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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下学期 ，毛
泽东 阅 读 的 各 类 报 纸
中，又多 了份《民报》，
这份报纸是黄兴等在 日
本创办的 中 国 同盟会的
机关报 。由 于种种客观
条件的局限 ，当 时在湖
南一师上学的毛泽东要
读到这份报纸还很不容
易，这多亏了学校一位
姓唐的老师 。

从小有着强烈爱国
热情的毛泽东 ，对 《民
报》很感兴趣 ，唐老师
每次给他的 《民报》，
他总要一字不漏地读上
几遍 ，他除了从中懂得
中国 同盟会的纲领与活
动外 ，还获得了好些社
会知识 。

一天 ，他从《民报 》
读到这样一篇文章 ，说

国内有两个学生为了开
阔视野 ，增长知识 ，徒
步旅行全中 国 ，他们竟
然一直走到了西南边境
的打箭炉 （今四川省康
定），毛泽东读了很受
启发 ，就在心里拟定了
一个计划 。

第二 年 夏 天 ，学
校放 暑 假 ，同 学 们 纷
纷离 校 回 家 ，毛 泽 东
也回 到 了 韶 山 ，在 油
灯下 ，他 当 夜 向 母 亲
道出 了 自 己 的 想 法 ：
到农 村 作 一 次 长 途 旅
行，体 察 民 情 ，学 些
社会 知 识 。母 亲 觉 得
他的想法有道理 ，便欣
然同意 ，还说 ：

“ 润 之 ，妈 给你
点钱 吧 ，免 得路 上 为
难。”

说着 ，母亲起了身 ，
毛泽东忙拦住母亲 ：

“ 妈 ，不要钱 ，不
要钱 ，您放心吧 ，我另
有办法哩。”

第三 天 ，毛 泽 东
返回 了 长 沙 ，来 到 正
在楚 怡 小 学 教 书 的 学
友肖 子升家 ：

“ 子 升 ，我们 外
出搞 一 次 长 途 旅 行 好
不？”

“ 到哪里？”
“ 到 乡 下。”

“那要带多少钱？”
“ 不要带钱。”

“ 不

要带钱怎
么行哟？”

“ 我
们游 学
吧。”

接着毛泽东把要到
的地方 、路线 以及其他
方面的想法都告诉 肖 子
升，子升听了笑容满面 ，
连连点头 ，而且一个劲
地称 “好”，两个人议
论了 一 些 别 的 事 情 之
后，毛泽东就起身告辞
了。临行前 ，毛泽东跟
肖子 升 约 定 了 动 身 时
间。

过了几天 ，毛泽东
又来到楚怡小学 。他穿
着一 件 浅 蓝 色 的 单 长
衫，带着一把油纸雨伞
和一个角 上蓝花印的棉
布包袱 ，布包里有一套
换洗衣服 ，毛 巾 、笔记
本、笔墨和砚池 。肖 子
升见毛泽东来了 ，稍作
准备就一 同启了程 。他
们渡过湘江后 ，脱下脚
下的布鞋 ，换上草鞋 ，
然后走上了 山 间 的石板
路。一路上 ，他们谈笑
着，彼此都很兴奋 ，肖
子升还抽空在 日 记本上
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

雨伞行 囊 荷 一 肩 ，
头无冠戴 手 无钱 ；
去看 河 山 千 万 里 ，
如何 整 顿仗 空 拳 。

精神 文 明 与 人 之 距 离

西游

把人之 距 离 和 精 神 文 明 扯 在 一 起 ，似 乎
真有 些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然 而 ，在 生 活 中 ，确
实有 这 样 一 种 人 ，往 往 把 不 准 与 他 人 之 间 距
离的 尺度 ，而 有 损 于 精 神 文 明 的 。

譬如 ，当 你 刚 拿 起 当 天 的 报 纸 ，就 有 人
一把 夺 过 去 ，还 要 滔 滔 向 你 讲 述 报 纸 上 的 要
闻趣 语 ；你 排 队 买 东 西 ，有 人 就 大 模 大 样 插
到你 面 前 ，或 让 排 队 的 一 位 相 识 “代 劳”；
你去 看 电 影 ，身 旁
一对 恋 人 时 而 嘻
嘻哈哈 ，偶 尔 搂 肩
搭背 ，有 顷 瓜 子 皮
又飞 到 你 脸 上 ；又
如如 今 人 口 过 盛 ，空 间 相 对 拥 挤 ，你 去 饭馆
用餐 ，手 端 一 碗 热 汤 ，苦 于 找 不 到 座 位 ，面
前却 有 一 位 妙 龄 女 郎 一 屁 股 坐 了 两 个 凳 子 ，
另一 腿 又 横 在 第 三 条 凳 上 ，口 称 “有 人”。
等你 囫 囵 站 着 食 毕 ，她 “有 ”的 那 人饭 还 未
打来 ；稠 人 广 众 面 前 ，有 时 就 有 位 风 度 翩翩
的男 士 随 意 头 一 歪 ，痰 如 子 弹 出 膛 ，中 气 颇
足，后 音 颇 长 ，旁 观 者 作 呕 不 已 ，他 自 己 倒

