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耀邦 同 志 视察商南记实
张中 山

1985年10月 22
日，正 是重阳佳
节，商南由城，雨
后初 雾，秋色 宜
人。

上午九时 许 ，
县政 府 大 院 里 挤 满
了干部职 工 、大
人、小 孩 ，大家 都
在小声议 论 着，猜
测着，期 待 着 一 位
将要到 达的重要

“ 客人”！
一时 一 刻 ，胡

耀邦 同 志 在 省 、
地、县 主要领 导 同
志的 陪 同 下，乘一
辆中型面 包 车 到达
县接 待 室 门 前。当
耀邦 同 志 走下汽 车 时 ，
欢迎的 人 群 立 即 爆 发 出
一阵热烈的 掌 声。耀邦

同志一边向 大家招手，
一边说：“同 志 们 好”！
我和副县长 李 保 文 同

志在接 待室 门 前迎侯总
书记。耀邦同 志 走近我
们时，伸过手来 和我们
一一握手，我们高 兴地
说：“总书 记好！”

耀邦同 志 走进接 待
室后没有休息，就要开
会听 取 县委 领 导 的 汇
报。当 县委 同 志 汇报到
经济 林木 情 况时，耀邦
同志 说：“一年能产多
少干 鲜果？”我们回 答
以后，他 说 ：你 们 这里
搞核桃最 保险。地委书
记周 述 武 同 志 说 ：“商
洛的 核桃皮薄，仁 饱”。
耀邦 同 志 说 ：“现在

你们人均只 有二十
斤干鲜果，如果平
均五角 钱一斤，只
有十元。你们县一
个人平 均十 五亩多
山坡，眼睛应放在
山上。可 以 搞 多 少
干鲜果 哟！……可
以搞栗 子 、核桃 、
猕猴桃 、山 楂 、葡
萄等 等。所 以 你们
的潜力 是在耕地上
还是在 山 上？……
你们要给支部 书 记
讲清 楚，要反复 地
算帐 ，发 动群众起
来干。……”在谈
到商 南 工农业发 展
速度 时，耀 邦 同

志说 ：“得 有 一 个 脚
踏实地 的 办 法。县 上
不存在 超高速 度 问 题 ，
只要货 币 不失控，能 搞
到多 少就搞多 少。”然
后他问 县委书 记王鹏同
志来了 多久？跑了 多少
乡村？王鹏回 答以 后 ，
他说 ：“我们 的县委书 记
要下去跑哇，要 了 解情
况。一九六四年我在陕
西任省 委书 记时，跑到
勉县，人 家跟我说 ，我
们有 个桥坏了要 修，我
说你 们 自 己修，得花 多
少钱呀？他 们 说 三万块
钱。我说 有钱 你 们 就 干
嘛。他们说 得 要 上 面
批准。我 们 的 政 策 、
制度 管得 太死 了，……
有些 县上自 己 就可 以

作主的。现 在 我 们 是
没有人 办事 ，还捆得死
死的 。”耀邦 同 志 让我
们把商南 和河南西峡县
在建设工作方面 的情 况
进行 比较，分析各 自 的
优劣 ，又询问 了 集市 贸
易和 农村商 品 交 换 情
况。在询 问山区交 通 和

公路建设情况 时，他还
要来一份商 南地 图 ，和
地县 同 志一 同查看 了 赵
郧公 路 和湘 河至河南 浙
川的 公 路 线。指 示 我
们：修 公 路 要 靠自己
干，求人不如 求 己 。汇
报座谈进行 了 三 卜七分
钟。结 束 以 后，耀邦 同
志登 上四 楼会 议室 ，参
观了 县工农 业 产 品 展
览。他仔 细 地 观看 了 每
一种产 品，还 不 时 拿起

来看一 看，问一 问 。当
他看 到冬 青木旋 制的规
花笔 筒 时，问 道：“这
是竹 制的？”县 长 李 永
昶同 志向 他 介绍 说 ：“
这是 冬 青 木的，象这么
粗，在 山 上得生 长六十
年。”他听了 后，又 拿
起来反复察看，还 用 右
手指 弹了 弹，听 了 听声
音，才放下。接着 又询
问了 推光漆屏风生产的
工艺 、成 本 和销 售 情
况，周 述武同 志 向 他 作
了介绍。参观 完了，周
述武同 志 向 耀邦 同 志 提
议：“总书 记，商南 同
志请 您 题 几个 字？”
耀邦同 志 微 笑 着 问 ：

