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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礼物

梅贻琦：启沃大师慰此生读史札记 坊间纪事

每天教三个新字

螺式男女

父性脊梁红海湾

心灵小品

时尚辞典

□ 傅绍万

呼唤大师的舆论，声声过耳。
大师，代表一个时代科学文化发展的

高度；大师，体现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
术水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的“大师论”，成为
后世广为流传的教育箴言。虽然他本人没
有被称为大师，但是，他却引来了众多的大
师，并为后世培育了众多大师。他被称为清
华“终身校长”，他掌舵清华、主持西南联大
期间，把我国的文化教育水准提升到一个
令世界瞩目的高度。

梅贻琦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远涉重
洋，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浸润。“先生之行谊
本乎中华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
文化之巅峰”，后人的赞誉，洞达其灵魂深
处。梅贻琦毕业于南开学堂，以第六名的成
绩考取清华首批庚款留美生，学成归国后，
服务清华长达47年。因其深厚的传统底蕴，
深知大师对于大学的价值；因其高远的世
界眼光，深知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渊源
和承继。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学派纵横，无
不靠一二大师开山立祖，而由杰出者弘扬
光大。近代清华初创时期，其国学院采用书
院导师制和西方课题制结合的方式，王国
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联袂
登台，如高高耸立的四座文化高峰。名师出
高徒。从国学院走出的68人，大家、名家就
有姚明达、吴其昌、吴金鼎、陆侃如、谢国
桢、王力、高亨等二十余人。梅贻琦凭借对
历史与现实的独到把握，入主清华的首次
演讲，便以特有的自信，对大学教育的真谛
和大师成长规律作出深刻揭示。他提出，办

大学，应有两种目的，就是研究学术，造就
人才；必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就是设备与教
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
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
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
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大师，
“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为大家所
尊崇的人”。梅贻琦的“大师论”，并非局限
于“学问或艺术”，期望还要高出许多。大
师，是能够指导学生做人的人。梅贻琦说：

“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
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
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
成就。”大师，是通专备具的人。梅贻琦倡导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强调
“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
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
民，而为扰民”。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
师。看看清华园里那些青年学者的成长经
历，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了：当时的讲师或
助教，华罗庚、吴晗、邵循正、许维遹、陈梦
家、陈省身、沈有鼎，都从小荷才露尖尖角
的青年才俊，成长为荫庇一方的参天大树；
当时的莘莘学子，夏鼐、钱伟长、钱三强、林
家翘、钱锺书、季羡林、汪曾祺等等，后来都
在各自的领域里，树起一座座科学文化的
丰碑。

吸引、养育大师，清华得天独厚。清华
园大师云集，才俊辈出。但是，因树得果，却
非幸致，实赖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梅贻琦
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梅祖彦评价乃父：“父

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
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可以说，对
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
人。”清华图书、仪器充足，有堪与欧美一流
大学匹敌的实验室和实验设备。为此，航天
航空时代的科学奇才、后来成为钱伟长、钱
学森、郭永怀导师的华敦德的老师冯·卡门
亲临清华考察指导；蜚声国际的美国数学
家诺伯特·维纳、法国数学家雅克·阿达玛
成为清华客座教授，在清华讲学、研修逾
年。学校为便利教师研究，可免授课钟点；
教员任教五年或六年之后，得出国休假一
年，学校担负旅费和安家费。自梅贻琦任校
长至抗战前夕的六年间，教师休假出洋研
究人员多达65人。时任清华历史系主任蒋
廷黻回忆说：“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
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
修，他就会到清华来。”学校的教授会、评议
会和校务会“三会制度”，凝聚起校内最大
共识和智慧，营造出浓厚的民主氛围和自
由的学术空气。大师往往也是些最重感情
的人。梅贻琦知大师之心，更能动大师之
情。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
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因搭马车被抛下摔
伤，妻子又患重病，生命垂危。梅贻琦来研
究所看望大家，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来到
吴大猷家中，说如果要入城请医生来看，可
以用他的汽车。一句暖心话，让吴大猷和妻
子终生不忘。后来梅贻琦到新竹创办原子
能研究机构，在最艰难的关头，吴大猷从加
拿大渡海赴台，成为协助梅贻琦办所最有
力的支持者。这个研究所，就是新竹清华的
前身。从这里，走出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李远哲，走出了一批新的大师。

