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万里雍城 情
王晓 梅

凤翔 ，古称雍 ，战国
时的 秦 穆 公 曾 在 此 建
都，后葬 于 此 。至 今 ，秦
穆公墓仍是凤翔 的一大
古迹 。至 于为何将 “雍 ”
改为 “凤翔”，其 中 还 有
一段美丽的传说 。

相传 ，在一个寒冷
的冬夜 ，鹅毛大雪纷纷
扬扬地飘了一夜 。第二
天清晨 ，人们惊奇地发
现在银妆素裹的雍城边
竟有凤凰的足印 。循迹
找去 ，终于发现在城中
的一池碧水边 ，有只美
丽的凤凰正在饮水 ，待
喝足了 ，便振翅高飞而
去。当 飞到雍城和岐 山
交界处时 ，这只神鸟竟
驻足朝着雍城方向连鸣
三声 ，然后才翩然而 去 。
“ 凤翔 ”因 此 而得 名 。
凤凰 曾 喝 水 的 那 个 池
塘，便名“古饮凤池”，
也就是现在的 “东湖”。

凤翔 是我 的 故 乡 ，
以前似并未看 出它有什
么可 爱之 处 ，心想一个
小小 的 农 业 城 ，能有什
么发展 前途 ，贫穷落后 ，
只能靠种粮为生 ，要富 ，
可真是太难 了 。然而 ，当
我从 大学 毕 业 ，重 返故
里时 ，它 的 变化使我惊

喜不 已 。拓宽了 的街道 ，
干净卫 生 的 小 吃 ，公路
边林立 的 高楼 、商店 ，还
有街 心 花 园 中 雕 塑 的
展翅 高 飞 的 凤凰 ，无 不
显示 出 她 的 魅 力 。通 过
亲身 经 历 的 一件 事 ，彻
底改 变 了 我 对 故 乡 的
偏见 ，还爱上 了它呢 ！

那是去年 夏末 ，我
在县 外 贸 公 司 临 时 做
事。一次 ，香港的李小
姐来公司订购草编 工艺
品，从她 口 中得知 ，在
我看来很普通的用麦秸
编制的小人 、桃子 、花
扇、吊篮……，在国外
却是抢手货 。李小姐是
香港丽怡装饰品有限公
司的采购 员 ，她们经营
的室 内小型装饰品 ，象
圣诞 树 上 点 缀 的 小 彩
灯，就是用草编小人及
其它小玩意经过再加工
而成的 ，很新颖 ，特别
受外商欢迎 。李小姐对
我说：“凤翔 的草编制
品颇具特色 ，而且便宜 、
别致 ，很畅销 。公司订
你们的货最多 ，我 已是
第二次来凤翔了！”我
听了 不禁欣然 。又想起
在外贸公司 工作的哥哥
曾对我说过 ，近几年才

兴起 的这种用麦秸 、苞
谷皮经农家妇 女巧手编
织而 成 的 家 庭 用 装 饰
品，已打入广 交会 ，出
口欧美 十几个 国 家 ，受
到外国人的普遍喜爱 。
没想到 ，一个不起眼的
小县城 ，竟也有不凡的
能人巧匠 。

由此我又想起 一首
流传 已久的 民 谣：“凤
翔有 三宝 ：东湖柳 、西
凤酒 、姑娘手。”这姑
娘手便是指凤翔姑娘草
编、刺绣和剪纸的一双
巧手 。雍城这块黄土地 ，
自古就地灵人杰 ，尤其
是姑娘媳妇们个个心灵
手巧 ，那剪纸栩栩如生 ，
草编活灵活现 ，刺绣更
是巧夺天工 。那手确实
是名符其实的一绝 。

说到这 里 ，顺便提
一提西凤酒 ，它 以其 甘
醇的酒香 ，迷醉 了 多少
的饮酒人 ，曾被作为 国
宴用 酒而享誉国 内外 ，
不能不令人骄傲 ！

应李小姐要求 ，在
她临走前一天 ，由 我陪
她在凤翔 县城观光 。

一路上 ，我边走边
向她介绍本地的风土人
情，富有地方特色的风
味小吃 ，她对什么都感
兴趣 ，好奇地问这问那 ，
并不时地发 出赞叹：“太
好了 ！”、“真棒！”“变
化好大哟！”