“写 什么 呀 ？”大 家
看到 耀 邦 同 志 那 么 和
蔼、那么 亲切 的神情语
气，也就无拘无 束地你
一言，我一语 发表 自 己
的意 见。王鹏说：“写
解放思想，一 定要 写 解
放思想，坚 持改革。”
耀邦 同 志说：“第二句
要写我的 意思，发挥 优
势！”不知谁 说：“团
结一致，再展宏图。”

耀邦 同 志 笑 了 ，说 ：“
再展 宏图报上 已登了 ，
不写 了 。”永 昶 坚 持
说：“要写 上 振 兴 商
南！”这时，周 述武同
志说：“就让总书 记 自
己决定 吧！”耀邦 同志
说：“好 吧 ，就写 解放
思想，发 挥优势，团结
一致，振 兴商南。”当
写到 “振”字 时，笔滑
了一下，耀邦 同 志 说 ：

“ 没有振起来哟！”大
家笑 了 。写 完后 ，耀邦
同志 环视着 周 围 的 同 志
们风趣地说 ：“这是 集
体创作喽！”

十二 时二十 分，耀
邦同 志 走进一楼 餐厅 ，
省委副书 记 周 雅 光 、副
省长张斌 、周 述武 和杨
析综 、何竹康 等 同 志 陪
同就餐，王鹏 同 志 也 和
耀邦同 志 同席 。席间 ，
耀邦同 志 和大家亲切 交
谈，还不 时笑 着催 饭菜
上快点，加 快 生 活 节
奏。十二 时五十 分，耀
邦用 餐后 走 出餐厅，这
时周 雅光同 志 向 总书 记
提议 和商南 同 志 合影留
念，耀邦 同 志 兴 致 极
好：“可 以 呀！”在省
地县领 导 同 志 陪 同下，
耀邦同 志健 步前行，穿
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
向政府大楼前，排录相
机，欢 乐 、兴 奋 、幸
福，党、领 袖 、群众永
久地凝聚在一起！商南
山城的历 史 ，就这样令
人激动 地写 下了 光辉荣
幸的一 页。十 三 时 五
分，耀邦同 志在欢乐 的
掌声 中 登上汽 车，频频
招手，和迎送的人群惜
别！

（ 作 者为 当 时商南
县委 常 务副书 记 ）

胡耀 邦 同 志 在 商 南题字前 正 在 选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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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方气死名 医”悟
赵发元

“ 单 方 气 死名 医 ”的 俗 话，原
先只 是说说，并 无 切 实 的 体会，这
次父 亲 病 愈，使我 深 信 不疑 。

春节 前 的腊 月 26日 ，我 的83岁
高龄 的 父 亲 因 患 气 管 炎 、肺 气 肿 再
次病 倒。28日 是 立春，当 医 生 的 舅
舅说 “节 气 不 饶 人，每年 到 冬至 、
立春前 后 ，阎 王爷 总 要收一批老 人
去。”多 年 的 观察 证 实 了 舅 舅 的
话，我真 耽 心 父 亲 闯 不 过 这一 关 。
父亲 沉 疴 在 身 ，骨 瘦 如 柴，十 分 虚
弱，呼 吸 尤 其 困 难，用 李 密 的 话，
真可 谓 “日 薄 西 山，气 息 奄 奄 ，人
命危 浅，朝 不
虑夕。”但 父
亲说 他 去年 在
兰州 时 听 到 一
个单 方，找 两
个猪 苦胆，把胆 汁 挤 入 白 酒 中 喝 。
当时 父 亲 己 停 食 多 天，我 只 顾 让 西
医挂 糖 盐 水打 消 炎 针，根 本 不 相 信
猪苦 胆 能挽救他 的 生 命 。在 一 周 多
的治 疗 仍 不 见 好 转 的 情 况 下，我 想
何不 试一 下 父 亲 说 的 办 法，免 得 将

