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飞 中 心 咏 叹调
（ 报告 文 学 ）崔志 刚

一、晨 曲
旭日 冉 冉，悄 无声

息地 爬 上 了 树端 .
军号 嘹 亮 ，嘀 嘀 哒

哒地 欢 唱 。
乡村 醒 了 ，炊 烟 袅

袅，鸡 啼 声 声 ，裹 着
梦一样的 朦 胧 。

飞机 城 醒 了 ，脚 步
急急 ，车 铃 叮叮 ：象 一
滴又 一 滴水 ，象 一 道 又
一道溪 流 ，从 一 栋 栋 楼
下，从一 排 排房 前 汇 成
充街 毽 巷 的 洪 流 ，挟 着
风，裹 着 笑 ，涌 进 厂
房，涌 进 科 研 大 楼 ，涌
进辽阔的机 场 。

机场 笑 了 ，笑 得芳
草儿乱颤 ，掀 起 一层 层
绿波 ，翻 涌 着 ，流 动
着，一 直 到 天 边 ，撑起
了绿 色 的 希 望 ：双 跑道
乐了 ，乐 得 敞 开胸 怀 ，
张开 双 臂 ，去 拥 抱如 浚
的车 辆 ，沸 腾 的 人群 ；
架起 了 通 往 理 想 的 天

梯.
一架 架银 燕 昂 首 高

唱，振 翅 东 飞，溶 进了
红彤 彤 的 霞光 里 ，似 诗
似画 ，如 歌如 梦——一
曲奋 进 的 乐 章．一 个辉
煌的 的 世 界 ！

二、她从 荒 原 中 起
来

三十 年 前 ，一 队风
尘扑 扑 的 士 兵开到 这 里
一一有 抗 日 时 期 的 老
兵，也有 抗 美 援 朝 的 英
雄.面 对 没 膝 的 蒿 草 和
无际 的 的 荒 原 ，他们 长
吟：阎 良 、阎 良 ，一片
荒凉……他 们 风 餐 露
宿，顶 风 冒 雨 ，在 “风
在吼 ，马 在 叫 ，黄河在
咆哮 ……”在 “雄 赳
赳，气 昂 昂 ，跨 过 鸭 绿
江……”的 歌声 中 ，把
对祖 国 航 空 事 业 的 热
望，种 进 了 这片厚 土 ．

可是 ，总 参 的 地 图
上，添 了 一 个 新 的 地
址.于 是 ，中 央的机 密

文件上 ，出 现 了 一 串 神
秘的 名 字——八七八六
五部 队、九 四 七 四 部
队、平 原气 象 研 究 所
… …在 那 个阶 级 斗争天
天讲的年 代 里，试飞 中
心神 秘 地 沉默着.

改革 的脚 步 刷 刷 地
从这 里 走过 ，走 出 了 进
步，走 出 了 繁 荣，走 出
了一个独具 特 色 的 名 字
——中 国 飞 行试验研 究
中心 。

三十 年 ，在 历 史 的
坐标系 中 只 是一瞬 间 。
然而，经 过 几 代人 的 努
力，试飞 中 心 正成 为 一
个大型 科研 基 地 ：

辽阔 的机 场 坦 坦 荡
荡，绝 不亚于 第一流 的
国际机 场 ：各类飞机 五
花八 门 ，在 这 里试验 ，
从这 里 起飞.

“ 骊 山 ”站 起 来
了，　“秦川 ”站 起 来 了
… …那一 栋 栋 科 研 大
楼，显 示 着 雄 厚 的 实
力，掩映在花丛 中.当
年的 老 战士 引 首高 歌 ；
上有天 堂 ，下 有 苏 杭 ，
莫道北京上海 ，最可 爱
要数 阎 良……

三、来 了 ——中 国
的“西 雅 图”！

试飞 中 心人 骄 傲 、
自豪 ，逢 人 便 讲 “来
了”！

将军 来 了 ，元 帅 来
了，总 理来 了 ，主 席 来
了，总 书 记 来 了 .

历史记下 了 难 忘 的
时刻 ，试飞 中 心 人 记下
了光辉 的 名 字——邓小
平、李 富春 、陈 毅 、王
震、李 先 念 、赵 紫 阳

试飞 中 心 人 不 负 所
望，走 出 来 了——滑
俊、王 昂 、王 冠 扬 ，黄
炳新——一 个又一 个蓝
天英雄 ！还 有一 大批高
高工 、高 工 、工 程 师 ！
还有 那 么 多 先 进 模 范人
物！

