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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 坡 辞
龚延民

人生无处不风景
●郭营战

汝州箕山有怪坡焉。逆行上若坠空，顺势下如攀崖，流

水趋高，滚珠冲爬，犹寒暑移位，日月倒挂。是处有赤岩、绿

树、深沟、大壑，玉皇巅其右，纱帽戴其左，紫云笼其首，竹林

覆其额，掩藏风穴，孤立旋垛。更有大小怪坡无数，似凸而凹，

似平而险，似难而易，似危而安，江山于此成迷局矣！

余游之既多，故为辞曰：

箕山无穷怪异兮，昔有生风之穴，风冲天而摇紫霄兮，

搅玉皇之梦觉，亦恍惚而指点兮，顿生多少讹错，掷棋子而

翻覆兮，遗落此处山阿。

于兹惶惶而不期兮，百事皆为怪诞。足踏之而绵软

兮，若凌虚而扑前，视陡峻而分明兮，缘何如坠深渊？忽反

身而躬行兮，回眸迷离晕眩，觉低缓似可奔腾兮，实偃滞

而步履维艰。直可毁山为海兮，亦可变长为宽；亦若由老

反少兮，仿佛易苦为甜；几度磨砖成镜兮，亦曾蒸沙作饭；

恰恰缘木求鱼兮，忽然变方为圆。掘星辰于厚壤兮，首履

地而登天，游江涛于悬壶兮，立昆仑于土丸，囊恒沙于襟

袖兮，笼朝霞于笑脸，纳四库于指掌兮，囚五行于眉眼。

夫生死之殊途兮，犹得梦见之时；顾阴阳之相反兮，复

归互生之日；大江之流东去兮，必遗西溯之浪；秋霜其灭百草

兮，尚有不枯之支。人事成败几何兮，焉能定局不变，上下时

空凝固兮，岂特绝无反转？

不信今生之途穷兮，执着立念回天。敲空但能遗响

兮，无水亦出涌泉。花开秋冬之际兮，命在呼吸之间。汗滴

当洒热雨兮，步幅亦鸣琴弦，画字当成龙马兮，柔指敢为

刀剑，沉思而为神游兮，张目迸发闪电。声不可遏兮，气不

可抟，名不可磨兮，文不可删，古来多少玄机兮，只待乾坤

倒颠！

天底下有许多风景，比如说：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北京的

天安门、万里长城、故宫或者是甘肃的敦煌莫高窟。而我最喜

欢的莫过于像人间仙境一般的峰岭公园，它位于四川省资阳

市，是一座屹立在山上的公园。

在四川时，我常听别人说峰岭公园非常美，于是我便缠

着爸爸妈妈和哥哥带我去那个地方一探究竟。到公园门口

时，我们看见高大的石门立在那里，石门上清楚地写着“峰岭

公园”四个大字。我便迫不及待进去了，放眼望去有很多高大

的树，有红彤彤的枫叶像红蝴蝶似的，慢悠悠地飞了下来，落

在泥土上，就像一张大的红色地毯。我躺在上面，树叶凉凉的

舒服极了，微风吹过树叶“沙沙”地响，那声音就像是一首美

妙绝伦的歌曲。

再往里走，走出了红枫林，是一座石拱桥。桥底下的水在

“哗哗”流淌着，那水虽然很浅，但却很宽，还很清澈，里面还

有很多彩色的石头，那些彩色的石头连在一起，就像一幅五

颜六色的画，美丽极了。那石拱桥很长，而且桥栏上还有着一

些狮子的雕塑，还刻着很美丽的石画。那里小鸟在喝水的样

子千姿百态，种类也很多，比如：麻雀、布谷、喜鹊和百灵鸟。

走过石拱桥，就该走山路了，因为还有更优美的景色在

山上。山路越走越陡，很不好走，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

花扑鼻香”。终于一座寺庙呈现在我们面前，进入寺庙，里面

的一处雕塑吸引住了我们。我们正准备给这处美景拍照时却

被人拦住了，那个人告诉我们，在这寺庙内是禁止游客拍照

的，只能参观。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了一阵，雕塑上有唐僧、

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如果不仔细，就会以为猪八戒和沙

和尚不在雕塑，其实他们在后面，一人牵马，一人挑行李。而

孙悟空在天上飞着寻找食物和水，唐僧在树荫下等着猪八戒

和沙和尚。这些西游记里的人物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

生，让人觉得像活的一样。

我们走到尽头后，停留了一会儿，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

我在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地望着峰岭公园，心里觉得屹立在

山上的峰岭公园真是人间仙境啊，我爱这个人间仙境般的公

园！

点评：小作者思路清晰，笔触细腻，用流畅的

语言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读者不由自

主地被带入小作者设置的情境中来，相信读者看

到后也会爱上峰岭公园的。

美丽的峰岭公园
●汝州市新星寄宿学校六一班 王新阳 指导教师： 张小红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孙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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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

