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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福开

红船开天（外一章）

史海钩沉

♣ 袁占才

楚瓜梁灌泯仇怨
春秋那阵儿，楚国虽然强些，但也谈不上

雄起，不能够一手遮天。它的北陲鲁阳、鲁阳
再北的梁地原属楚管，其后戎蛮侵梁，郑国强
掠，梁地未能回归。楚王心中有气，但楚域太
大，楚王觊觎着东北的宋国，担忧着东南的吴
越，加之梁地偏远，有鲁阳之险守着，便也无
暇多管，只想着北方无战事就算了。而梁呢，
深知楚非等闲，不好惹，即此打住，不再痴想。

楚梁接壤处，虽是沃野一片，却因征战一
直荒芜。楚先择地建了个亭子，派上士兵守
卫。梁人一看，明白是要相安，正合吾意，也
在不远处建个亭子，派一队兵丁守护。两下
里，亭与亭隔有二三十米远，遥相呼应，一方
兵丁，咳嗽一声都能听得见。然职责不同，关
系敌对，双方相互提防，不相往来。

长夜漫漫，数星星看月亮，孤寂难耐。
到了白天，力壮如牛的兵士，闲得心里更是
发慌。冬去春来，梁亭人眼看蝶飞蜂舞，花
草蔓生，就垦出几亩田来，种上了甜瓜。楚
亭人一看，想到瓜熟时人家解渴，咱岂不眼
馋？也赶紧收拾土地，把瓜儿种上。遗憾的
是，瓜儿成胎，天却大旱。梁兵一看，瓜秧要
枯，赶紧引水浇灌，拔草施肥。转天，那瓜田
就给了梁人好的颜色，瓜蔓葳蕤，瓜儿埋首
于绿叶之下，如气儿吹般变大。楚地这边，

兵丁懒惰，不施肥，不薅草，不灌水，只盼天
降甘霖。楚瓜少了水肥的滋润，长得又小又
丑。鲁阳县令来此视察，眼见得梁地的瓜长
得滚圆，自家瓜藤蔫儿吧唧，瓜儿瘦小得可
怜，联想小小梁国，种瓜竟胜于泱泱大楚，心
中颇不是滋味，就把驻守亭尉狠狠训了一
番。亭尉遭斥，失却面子，心中窝火，却不从
自身找寻缘由，而把受责之因归于梁瓜之
美，由妒生恨，起了歹意，嘱人夜间偷偷越
境，趁了梁兵熟睡，手扯脚踩，把梁瓜毁得一
塌糊涂。翌日，梁兵起床，看到瓜地被毁，立
马想到定然是楚人所为，心中气愤，就向县
尉报告，要求以牙还牙，报复楚人。因为忌
惮楚的势力，县尉不便擅作主张，就把想法
向县令宋就汇报。

宋就听了，心下思忖：别人使坏，我们仿
效，心胸岂能如此狭隘？再者，以怨报怨，必
结仇恨；埋下祸根，并非良策。真要因为瓜田
恩怨这点小事闹大，大楚岂是我们惹得起
的？！楚瓜因疏于管理，才未能长好，我们何
妨以德报怨，偷偷地去浇灌楚瓜，为之施肥除
草，使其瓜亦日美呢？

宋就把想法说出，梁尉虽不情愿，但觉得
宋就的话不无道理，遂吩咐依言而行。

隔天，楚卒巡视，发现瓜田被浇，烈阳下，

那瓜儿眼见得蓬勃精神，长势奇好，甚为惊
异。夜间留心察窥，发现竟是梁亭人趁着夜
色辛苦浇灌，感叹之余又心存疑虑，即速告知
鲁阳县令。县令一听，既高兴，又震撼，又佩
服，赶紧马不停蹄，奔赴楚都，转达楚王。楚
王听过前因后果，且忧且惭，心想这是梁人在
暗中责备我们啊！错在我方，梁人没去斤斤
计较、针锋相对地报复我们，而是宽宏大度，
以德报怨；其国虽小，却可深交，此时不与梁
建立盟好，还待何时？！

转天，楚王备下厚礼，不辞劳苦，亲往梁
宫，表示歉意，请与梁王结交。梁王甚喜。能
与大国交好，也是梁国求之不得啊！

西瓜成为外交的最佳道具。自此，楚梁
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之旅。楚国
解除北陲的担忧，静下心来对付周边其他小
国。到了战国初，楚国开始称雄，面积之大，
方五千里，犀兕麋鹿满之。