来后 悔。恰 好 初 五 那 天 有 人 杀 猪 ，
我把一 颗 猪 苦 胆 金黄 色 的 胆 汁 挤 入
三杯 西 凤 酒 中，让 父 亲 喝 了 两 杯 ，
一个 小 时 后 ，出 气 顺 了 ，呼 吸 匀
了，傍 晚 就 想 吃 东 西。次 日 再 喝 下
第三 杯 ，奇 迹 出 现 了 ，果 然 病 情 日
渐好 转，全 家 人转 悲 为 喜，露 出 笑
颜。
　记 下 这 件 事，供 和 父 亲 有 同 病

的人 参 考。由 此我 也 想 到 父 亲 的 另
外一 件 事：“农 业 学 大 寨”的 年 月

里，一 批批 的 人去
昔阳 参 观，记 得
父亲 说 过 “自 留 地
的经 验 就 是 好 经
验，大 田 的 产 量 都
赶上 自 留 地，咱 这
儿也 就赶 上 大 寨
了，何必 跑到 山 西 去 呢？”对 于 那 轰
轰烈烈 的 学 大 寨运 动，对 于 举 国 上
下，农 业 “上纲 要”的 各 类 决 策 。父
亲和 类 似我 父 亲 的 “反 动 言 论”，就
好比 是 一 剂 “单 方”，文革 后 在 安 徽
和四 川 率 先 搞 起 的 “辛 辛 苦 苦 几 十

年，一夜退到
解放 前 ”后 来
像燎 原 烈 火燃
遍全 国 的 “农
业生 产 责 任

制，”何 尝 不 是 这 类 单 方 的 滥
觞！

还记 得 林 彪最走 红 的 时 代，一 些
村野 父 老 就 骂 他 “象 个奸 贼”，一 位
中学 教 师 就 因 为 说过 “伟 大 领 袖把 人
没用 对 ，他 上 了 林 彪 和 江 青 的 当 ”被
打为 “现行 反革 命。”当 局 者 迷，旁
观者 清，这些 “处 江 湖 之远”的 旁 观
者，他们 的 逆耳 之 言，不 也 是 “治
国”的 “单 方 ”吗？

“ 禅 宗 六 祖”的 惠 能 和 尚 曾 讲过
一句 意 味 深长 的 话：“下下 人 有 上上
智”。小 到 治 病 ，大 到 治 国 ，不要仅
仅相 信 大 手 术，“洋”办 法，那 些

“ 卑 贱 者 ”的 单 方 、验 方 、偏 方 、
俗谚 、俚 语 ，有 时 还 真 起 作 用
呢。

匕律

“五 四”七十周年有感
冯瑜

七十 年 前 求 德 赛 ，　（注 ）
莘莘 学 子 发 首 声 。
国有 尊 严 何 至 此 ，
民无 自 主 内 乱 生 。
咏史 常 怀 一腔恨 ，
抚今 但 慰 两 不 同 。
莫道 前 哲 已作 古 ，

注：“德赛”即 英文 “民主 、科学”
的第一个字 母 。

联海 泛 舟 传友情
林随 喜

在旅游季节，西
安宾 馆每到 夜 晚 ，一楼
南商 场 灯 火辉煌，热情
洋溢 。

特别引人注 意 的
是：几 位外 国 朋 友 围在
一张 桌前，请 离 休老人
贺明真 用自己或亲 明 好
友的姓名能写对联 ，淡
笑风 生 ，格外亲密 。

贺明 真原在西 安外
语学 院任教，1986年 离
休。他能根据 国 际 友人
的名 字 ，半 分 钟 或 一分
钟就 能吟成 一 副 妙联 。

台湾 同 胞 求对联

1 988年10月 ，台 湾
国立 人学医学院 一位教
授游 览 大雁塔时，看 到
贺明 真为 翰墨 楼撰写 的
一副对联，立 即 用 笔抄
了下来 ：

大雁塔 巍峨 雄 壮 ，
千载 香 火，万 丈 光 芒 ，

三藏 法 师 苦 译 经 ，功名
颂百 世 ；

翰墨 楼 富 丽 堂 皇 ，
四壁 书 画，满 室珠翠，
八方 宾 客 喜 登 门 ，美 誉
传五 洲 。

回到宾 馆，那位教
授告诉 贺 明 真，台 湾有
位诗人聪 明 异常 ，也能
现场吟联。贺 明 真刚 要
细问，那 位 教授 又 说 ：

“ 我母亲 电 在 台 湾，快
过八十大寿 了 ，请 你作
一副寿联。我 明 天就要

带回去。他 老 人 家 一
见，肯定喜欢。”

