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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解：只读书学习却不思考判断
就会受欺骗，而只是在那里凭空思
考而没有读书学习掌握基本的知识
和材料，就会充满疑惑不能自信。
孔子不愧是一位教育家，在此讲明
了读书学习与独立思考的辩证关
系，对于学习思考有着重要的指导
意义。读书学习是基础，在此基础
上需要有个人的独立思考。这正如
后世王阳明所讲，不经自己的独立
思考，不敢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亦不敢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当
然，独立思考的能力也非先天的，
亦是来自于读书学习与实践。

知识论上有个讲法叫作“以得
之所与还治所与”，思考、学习、
实践是一个系统，人应自觉地将三
者放在一个系统中而加以利用。如
果没有这种自觉性，偏执于一端，
那么就会产生极大的片面性和非常
有害的结果。

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
也已！”

解：批判攻击那些不正确的思

想，其祸害也就可以消灭了。这一
方面表现了孔子对自己学说的自
信，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儒家思想传
统中的局限性。

对于与自己不一样的思想，要
有批判精神，分析研究，决不可以
苟且含糊，但要有平等的精神，不
可把异端的权利剥夺净尽。儒家坚
持自己的学说，有斗争精神，这是
值得肯定的。但当孔子诛少正卯，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时，其对异端的批评、攻击已超出
了必要的边界。这句话对后世的影
响更多是负面的。

2·17子曰：“由！诲女知之
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

解：孔子通过告诉其学生子路
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而表明
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孔
子认为，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

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智慧。
按照德国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孔子与西方的
苏格拉底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伟
大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约
在孔子、苏格拉底的时代，人类存
在的三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
和希腊文明。尽管没有交流接触，却
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大批对未来有
决定意义的思想家，塑造了人类的
不同文明。雅氏称这一时代为人类
的轴心时代，孔子、佛陀、苏格拉底
就是轴心时代的杰出代表。

作为在知识论上的判断，苏格
拉底也有一句著名的言语：自知其
无知。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
《申辩篇》中讲，苏格拉底去德尔
菲神庙去问神：有没有比苏格拉底
更有智慧的人？神的回答是没有。
苏格拉底对此非常困惑，因为他感
到自己并没有智慧。为了解决自己

的困惑，苏格拉底就去拜访当时世
上有名的人物。那些有名的人物，
人们普遍认为他们非常有智慧。通
过见面、问答，苏格拉底发现这
些有名的人物，每个人在思想上
都是混乱的、似是而非的，但每
个人都自以为已掌握了真理并且
是非常的有智慧。就此，苏格拉
底最终理解了神的意思，因为只
有他苏格拉底是自认为自己没有
智慧的，无知的，所以神才认为
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可
以 概 括 为 ： 自 知 其 无 知 ， 是 知
也。自己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
有智慧。

把孔子的这句话与苏格拉底
的话相比，也体现了中西方思维
的不同。在孔子的话中，自知其
知 又 自 知 其 不 知 ， 两 者 结 合 起
来，才是有智慧，这体现了中庸
哲学，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而苏
格拉底则将知其无知贯彻到底，
在其与每位名人的对答中，有着
强大的逻辑力量，最终让每位自认
为有智慧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无
知。一方面有其全面性，一方面有
其深刻性，而全面性加深刻性也许
更好。

自知其知又要自知其无知
赵宗符

┩刀德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新疆和平解放70年。8月中旬，
我不远万里从山东来到新疆——— 为
了多年的夙愿，也为了追寻一段关
于新中国第一代边疆建设者的记
忆。

20世纪50年代初，2万多名山东
年轻女性，从齐鲁大地来到祖国西
北边陲新疆，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边
疆建设者和守卫者。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1949年
刚刚解放的新疆，稳疆固边任务严
峻。1952年2月，为了祖国领土的完
整和安宁，遵照毛泽东主席发布的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人民解
放军十万官兵成建制地分批转入生
产建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不
穿军装、不拿军饷，自给自足，铺
展开一幅屯垦戍边的英雄画卷。

山东是革命老区、抗日根据
地，1948年就是解放区了。妇女和
姑娘们做军装、备军粮、支援前
线，早早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52年春，抗美援朝在招兵，建设
新疆也在招兵。新疆军区到山东招
收女兵的消息一传出，山东姑娘报
名踊跃。亲朋好友都说：“这些丫
头们都疯了，非去新疆不可。”有
的身高不够，往鞋里加鞋垫；有的
年龄小，就虚报年龄；有的怕爹娘
不同意，瞒着父母赶往招兵点……

1952年参军的山东女兵，先后
分四批从山东的青岛、济南、潍
县、兖州等地乘火车，到西安或兰
州改乘汽车，经万里之遥，大都一
个多月才赶到新疆境内。沉寂了几
个世纪的丝绸古道，涌来滚滚的车
队和斗志昂扬的士兵，篝火烧焦了
久远的沉寂。

