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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七千人大会后到南方视察

1962年 2月 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结束前，邓小平指

定：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讲话，吴冷西整理刘少奇的讲话。

8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并整理会议的文

件。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主持。

10日，专列到达上海。

临行时毛泽东带上了田家英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

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关于基本核算单位

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文件写为“例如四十年内”。田家英写信

给毛泽东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

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

毛泽东认真审读了文件以后批示：

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

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

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于上海

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这段文字为：“在我国绝大多数地

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

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

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2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三个文件

和王稼祥为报送这三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

信。这三个文件是：

（一）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 1962 年 2 月 14 日

关于起草给兄弟党的信和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问题

向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

（二）中共中央致兄弟党中央的复信稿；

（三）中共中央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稿。

刘宁一、伍修权的报告中提出，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

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

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

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

这样，不管兄弟党会议开得成开不成，我党都处于主动地

位。

23日，毛泽东批示：

小平同志：

此件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

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

北京，同你们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在报送报告时邓小平在王稼祥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主

席：这个文件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

们建议召集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

先告诉我们。”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意见旁批示：“我在研究此

点。”

与中联部的文件差不多同时，毛泽东还收到了刘少奇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 15日的修改本。这

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审读这份文件。

下午，毛泽东离开上海到了杭州。

当天，毛泽东在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

告》2月 15日修改本上批示：

少奇同志：

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

了，即请你处理！

毛泽东二月廿三日

人大会期，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

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

的大会极为必要。

毛泽东又白

在《报告》修改本第 14页上毛泽东作了一处修改：

大家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

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

工作中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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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修改审定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

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

毛泽东离开北京临行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大会

上的讲话。

2月下旬，田家英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毛泽东对田家

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24日早上 5时，他写了一个批条，

语气很婉转：

田家英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

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

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

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上午五时

当天，毛泽东还在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稿上批示：

邓小平同志：

全文看过。很好。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毛泽东又批一句：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请紧催，速送来，看一

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25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给他的报告。周恩来说，次日

他将同陈毅飞广州，谈军队干部转业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

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的意

见。 （未完待续）

随着时间的快速流过，我们人类的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

2010年的一个早晨，我睁开了双眼，打个哈欠，客厅里的

饮水机翻了个身，从里面伸出两只机械手，竟然变成了个机器

人！它的手一翻，冒出一个水杯。真是神奇！饮水机到我的屋

里翻个身，这是怎么回事？哦，原来机器人在翻身的时候已经

把水杯递给了我。嗯，不错，整套动作难度 100分，饮水机竟然

得了 99分！非常不错。

“我要穿衣服。”语音刚落，一个衣柜出现在我的面前，打

开柜子后，有许多的衣服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随便地乱挑了

一件，再系个领带。好帅呀！

在我们这个时代，车会变形，饮水机、衣柜、洗衣机都会变

形。那人呢？当然也会变形了。

在家里，人们全靠机器人。机器人帮我们做饭、洗衣、喝水

……久而久之，人类甚至忘了怎样做饭，还有人甚至用机器人

干坏事，比如，用微型机器人盗窃，用武装机器人抢劫……不

过没关系，机器人警察在等着它们呢。

变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呀？这一切都在等待

着我去探索，去创造……

老师评语：看来作者是个科技迷，科

幻故事看多了，就有了自己的想象。虽然

语言还有点稚嫩，想象也有不合逻辑的

地方，但作者那颗天马行空的心是难能

可贵的。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但由于经济条件

不太好，加上工作的原因，不能过多外出游

玩，只能偶尔在休息日里，挤出琐碎的时间，

在汝州附近各个乡镇的村子里穿行晃荡。

我把这些乡村行称之为釆风。与其说是

去探究和了解各村的风土人情和前世今生，

不如说是满足自己对那些陌生村子的好奇

心，体味人在路上的新奇感觉。

这些大小村子，如繁星般点缀在绿色的旷

野，被茂密的大树和重重庄稼包围着。村庄内

部，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神秘与无知。那些突然

映入眼帘的寺庙道观，古老的土墙瓦房，沧桑

到老态龙钟的百年树木，垫在家门口当桌凳使

用的青石条，或逼仄、或蜿蜒、或敞亮，如毛细

血管贯穿于村子的街道……他们用无声的语

言，演绎着各自村庄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每一个村子，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迥异于