在去 东 湖 的路上 ，
我又 介 绍 了 东 湖 的 历
史，它的各种动人的传
说，它的今昔 。李小姐
都听得入了迷 。当 年 ，
宋朝大文豪苏轼任凤翔
府签书判官时 ，在古饮
凤池上筑堤种柳 ，广 建
亭台楼阁 ，湖内养鱼种
荷，使得亭台楼阁在绿
树红花的掩映下更显得

富丽幽雅 。据说苏轼在
去杭州赴任后 ，又以东
湖为原形 ，修建 了瘦西
湖，人们便称她们为“姐
妹湖”。

看了 东湖 ，又听了
我的介绍后 ，李小姐赞
叹道：“东湖虽不及西
湖美 ，但它却是独 一无
二的！”

临别 ，我买了 也是
凤翔特产的彩绘泥塑的

小老虎和一张戏剧脸谱
送给李小姐作纪念 。她
看着形象逼真的两个泥
塑，高兴得连声道谢 ，
并说：“我回去征求一
下总经理的意见 ，说不
定下次再来 ，还要订一
批彩塑呢！”

我欢迎她再来 ，也
相信她还会再来的 ，因
为凤翔有那么多好东西
在吸引着她 ，等待着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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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 随 想
冯日 乾

人们 往 往 唾 骂 拍 马 逢 迎 者 ，却 有 意 无 意 为 受
谀被拍 者 开 脱 ，说 他们 无 自 知之 明 啦 ，昏 头 昏 脑啦
等等 。那 些 恶 直 言 ，喜 谀 词 ，远 贤 臣 ，近 小 人 的 皇
帝，我们就 习 惯 叫 他做 “昏 君”。然 而 ，未必 都“昏”。

《 汉 书 》载 ，渤 海 太 守 龚 遂 治乱 有 功 ，将 入
宫见玉，下 属 王 生 叮 咛 他：“皇 上如 问 您 是 怎 样
治理渤海 的 ，您 可 不 要 多 说什 么 ，只 宜 说：‘全
凭圣 上 威 德 ，不 是我 有 什 么 能耐啊！’”龚 遂原
盘奉上 ，汉 宣 帝 果 然 听 得 喜 笑 颜 开 ，既封 了 龚 遂 ，
又封 了 王 生 。

汉宣 帝 在 历 史 上 并 不 属 “昏 君”，好 象 还
有些 励 精 图 治 的 劲 头 ，这 一 回 他 也 并 非 不 明 真
相，糊 里 糊 涂 ，而

是亲 自 问 过 ，知道 那
高调 是 王 生 所 教 ；龚
遂的 颂歌 并 非 出 于 本
心，王 生也 不 过 是 在
卖嘴 ，这 都是 明 摆着 的 。但谁 去 管 那些 ，只 要你
高呼 天 纵 英 明 皇 恩浩 荡 就好 。而 王 生 “素 嗜 酒 ，
亡（无 ）节 度”，全 凭 “心理 学 ”学 得好 ，马 屁
一拍——只 是捉着 太 守 的 手腕轻轻一 拍 ，就捞 了
个水衡 丞——容 易 亲 近 皇 帝 的 官 ，何 乐 不 为 ！

两厢 有情 ，一 拍 即 合 ，谁也 不 “昏”。

范滂 是 东 汉 后 期 著名 的 “党 人”，他胸怀澄
清天 下 之志 ，无所畏惧地检举弹 劾贪 官 污 吏 和权
门豪 绅 ，深 得 民心 。但终遭诬 害，“身 陷 大 戮”。
死别 之际 ，他 望 着 儿子说：“使汝 为 恶 ，则 恶 不
可为 ；使汝 为 善 ，则 我 不 为 恶 （而 遭此 下 场）！”
叫儿孙后 代作恶吧 ，实 在 不 应 该 ，良 心过 不 去 ，

嘴也说 不 出 ；行好吧 ，可 好人的 结
果又 太惨 ，自 己就是 样 子 啊 。

古人 曰 ：哀 莫 大 于 心 死 。但记
得好 象 是 聂 绀 弩 却说 ：哀 莫 大 于 心
不死 。范 滂如 果 万 念 俱灰 ，就会任
儿子 随 波逐流 ，什 么 也 不 说 ，甚 或
明告 儿 子 看破红 尘 再 莫 当 好人 。偏
他一 辈 子 吃 了 大 亏 却 仍 然 “心 不
死”，总 想 着 清 明 向 善 ，这就徒 然 增 了 悲哀 。屈
原曾 经 高 唱 ：“悲 莫 悲兮生 别 离 ”。可 在 范 滂心 中 ，
大概是 ：悲 莫 悲兮 临 死前 只 能 留 给 子 女 一道 费 解
的人生 难题 。

