蹲在某个
角落，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像滚圆、巨大的蘑菇，和柿、
槐、桑、榆树一起，把素朴的乡村装点得生动而有情趣。
土狗耷拉着长舌头，蜷缩在麦秸垛背阴处歇凉。老母鸡带
领雏鸡在麦秸垛周围刨食，寻找遗落的麦粒，或是在细土里
洗澡。机灵活跃的麻雀，大胆与鸡抢吃麦粒，忽而又飞到麦
秸垛顶或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些燕子、蜻蜓也跟
着忙碌起来，围绕麦秸垛满场飞旋，寻找小虫子。

院落高大的核桃树，枝干苍虬，叶浓果繁。房前屋后
的柿子树阔大的叶间挤满小小的绿果，像小人的圆脸，一
只只，挤挤挨挨，安安静静躲在枝叶深处，如养在深闺的
秀女。不注意，是发现不了的。 桑葚树结满红的、紫的桑葚
果，来不及摘的，被风吹得散落一地，成了鸟儿、蚂蚁的美食。

新打的麦子，从高处搬到低处，从低处搬到高处，从
家里搬到晒场，来来回回折腾。晒场上的麦子，麦粒滚
圆，成熟饱满，女人小孩一边翻搅，一边拣寻碎石、虫子和
土坷垃。男人在树荫下修缮农具，或是叼根香烟，或是惬
意地吼上几声秦腔乱弹。

乡村呈现出收获后特有的宁静和美丽，院落的空地
上，绿油油的青菜、架豆和辣椒，长得正欢。角落见缝插
针栽种的花花草草，也恣意烂漫。几株丝瓜藤，已经爬得
老高，浅浅的黄花也悄悄绽开了。晒干的麦子，或入仓贮
存，或用袋子装起来，在屋内码得整整齐齐。

青壮年外出打工了，老人们却也闲不住。奶奶用木
碓舂去大麦皮，在大铁锅里熬呀煮的，做成了清香四溢
的“麦仁粥”。那粥放凉后，红红的颜色看起来吉祥喜
气，在大热的天里喝上一碗，生津止渴，健脾开胃，神气
清爽。

刚从地里拔草回来的爷爷，端了竹椅，闲坐门前，摇
把蒲扇，浑身的筋骨慢慢舒展开来，古铜色的脸膛淡定祥
和，身后阳光万缕，空气洁净，飞鸟盘旋，那些植物、庄稼、
小草，葳蕤美好，生机无限。

文人相轻，代之而来的便是轻狂和高傲。
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然而，巴

金恰恰相反，他自我揭短，敢于对自己的作品
说“不”，绽放出一个文学大家的靓丽风采。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
出版《巴金全集》。巴金说，自己的作品百分之
五十不合格，是废品。又说，自己虽然在长兴
煤矿住过一个星期，但是对矿工的生活了解得
还只是皮毛；所以，《砂丁》和《雪》（原名《萌
芽》）这两篇写于30年代初，以矿工生活为题材
的小说都是失败之作。后来，巴金被编辑王仰
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的热情和决心打动，对
作品做了删除和修改，直到一年后，才同意《巴
金全集》出版。

不迁就自己的作品，哪怕一点点瑕疵也不
放过。即使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深受欢迎的

《爱情三部曲》，巴金也坦率真诚，不掩饰缺
点。他在《巴金全集》第6卷“代跋”中说道：“关
于这三卷书（指《爱情三部曲》）我讲过不少夸
张的话，甚至有些装腔作势。我说我喜欢它
们，1936年我写《总序》的时候，我的感情是真
诚的。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看到了一
些编造的东西，我没有一点革命的经验。我只
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
我感动的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笔感到毫无
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求助于编造，企图给人
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又说《火》（三
部曲）也是失败之作。在编选《巴金选集》时，
也毫不留情地将其“枪毙”。

敢于对自己的作品说“不”！此行为绝不
是那种虚假和虚伪的作秀，而是严于律己、追
求完美的一种高尚情怀。而这些，没有超越别
人的气魄胆略，没有大海一般的宽阔胸襟，是
很难做到的。巴金做到了，于是便登上了中国
文学殿堂的峰巅。他创作出版了主要代表作
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海的梦》《春天里的秋
天》等多部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
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
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触景生情，笔者不禁要问：在当下那些耐
不住寂寞和清贫，三个月就写出一本书，半年
就创作一个长篇，刚愎自用而听不进批评的作
家，能否以巴金为镜子，反思一下自己的差距
呢？倘如此，文学界必将风清气正，迎来百花
盛开的春天。