学术的大师，必是精神的巨人。战乱年
代，困厄的环境，精神的伟力常常会创造出
人间奇迹。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作为“中
国学者的理想化身”，最富有、最可奉献的，
也恰恰是精神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引爆了知识精英
献身学术、报效国家的绵延不绝的巨大能
量，精神之花在春城绽放得那般炫丽。

这是一所怎样的大学！天空，有敌机轮
番轰炸；教室，由铁皮和茅草覆顶；生活，饥
寒与疾病相随。知识界的悲观情绪，像乌云
般弥漫，“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
生”——— 历史上，我民族政权和人民南渡，
哪有北返之日？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岁寒
梅更香”，梅贻琦以自己的言行，演绎着校
训精神，感召着员工和学子：清华正好像漂
流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条船。虽是长夜漫漫，
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要把这条
船好好开回清华园！他清廉自持，与员工共
度时艰。他以殚精竭虑的劳作，组织勤工助
教，勤工助学，多方筹资，让民族复兴的文
化火炬燃烧不息。山城昆明，弦歌高扬，教
授学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西南联大这所特
殊的大学，以最简陋的办学条件，办成了世
界第一流的大学，出了《堆垒素数论》等大
批世界第一流的成果，从这里走出了诺贝
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朱光亚、
郭永怀、邓稼先、黄昆、唐敖庆、王瑞駪、王
浩等众多的科学文化大师。西南联大这所
特殊的大学，也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

“刚毅坚卓”的精神传播于世界，让世界认
识了中国学人，对中国学人、也对我们这个
民族刮目相看！

□ 韩浩月

前些天，看到高晓松的一篇采访，标题
是《49岁高晓松：此刻，我最想睡一个晴朗
的觉》，对于这个说法，高晓松的解释是，

“若你此刻问我，在想什么？最想在什么地
方，我会答：最想在16岁时北京四中的宿舍
里，初恋还没开始，睡一个晴朗的觉。”

人近50，高晓松这次仿佛真的放松下来
了，“他说，他只是来玩一会儿的，反正玩一
会儿天就黑了，就该回家了。”记者如此描述
他的状态。真好，说来，我们这帮70后，都是奔
着50的年龄去了，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在
天黑之前回家，是多么轻松的心态。

我觉得高晓松送给了自己一个礼物，这
个礼物的名义叫“轻”。不是减肥去油腻之后
身体的“轻”，而是灵魂与生活真正实现吻合
之后，舍弃内忧外患回归纯真的心灵之

“轻”。有谁不愿意在16岁的早晨醒来，无忧无
虑地一跃而起，跳进生活的大河畅游？

高晓松的朋友老狼，前段时间在微博上
很活跃，这个被年轻人遗忘了的歌手，和一
帮朋友在一间简陋的饭馆里吃饭，兴之所
至，朋友们弹奏起了乐器，老狼手持手机拍
摄并演唱了一首他的老歌《美人》……那种
动心，年轻人会懂吗？曾经年轻的70后会懂。

老狼和他的朋友们，在餐馆里玩音乐，
像一群孩子一样，没有媒体偷拍，没有粉丝
尖叫，视频发到微博上，甚至也没有多少转
载……流量时代的一切浮躁与虚假，都与
他无关，老狼也把那份名字叫“轻”的礼物
送给了自己。

说到礼物，今年我得到来自一位朋友
的评价，“没想到你还挺会给人选择礼物
的”。

送礼物有什么难的？除了送给女人与
孩子的礼物，给朋友中的老男人也送了几
次礼物，一份是一个宝丽来相机——— 没错，
就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一次成相相机，
只不过颜色选了黑色而不是粉色，朋友很
喜欢，和他的女儿拍了很多卖萌的照片。

一份是“大礼”，一个来自日本的沉重
的工艺铁壶，日常可以烧水喝的那种，据说
铁壶烧出的水可以比100度高出两度，适合
煮或泡普洱茶，我把这个很“养生”的信息
告诉朋友时，他眼睛一亮，说这个好，可以
把家里的电热水壶扔了。

一份是一束生日鲜花。男人之间不能
送鲜花吗，完全可以，看到收到这束鲜花的
老大哥开心地拉着人拍照，我知道这个把

车临停到路边花五分钟包出来的花束，是
适合给老男人们的礼物，它表达是一种深
厚的友情。

网友们在今年，喜欢把2018倒过来说，
常见的说法是，“都8102年，你还如何如何”
之类。8102，给人一种时间无多的错觉，我
也是在今年，才真正学会了对别人好，也对
自己好。看书，看电影，散步，接孩子，盯路
边的一草一木发呆，拿手机拍公园小路上
慢慢爬行的毛毛虫……

