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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 将 领 吉 鸿
昌，因 在政见上与
国民 党 分歧甚大 ，
便受 到 蒋介 石 的 排
挤和打 击，被 迫于
1 931年 9月 愤然 出
国。他在各国 考 察
期间，言 情 豪 爽，
不卑不 亢，表现 了
一个 中 国 人 应有 的
民族 自 豪 感 。

一次，他从美
国向 国 内 邮 寄 衣
物，当 邮局 的 职 员
知道他是中国 人
时，便 轻蔑地 说 ：

“ 中 国 ？我不 知 道
中国，哈 哈……”。
随行 的一 位 国 民党
参赞对 吉 鸿 昌 说 ：

“ 你 为 什 么 说 你
是中 国 人呢？”你可

以说 是 日 本人或是亚洲 别 的 什 么 国
家的人，这 样就可 以 受 到 礼遇 了 。
吉鸿 昌 怒 不 可 遏，一
把抓 住参 赞的衣领，斥
责道：“你觉 得 做中 国
人丟脸 吗 ？我 觉得 当 中
国人 很光荣，我 吉 鸿 昌
誓死也不 会 当 洋 奴！”
他回 到 住 处，余 怒 未
消，便找来一块木 牌 ，
用英 文 写 上 “我 是中国
人”，每 次赴 宴 或访 友 他
便把 这块木牌 佩带在胸
前。

1 931年 10月6日 ，

吉鸿 昌 来 到 加 拿大
维多利亚港，许多
记者 闻 讯而来。记
者问 他：“日 本人
有飞 机 大 炮，你
们凭什 么 抗 日？”吉 鸿 昌 拍 着胸 前 的
木牌 说：“我们 有 热 血，有 四 万 万
人的 热血。我 们 抱 定 宁 为 玉 碎，不 为
瓦全 的 决 心，誓 为生 存而 战，为 公理
而战。”接 着 他又 问 身 边 的 一 位美联
社记者：“举世 皆 知 是 日 本 侵 略 了
中国 ，你们为 何造 谣 说 中 国 人 要求 日
本出兵？”记者答：“我们 是写新 闻
的，新 闻 是 忠实 记 录。”吉 鸿 昌 说 ：

“ 真是狗嘴吐 不 出 象牙。”记者一 时
弄不 清这 句 成 语 的 意 思，还 当 是句 赞
扬他 的 话 ，忙 说：“谢 谢 、谢 谢。”
在场 的 中 国 人 都 掩嘴而笑 。

由吉 鸿 昌 佩带 木牌，自 豪 地 表 明
自己是中国人，使 我 联 想到在 上海一
个公 园 里 曾 经 竖过 的 另 一 块木牌：“
华人与 狗不 得入 内”，前者使我们 感
佩至深 ；后者使我们 屈 辱难 忍 。愿吉 鸿
昌的 这 块木牌深 深埋进 我 们 的 心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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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反 思 ”
高时 阔

近几 年，“反 思 ”一 词 的 利 用 率 颇 高 。学 者
作报告，教 师 讲 课 ，作 家 撰 文，多 爱 皱起 眉 头 作

“ 反 思 ”状，于 是 报刊 讲 坛 时 有 惊 世骇 俗 之论 。
譬如，有 人对 “五 四 ”适 动 经 过 “反 思 ”后

认为 ，　“五 四 ”运 动 并 不 是 真 正 反封 建 的 运 动 。
又有 人 对鲁迅 进 行 “反 思 ”，结 果 认 为 ，鲁 迅 是
个“速 朽 ”的 人 物。更 有 人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社 会
主义 公 有制进 行 大 胆 的 “反 思”，得 出 和 结 论 是：

马克 思 主 义 过 时 了 ，应 该 长 扔 一 件 旧 衣 服 那 样
扔掉 它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制在 中 国 行 不 通 ，得 补
上资 本 主 义 这 一 课 ，实
行私 有 制 。这 些 人 的 所
谓反 思，实 际 上 是 否 定 一 切 的 “反 过 来 思 考”，是
“ 反 其 道 而 思 之”。你 说 是 白 的 ，我偏 说 是 黑 的 ；
你说 是 圆 的 ，我 偏 说 是 方 的 ；你 说 好，我 偏 说 坏
… …否 则 ，便 是 “反 思 ”得 不 够 味 、不 够 水 平 。