敢于对作品说
“不”的巴金

曹世忠

十里闻听瀑声（国画） 程建军

让文学蜜饯一下我们的生活
阮 直

幸福的村庄
马科平

《关东第一枪》
祝玉婷

山川云海（国画） 柳恒金

五、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
汉武巡视嵩阳宫，启门三封震天中。
入云唐碑铭圣德，经霜汉柏写大风。
程朱儒理新篇创，司马著书资圣躬。
满园春色催桃李，峰响山呼飞彩虹。

嵩阳书院放歌·步白居易韵
嵩岳大风曲抑扬，传承开拓调胜商。
周柏泛青托俊彦，唐碑昂首迓朝阳。
挥毫血画蓝图好，舞剑汗书史册长。
更喜巴西天中定，五洲同唱新霓裳。

钗头凤·书院唐碑感怀
勿伸手，少耽酒，人生好比岸边

柳。贪欲恶，情自薄。争名逐利，仁
爱离索。错错错！

山依旧，河消瘦，枝叶夏茂冬疏
透。身冷落，空楼阁。千金贪宅，谁
人能托？莫莫莫！

六、嵩岳寺塔

嵩岳寺塔
龙腾太室空，古塔穿云通。
筒体圆心下，火焰券门中。
密檐层迭合，糯泥砖始终。
十二边形座，惊倒五洲翁！

浪淘沙·访嵩岳寺
太室笼苍茫，攀越寻芳。巍峨

魏塔接天堂。融合中西艺术美，独
具辉煌！

汗水洒龙岗，方见狮狂。弯弓
射箭不彷徨。磐石争奇终屈膝，笑
拥天狼。

归嵩山作·步王维韵
小时抄古诗，发誓笔不闲。
面壁石铭影，纳川海溯还。
树高润颍水，月皎照嵩山。
报效思人杰，奋飞莫闭关。

七、初祖庵

少林初祖庵
一苇渡江悟大乘，石雕斗拱亮禅灯。
达摩有意净世界，面壁无声成祖庭。

临江仙·初祖庵
一苇渡江少室，九年面壁影

铭。少溪河畔人独行。朔风坚岩
石，飞雪柏枝青。

模仿五禽强体，吸收儒道良
风。少林开创立禅宗。殿小十方
化，山低佛光生。

八、少林寺塔林

塔林纪行
五乳峰中绕白云，少溪河畔飞禅音。
四海大德雕砖石，九州圣僧刻塔林。

沧桑世变方圆里，形境缘生高下心。
此曲只应祖庭有，人间何处可相寻？

读少林邵元碑
日僧东渡来，学禅制铭碑。
息庵任首座，法照撰文辉。
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
菩提携归去，来者犹可追。

九、少林寺

少林寺
少室丛林寺接天，清溪五乳秀峰连。
达摩面壁创禅业，豪杰劈峰化武拳。
断臂鉴诚红雪厚，怀仁护国铁衣寒。
花开五叶绿何处？地涌金莲四海传。

普京访少林
公主练功学少林，普京慕武访嵩门。
钢拳何以镇遐迩，爱在心中冬变春。

念奴娇·少林怀古
壁开千仞，九天破，奋起几多豪

杰！少室丛林，兴佛寺，震撼清平世
界。面壁十年，形加于石，断臂飞红
雪。三教通汇，方成禅祖庭阙。

遥想唐宋明清，狼烟丛起时，忠
心精竭。觉远小山，棍舞间，强虏灰
飞烟灭。改革开放，新禹公实干，再
创宏业。群贤争至，共赏嵩山明月。

十、会善寺

谒嵩山会善寺
拾阶读书后，曦光照晚秋。
元宫云佛在，唐塔梵音流。
一行建戒坛，龙泉载桂舟。
可叹颜公去，惟余天中留。

会善寺悼张遂
挑烛苦推大衍历，测量子午恸玄宗。
得爱忆卑常思进，山连千岭自高峰。

上善若水
包容万物洗尘净，本色不失随变形。
平静聚积东入海，润泽大地悄无声。

十一、观星台

观星台
元代观星郭守敬，四海测量树丰碑。
嵩山南麓垒高表，颍河北阴建石圭。
呕心研制正方案，沥血精做计时晷。
授时历法惊世界，华夏科技耀日辉。

周公测景台
周公测景天心定，竖尺立圭解鸿蒙。
道通宇宙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

感颂厚德载物
凌霄嵩柏君培壤，薰草赠人手亦香。
唯有德泽天地厚，才能载物守八方！

庆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申遗成功五周年（组诗·下）

张国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