当然，2018年我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是重新开始写诗。这是一门扔下了20多年
的手艺，中间想拾没有拾起来，可能就是因
为无聊且时间充足了的缘故，诗悄悄回到
了心里，通过键盘流淌到了屏幕上。

刚开始写时，有些腼腆，不好意思拿出
来给人看，后来不小心知道，身边几位常年
宅在家里的中年男人，不约而同地都在写
诗，有一位不写诗的，但评论起各位的诗头
头是道，开口就是“你的诗一直使用第三视
角……”于是，几人就以居住地不远的一条
河流命名，成立了一个名字叫“潮白河诗
社”的组织，每晚睡前往群里丢一首诗，早
晨醒来有灵感写好之后再丢一首，有时候
还写同题诗。

写诗改变了我。或者说纠正了我。诗会
让一个人变得开朗、开放、流动起来，变得
愿意接触人、接触社会，变得包容、更爱微
笑……

像一个诗人那样活着？我知道这么说
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没那么难，一切都只
是选择问题，选择在阶层下滑的恐惧下像
机器那样重复而单调地活着，还是选择低
欲望的简单生活，这需要经过复杂的考虑
与计算，但想通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2018给我个人的印象，要比往年更快。
快不是问题，也不再让我恐慌，反正快慢当
中那些被虚度的时光，更多是浪费在自己
手上。我和身边的朋友们，在今年最大的收
获是回到文学那里，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
并把这当作光，来照亮自己。

我也确信，这个世界会有更多人，也正
在穿过生活的暗潮，突然有一天站在自己
选择的道路上来，这条路也许荒草丛生，但
想让人停下来、躺下来，去体会由阳光、花
草、尘土等构成的世间的味道。

走进心灵驿站
□ 田建民

走进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立马颠覆了
我对墓地的印象，这里绝非阴森萧瑟，凄楚
空旷，墓碑也非整齐划一，局促拥挤。整个
墓园绿树掩映，鲜花遍地。斑驳的阳光洒在
地面上，给寂静的园林染上了一层融融的
暖意。宽敞的道路将墓区划分得井井有条。
一座挨着一座，一排接着一排的墓碑，个性
鲜明，色彩斑斓，造型各异，在一束束鲜花
的衬托下，展示出独特的魅力。

新圣女公墓坐落在莫斯科河畔，似因
与著名的新圣女修道院毗邻而得名。在16
世纪时，这里只是一块埋葬修士的普通墓
地，由于环境优雅和地理位置隐蔽，到了19
世纪这里渐渐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各界
名流的最后归宿。且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与
维也纳中央公墓、巴黎贝尔·拉雪兹神父公
墓并称为欧洲三大公墓。

在新圣女公墓715公顷的土地上，安葬
着2 . 6万多位俄罗斯各个时期的名人。置身
于这富有个性和灵性的公墓之中，时空仿
佛在这一瞬间穿越了。普希金、果戈里、托
尔斯泰、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文学巨
匠，青少年时期阅读他们的巨作并伴随我
们成长的印迹历历在目；赫鲁晓夫、叶利钦
等政治名人讲述着他们不同凡响、跌宕起
伏的人生故事。面对这一个个独具魅力的
墓碑，就像是与他们面对面、心与心地近距
离交流。

曾几何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对青少年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他的墓碑定格在一只手放在书稿上，饱受
疾病折磨的身体微微抬起，眼睛凝视着远
方。墓碑下面还雕刻着伴随了大半生的军
帽和马刀。只有在此时，我才深刻地领悟到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真正含
义。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更是家喻户
晓，看到她昂首挺立，大义凛然，仰望乌云
密布的天空，短裙和衣襟在风中飘扬的墓
碑，让每一个造访者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
的震撼。卓娅墓的对面是他弟弟舒拉的墓
地，养育他们的母亲也静静安卧在舒拉的
身旁，英雄的家庭在天堂终于得以重逢。肖
斯塔科维奇的墓碑看起来有些普通，但却
埋葬着一个不死的灵魂，他把生命融入了
自己的乐曲并得到了永生，他的《列宁格勒
交响曲》是圣彼得堡900天保卫战的真实写
照，更是卫国战争的冲锋号角，演奏出了俄
罗斯民族的精神与气魄。二战期间用声音
杀敌的著名播音员尤利鲍利索维奇列维坦
之墓，我们曾经乘坐过的图-154飞机设计
者图波列夫之墓，莫斯科保卫战三英杰多
瓦托尔少将、飞行员塔拉里欣中尉、潘菲洛
夫少将之墓……这些英雄的名字不断重复