如果 上 面 提 到 的 “反 思 ”仅 仅 是 个 别 人 思 想
认识 的 偏 激 ，那 倒 也 无 关 大 局 。然 而 遗 憾 的 是 ，
一个 时 期 以 来 ，上 述 否 定 一 切的“反 思 ”论 调 却
很有 市 场 ，并 因 此 影 响 了 一 大批 青 年 学 生 ，造 就
了更 多 习 惯 于 “反 过 来 思 考 ”问 题 的 人，以 至 于

我们 做 正 面 宣 传 教 育 时 反 而 很
难被接 受。这一 沉 痛 的 教 训 倒
是应 该 引 起 我 们 认真 “反 思 ”
的。

“ 反 思 ”原 本 是从德 文 和
英文 意 译 过 来 的 一 个 哲 学 问
汇，在 旧 哲 学 中 是指 人的 认 识 过 程 。英 国 哲 学 家 洛
克把 对 意 识 的 内 在 活 动 的 观 察 称 为 “反 思 ”。黑
格尔则是 专 用 “反 思 ”这 个 词 指 对 思 想 本 身 进 行

反复 的 思 索 。换 言 之 ，
“ 反 思 ”是 指 思 想 的 自

我运 动 、自 我 总 结 、自
我认 识，以 求 得 不 断 完

善的 过 程 。显 然 ，这 里 并 没 有 “反 过 来 思 考 ”的
意思 。

当然，“反思 ”毕 竟 含 有 对 事 物 重 新 认 识 ，
重新 评 价 的 成 分。对 前 一 段 发 生 的 风 波 ，我 们 的
党在 反思 ，我 们 的 国 家 在 反 思，我 们 每 个 人都 在
反思 。但 愿 经 过 这 次 反 思 之 后 ，我 们 能 尽 快 成 熟

（ 完 善 ）起 来，今 后 能 少 一 些 “觉 今 是 而 昨
非”，因 为 不 断 地 否 定 过 去 毕 竟 不 是 我们所 期 望
的。

刊头 没 计　董凤山　本 版编 辑　杨 乾 坤

秦陵探 胜
古代 战 祷 的 遗 存

张文 立

在科 学不 发 达的 古
代，迷信思 想不 但控制
着广 大人 民 ，也 控制 着
统治 者。而且有 时 统治
者受 迷 信 思 想的 愚弄较
之人 民还 要严重得多 。
因为 他们 有 财力 、人 力
去进行这 些 迷信活 动 ，
也因为他们 拥有 权 力 、
财力 ，又 怕失去这 些既
得利 益 ，终 日 恐 慌 不
安，只好祈求于上 帝。
他们干什么 事都要 求 神
问上 帝 祷告于祖 先，以
求保佑 。

战争是 政治 的 集 中
表现，也是 赢得或 失 去
权力的关键。所 以 在进

行战争中，他们都 要 祈
祷一 番 ，这 叫 战 祷。因
为是用 占 卜 来定 吉 凶 ，
所以 也叫卜 战。殷 代 甲
骨文中便有 许 多关于 卜
战的 记 载。因 此，《周
礼》上 说 ：国 家 有 大
事，则 陈列 上 帝及四 方
神祗，进行祈 祷，有 重
要的 兴兵 活 动，太史与
太师 同 车，观 测 天 时

（ 天 文星 象 ）以 定 吉
凶。虽 然如 此，但是 作
战者总 是 想 取胜 的 。于
是便祈求 上 帝 及 先人 的

保护 。
这种祈 祷 ，一是 向

上帝祈祷，求 得 天 神 的
保佑 ；二是 向 祖 先 祈
祷，求 得 祖先 的 荫庇 。
《 左 传 》一 书 中 就有 许
多战 祷、卜战 的 记录 。
战祷 中 ，要宰 杀牛羊 ，
祭祀，同 时将 血涂 到 鼓
上，以 示吉庆，也有鼓
励士卒奋斗 的用 意。然
后用 鹿骨 占 卜 。战 祷的
仪式 及遗物，现在 极难
见到 ，所 以 1976年 发 现
的秦 俑 三号坑 中 出土 的
关了 战 祷的文物 ，便 弥
足珍 贵 了 。