明末 清 初 的 大 诗
人钱谦益 早 年 曾 是 东

林党 ，后 谄事权 臣 ，
做了 礼部 大 官 。明 亡

之际 ，家人劝 他 以 身 殉 国 ，他亦 宣 称 要 学 屈 原 。
但他 站 在 湖边 直 至 夕 阳西 下 ，到 底 不 曾 跳下 去 。
他用 手摸 了 摸水说：“水太冷 了 ……”——终 于
投降 了 清朝 。

既要 学 屈 原 ，又怕 湖水寒 。既能从 容 地试水
之寒 温 ，足 见 本 来就 没 有 想 死 。

清统 治 者 虽 然 给 了 他 官 做 ，但 并 不 赏 识 重 用 ，
他只 好告 病 归 居。“穷 鬼挪揄病 鬼缠”，死后 入
了“贰 臣 传”。历 史 于 此算 是公正 的 ，给 了 在 “气
节与 荣 华 ”的 二难选择 中 排徊者 一 面 镜 子 。否 则 ，
让所 有 只 图 做 官 发 财 不 顾人格的 无耻之徒 ，都 象
五朝 元老 冯道那样如愿 以 偿 ，高 官 厚禄 ，历 史也
真不 象 历 史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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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 志 愿 军 战 歌 》的 诞 生

国银

著名 的 《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歌词的原始
作者麻扶摇 ，在 《军史资料 》上撰文介绍了这首
歌诞生的全过程 。

1950年夏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 ，将战
火烧到鸭绿江边 。中 国人民组织了志愿军 ，开赴
鸭绿江边待命 。麻扶摇时任某部炮兵连指导 员 。
在该连举行的表决心大会上 ，几个班的决心书都
写着 “保卫和平 ，保卫国家 ，就是保卫家 乡 ”和

“ 打败美帝野心狼”等豪言壮语 。麻扶摇心情激
动，也在本子上写了 “雄赴赴 ，气昂 昂 ，横过鸭
绿江”。原准备回家结婚的战士和几名新婚不久
就参军的东北籍战士 ，都决心“援朝胜利再回家”。
这些普通战士的高 尚情怀 ，使麻扶摇又产生了“中
华儿女”的概念 ，后又加以补充 、修改 ，写成了
一份诗歌形式的 《决心书》，在团 里 召开 的 出 国
作战誓师大会上朗读后 ，大家都说好 ，并刊登该
团的油 印小报 《群力 》上 。

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部队入朝 前 来采 访 ，热
情地肯定了这首诗 ，并建议把 “横过鸭绿江”改
为“跨过鸭绿江”，以表现英雄气概 ；把 “中华
好儿女 ”改为“中 国好儿女”，以增强读音脆度 。
他将这首 诗 引 用在他的战地通讯 《记 中 国 人民志
愿军部队几位战士 的 谈话》（见1950年11月 26日

《 人民 日 报》）里 ，周巍峙从报上摘 出 这首诗 ，
以《打败美帝野心狼 》为题谱曲 ，当 月 30日 在 《人
民日 报 》上发表 。

1954年全国 优秀歌曲 评选 ，这首歌被评为一
等奖 ，改名 为 《中 国 人民志愿军战歌》。

椰岛 黎 人
芦丁

我有幸曾到海
南岛最南端的三亚
市和五指山腹地 去
了一趟 。接触一些
黎族 同胞 ，觉得这个民族的历史 、
人情风俗颇有意思 ，遂零星记下来 。

据有关史料记载 ，黎族的远古
祖先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 （《汉书

· 贾捐之传》），西汉所谓的 “骆
越”，东汉所谓的 “里”、“俚 ”
或“蛮”以及隋朝所 谓的 “俚”、

“僚”（《隋 书 ·谯国夫人传 》等
古越族的不同称呼 ，均为黎族先民 。
另外 ，认为黎族是古越族 的后代 ，
又一证据是 ，其语言与 古越语言的

倒装句很相象 ，如“肉
鸡”，叫 鸡 肉 ，“红花 ”
为“花红”，“我的
书”称 “书我的”…
… 其生活上有些 习俗
也保留着 古越人的某
些特征 ，如 ：古越族
有“纹身断发”的 习
俗，而黎族也有 “男
纹臂腿”，“女纹身
面”的风 习 。直到我
国解放前夕 ，部分黎
族妇女中还有“纹面 ”
的习俗 。