走出 来 了——歼 教
七、歼 七 三 、歼 八 二 、
运七一 百，——一 架 又
一架 新型 飞机 ！

于是 ，人们 认识 了
她，再 不是 只 会 津 津乐
道戈壁 上 的石 油 城 、大

山里 的 汽 车 城……象一
颗璀璨 的 明 珠，镶嵌在
大地上——在 古 城 之
东，渭水 之滨 屹立 着一
座崭 新的 飞机 城 ！

国人 以 此 自 豪 ；
“ 亚 洲 第 一！试 飞 中

心！”
洋人 为 此 惊 叹 ；

“ 试 飞 中 心，OK ！”
四、三十 而立
银燕 腾 飞远 去 了 ，

加入 了 物 探 的 行 列——
在茫 茫 云海 中 ，扑捉 地
层深 处 的 金银 铜 铁……

科技队 伍起 程 了 ，
走向 塞 北，走 向 江南 ，
走向 厂 矿 ，走 向 油 田 …
… 奏 响 友 谊 的 乐 章 。

起飞了，《飞行动
力学 》，走 进 科学 的 圣
殿！

起飞了 ，系 列 “传
感器”，各类 民产 品 走
进了 汽 车 、轮船……走
进了 手家 万 户 ！

试飞 中 心到 了 而立

之年 。试飞 中 心 为 祖 国
的航 空 事 业立下 了 汗 马
功劳.试飞 中 心 在 致力
于国 防 的 同 时 ，广 泛开
辟了 民 品市 场.

试飞 中 心 正在 改革
中奋 进 ！她将去 拥 抱更
加辉煌 的 明 天 ！

（ 注 ：西 雅 图 是 美 国航
空科研 试飞 基 地 ，在 国
际上很 驰 名.）

笔走龙蛇

也得 治 治 “官 护 ”
胡中 玉

新近 报 纸披 露，不 少 地 方 查 处 “官 倒”，难
度不 小 。这 其 中 当 然 原 因 颇 多 ，但 有 一 个 不 可 轻
视的 问 题 ，就是 与 那 些 “官 护 ”有 关。“官 护 ”
尽管 是 时 下 出 现 的 一 个 新 名 词 ，但 人们 并 不 难 理
解。顾 名 思 义，就是 指 那 些 庇 护 “官 倒 ”的 官 是
也。这 种 “官”，一 般 比 “官 倒 ”的 职 位 更 高 ，
权力 更 大 。他 们 常 有 “以 官 压 法 ，以 言 代 法”之

“ 威”。河 南 许 昌 市 工
商局 党 委 书 记 王 道 杰 因
查处 了 一桩 牟 利 逾 百 万
元的 “官 倒”大 案 ，竟
被免 去 了 职 务 ，丢 掉 了

“ 乌 纱”。须 知 官 护 人 之 权 力 ，何 等 厉 害 ！
为什 么 在 查 处 “官 倒 ”的 斗 争 中 ，会 出 现

“ 官 护”？这 当 然 不 是 没 有 原 因 的 。首 先 ，在 我
们的 党 政 机 关 中 ，早 就 形 成 了 那 种 以 权 势 为 轴
心的 关 系 网 。如 今 一 些 “官 护”，仍 然 难 破 这
种网 。他 们 置 党 和 人 民 利 益 于 不 顾 ，却 给 自 己

“ 网 ”中 之 “官 倒 ”人 物 四 处 奔 波 ，上 下 说情 ；
其次 ，是 少 数 “官 护 ”局 部 观 念 、本 位 主 义 严
重。他 们 怕 自 己 治 下 查 出 “官 倒”，损 害 本 单 位

荣誉 ，给 自 己脸 上抹 黑 。于
是便 采 取捂 盖 子 的 手 段 ，
千方 百 计 不 让 “家 丑 外
扬”。该 查 的 不 查 ，　该
报的 不 报 ；三 是 个 别 “官
护”，本 身 就 与 “官 倒 ”有 着 权 力 与 金绒 的
交易 。生 怕 “拔 出 萝 卜 带 出 泥”。这 种 人 不

但为 其 “官 倒 ”拼
命说 情 ，而 且还 利
用手 中 之 权 力 ，打
击迫 害 查 处 者 ，以
保护 自 己 。从 上 面

情形 来 看，“官 护 ”与 “官 倒 ”之 关 系 ，实
非一 般。“官 护 ”的 种 种 行 径 ，给 查 处 “官
倒”设 下 了 障 碍 和 阻 力.因 此 ，查 处 “官
倒”，也 得 治 治 “官 护”。清 雍 正 皇 帝 ，在
整饬 吏 治 时 ，就 曾 将 庇 护 贪 官 的 四 大 重 臣 之
一的 隆 科 多 ，处 以 重 刑 。现 实 证 明，“官 护
” 不 治，“官 倒 ”难 倒 。对 那 些 情 节 严 重 的