地跳入到我的视野，带我们重返那些火红
的岁月。

这天不是节假日，但仍能看到大批的
莫斯科市民手捧鲜花来到这里，并非是祭
奠他们的家人，而是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
不管生活是否困难，工作是否顺利，心情是
否舒畅……似乎只要在这里停留片刻，紧
缩的心灵就会得到舒展和平复，平淡无奇
的生活又会燃起希望的烛光。

苏联解体后国家拨款急剧减少，新圣女
公墓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某些富翁和
新贵趁机提出向公墓捐助巨款，使自己能埋
在公墓里，这种想法遭到俄罗斯人民的强烈
反对，绝不允许金钱玷污这块圣地！

时间匆匆而过，虽然是草草地浏览，已
强烈感受到，新圣女公墓不是告别生命的
地方，而是永生之地，是重新解读生命、
净化灵魂的殿堂，是心灵交汇、整装待发
的驿站。

□ 辛 然

我有段时间很着迷于《田螺姑娘》这
个故事，反复琢磨它的各种意义。这是个
反映了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简单诉求
的粗暴故事。一个资源匮缺的男性会幻想
如何成家，因此塑造了“田螺姑娘”这样的
形象，并且想方设法永久占有这一女性，
比如打破她的壳。不可否认，直到现代社
会，还有不少男性依旧把伴侣视为一种资
源进行占有。即便他们之间并没有良好的
感情基础，也要尽量维持一种关系。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女性也开始寻
求这样的一种“螺式关系”了，只是与男性
相反，并非占有，而是尽量松散——— 你最
好保持你的螺壳，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
出现；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钻回螺壳。给
我这个启发的首先是我的爸爸。他在三餐
时间会准时出现在厨房，而后呼唤大家用
餐；大家就位后，他就隐藏功与名，一人跑
到地下室研究木工。我们喜欢他出力，他
喜欢一个人独处，这简直就是一个“田螺
老爹”！再比如，如果我们的男性伴侣可以
定期出差，每周减少50%的见面时间，两
个人会更恩爱。而恩爱让我们的关系更加
融洽，可见松散并不是亲密的反义词，经
常见面未必真心关注，倒是距离产生美。
既然有“田螺女”，那暂且把实现了我们这
种愿望的男性叫做“螺蛳男”。“田螺女”是
比较被动的，她神出鬼没的家政服务让男

性产生了管控欲，她的田螺壳会被敲破是
一个必然的结果。“螺蛳男”则境遇好很多，
识趣的女性会允许你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只要你分担家务、照顾小孩以及提供一点
感情依靠——— 注意是依靠而不是指导。如
果能做到以上几点，相信你的女伴侣，不但
不会打破你的壳，还会定期给它打蜡，以便
你在对的时间钻进去或者冒出来。

事与愿违，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会
给自己偷偷准备一个田螺壳，也就是一个
独处的空间。如果伴侣不能天生给予，那
就用一些贡献行为去换取。但不少伴侣依
旧会打破你的壳，强迫你天天暴露在ta眼
皮子底下。几点必须回家、不能跟谁吃饭、
过节去谁家甚至定期聊天……人们大都
擅长制作粗暴的条款去实现“亲密关系”。
到底是要多亲密才能满足呢？可能自己也
说不清楚。松散的愉悦的关系，可能更适
合每个人。

说到底，这个“螺蛳男”的描绘主体，
是一个自私的我。每个人都想寻求一个责
任最少、成果最大的松散式亲密关系。在
很多关系里，即便感情淡化了，也可以维
持关系双方的良好配合。感情令人产生关
系，关系若能独立于感情，可能是一个很
成熟的进步了。我们最后需要维持的，可
能不是感情，而是关系。感情的艰难时期，
就需要点“螺式精神”，哪怕双方冷却到各
自钻进各自的螺壳里，但也能配合着过日
子，也比一地碎壳要好些。