其他村庄的特点。岁月的洪荒深处，它们用独

一无二的印记胎痕，以及积累下来的古老文

化传承，生动着村庄的眉眼，把一种叫作乡愁

的东西，植进背井离乡游子的心怀，在每一个

有月光的夜晚，眷恋和辗转。

在大张水库边的大张村，某户人家的大

门前，一块垒在墙角的青石板，曾引起我的强

烈好奇，忍不住蹲身仔细观察。看样子，主人

是拿它当桌凳使用的。不知这块青石板被凿

出多少年了，更不知被使用了多少年，通体上

下，被摩挲得起明发亮，闪烁着久远年代里的

神秘光芒。大张村曾是汝州古遗址之一，创造

出了人类远古文明，村子里有这些东西存在，

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凝望石板，我思绪翩飞。这石板，不知是

否来自于那个曾创造出远古文明的时代？历

史变迁的沧海桑田中，多少东西灰飞烟灭，唯

有青石板，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纯粹物质，才会

得以保存，用无声的语言，诉说我们祖先的聪

明与坚韧，以及村庄的久远与厚重。

村庄里那些古树，更是神秘莫测，向人们

演绎着村庄的源远流长。而我，也对大自然里

的这些古树情有独钟。每到一个村子，就先奔

这些古树而去，仰望树叶婆娑，虬枝盘旋，心

里充满对树木的无限敬畏。

在大峪镇双石垛村，就有一棵让我叹为

观止、惊诧莫名的巨大古槐。它身形庞大，老

态龙钟，三四个人都搂抱不住。人站在树下，

渺小如蚁，生之惑，岁月之惑，似乎在那一刻

都齐涌心间，沧海桑田之感，瞬间将人淹没。

年代太遥远了，古槐已不再苍翠，在时空

里传播着无法抵御的衰老气味。我不知道，它

还能生存多久，还能引起多少如我这样的路

人的无限感慨。我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笔，

记录下双石垛村曾经有过这样一株古槐，并

尽可能用文字留存村庄的前世今生。

古槐巨大而嶙峋的树根，被人用砖头细

细地围砌了起来，还在它身边修筑了一堵墙。

可以看出，村民是善待它的，像保存珍宝似

的，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不可再得的遗产。

村民们对古槐心存敬畏。遇到节日，就在

树下焚香祭拜。这古槐，见证了村庄的古老历

史，记载了一段家族的延续，更见证了村民们

的悲欢离合、尘世烟火。一辈辈一代代人从树

下走过，从蹦蹦跳跳的少年到鹤发童颜，古槐

依旧在日复一日的清风朗月、蓝天白云下循

环生息。它如一位道行高深的智者，叶绿叶枯

里禅意点化世人，让人豁然开朗，明心见性。

人在路上的次数多了，便积累了自己的

出行经验。我喜欢拣那些蜿蜒在村间的小路

行走。现在的农村，村村通有公路，不仅来往

便利，而且车辆稀少，没有络绎不绝的人群，

没有车辆掀起的飞扬尘土，一切显得空旷而

静谧。骑车在水泥路上飞奔，旷野的风立即包

围了你，浮躁烦闷的心，瞬间在风里心静如

水，融入与大自然的亲切对话之中。

在旷野，四围是无边的静谧，来无踪去无

影的风，飒飒着，空气里满是醉人的气息。绿

叶飘飘，青山默默，白云悠悠，彩蝶翩翩，野旷

天底树，尘清涤人心，因浮躁而四处漂泊无处

着落的心，每每在大自然的清幽胜景里，忘却

了是是非非，稳稳妥妥地落下脚来。

在大自然里，我仿佛悟了禅机的高僧，物

我两忘。临风伫立，只感觉活着的欣喜与生命

的本真，连那些花草树木，山石泥土，也仿佛

有了生命的意韵，只想跟它们作精神的交流。

那些流水冲出来的沟壑悬崖，那些风雨

滋养出来的青苔花草，那些为了生存而与大

自然顽强对抗，以致生就出奇形怪状面目的

古树老藤，那些被岁月之手摩挲得泛着乌色

光芒的青石条，那些独立枝头做沉思状的小

鸟，那些蓝天下满树红彤彤的柿子……总会

令我生出无端的欣喜与柔情，在与它们的对

视微笑里，宛若与前世朋友的再度重逢。

风景在路上，人在风景里。如此人生，真好！

说来惭愧，我的学生生涯还真是

“混”出来的。

上学时只喜欢文史和音乐，性格

内向又不合群，梦想着长大要做一名

歌手或是研究古文化。升入初中，时

逢琼瑶阿姨和金庸大侠扑面而来，旋

即疯狂地迷恋上了书中的英雄儿女

和文字，埋怨自己错生了年代。豆蔻

年华，小伙伴儿有的争美扮靓，有的

谈起了恋爱，我却在蚊帐里偷偷记下

了几本厚厚的少女情怀。

对音乐的天赋，在我七八岁时

已初见端倪。80 年代初，当时刚刮

起乐坛流行风，只要有新歌，我听上

三五遍即可模仿得惟妙惟肖。记得

12岁那年音乐考试，一曲《知音》让