“ 官 护”，必 须 绳 之 以 法 。只 有 如 此 ，查 处 的
“ 官 倒 ”斗 争 才 能 顺 利 进 行 。

刊头 设 计　李 忠 民　本版 编 辑　杨 乾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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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 与 社 火
李雄 飞

“ 秧歌”源 于 原始人 的 围 火 高 歌欢 舞。周 代
以后 ，因 排头 打 伞 者 （伞头 ）象 征 姜 子牙 ，所 以
又叫 “牙 歌”。东 汉 明 帝 永平 二年 （公元59年 ）
颁发 时 令 ，立 春 之 日 ，迎春 于 东 郊 ，唱 青 阳 之歌 。陕
北立 春 寒 冰 未 尽 ，百 草 待 萌 ，迎春 活 动 中 青 阳 之歌
强调 阳 的一 面 ，　“乡 民 扮 杂 剧 唱 春 词 曰 唱 阳 歌”

《 佳县 县 志 》）。南 方 山 青水 秀 ，春 意 盎 然 ，
注重 青 的 一 面，“农者 ……妇 子 以 数 十 计 往田插
秧，一 老挝 鼓 ，鼓 声 一 通 ，群 歌 竟 作 ，弥 日 不 绝 ，是
曰秧 歌”（清 李 调 元 《粤东 军 记》），且 经 济文 化 发
达，秧歌之词 广 为 传 播 ，成 了 全国 公 认的统—学
名。宋代 已 出 现秧歌舞者 ，明 代秧歌歌舞 最 后结
合，出 现 了 有关它 名 称 的 最 早 记 载 。

“ 社 火”原作 “社 伙”。名 称 最 早 见于宋 。
范成 大 《上 元 纪 吴 中 节 物 俳 谐 体三十二韵》原注 ；

“ 民 间 鼓 步 谓 之社 伙 ，大抵 以 滑 稽 取 笑”是 当
时存在 的 “街 坊 杂 场”表 演 的 民 间 艺 术 团 体 ，多
于立 春 之 际组成舞 队参 加祭祀。秧歌 与它 有 一定
的源 渊 关 系 。社，土地神 ；伙者 ，谓 之 人 多 也。
后改 为 社火 ，因 《方言 》释；“火 者 ，一 烘 即过
之故”。后 将 社火 演 绎为 一 社一坊 民祭 祀土 地神
的活 动 ，包 括秧歌。说 “春 闹 社 火 俗 名 闹 阳 歌”
（ 《米 脂 县 志 》）有热 闹 含义 ，也有 对 火 的 赞
誉，颂 扬 ，却 并 不 准 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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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 点 半.舞 会 开始 了 。激
越的乐曲 通 过 “T OA”12路调 音
台飞 向 各个 角 落 ，镭射 激光灯 和旋
转灯 求有 规律地 缓缓转 动.把色彩
斑斓 的 光束 洒 向 舞 池 。舞 池 里情 侣
成对 ，有女如 云 。

今天 周 末 ，来 的 人 络 绎 不 绝 。
这时 又 涌 进 六七个小 伙子 ，他们 有
说有 笑.嘻 嘻 哈哈。听 舞 厅 工 作人
员说 ，他们 是 附 近 一个建 筑 工 地的
工人 ，每 个 周 末 都 来 参 加舞 会 ，别 看
他们 干 活 时 满 身 泥 灰 ，现在 却 西 装
笔挺 ，神 色 自 如 。跳 迪 斯 科 他们 算

得“行 家 里 手”，你 看 ；他们 一 进 舞 池 ，便 和 着
强烈 的 节 奏 狂 舞 起 来 。

舞池左 侧 的 一 对 恋 人 很 引 人 注 目 ，女 的 身 材
修长，舞 姿 很 美 ；男 的 动 作显 得 有 些 笨 拙 ，但
是，不 长 时 间 ，由 于对 方 “指 导”有 方 。男 的 很
快便 学 会 了。只 见 他 随 着 音乐 节 奏 拼 命 地摇 ，尽
情地 扭。不 拘 泥 于 舞 姿 ，反而显 得 自 如 。其 实 ，
迪斯 科 并 无 定 规 ，可 以 随 心 所 欲 去 摇 摆 。

一位 明 目 皓 齿 的 姑 娘 ，胸 佩 “汉 中 卫校”校
徽，跳 得 很 好 ，简 直 成 了 今 晚 的 “舞 后”。人们
投以 赞 叹 的 眼 光 ，欣 赏 她 的 舞 艺 。她那优美 动人
的舞 姿 唤 起 人 们 对 青 春 和生活 的 依 恋 ，对 美 的 追
求。