此故事，出自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
刘向的另一则寓言《叶公好龙》，国人尽知。

作为一介县令，宋就在处理边境纠纷
上，展现了机敏睿智，彰显了非同寻常的外
交水平。楚亭人把导火索点燃，梁人若针尖
对麦芒，于情于理无可厚非。然而，炸药包
引爆，必起连锁反应，结果是，或对峙或起战

端，后果不堪设想。若是置之不理，倒又助
长了楚人的嚣张。宋就反道而行，以善止
恶，派人偷灌楚瓜，用诚挚之举化解楚人之
恨，使楚人内疚，实乃上上之策。这让我想
起“二女争桑”的故事。《史记·吴太伯世家》
载：“楚边邑梁氏之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
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
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
去。”楚吴二女为争采边地一树桑叶引发纠
纷，导致两个家族互相仇杀，进而楚灭吴的
边邑，吴又伐楚，取了两座城池才离开，实在
是因小失大。

试想，如果楚吴两国边境的长官，有一个
头脑冷静，不感情用事，像宋就那样，化解了
边民间的屑小矛盾，事态就不至于不断扩大
而爆发战争，以致成为后人的笑柄。

为彰显以德报怨、化仇为友的美德，由楚
瓜梁灌，古人衍生出“梁楚浇瓜”“宋就浇瓜”

“梁楚之欢”“灌瓜赠药”的历史典故。由此
典，催生出成语“浇瓜之惠”。

心中唯己，怕见人好，私字作祟。挡住别
人，自己的路也会被堵死。退一步，天高地
阔，柳暗花明。只有懂得相互扶持，路才能愈
走愈加宽广。

所有的大格局背后，都是一种相互成全。

小小 憩憩（（国画国画）） 贾发军贾发军

梦里回故乡。梦中回放着孩童
时对家乡响泉的印象，深深地铭刻在
脑海里，令我辗转不眠，久久地挥之
不去。

家乡是个 200余人口的小山村，
依山势走向而建。村北路边河谷底的
卵石中，有一口不规则的石垒的井口，
井口里涌动着叮咚作响的泉水，翻滚
着溢出一股清流。这便是响泉。响泉
是从河谷的卵石中涌动出来的。它翻
滚溢流的形态极像一口盘在漫地里烧
开的大锅，尤其是隆冬时节，泉水翻
滚，热气升腾。

对于响泉的源头从何而来众说不
一。有的说是从白云山下潜流过来
的，说它与白云山下南寺泉是一股水
源；有的说它与淅河万泉山的泉水相
通，流的是西山老山根下的水；而看水
文的先生说它是老天下雨，东西两山
蓄住的雨水剩出来的，因为风调雨顺
的年份水量就大，干旱年份水量就小
甚至断流。

清澈的响泉水甘甜清纯，沁人
心脾。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父老是
与响泉相依为命的，人畜用水离不
开响泉，种瓜种豆离不开响泉，淘米
洗菜离不开响泉，洗衣洗澡离不开
响泉；人们上山干活途经响泉取水
以备饥渴，干活回来热了累了要路
过响泉，将嘴直接伸进涌泉里饮个
痛快。

响泉出水量不是很大。形成的
径流淌出潺潺小溪，流经九岭十八弯
谷底，最后流入淇河。我至今不知道
过去这条小溪的名头，也不知道这条
小溪算上算不上淇河的一个小小的
源头。

溪流没有瀑布，没有平湖，没有激
流，舒缓平静，悄无声息。偶尔有个明
镜似的小小水面，这便是我们戏水取
乐、学习游泳的天然乐园，也是大人们
夏季纳凉、四季洗刷的去处。

在流淌的溪流里，滋养着鱼虾螃
蟹青蛙之类的水生物种。据说，这些
水生物种都是从淇河里爬上来的。人

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些水生物种
逆流而上，大概是为了寻找养育着它
们生命的源头。

孩童时，我们是光着脚丫踩着小
溪长大的。水中的绿苔、卵石，游动的
小蝌蚪、小鱼虾，水上飞来飞去的红
蜻蜓，还有偶尔贴近水面疾飞的小燕
子，梦里依稀可见。

尽管小溪水量不大，河面不宽，却
释放出无穷的能量。我们小时候，故
乡没有工厂、没有灌溉工程，小溪两岸
的农田、坡地还是靠天收获。但小溪
两侧肥美的水草、茂盛挺拔的白杨、随
风飘逸的垂柳、两侧坡岭苍郁的植被，
都是这条溪流的能量。

因为有了响泉，便有了自由流淌
的小溪，有了鸽子坑，有了石缸潭，有
了湍流东去的淇河；有了生生不息的
水生物种和生命；还有了父老乡亲繁
衍生息，勤劳耕耘，欢快生活的许多生
动故事……