□ 杨靖艺

西方有个美丽的传说，只要
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思念，在另
一个世界的亲人就一直在。每年
的纪念日，他们都可以通过一道
铺满鲜花的桥，回来看看自己的
家人。如果这个世界已经无人想
念，那才是真正的死亡，如灰飞烟
灭。虽然，我的家人都不是善于表
达情感的人，但我知道，大家一定
都在思念爷爷，只是默默地，在心
里。

记得我上小学时，每天回家
都会把当天新认的字教给爷爷，
他总是满脸笑容地看着我，无论
我讲得对不对，他都不言语、认真
听。我时常想，自己如今讲话时的
自信，一定是从那时萌芽生发的。
后来，我跟爷爷拉勾说定今后每
天教他三个新字，等我毕业，爷爷
也能自己看懂报纸了。这个承诺
让爷爷开心了好多年，直到眼花
了、看不清字了，还会时常回忆起
这个故事。

那时的岁月好像真的很慢，
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爷爷总是把
我放在“大金鹿”的横梁上，带我
出去玩。于是我对自行车产生了
兴趣，非要自己学，也许是我平衡
能力不强，学几次就摔几次，爷爷
看着我磕破的膝盖，默默地把特
意新买的车子收了起来，“咱不学
了……”，在他心里，孙女会不会
骑车不重要，摔着了伤着了却是
了不得的事。

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
作的老工人，工作了数十年，是一
位从来不向组织、向单位提要求
的老实人。在我印象中，家里的事
都是奶奶在“指挥”，爷爷总是不
做声，默默地干着手里的活儿。小
时候，家里用的菜刀、汤碗、茶缸、
脸盆甚至橱子、板凳，我的九连
环、七巧板玩具，都是爷爷亲手做
的。有些比我年龄还大，一用就是
几十年。直到现在，它们还在家里
静静地摆着，岁月在它们身上凝
固了，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温暖的
午后，爷爷还是坐在阳台的椅子
上，耐心专注地修补着、琢磨着他
的“作品”，阳光洒在他的脸上，满
意的微笑使皱纹显得分外深刻。

虽然爷爷很少说话，但是每

当讲起他的革命故事来就会滔滔
不绝。解放战争时期爷爷差一点
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他趁夜
跑了，而他的哥哥没有跑成。后
来，兄弟两人一个跟着共产党打
江山，一个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
爷爷说，他当年是刘邓大军中的
一员，还帮刘伯承元帅牵过马，还
在战场上立过二等功。为了打通
战时通讯联络，他的好多战友前
仆后继地倒下了。最后是他把电
线缠在身上，冒着枪林弹雨，急速
滚下了坡地，完成了连接设备的
任务。我好像听神话一样听着这
些故事，虽然当时家里的大人也
打趣过、质疑过，但我一直深信不
疑。每次爷爷要讲他的英雄故事，
我就像第一次听一样，听一遍，再
听一遍，那些话语直到现在还会
在耳边回响。

之后的岁月变快了，我回去
看望爷爷的时候也少了，学习、工
作、各种事好像都很重要、都很紧
急。从挣工资开始，每年我都会给
爷爷搬几盆花回去，直到有一年，
爷爷跟我说“不要再搬花回来
了”，他背对着我喃喃自语着，“养
不 了 了 ，养 不 动 了 ，别 可 惜
了……”我才猛然意识到爷爷真
的老了许多，他的脚步愈发蹒跚，
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沉的纹
路，还有莫名的哀戚。人是不是都
会如此？再后来，爷爷越来越不认
得人，越来越沉默不语，几乎唯一
的说话，就是问我奶奶，“你吃没
吃饭？你饿不饿？”有时候还会硬
要喂她吃饭，不停地往她嘴里塞
食物。那次，因为奶奶感冒去医院
治疗，两天不在家，爷爷越来越焦
虑，越来越担心，几天后爷爷住进
了重症监护室，再也没有回
家……

可生活还是在平静地继续
着，只是在宁静的夜晚，脑海里常
会浮现出最后一次见到爷爷的场
景：我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那是
小时候扶我学骑车、给我做玩具
的大手，粗糙但如往常般温暖。我
趴在他耳边：“爷爷，快点起来吧，
奶奶感冒已经好了，等我们回家
呢。有没有记得我答应的，每天要
教三个新字，还没学完呢……”爷
爷的大手微微握了我两下，然后
缓缓地放开了……