再有 ，据 《史记

· 孝帝武本记 》中
有“越巫鸡 卜 ”的
卜挂风俗 。而黎族 ，
直到 我 国 解 放 以

后，“鸡 卜 ”还大量风行 。诸 如狩猎 、
寻物、械斗、结婚、丧葬 、生育 、问
病、求平安等都要 “鸡 卜”。其 卜挂
的方法是 ：杀一只鸡 ，抽出 两根腿骨 ，
看左右两根腿骨上的营养孔 ，根据孔
的多少及其是否 平衡来定凶 吉 ，从而
预卜行止 。

旧社会 ，由 于封建统治者实行“大
汉族”主义 ，黎族 同胞被撵到五指山
偏远的地方居住 ，生产力相 当 落后 ，
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 ，还处于刀 耕火
种的原始生产状态 。这种落后的生产 ，
需大量砍伐树木 ，对五指山天然森林
破坏力大 ，甚至 引 起 自 然灾害 。后来
在岛上建起了很多农场 ，黎族 同胞受
到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 ，这种落后的
耕作才遂渐消失 。早先 ，狩猎 、捕鱼
和采集也是黎人一项相 当 重要的生产
活动 。在解放后相 当 长的时向 ，黎族
人不懂得种植蔬菜 。因为黎语中 的“蔬
菜”和 “树叶”是同一词语 。因此 ，
平时就餐主要靠采集野果 、抓田 鼠 、
捡田 螺 、捉小鱼下饭 。现在的生活习
惯早已改变 ，有些黎人不仅种菜，满
足自 家的需要 ，把剩余的还担到集市
上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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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 二 月
二十六 日 ，古城西安大
街上 出 现 了 异 样 的 变
化，往 日 冒严寒 、顶风
雪宣传抗 日 的热血青年
也不见了 ，大街上顿时
冷冷清清 。

可是 ，这时候在位
于南大街书院门
巷的西安师范操
场，一万多名抗
日青年云集在这
儿，正在倾听讲
台上一位八路军
将军的讲演 。

这位将军就
是八路军副总 司
令彭德怀同志 。

彭总这次是
从华北抗 日 前线
回延安向党 中央
汇报 工 作 的 。刚
在西安八路军办
事处 歇 下脚 ，消
息灵通的 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西
安队部队长于志
远、组 织 部 长朱
平就与 中 共 中央
驻西安八路军办
事处代表林伯渠
同志取得 了 联 系 ，要求
彭总 给 西 安 青 年 作 报
告、彭总知道后 ，当 即欣
然应 诺 ，遂 定讲演题 目
为《目 前抗战 形 势与今
后任务》，时间定为翌 日 。

彭总站在讲台上的
第一句话是：“青年朋
友们好！”

台下万人一万齐 回
敬道：“彭总您好！”
接着掌声四起 ，西安师
范内一片欢腾 。

讲演开始了 ，彭总
威武刚毅的神态 ，铿锵
有力 的语调 ，热忱恳切
的言词使到会者无不被

吸引 ，无不被感动 。
彭总分析了华

北抗战的新形势 ，
总结 了动员与组织
群众抗战的经验与
教训 ，还就全国五
个月 来的抗战收获
作了总结 。

暮色 已降临在
秦川大地上 ，可西
安师范操场仍是灯
火通明 ，热气腾腾 ，
我们的彭总还在讲
演。

讲演结束时 ，
彭总以严肃的语气
讲道 ：我们的 口 号
是：①拥护领导抗
日的 中 央政府；②

持抗战到底 ，争
取最后胜利；③反
对动 摇 妥 协 的 亲
日分 子 ，消 灭 汉

奸；④中华民族解放万
岁！

翌日 ，《西京 日 报》、
《 西北文化 日 报》均在

头版头条报道了彭德怀
将军在西安师范的讲演
盛况 ，一位国民党官 员
也不无感慨地说 ：这真
是难得的盛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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