多少年之后，故乡的响泉干涸
了，那流经九岭十八弯谷底的溪流也
干涸了，留下的只有那溪流流淌过的
印迹和靠她滋润生长起来的白杨
树。我难以想象出这响泉在停止泉
涌的时候都看到了什么。是否也像
人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会对后代有
所叮嘱有所交代，从而留给后人们一
些念想？

在梦里，在忽隐忽现的意识里，我
似乎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这些曾经接
受过响泉恩泽的人们，有义务把家乡
曾经的美妙，通过描述的方式，告诉给
没有机会饮用响泉甘露的年轻人和小
朋友，家乡曾经有过响泉，有过小溪，
有过如诗如画般的景致，而这诗画般
的景致，没有做作，没有瑕疵，完全是
家乡本真的自然流露。我们也有责任
引导我们的年轻一代和儿童，要立志
于担当起家乡的生态修复、合理利用
的历史使命。要让更多的人懂得：山
上树多了，茂盛了，植被恢复了，森林
涵养功能增强了，家乡的响泉会自然
回来的！

人与自然

♣ 丁庆书

清澈的响泉

荐书架

♣ 付如初

《敦煌》：真实历史中的文学想象

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陈继明的长篇小说《敦煌》，此前，他曾经出版过
《七步镇》《平安批》，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等荣誉。

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敦煌都不只是一个地
名，也不只是“敦煌学”，它带有人类精神原乡的气
质。丝路名城、佛教圣地、民族汇聚之地和历史铺
排之地，都不能完全概括它。它浓缩了生命、自然、
人生、历史，它是见证、薪火和生机，是宗教、历史、
哲学和文化本身。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两个字，内心
都会升腾起无限的敬畏和感喟，它的绚烂辉煌、破
败落寞和重生永恒，都带着巨大的隐喻。这种隐喻
让作家无法抗拒“敦煌诱惑”，又不敢贸然涉足。

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艺术的建造时期主要
是在唐代。那时候，石窟的形制，壁画的内容、风格
较之辉煌的北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创造了另一番

辉煌。莫高窟现存的492个石窟，有 300余窟为盛
唐所建。同时，历史记载，李家起源于西凉，李渊的
七世祖李暠曾任西凉王，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有敦煌
郡公的封号，所以唐朝是敦煌成为敦煌的重要时
期，敦煌也是李氏家族崛起的光荣起点。

小说以唐代贞观时期为背景，以李世民的御用
画师祁希为主人公，写王朝征战、凡人开窟、宫廷画
师造像。更重要的，小说加入了当代元素，以一个
吐谷浑后裔的奇特人生，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联系。
由此，敦煌变成了贯穿古今的人间道场。

小说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既写
出了唐代玄武门之变的惊心动魄，也写出了唐代对
敦煌的改造和丰富，更写出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爱
恨交织。人物在历史中穿梭的身影，如走下壁画的
人重新灵动，让人感受到活的敦煌、烟火缭绕间的
敦煌。

知味

♣ 安群英

与南瓜结缘

早上散步，转弯到路边的超市，我又买
了一个南瓜。抱着这个大南瓜，放在胸前，
迎着热烈的太阳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会儿左
手，一会儿右手，就像拿着一个哑铃边走边
锻炼身体，竟也不觉个大体重，不知不觉就
搬运到家中。

回到家，恭恭敬敬地放下。在自来水下
用钢丝球轻擦南瓜的老皮，洗去表面的泥渍，
切成块状入锅，放少量的水，再放上几颗大红
枣，把电饭锅开启熬粥模式。一个小时之后，
又甜又沙又糯的南瓜粥就做好了。