□ 黄 刚

携一身咸腥的海风归来，无
寐。旖旎满眼,涛声依旧。铺展地
图，纸上，红海湾蜿蜒成一张待箭
欲射的弓弦。这条遒劲坚韧的弧
线，勾勒出古铜或者褚褐色的男
人的脊梁，跃跃欲试，摩拳擦
掌。

红海湾，一个标志，一种象
征。赤色的、刚健的、不屈的、
彪悍的、父性的。此一切，属于
海陆丰。

那左右延展，坚实悠长的海
岸线，是男人紧抓大地，围护子
民的长臂。那一块块迎遏巨浪，
凸出海面的嶙峋礁石，是男人偶
现峥嵘潜蓄力量的筋骨。大风起
兮，一股浓酽、强劲的雄性荷尔
蒙味道扑面而来：外溢生命的劲
健、剽悍的英姿、不竭的力量，
发自广袤无垠的大陆架的底处。
蜻蜓群舞，鸥鹭鸣天，大鱼潜
底，礁岩碎浪。红海湾的上空，
接踵而至的舞蹈和唱和，演绎、
荡漾着雄浑的海之乐、海之韵！

半岛如巨坝，楔入那片静躁
相宜的蔚蓝。一侧，秋风卷起千
堆雪；一侧，波光粼粼如处子。
卷起千堆雪，剑弧包孕着勇毅和
张力；淡定如处子，感受到大山
的沉稳与自信。风拂烽火台，涛
和心中潮。瞭望迢迢的历史时
空，我油然喟叹：是真名士自风
流，唯真汉子显雄风。

禽兽作恶没有借口。但作恶
的贼寇，总能找到借口。倭寇、
英夷，他们驾船携炮，踏浪汹
汹。上溯350多年，是谁面对从
福建南逃而至的倭寇余孽，雷霆
出击？是他，驻守红海湾的抗倭
名将唐顺宇！提枪背剑，唐顺宇
追随俞大猷南征北战，屡建奇
功。海丰金锡都，烽火起六月。
是他，破阵杀倭，生擒寇首，大
捷空前！可憾将军血洒海疆！满
清入关，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复
明，两度勤王海陆丰。

烽烟漫卷白沙湖，舟师如
林，浩荡而至，雄兵如豹吟虎

啸。硝烟弥漫，刀剑铮鸣，水火
交融。海战中，郑成功的妹妹郑
祖嬉，巾帼不让须眉，飞身上敌
船，挥剑斩鞑虏，清军溃逃。可叹
香魂一缕，浮漂海天葬白沙。

之后，郑成功收复台湾，彪炳
史册。

聆听西秦戏，听到秦腔铜茄
铁板的豪壮遗韵，听出秦王横扫
六合的无敌威势。或许，这遗韵来
自“大漠孤烟直”的西北，口传于
辗转海陆丰，至此勤王的“大义秦
军”。

历史苍凉如海。但英雄血，总
会在民族存亡之际沸腾如狂舞的
浪花。往事并非如烟。远逝英魂的
芳名总会镌刻于史册，铭记在百
姓柔软的心坎：“明唐公墓”，那是
抗倭名将唐顺宇的坟茔；“双圣
阁”中，郑祖嬉早被百姓奉上神
龛；“水德灵长”，铭刻着民族英雄
林则徐抗英奏凯的祈祷……

红海湾，那是如弓的父性脊
梁。这一湾，坦荡、澄清着海的
蓝，热烈、激情着血的红。这
红，是古战场将士的血，是汕尾
红场的红、红楼的红、东尾村的
红……这一片片烈士红，印证着
海陆丰的“雷公”本色、延宕着
海陆丰的赤色基因。

风动，云动，水动，心动。伫立
红海湾的岛巅北眺、南望，海风像
巨大的涡轮，将目光推向威海卫
那场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甲午风
云，并令我激愤、警觉于充当地
球警察者在南海的霸凌。在这个
微时代、大时代，在这个地球
村、大世界，太平之中不乏战争
忧患！红海湾，坚韧如弓的父性
脊梁，坚如磐石的海疆长城。

历史是导引并启示现实的镜
像。拂去蒙落汗青上的灰尘，中
华民族抗击外侮的史实告诉世
人：红海湾既有拥抱和平的博大
胸襟，更有抵御外侮护卫家园的
长剑、战鹰，以及从未泯灭的，
中国龙的图腾、自信、勇毅和无
畏。

枕海望天：旖旎在眼，涛声
充耳，长思萦怀，脊梁如弓！

纸 上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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