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自从小

时候看了电影《江姐》，红岩，这个名字就深

深刻印在我的脑海。

国庆假期，终于有机会踏上期待多年的

红岩之行。

天空飘着绵绵秋雨，我们虔诚地踏着湿

漉漉的青石板路向着心中的革命圣地行进。

远远地，“大有农场”几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

这里原是爱国女士饶国模的农场，因1939年

日机大轰炸，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原机房街70号被炸毁。当共产党人

找到饶国模时，饶国模说：“红岩有幸留英杰，

英雄借此可为家”。她立即将农场捐献出来，

动工修建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楼。

饶国模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将共产党员

安置到农场“干活”，并装作恶狠狠的样子

“踢打”“农场工人”，机智地躲过特务的搜

查。1950年七一前夕，她向党和国家献出红

岩的房产，实现了“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

是众人家”的美好夙愿。正是有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联盟，我们的党和革命才必胜无

疑啊！

缓缓行走中，一棵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木

屹立在岔路口，这就是传说中的黄葛树。因

红岩村当时处境特别危险，稍有不慎，就会

被特务发现。为了让前来办事的同志们不走

错路，大伙就秘密约定“到红岩，投八路，出

门先看黄葛树”。黄葛树右侧的路通往红岩

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左侧的路通往国民党

参政会。

大伙异口同声说：“咱们当然要走右边

的革命道路哦！”沿着右侧清幽的小路继续

向前行走，爬过一个陡坡，一座深灰色的三

层小楼掩映在绿树之中，这就是魂牵梦绕的

红岩村了。

因当时局势复杂，环境险恶，八路军驻重

庆办事处公开的办事地设在一楼，南方局机

关及其领导人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则

设在三楼。在右侧传达室，有一个脚踏电铃，

传达室门后掩蔽着一个通向二楼的小门，大

门开时，即掩了小门，非常巧妙。原来，脚踏电

铃是有紧急情况时向内部发出通知用的，秘

密通道则是通往机要科和秘密电台的通道，

我不禁敬佩起共产党人的机警睿智。

在红岩村周总理办公室，凝视着简朴的

办公桌、破旧的藤椅、发黄的书籍文件和他写

下的《我的修养要则》，我的眼睛湿润了。

当时，他们面临着怎样的险恶环境啊！

日机狂轰滥炸、特务秘密捕杀、社会灯红酒

绿、国统高官厚禄诱惑，条件极其艰苦，风雨

如磐。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周总理凭

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对真理正义的矢志不

渝，战斗在为民族解放的第一线，巩固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就是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

崛起而奋斗终生的杰出楷模，依然保持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时刻审视自己的

不足，在45岁生日之际将自己关在办公室

里深刻反思，写下诫勉自己的修身要则。他

的胸怀和觉悟是何等的宽广和高远啊！

他不愧是习近平总书记所称赞的“不忘

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对党忠诚、维护

大局的杰出楷模，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

出楷模，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勇

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严于律己、清

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渣滓洞里，江姐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受