据统计，1952至1954年间，先
后有2万多名山东女青年进新疆，
其中相当部分有军籍。不久，她们
陆续脱下军装，转业到新疆各地的
团场和县市。这些女兵们和男兵一
样，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无论
春夏秋冬，住地窝子、喝涝坝水、
扛着农具开荒生产。他们是既不属
于农民、也不属于部队，却肩负军
人职责的农垦职业，这里是看不见
硝烟的屯垦戍边战场。

扎根荒漠

“滚滚黄沙遮住天，茫茫盐碱
连成片；满目荒凉杂草生，野兽出
没无人烟。”这是当年兵团战士留
下的顺口溜。

那天我们驱车跑了两个多小
时，赶到兵团12师222团军垦遗址，
那里还保留着当年的地窝子原貌。
四周是茫茫沙漠和稀疏低矮的野
柳，钻进去，地窝子里边一人高，
五六个平方米。四壁是干裂的黄
土，透过窝顶的柳草能看到天空。
骄阳似火，地面温度有四十多度，
酷热难耐。难以想象，我们的前辈
就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里。

地窝子，说白了就是一人多深
的大土坑，像山东的地窖，在平地
上斜挖下去，再平掏出一个大洞，
在洞底留出当床、做桌的土墩和行
走的过道，用木头拱住屋顶，上面
盖上胡杨木、红柳条、芦苇和泥
浆、湿土，留出门窗，就是居住、
生活的场所。窝顶基本与地面持
平，时常有羊和孩子掉进地窝子。
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可以看见天上
的星星。冬天冻得睡不着觉，早上
起来嘴上结满冰霜。遇到刮风天，
睡觉时脸上得蒙块挡尘土的布！

面对恶劣环境和重重困难，女
兵们丝毫没有退却。参加过克拉玛
依石油大会战的宋香莲说：“那时
候的人都讲荣誉，上进心特别强，
不管干什么只想跑在前头，就怕落
在别人后头！”开荒造田、拦河筑
坝、修渠引水、打坯盖房，女兵们
一点也不比男兵逊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因为
没日没夜的劳动，青年男女难得有
机会接触，没有时间谈恋爱。兵团
创业初期有个顺口溜：“粗粮吃细
粮卖，刮风下雨当礼拜，兵团姑娘
不对外，衣服没领子和口袋。”其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
布不久，男女婚恋自由，可空旷的
戈壁滩人烟稀少，很多夫妻都是靠
组织介绍、领导牵线认识，自愿组
成了中国屯垦戍边史上的第一批家
庭。婚礼也都很简单，大多是集体
婚礼，分包喜糖了事。当时，没有
空闲的平房和地窝子，洞房也是集
体公用，轮流住，平时夫妻都住在
各自的集体宿舍。有的连队没有婚
房，只好指派年轻夫妇去睡草垛。

荒原上燃起鲜活而真实的人间
烟火。婴儿清脆的啼哭声，成为戈
壁荒原上最动听、最令人振奋和激
动的乐曲！

屯垦戍边的解放军成了家，诞
生了第一代“军垦母亲”，有了孩
子、留下血脉真的扎下了根，结束

了屯疆戍边一代而终的历史。这种
景象让当地的少数民族老乡吃了
“定心丸”，他们相信解放军不走
了，军民关系牢固了，就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地相互依靠，发展也打长
谱了。

两个故乡

85岁的金茂芳，是山东进疆女
兵的优秀代表。我们赶到她家时，
满头银发、满面红光的她早已换上
了红上衣，切好了红瓤西瓜。她给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乡音未改，性
格开朗。客厅正面挂满了各种照片
和奖状，右侧是她年轻时开拖拉机
的大幅照片。她拿出来一大摞老照
片，一张张地给我们介绍：“我老
家在济宁，我是1952年8月1日坐上
去西安的火车的，9月3日到了新疆
石河子。”1955年，她和丈夫随大
军就地转业，成了第一代军垦职
工。不久，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代
女拖拉机手”。她用军人的执着、
女性的细腻养护着机车，7年干了22

年的活。“十大戈壁母亲”推选委
员会在颁奖词中这样评价金茂芳：
她是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是拓
荒岁月里最杰出的女性！国家给予
金茂芳至高无上的荣誉。1960年我
国发行第三套人民币时，金茂芳成
为 1元纸币正面人物“女拖拉机
手”的原型，另一面是新疆风光。
她驾驶过的那台苏联产的拖拉机，
就存放在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里，是
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见到家乡人，她打开了话匣
子。谈起那段辉煌历史，金茂芳特
别嘱咐：“千万别说人民币上这个
拖拉机手是我，她是全疆女拖拉机
手的集体形象、群体荣誉。”我端
详比对人民币上女拖拉机手的形象
与金茂芳当年的照片，真是太像
了。“我们这辈子就一门心思，给
兵团争光，给山东争气”，当问及
她如何评价当初的人生选择时，她
毫不犹豫：“我无怨无悔！”