金黄色瓜粥实在诱人，端上餐桌，有时竟
不等温度放凉，就要在碗边喝上一口。那软
甜的汁，哧溜一口，一下子就让胃口打开了。

说到与南瓜的结缘，也有些偶然。
中医养生常讲，夏季应该重视养心。心

喜甜，而我体质又偏低血糖，应该是可以放心
放肆地吃些糖的。生活本来就是苦乐相参苦
多于甜的，那就给它再加点甜吧。就这样，遵
从中医指引，南瓜成了我的桌上餐食。

没想到，这一吃就将近一个夏天，天天南
瓜粥，我还真有些离不开了。

每天早上出门散步前，我都要先把南
瓜粥熬上。锻炼后返回家中，甜甜的南瓜
粥就已经在等着我了。盛上一碗，总是先
把脸贴近碗边，观其色，闻其味，任由冒着

温热气息的甜香入鼻入心。南瓜的甜度不
像西瓜那样高。西瓜入口甜过后回味有淡
淡水气，南瓜的甜是浑厚不偏，从头甜到
尾。南瓜瓤糯软香甜，作为食物可为主亦
可为辅。有时候我的早餐，鸡蛋加馒头加
两碗南瓜粥，就是美美的一顿。夏季湿热，
躲在室内吹着空调，读诗书健健身疲了倦
了，南瓜粥就是我午餐前的水果茶歇。于
是再来上一碗，那甜甜的南瓜汁消暑解渴，
天然无害，不知要胜过多少加糖精加色素
调制的人工果汁呢。每想到这里，我就觉
得自己是大赚特赚了。

南瓜好吃，但也要价格亲民，经常吃得
起才行。不要像其他瓜果，令人高攀不起。
刚入夏时，集市售卖的南瓜每斤 3元，觉得价
高。但看到摊主展示的样品，金黄色切面又

鲜又亮，总是抵不过诱惑。不起眼的半个南
瓜就要花费十多元，采购时还总是认真挑上
一番。爱上吃南瓜后，每次散步遛圈儿经过
超市，都要走进去，看柜台上有没有南瓜、南
瓜的价格是多少、有没有搞特价。有时候，
看到超市促销，打上“海南南瓜，特价 0.99
元”价签时，心中就由不得一阵轻松和欢喜，
一天的好心情就有了。这个夏天，我买过不
同价格的南瓜，每斤 3 元、2.5 元、1.99 元、
0.99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南瓜的
价格也不一样。但它们的品质没有多大区
别，都是一样的沙软甜。

这么爱吃南瓜，除了中医的引导，纯属个
人的喜好。还别说，身不唤物物不至，存在即
有其合理性。这个夏天，吃南瓜还真带给我
一些能感觉到的变化：以前我睡眠不深，经常

夜里三点醒来，现在基本上能一觉睡到五点；
比起以前，肠道也是特别的好。在手机上百
度一下南瓜的介绍，我就笑了，原来南瓜于我
真是误打误撞捡个宝物啊。

据《本草纲目》和《镇南本草》记载：南瓜，
性温，味甘，入脾胃经，可补中益气，缓解脾
弱、气弱、营养不良等症状。这于我是项项对
症啊。在此选出其中两项做个介绍：南瓜有
丰富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吸
附肠道的有害物质，带走肠道垃圾，常吃南瓜
自然是容颜洁净面色姣好了；南瓜还富含色
氨酸，这种神情递质有放松精神的作用，能改
善心情，有助入眠。此外，南瓜还有解毒、促
进生长发育、明目护心、抗衰老、调节血压、防
止结肠癌、预防中风等功效，对人体健康益处
多多。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
南瓜，才是身边被低估的大药啊。南瓜普普
通通，不娇不贵，却恩养众生。过去困难时
期，人们常以红薯饱腹充饥，红薯有“民食之
半”之说。依我看，南瓜可以接过红薯的棒，
把“民食之半”的任务担当起来。至于如何广
泛种植，让体质适宜的人吃上物美价廉的南
瓜，或者从南瓜身上继续挖宝，提炼出有助于
人类健康的食品，那就要依赖有为之士，依赖
植物学生物学高科技了。

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着一
份宝贵的生命盈余，只是有些人对它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一
些人甚至对它漠视轻视、鄙夷舍弃，毫不在乎，这些举止非常
可惜！“生命盈余”，它如同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静静地流淌在
我们的生命之河中，等待我们去发现、去珍惜、去把握。

什么是“生命盈余”呢？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
个故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正处于艰难困苦的初创
时期，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极为清苦，
缺吃少穿，温饱成了最大奢求；又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条件
差，许多新生婴儿不幸夭折。朋友的母亲生了6个孩子，只
有他自己一个人存活了下来……他继续说：“现在每每回想
过去，90多岁的母亲总是黯然伤神，甚至默默流泪；我自己在
一旁除了安慰母亲，更多的是在追溯和感念上苍给了自己生
命盈余的机会。如果没有上苍眷顾和母亲的精心照料，我的
生命历程也会变数未定，也会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生命戛
然而止，也未可知，所以我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盈余，把每一天
的日子都当成是生命最后的时光来度过和珍惜，感恩、知福、
知足、幸福而快乐地往前走。”