秦俑 三 号 坑，学 术
界认为 是秦俑 三坑中 的
指挥 机关 ，古 代叫 军
幕。在三号坑 东 部 的 右
边（南 ）是 议 事的地
方，有 门楣、帷 幕的遗
物；左 边 （北 ）是战 祷
的地 方，出土有兽骨一
堆，鹿 角 2件。古人 战
祷，要 杀 牲 畜 以祭 祀 上
帝及先人 ，便 留 下这 堆
兽骨。鹿被古人 认为 是

“ 纯灵 之物”，所 以 用
鹿角 来 占 卜 成 败。三 号
坑不 但以 凝 重 的 形像 ，
向观众 展 示了 秦 代军 队
指挥机关 的 兵 力 、武器
配置 情 况，还 生 动形 象
地展 示了 秦 代战祷的实
物。它为 我 们认识和研
究秦 代人 民文 化 、信 仰
和习 俗，提供 了 实 物参
证。所以说 ，三号坑 虽
小，但意 义 重大 。

三号 坑 1976年发 掘
后，为 了保 护 文物 又 回
填了。1989年 春开 始 ，
考古工作者对三号坑进
行了 全面 发 掘 ，并积极
修复。基建部 门 还在 三
号坑遗 址上建起 了 覆 斗
形的 凝重 的 展 览大 厅。
1 989年 9月 27日 是 国际
旅游日，为 此，三号坑
将于 此日正 式 展 出 ，对
外开放。广大 观众将一
睹秦 军 指 挥 部 的 风 姿 ，
看一 看战 祷 的 遗物 。

汉　中　滑　竿
王祥 玉

滑竿，在 过去 交 通
尚不发 达 的 汉中 城 乡 ，
是一种古 老 的 代 步 工
具。它用竹 竿 及竹蔑条
编成，宽 二尺许，长 不
盈丈，很象现 今 的 担
架。上铺柔 软美观 的 垫
褥，撑 起 挡雨 遮 阳 的 斗
雨篷伞，坐 卧 自 由 随
心。行路 闪 闪 悠悠，仿
佛睡在悬 空 的 大 摇 篮
里，格 外安 适舒服。所
以，达 官 显贵、富豪财
主出 门 ，宁 弃 车 马而不
舍滑 竿。

旧时抬滑 竿的 多 是
卖苦力 的 劳 动 汉子，有
抬短 程 的 ，也有 抬长途
的，一般按 里程远 近和
道路情 况收 费 ，翻 山越
岭加 倍 。抬这 玩艺儿 ，

一靠力 气，二讲技巧 ，
腰竿须 挺直，脚 移身不
动。换肩 时不 停步，前
后二人 同 时 向 上一抛 即
可。最主要的 是 步 伐 默
契谐 调 ，前头 出 左脚 ，
后边则 抬右腿，同 起 同
落，快慢一致，踏在一
个“点 子 ”上。这 样才
能省 力 、耐久，因而 都
有自 己 的 搭 当 ，连手 。

抬滑 竿还有 行业 规
矩。抬前头的 视 野宽 、
路况明 ，要 随时 向 后 头

“报路”；后 头的 必须
应声 回 答 ，称 为 “应
路”或 “应 点 子”。
遇意 外 ，前头 走快 、走
慢、停步 或 乱了 步 子 ，
后头 就要 通 过 肩 膀和 趋
势立 即 感 知 ，并及时 调

整，重 新达到 一 致 。
报路 、应路 的 语 言

通俗 简炼，押 韵风趣 ，
听之颇 能 忘记 疲劳。坐

一程 滑 竿可以 学得 许 多
乡间 俚语，也是一种精
神享受。例 如下坡时 前
头喊 “溜溜坡”，后 头
立即回 答 “慢慢梭”，
坐客 马上会 提 醒 自 己

“ 注意”；前头要是报
“ 滑得很”，坐 客必然

提心 吊 胆，可是一 听后
头回 答 “踏得稳”，悬
着的 心又 随 着 放 了 下
来。有 时候，当 你在 昏
昏然 中 听到 “长 出一 口
气”和 “快慢全 由 你 ”
的对 话，不 用 睁 眼 ，一
定是坡势平 缓 、路面好
走。随 着一抛一 落 、上
下闪 晃的 慢节奏 ，坐 客
那种 轻松愉快 、怡然 自
得的 心境 ，就 只 能 意
会，不可言传 了 。