那位教音乐的梅先生赞赏不已，刚

唱几句即决定让我免考；初识邓丽

君的歌时，便把其惊为天人，叹世上

怎会有如此音韵。虽然我一直想去

学音乐，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没有

走上这条路。所幸，后来在单位做宣

传工作，让我的音乐专长有了发挥

的余地。工作闲暇时，我也参加过市

里举办的各类文艺演出，至今想起

市里的春晚节目单上有自己的名

字，就兴奋不已。尤其在今年市里举

办的“好声音”节目，我还获得了优

秀歌手奖，这让痴迷舞台的我兴奋

了好久。

除了音乐，我对文学也情有独

钟。姐姐大学毕业时带回的几箱书籍

为我的文学打下了基础，但在内心深

处，我对文字的情结根深蒂固但却又

不敢碰触，直到 2013年的母亲节，缘

于对妈妈强烈的思念让我拿起笔来，

才有了与妈妈相隔七年后的天人对

话……那一刻，泪水伴着文字，让我

欲罢不能。就这样，我写的文章也慢

慢见诸报端。家人和朋友惊讶于我的

文字，我戏说是大器晚成，其实也都

是袭人之作，只不过有些许心灵的感

悟而已。

一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有灵性

的，思绪随指尖在键盘上翻飞，文字

更是亦然。她把我内心的世界、眼中

的悲欢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使把玩

文字的我，得到了释放和满足。生活

与工作的经历、交友与处世的体会，

敲击出来就是一篇心灵小语，静静地

聆听着时光悄悄向我走来，感觉竟是

那般令人心撼！

醉了月，醉了星，想拾起一地凌

乱得心绪裁成最美的衣裙，与音乐依

恋着，与文字缠绵着……

我的世界，从此日光倾城；我的

岁月，从此遍地花开！

时光缓缓流淌，带来的不仅是

年龄上的增长，也给我们带来了思

想认知上的升华、生活水平上的提

高、城市面貌上的焕新，和谐社会上

的塑造。

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但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却是有目

共睹的。依稀记得 2012年，青涩的

我带着青春的梦想踏进了象牙塔

般的大学生活；转眼间，五年过去

了，我已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人

生的这盘棋也在逐步的规划与完

善中。

还记得当初离开故乡时，那条

坑坑洼洼的小路，拥挤的街道挤满

了路边的小吃摊，人来人往、车进车

出，拥堵在两侧陈旧的建筑物之间。

一到下雨，就成了真正的水泥路，

“水”加“泥”，这天气也就是我最不

爱出门的时候。人人都打把伞，你碰

到我、我扎到你，吵吵闹闹、斤斤计

较。两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故乡，

依旧是熟悉的面孔，不一样的是那

嘈杂的声音，从吵闹声变成了优美

的音乐声，一群大爷大妈整整齐齐

地排列在广场上跳起了自己的舞

蹈。道路上依旧车水马龙，许多家庭

都买上了自己的私家车，过上了幸

福的小康生活。

我那美丽的故乡啊！你现在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愿用我

那微不足道的力量为你奉献一生，

去雕琢你的容颜。老建筑物脱掉了

以前破旧不堪的褴褛，换上了清新

素雅的玉衣，点点星光为你照明，

还有那青葱的绿色也来衬托你的

美。坑坑洼洼、拥堵不堪的窄马路

变得宽敞明亮、四通八达；热闹的

街区变得井井有条，不再影响正常

的通行。现在新建的公园游园已经

开放，共享单车不但方便了人们的

出行，也带来了绿色环保。市民的

休闲娱乐渐渐丰富，生活更加滋

润。南水北调解救了干涸的溪流，

哺育着汝州人民，滋润了成千上万

的生命，将汝州打造成了山水宜居

的绿城。

五年的青葱岁月，带走了腼腆青

涩，带来了稳重成熟；五年的发展时

光，拂去了古老旧貌，焕发了亮丽光

彩；我想起了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

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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