他的一席话，让我豁然开朗，感喟丛生；生命盈余，一方
面，它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不仅让我们感恩过去，珍惜现
在，还有机会让我们去追求梦想，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体验
人生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它让我们有机会去拥抱那些曾
经错过的人和事，去感受那些未曾经历过的情感和风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生命盈余，有的人多一
些，有的人少一些；只是没有人去认真审视过它，并得出幸福
溢价的感受而已；但不论多少，我们都应该去发现它、珍惜
它，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馈赠，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

当我们珍惜生命盈余时，我们会更加珍视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瞬间。我们会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欣赏那些细
微的风景，去品味那些温馨的瞬间。我们会更加珍视与家
人、朋友、爱人的相处时光，因为这些时光是我们生命中最宝
贵的财富，是不可多得的一种福祉和资源。

当我们珍惜生命盈余时，我们会更加勇敢地去追求梦想，
去挑战自我。我们会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挫折，去拥抱那些未
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因
为这些努力和拼搏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丽的回忆。

当我们每个人珍惜生命盈余时，我们也会更加珍惜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多少人在生命的旅程中夭折或发生不幸，而
我们能够幸运地生活、生存下来，这是上苍的赐予、父母的庇
护，所以，每个人要更加感恩和回馈天地人间，更加关爱身边
的人，去给予他们温暖，去传递生命的正能量；会更加尊重生
命的价值和生命盈余的分量，去创造一个更加互利互帮的美
好世界。

总之，拥有生命盈余的人是幸福的；每个人要尽可能地
让生命盈余转化成爱的力量和善的举动，只有这样，生生不
息，善爱随行，生命之树才会茁壮成长、郁郁葱葱。

♣ 杨德振

珍惜生命盈余
聊斋闲品

浙江。嘉兴。南湖。
一条停泊的游船，透射着彤红的颜色，无比鲜亮，

抢去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眼球。
这条船的尺寸，不大：长约 16米，宽仅 3米。然而，

船上装载的故事，却是一种无边的辽阔。
一页一页翻回日历，定格在 1921年 7月。
13位年龄参差的中国人，13腔奔突涌荡的热血，经

过转移，再度齐聚于这条船，商议大事，寻找煌煌华夏
民族的出路。

那一天，阴霾遍布的长空，露出了阳光的微笑；那一
天，希望的星辰，重新开始璀璨地闪烁；那一天，这条船
劈开了南湖的波浪；那一天，这条船开启了崭新的航程。

新天，新地，新理想；新途，新歌，新奋斗。
一切都是全新的，亘古未曾有过。
在这条船上，一个伟大的政党，宣告了光荣的诞

生；在这条船上，一种雄壮的强音，嘹亮了地球的东方。
尽管他们当时把声音放得轻，压得低，但那份激

越，那串“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
岁！”的音符，依然震彻了浩瀚人类的耳鼓。

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所言：革命声
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春秋递嬗，日月辗转，百年岁月已被收入历史的册页。
再看这条船，红色愈发鲜艳，光芒愈发耀眼，一种

以“红船”命名的精神，与五星红旗一道，迎风招展，猎
猎飘扬。

如一曲新时代的不朽战歌，让我们再次高声唱响
吧——

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

红船，中国共产党的标志与象征。
红船，一条开天的船，一条辟地的船，一条正在劈

波斩浪扬帆驶向未来的船。

长征颂歌
一条修长的红色飘带，在地球的东方荡荡舞动；一

部庞伟的红色史诗，在世界的头版浩浩交响。
气势恢宏，无与伦比；惊天动地，泣鬼惊神。
以赤丹，描摹着坚贞不渝的初心；以碧血，具象着

忠诚不贰的使命。
信念的走向，不需梳理；信仰的高度，无法丈量。
二万五千里的长路，是用鲜血和生命筑就的；二万

五千里的长卷，是用牺牲和奋斗铺展的。
这支队伍，意志比钢铁更坚硬；这支队伍，理想比

松柏更青翠。
即使身躯要倒下了，也始终保持着前倾的姿势；即

使旗帜要破损了，也始终焕发着飘扬的状态。
穿着芒鞋的一双双脚掌，在皑皑雪山上，镌下了岁

月深刻的印痕；啃着皮带的一只只嘴唇，在茫茫草地
中，喊出了时代震撼的强音。

北上抗日，胸腔间奔涌着不可阻遏的洪水；救亡图
存，肺腑间燃烧着不会熄灭的烈焰。

纵横十一个省份，突破无数次重围；历经两度春
秋，谱成壮美华章。

艰苦卓绝，换取了胜利；空前无后，迎来了新生。
留下一种精神，跨越着疆域和国界；擎起一串召

唤，激昂着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