庆千 秋

建国四十周 年兴赋
徐志 诚

四十春秋，又 迎 来 嘉 庆 ，月 皓 箕 明 。
桑田 翠 浪 ，星 移 物换 中 兴 。

旌旗 奋 、改革征 途，万 马 奔 腾 。
但见 国门飞 瑞彩，神 州 紫 气 盈 盈 。

宕荡 东 风 吹 遍 ，扫 贪 赃 腐 败 ，海 晏 河 清
姮娥 捧杯祝 酒 ，歌 舞 年 丰 。
瞻台 岛 、隔 水 相 期 ，携 手 亲 朋 。
灯火 耀 、升平世 界 ，光 华 普 照 前 程 。

国　庆
刘纪 东

龙凤 齐 鸣 ，
欢歌 荡 苍 穹 。
万众 报 国 心 可 鉴 ，
仰慰 先 辈 英 灵 。

四十 春秋 载 誉 ，
沧桑 变 革 搅 胜 ；
神州 开 放 两 翼 ，
小康 奔 向 大 同 。

泉水 淙 淙 鼎 湖 山
于洪 乔

在广 东 肇庆 ，一进 鼎 湖 山 ，顿 时 觉得
来到了一个神奇的 世界。这 里是 自 然保
护区 ，被 联合 国教科文 组织选 作生态 观
测站，只 见茫 茫苍苍 ，绿荫蔽空 、藤蔓
锁路，简直使 我这 个 北方人有 些 目 瞪 口
呆了 。

步过寒 翠桥、香 界桥 ，踏着窄窄 的
石径 往上攀 的 时 候 ，我不由 得被 这 满 山
的淙 淙 泉 水 淘醉了 ！

鼎湖 山 的 泉 水实 在太多 了 ！我 沿着
曲曲 弯 弯 的 小 路上 山 ，前前后后 、上上
下下，无处不 涌无 处不 响，有 的 潜流在
林木 之中 ，有 的 喧 哗 哗 山 涧 沟 岔 ；有 的
从山 顶 冲下来尤如飞 雀 泻玉，有的 从石
缝间 淌 出尤如 温柔细语。山 路 石 阶被磨
得极光滑又 总 蒙着一层永不 消 失 的 水

气，再 加 上 常 常有大树挡 道老藤 绊脚 ，真
让你 顾了 上顾不 了 下。一不 留 意碰几下 树
干，那大颗大颗晶 亮的 水珠从树叶上震 落
到你的 头上 ，然后顺 着脖 子流下去，凉飕
飕的 ，令 你惊 叫不 已 ，可 当 你想躲过时 ，
说不 定脚 又会踏在 漫过石 阶而流 的 山 泉
里；难 怪有人打 趣地吟 道：“水 珠 树 枝
落，清 泉石 上流”。

当我来 到 飞水潭前，只见那 飞 瀑 直
下，势如 万 马奔腾，然而那瀑下 一 潭 却
娴静得水波不 兴。由 于这里是孙 中 山 游

泳处 ，所 以 吸引 那 么 多 红男 绿 女 竟击潭
中。我 意 外看见两 个小姑娘伴着 一 位鹤
发童颜老妇人立于 水 中 ，一打 听方知 是
她们 的 老 祖母，每年夏天必 由 新加 坡来
鼎湖 山一 游，并且必到 飞水潭 游泳 ，以

来表 达 她崇 敬恩师孙中山 先生和一片
乡之情 。

入夜 ，住在 白 云 寺。这 是一 千二百
多年 前唐僧 智 常 开 山所建，又 叫 龙 兴
寺。唐高僧 鉴真偕 日 僧 荣 睿 等人在五渡
日时遇难，辗 转经此，荣 睿 积劳成疾，
病逝寺中，现在寺 中 还 在有 荣 睿碑 亭。

山中万籁俱寂，枕上听着 远 远 近
近、高 高 低低的多 层 次的 淙淙泉水声 ，
声声入耳，真教人觉 得：山不 在高，有
泉则灵 。 姐　妹　俞 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