满不 在 乎 。这 便 是 生 活 中 的 人
与人距 离 太 近 之 故 。

现今 论 及 世 风 ，提 倡 精 神
文明 ，要 求 人人 都 从 自 我做 起 ，
这也 就 是 要 求 平 日 言 行 一 点 一
滴，一 举 一 动 都 得 替 他人 着 想 ，
所谓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 ，幼
吾幼 以 及 人之 幼 ”便 是 如 此说 ，

所谓“我 为 人人 ，
人人 为 我 ”也 包 含
这层 意 思 ，人 与 人
之间 行 为 礼仪 范

今人 虽 不 载 之 法
律条 文 ，然 而 高 尚 的 社 会 风 气 ，却 是 人 们 盼
望的 。这 里 ，在 处 理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 系 时 ，
首要 的 一 条 便 是 该 象 马 路 上 的 小 车 后 窗 贴 的
字条 “保持距 离”。亲 密 无 间 固 然 是 好 事 ，
可真 正 地 做 到 并 不 容 易 。物 极 必 反 ，如 哥 们
义气 ，成 帮 结 伙 ，处 理 得 不 好 ，有 的 甚 至 反
而成 为 社 会 不 安 定 因 素 。这 更 与 精 神 文 明 相
悖了 。

象鼻 山 游 记
梁文林

桂林的 山大多象形 ，所谓“马驼狮象不一样”，
“ 如瓶如塔如金钟”，但最为象形的 莫过于象鼻

山。

象鼻 山位于桂林市区的漓江西岸 ，正好是漓
江与 阳江汇合处 ，我绕着象鼻 山 ，上上下下转了
一圈 ，发现最为奇观的还是水月 洞 ，它是象鼻与
象身之间的一个流园大洞 ，每 当 月 明之夜 ，看水
月洞倒影 ，水底有明 月 ，水上明 月 凉 ，水流月 不
去，月 去水还流 ，实为一绝 。

我在象鼻 山拍照留念 ，准备从这山 的石缝爬
上山项 ，天不作美 ，刚才是太阳 当 空 ，忽然却是
乌云翻滚 ，密密麻麻雨点打落下来 ，雨点落在漓
江之 中 ，象打在碧绿的玉盘上 ，溅起的个个小水
泡为粒粒珍珠 ；雨点落在桂花树上 ，象给枝条梳
理着柔软的长发 ；雨点落在石头上 ，象给它洗礼
着面颊上的污垢 ，桂林的雨是短暂的 ，不一会儿
停了 ，我擦了擦头上的雨水 ，一气之下 ，爬到 山
顶。

于山 顶上观赏风景 ，最为心旷神怡。看众山
环绕 ，如万马奔腾。俯瞰桂林的市区 ，在一派绿
荫之 中 间的高楼 ，耸立于云端 ，尤其是邻近的榕
杉湖 ，象镶嵌在锦缎上的宝石 ，碧绿、晶莹 ，湖
畔的楼台亭阁 ，天上的云彩 ，都倒映入湖 ，分外
妖娆 。

在此 山 中 ，少女少男坐在 山石旁 ，卿卿我我 ，
互吐情丝 ；白 发苍苍的老人携带着天真的活泼的
小天使 ，泛舟于江心 ，或嬉水于江滨 ，各得其乐 ，
悠悠清风 中掺和着淡淡的桂花香 ，弥漫在之心 ，
飘浮于象 山 ，使人如醉如痴 。这时 ，我想起了唐
代伟大诗人杜甫 的 “宜人独桂林”的真谛所在 。

海南农妇
芦丁

没去海南岛
之前 ，常听人说 ，
那里都是女人犁
田、插秧 、割稻 ，
扛起农活重担 。
我从 海 口 乘 汽 车 去 三
亚，沿 途 仔 细 观 察 ，
虽说不全部是妇女 ，但
其中确有不少妇女执杖
犁田 ，而且从服饰上看 ，
当中 不乏有黎族妇女 。
后来 ，我 们 住 在 一 家
农场招待所 ，早晚闲暇
散步 ，所碰见的妇女 ，
不是 肩 挑 就 是 手 提 ，
总显得忙忙碌碌。那细
瘦的身体 ，担着沉重的
担子 ，腰 板 却 挺 直 ，
走起道来 ，扭出一种音
乐般的节奏感 ，使人看
了很美 。