山东女兵如红柳、胡杨、沙拐
枣等沙生植物，靠群体瘦弱的生命
绿色构筑了戈壁的生命屏障和生态
系统。

当年以参军或支边名义在甘
肃、湖南、山东、上海、广西、四
川、河南等省份招收的进疆军垦女
兵约五六万人，山东数量最多，占
1／3强。这些女兵大多被评为各级
劳模或先进，还出现了新中国第一

代女医生、女教师、女拖拉机手
等。

与这批山东女兵聊“故乡”这
个概念，答案竟然高度一致。“一
个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山东，一个是
奋斗生活了一生的新疆。”“忠孝
不能两全，心中最愧疚的，是没在
父母身旁尽女儿之孝。”话还没说
完，泪水早已流到了腮边。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有座“十
八团渠纪念碑”。当年为把孔雀河
的水引到吾瓦镇的军垦农场，开挖
了这条引水渠。修渠用石量很大，
又没有运输工具，全靠战士去5公
里以外的天山脚下背，一天要背七
八趟。一位叫吴素梅的女战士，绳
子磨断了，情急之下，剪下自己心
爱的辫子，结好了背石头的绳子。
美丽的麻花辫揽起棱角锐利的石
头。这是一个美丽得让人落泪的真
实故事，流传至今。60多年来，十
八团渠奔流不息，浇灌着库尔勒垦
区的30多万亩农田，成为当地农业
发展的命脉。

1957年，为了解决南北疆之间
的交通障碍，王震将军亲自筹划，
修筑一条翻越天山的公路，这就是
著名的乌库公路。在那支修路大军
中，姜同云、田桂芬、刘君淑、陈
桂英、王明珠5位山东女兵，不畏
艰难困苦，和男同志一样在海拔
4280米的冰峰雪山上抡锤打钎、点
火放炮、开山修路，休息时还帮男
同志洗衣服、缝被子，被誉为“冰
峰五姑娘”，当选“新中国屯垦戍
边100位感动兵团人物”。

这些当年不足二十岁的姑娘，
一生不攀附、不矫情，捂热心灵，
修炼内心，如今都是老奶奶级别的
人物，乐享天伦。品味她们的一
生，生动耐读、催人泪下。

山东省文登县马石波村的都桂
松，死缠硬磨进了疆——— 那年她13

岁。提起当年参军进新疆的事，她
总 是 乐 呵 呵 地 说 ： “ 我 可 来 对
了！”

立志“干不出成绩，见不到毛
主席”不结婚的江桂芳，1961年10

月1日站在天安门第三观礼台上参
加国庆大典，接着在怀仁堂见到了
毛主席，这位“铁姑娘”激动得热
泪盈眶，鼓掌鼓得手疼。1964年，
她才如约结婚。

传奇永存

西山农牧场的王蓓丽，其父母

都是山东人，父亲1947年参军，参
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母亲1952

年15岁参军做护士工作，1954年经
组织介绍结婚，1955年共同转业到
兵团。她说：“我的父亲、母亲解
放新疆、建设新疆，我的女儿也在
农场，我们一家三代扎根新疆、守
卫新疆，新疆就是我们全家的命
呀！”

曾经风华正茂、身姿曼妙的山
东女兵，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一辈
兵团人一道，谱写了维稳戍边的人
间传奇；经过岁月锤炼，已成为白
发苍苍的老人。截至2019年7月底，
健在的还有近3100人，平均年龄85

岁左右，最大的近100岁。而更多的
人，已长眠在天山南北。

历史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
记，人民没有忘记，后人没有忘
记。山东省委、省政府和山东人民
一直牵挂着这批女兵。1988年开展
了“兵团山东女兵”公益活动，
2017年山东女兵进疆65周年，开展
了系列关爱“军垦母亲”活动，寻
找“兵团山东女兵”。2019年，以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家
乡人带着慰问信和《论语》、鲁班
锁、老粗布等饱含山东味的纪念
品，逐一进家走访慰问全疆健在的
山东女兵。老兵们手捧慰问信，笑
里亦含泪：“老家来人了……”
“山东没忘我！”“我这辈子知足
啦！”

据了解，山东正在济南市长清
区建设“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
进疆女兵拟单列一个部分，让子孙
后代记住这段非凡的历史和功绩。

新疆早已旧貌换新颜，走出了
荒茫大漠和羌笛、胡笳的凄美，城
市和村镇星罗棋布，道路四通八
达，“大美新疆”名副其实。新疆
与山东，一西一东，两地人民血脉
相连，交流交往源远流长。目前山
东有大批援疆干部、人才在新疆工
作，书写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新篇章。

伴随国家“西部大开发”计
划，挺进大西北已成为多少有志青
年的梦想，山东女兵的后代扎根新
疆这片土地，汇入了建设美丽大西
北的滚滚洪流，正在上演着更雄
伟、豪迈的英雄传奇……

致敬，新中国成立初期进疆的
山东女兵！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刊发，有
删节，原载《光明日报》）

致敬，英雄的戈壁母亲
厉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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