这儿 除 了跳迪 斯 科外 ，也 跳 伦 巴
、 吉 持 巴 ，华 尔 兹。有人 说 舞 会 是 青
年人 的 世 界 ，此 话 当 真。环 顾 四 周 ，
都是 年 轻人 。但 是 ，我 偶 然 发 现 了 仅
有的—对 老人 ，他们躲在 角 落 卿 卿 我
我，细 语 喁 喁 。望 着 舞 池 中 如 痴 如 醉
的年 轻 人 ，他们 脸上 不 时 绽放笑 意 。
我情 不 自 禁 地 走 过 去 同 他们 交 谈，原
来他们 经 老 年 婚 姻 介绍所撮合 ，来这
儿寻求 “相 互 理解”。“为 什 么 选这
个地 方？”老人 笑道：“这儿使人 觉
着年 轻 些……。”的确 ，这 儿轻歌委
婉，倩 影婆 娑，使人心 旷神 怡。仿佛
年轻 了 许多 。 承德 避 暑 山 庄 烟 雨楼 　（木 刻 ）王 静 全

笔情 墨 趣跃 纸 上
薛顺 安

曾获 中 国 汉 字 硬笔
书法 大赛一 等 奖 的 刘 中
兴，新 近 又 有十 七 幅 作
品被 刚 出 版 的 《硬 笔 书
法——行 书 欣 赏 》一 书
入选。其 书 法 笔 姿 浑厚
峭拔 、清 新 含 蓄 、刚 柔
相济 ，毛 笔 韵 味 溢于 纸
端，颇 受读 者 注 目 。难
怪陕西 书 协 副 主 席 薛 铸
曾欣喜 赞誉 他：“能 以
硬笔 写 出 毛 笔 之笔 意 ，
实乃 难 能可贵。”

不惑 之 年 的 刘 中
兴，自 来 西安飞机 制造
公司 ，便热爱 书 法 ，1980
年后 ，他在 研 习 毛 笔
书艺 的 同 时 ，侧 重 于硬
笔书 法 的 探 索 。繁 忙 的
工作之余 ，他 临 池 不
辍。师高 古，重 传 统 而
不自 缚 ，学 今人 ，师造
化而 不拘 泥 ，作笔 记十
余本，练就 了 扎实 的 基
本功。与 此 同 时，他 又
根据毛笔 之特点，加工
出能体现提按变化 出 神

的钢 笔 。
器利 功厚意 在 先 。

长期研 习 ，使 他悟 出 书
法乃 作者 学 问 气 质 ，思
想情 操 之具 体 表 现 。古
人云：“胸 中 有 书 ，下
笔自 然 不俗。”欲求 书
外功 夫 ，他 读 帖 多 于 临
帖。从 唐 楷 入手，上 追
晋人 ，徜 徉碑 林，心 追
手摹。登 华 山，去 楼观
台、华 清 池探访 ，以 书 会
友切 磋 书 艺 。曾 得 到 书
界前 辈 和 名 家 的 指 点 ，
也得到 公 司 工 会 和 有 关
部门 领 导 和 同 志们 的 支
持帮 助。平 日 坚 持 订 阅
和收 藏如 《书 法 研 究 》
、 《中 国 书 画 报 》、《
艺术概 论 》、《名 家 墨
迹》等 有 关大 量 的 书 法
资料 和绘 画 、文 学 等 艺
术书 籍.从 中 汲 取 营
养，开拓 视野，陶 冶 情
愫，丰富胸 襟。因 而每
每作书便能得心应 手、
情注笔端。“悟得梅兰

腕下 趣 ，自 然 指 上 有春
风。”三十 年 孜 孜 追
索，其 毛 笔 书 法，尤其
是硬 笔 书 法 ，自 出 新
意，形 成 了 独 具 个 性 的
艺术 风 格 。在 中 国 汉 字
硬笔 书 法 大 赛 中 ，其
行、隶 书 以 挺 拔 、遒
劲、厚重 之 书 风 获 一 等
奖。尔 后，其两 幅 作 品
入选 中 国 首 次赴 日 硬笔
书展 ，并 作为 中 日 硬笔
书法 交 流 作 品 ，赠 日 本
硬笔 书 道 团 体 收 藏。此
后，他 又 会 同 书 界 名
流，参 加 了 《中 国 钢 笔
书法系 列从 书 》部分 章
节的 撰 写 ，其 《钢 笔 书
法精 品 选 》、《爱 的 思
辨》等 分册 已 出 版.最
近，他 又 为 浙江 科技 出
版社1989、1990年 豪华
硬笔 书 法 台 历 撰 书 部分
作品.现在，他 为 中 国
现代 硬 笔 书 法研 究会常
务理事、西安分 会 副 会
长，前 不 久，书 法 家 吴
三大观其一 幅 长卷 后 ，
挥毫 题 赠。“笔 情 墨 趣
跃然纸上，愿君更上一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