并恭恭 敬敬地写 好
他母亲的姓 名——陈碧
莲，贺 明 真 亲 切 地 吟
道：

碧空 高 翔 八千 鹤
莲池 映照 万 朵 花
此联将 “八十 ”夸

张为 “八千”，以 “鹤
” 喻寿 ，祝 贺 之意 油 然
而出 ；以 “莲”喻 福 ，
深化联意 ，诗 味颇 浓 。
那位教授敬佩 至极，赶
紧掏 出 一张 名 片 ，希 望
台湾 和大陆 早 日 统 一
后，贺 明 真能去 台 湾 找
他，吟诗作 对，尽兴而
游。

日本 朋 友爱对联
一年多来 ，风雨 无

阻。
贺明 真每晚到西 安

宾馆应遨为 国际友人 编
写对联，目 前 已接 待了
近千名 客人，其 中 最 多
的还是 日 本朋 友 。

1987年来，北九州
日高一宇教授来西 安讲
学，贺 明 真 与 其 相 见 ，
探讨 有关学术 问 题 时，
他以 自 己 发 表 过 的 论文
为例，将一则 日 谚 用 对
语译为 ：

燎原 舍 身 雉 救 雏 。

霜夜 展 翅 鹤 护 子 。

这比 有关 日 汉辞典上翻
译的 “野 火 燎原 时，雉
奋勇 救其雏 ；寒 夜霜 降
时，鹤张 翼 覆其子”要
精炼得多，又发 挥 了 汉
语的 优势。日 高一宇 深
为敬佩 ，大加 称 赞。贺
明真为 了 表 达 友 好 之
情，特赠 一首藏头诗 ：

日出 扶 桑 国 ，
高悬 照 大 地 ，

一鹏 腾 九 天 ，
宇内 飞 万 里 。
日高一 宇 精 通 汉

语，认 为 这 首 诗 给他的
姓名 赋予了 新 的 生 命
力，连连道谢，感激不
尽。后来 ，日 高一宇又
到外地 讲学，适逢 1988
年春节到来 ，他 和夫人
特从保定专程奔到西安
给贺 明真 拜年，这种深
情厚意，怎 不 令 人 感
动？
　贺 明 真 撰联很多 ，
记得最 准的 还 是 为 日 汉
学家 荒 野 贯 志 写 有 一
联：

荒野 藏珍 宝
牧歌 荡 远 空
此联文词 优美，充

满诗情画 意。友人 将其
挂在 家 里最 重 要位 置一

一壁 龛 里 ，定 为 传 家
宝，世 世代代 要 传 下
去。

国际 友人赞对联
贺明 真 即席 吟联 ，

严格要求 自 己做到 内 容
美、形式 美 和 韵律美 。
因此，他 的 对联不 但被
日本朋 友誉 为 “缘 分”，
还受到其他 国 际友人 的
称赞 。

有一次，新加坡 一
位名 叫 贺 星光的 华侨 ，

第一次来到西安，第 一
次听 说有人 能 快 速 创
作，他就慕 名 来 到 桌
前，贺 明真为 其吟道 ：

星辰 悬 篮 天
光辉 照 大 地

此联境 界开阔 ，富
有诗意 。贺 星 光高兴 地
说：“你姓贺 ，我也姓
贺，咱俩就 是 一 家 人
了”。你 的才华 出众，对

联编得很好，我 回 新加
坡一定 要广 为为 宣传 !

有一次，贺 明 真为
南朝 鲜协 和化学 工 业株
式会 社经理 金 在 龙 吟
道：

金耀 瑞 光 在 宝 殿
龙乘祥 云 访 唐 都

此联 嵌 入 “金 在
龙”三字，既有古香古
色之感,又对客人光临
西安作 了 热情 歌颂。金
在龙惊喜异常，又请贺
明真为 他的会社再吟一
联：

协力 同 心 业 昌 盛
和睦 共 事 社兴 隆

金在龙激 动不 已 ，
要求写成很大的 学，说
他带 回去装裱 出来挂在
会议室 里，让他 的 同 事
们记住，这是 中 国朋 友
的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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