我们 住 的 这 家 农
场，主要经营的是橡胶
林，种植面积广而分散 ，
有的在平地 ，有 的在 山
上和河边 。割胶的大部
分是女工 （这里汉人居
多），很辛苦 ，一年 四
季，每天凌晨三 、四点

即起床 ，穿上胶靴 ，天
晴亦如此 ，因 当 地蛇多 ，
防咬 。头上戴一盏象矿
工头上的那种照明灯 ，
腰里挂一只竹篓 ，是放
置胶刀 等工具的用 的 。
这些女工有时可邀上 同
伴，但一般情况下都是
独身一人 ，承包的那片
胶林若离家远 ，还得骑
自行车 。我 问 过 一个女
工，半夜一人上 山割胶 ，
害怕不？她说刚开始是
有点害怕 ，时间长了 ，
胆量也练 出 来 了 ，“再
说，我手里还有武器。”
她笑着晃了晃手里那把
虽然小巧却锋利无比的
胶刀 。

这些割胶女工 ，每
人承包200至400棵树

（ 橡胶树是每隔一天割
一次胶 ，也就是说 ，若
承包200棵树 ，每天必

须割 100棵树），她们
从凌晨一直割到早晨七
点左右 ，然后回家做早
饭、喂猪 、洗衣服 ，到
上午十时左右 ，担上胶
桶，上 山收胶 ，赶十二
时前把胶水要送到收胶
站。下午房前屋后地里
还有些活在等她们。男
人呢？我所见到的男人
却比较悠闲 ，除规定时
间内的上班或上工 ，剩
下就 坐 在 家 里 喝 茶 抽
烟，我专门去访问一家
农工 ，与那位年轻男子
聊天 ，他说 ，这里的女
人的确比男人辛苦多 。
我说 ，你们男人可以帮
着干点活 ，他笑着摇了
摇头说 ，没办法 ，就这
个风俗 。

我曾翻阅过有关资
料，海南岛黎族地区 的
妇女 ，承担家庭劳动强

度比较大 ，则
主要与母系 氏
族历史有关 。
从历史上看 ，
黎族地区 ，妇
女以 制 陶 为
主，在农村以 “合亩 ”
为单位集体劳动时 ，碰
上插秧 ，必由 “亩头 ”
的妻 子 做 一 种 宗 教 仪
式，率先插几个秧做个
样子 ，然后 ，其他妇女
才能下 田 插秧。另外 ，
峒与峒之间发生械斗 ，
内部发生纠纷和械斗 ，
都要 派 出 妇 女 代 表 ，

出面进行干涉和调解 ，
双方才言归于好 。再有 ，
出嫁 的 妇 女 死 了 后 ，
必须将遗体抬回娘家安
葬，遗物归娘家继承 。
这一 切 显 然 是 母 系 氏
族公 社 时 期 的 遗 俗 ，
也显 示 了 妇 女 在 社 会
和家庭的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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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 徐 曾 修 过上 海 城墙
申文

林则徐曾经修过上海城墙 。中 国近代史上这
个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 ，是近 日 由林的后裔 、复
旦大学教授林永侯先生给予透露 。

1832年 （道光二十年 ）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
期间 ，曾严令部属驱逐擅 自 闯入上海外滩的英 国
武装间谍船 “阿美士德号”。为防患于未然 ，他
又责人查勘了 上海城墙和吴淞炮台 ，发现上海城
垣和吴淞炮台 因年久失修 ，倾圮开裂 的计有千余
丈，损坏的箭台和炮台计有43座 ，吴淞 口 东西炮
台也十分破损 。经测算修复 的工料费需三万八千
余两银子 。为此 ，林则徐上奏折说：“松江府属
之上海县……城坦周 围九里 ，建 自 明嘉靖年间 ，
已有三百余载 。近来甚形坍损 ，亟须大为兴建。”
但当 时 清政府财政拮 据 ，承受 力 有 限 ，林就采取

“ 捐廉劝募”的办法来筹集资金 。
林则徐率先垂范 ，他与苏松太道吴其泰 、上

海知县温纶谌各倡捐廉银一千两 ，上海绅士朱增
誉、李训 良 、毛振麟也纷纷解囊 。不数 日 ，就收
到捐争三万八千余两 。上海城坦和吴淞炮台 的修
建工程 ，得以在2年 内修建一新 。

北京 国 际 饭 店 ，是我 国 自 行投 资 、设计 、建
造的 大 型 现代化旅游饭店 ，该 工程 荣 获 国 家 工程
建设质 量银质 奖 。　韩小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