尽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

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

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

钢铁！”在她将要被拉出去杀害的时候，她从

容穿好衣服、梳好头发，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走上刑场……

正是有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牺牲、奋斗、

奉献，才有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才有了

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壮美红岩、革命红岩，你是座灯塔，为迷

雾中的人民指引希望的方向；你似块磁铁，

吸引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你似泓清泉，滋

润着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田；你是一方基石，

为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

格局奠定了基础；你是一种信仰，在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实践中，用热血与

生命锤炼、培育、形成的崇高革命精神！

红岩精神，你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连载·

建校整整七十年，栉风沐雨薪火传。

九易校名四迁址，累计招生近四万。

金榜题名年年增，名闻遐迩誉中原。

虽然如此仍不满，励精图治绘宏篇。

投入资金六亿多，远离尘嚣依山建。

二零一七择良日，完成壮观大搬迁。

崭新楼舍幢幢新，配套设施样样全。

空气清新怡性情，环境优美静谧添。

教师勤耕师德高，蜡炬成灰泪始干。

晨披朝露早早起，暮伴星月迟迟眠。

学子敢拚学风浓，你追我赶争高攀。

早读晚习勤不怠，不中金榜永不甘。

醒目标语挂满楼，条条都是励志鞭。

师生共拚日复日，佳绩屡创年复年。

汗水滴滴结硕果，获得荣誉遥领先。

奖状证书不可数，张张铺满校史馆。

每到初夏揭榜时，一高笑容最灿烂:

考进重点大学数，再创纪录刷新篇。

七十年来成果里，闪光数字一串串。

一个数字一座碑，座座丰碑是血汗！

省级示范当无愧，哺育学子之摇篮。

十大名片名副实，桃李满园动苍天。

汝州人民当铭记，千秋万代永流传！

余叹一高感人事，振臂高呼三声唤:

赞！赞！！赞！！！

一高礼赞
●陆唐游婉

风是从窗外吹进来的，一阵爽过一

阵，多日的阴冷，似乎一下子烟消云散

了。

刚刚写完一篇稿子，抬起头，忽然就

感觉到了风的存在。干燥而又带着丝丝

暖意的金风，来得正是时候。

单位搬到了九层，视野顿觉开阔了

许多。连绵的秋雨过后，窗外的天一片

湛蓝，一丝云彩不见。不远处，一栋栋

的高楼在金风中舒展着身姿，更加现出

亭亭玉立的样子。极目远眺，风穴山、

紫云峰、纱帽山、庇山、石榴嘴寨，清晰

可辨，黑色的，黛色的，白色的，灰色

的，因着距离的不同，而呈现出层次分

明的交错，层峦叠嶂，宛如道道屏障，守

护着一片州城。

楼下的通衢大道上，有轿车疾驰而

过，有车流因红灯而缓缓变得冗长，有双

层观光巴士高傲女郎一样娉婷而行；道

旁的游园里，葳蕤林木下，但闻丝竹人

语，却难觅高人踪迹。

环顾办公桌四周，绿萝吐出长藤，掩

盖了我的青花瓷小口杯。花瓶里的富贵

竹吸足了水分，把窄窄长长、刻着一道道

花纹的叶子，悄悄伸过了我的玻璃格子。

有着肥嘟嘟叶子的海南菜豆树，早已高

过了我的头顶，却依旧在顶端萌发了两

三枝的嫩条，在一片深绿中现出清晰的

浅绿色，似乎忘记了秋天的到来。桌子上

没有绿色的地方，是一摞摞书籍，仿佛一

位位颜如玉，仿佛一群群文友，在偷窥着

我的公道杯里的红茶。

这些远远近近的风景，就这样天天

陪伴着我。

身处远远近近的风景，让我繁忙的

工作多了几分愉悦的情调。

人生的风景，对于我来说，似乎是无

处不在的。如果我有足够的心情去寻找

风景，应该会有更加令人心动的风景被

我所捕获。

仿佛昨天，我还在原来的三层办公，

早已熟悉了那里的风景。窗外的国槐，陪

伴着我，从孟春的鹅黄色嫩芽，到夏日的

淡淡的花香，到冬日的光秃秃枝桠。

忽的搬到了新址，当我还在恋恋不

舍远去的故园风景，却又觅到了新的不

一样的风景。

由此想到，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

不同的路程。有顺风顺水的水路，有风

雨交加的泥泞，有荆棘伤膝的山道，有

悬崖勒马的峭壁，有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坚守正道，坚定信

心，把握时机，进退有度，必然会从容

跨越。

而当你的心里多了几分坦然，多了

几分从容，你定会发现，风雨中的闪电变

幻多端，是如此的美丽；荆棘丛中，会有

默默开放的山菊；万丈深渊内，有一条若

隐若现的缠花小径；山穷水尽的峭壁上，

生长着枝叶繁茂的逃生藤条。这美丽的

风景，不仅让你眼前一亮，而且还会让你

心花怒放。

在变幻的环境中学会适应，学会随

遇而安，去坦然面对新的磨练机会，这可

能是你成长的磐石。在新的环境下，种好

自己的“责任田”，不辱岗位使命。当“见

龙在田”的机会来临时，要勇于担当更大

的使命。当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时，要抱着

归零的思想，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攀登

人生更高的山峰。那么你一路前行的路

上，永远都是赏不完的风景，永远有无限

风光在险峰。

就像我今天，刚刚搬进新的办公室，

面对融媒体中心更多的同事、更新的工

作内容，我一直期待自己在更短的时间

内实现新的自我突破。

每天依旧忙忙碌碌，对于我来说，时

空无论如何变换，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才是《周易》中固守的“元道”。固守“元

道”，懂得融通，与时俱进，方能让人生的

风景更加出彩。

再次环顾办公桌四周，有绿萝，有富

贵竹，有海南菜豆树，有卷卷诗书，如此

风景，吾还何求？

《鸿运当头》 辛泉水作

毛泽东在南昌填词《七律·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12月26日，是毛泽东72岁生日，他在散步时受凉感冒，发

烧，继而转化为严重的支气管炎。

1966年1月1日，当时正在江西铅山县搞“四清”的汪东兴奉

命带医生赶到南昌给毛泽东看病。经治疗，逐渐好转。在汪东

兴来之前，在毛泽东身边的有：张耀祠、徐业夫、曲琪玉、周富

民等。

1月5日，毛泽东要离开江西，在专列上与杨尚昆、方志纯、

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谈了话。

毛泽东询问了江西农业生产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

说，太急了不行。要有积极性，要稳步前进。江西的同志汇

报说，江西有的同志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争取达到亩产

800斤。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是多少？回答：500多斤。毛泽

东问：每年增50多斤，做得到吗？江西的同志表示：江西的

潜力很大，但很不平衡，不登报，时间还可以长一点，留有

余地。毛泽东问，今年可不可以不购过头粮？江西的同志回

答，根据主席藏粮于民的指示，今年注意了这个问题。毛泽

东说：就是要藏粮于民。江西的同志答：看来要下一番苦功

才能做到。毛泽东说：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毛泽东听说下面

有些地方现在还有苛捐杂税，他让江西的同志做点调查研

究，报告中央。

毛泽东问了汪东兴在江西挂职的情况，并谈到罗瑞卿。他

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

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

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毛泽东询问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情况，询问了招

生生源、年龄、文化程度等。

专列离开南昌，直奔武汉，途经长沙也没有停车，当天就

抵达了武汉。

当年湖南省公安厅厅长、负责毛泽东在湖南的安全保卫

工作的李强回忆：“1966年1月5日，毛泽东乘专列路过湖南。我

们在车站和铁路沿线保证专列顺利通过。”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仍住武昌东湖梅岭一号。在武汉，毛泽

东主要是休息、看材料和思考问题。

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1月28日来信的复信

（草稿）和康生、吴冷西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1月9日和24日，毛泽东将湖南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

报第一期、第八期批转江青阅。

12日，毛泽东与正在武汉开中南局第十次全会的陶铸、王

任重、陈郁、张平化谈了话。

陶铸等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区的工作。当汇报到中南区

准备在1970年努力争取实现《纲要》提出的四、五、八粮食产量

指标时，毛泽东说，四、五、八原定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的，

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

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

强，勉强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要突出政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突出政

治。我们不少同志，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起生产来津津有

味，而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兴趣不大。毛泽东又提到：“去

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

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

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

听到反应。”

当汇报到要切实搞好城乡“四清”运动时，毛泽东表示：一

定要认真搞好，可以再以三年时间，到1968年全部结束。但也不

要再拖长时间。

毛泽东还谈到，总路线还是不改，每个时期都有所侧

重，有所强调，不必改。藏粮于民，藏富于民，这样一宣传，公

粮还能拿得出来？这件事只能在干部中讲，不要到群众中宣

传。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