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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因为成千上万翻飞的红嘴鸥，让我觉得漫

漫无际的滇池更加波澜壮阔。

因为波澜壮阔的湖水，让我觉得坐在豪华

游轮上览胜滇池，更像是在温润如玉的滇池里

漫无目标地遨游。

因为游轮在这空阔无边的滇池里，就像一

叶扁舟，或者一片羽毛。而我，坐在扁舟里，则

更微小如一粒鱼卵，或者一只浮游生物。

这水，绿中泛着浅黄色，风止时如一块微

微颤动的蓝镶黄玉，让你看不到一丝瑕疵，而

且蓝黄融合得如此紧密，即便一剑下去，也会

毫发无伤；而当风起时，它又如一棵青玉雕琢

的玉白菜，有茎有叶，有角有棱，却依然是完整

的一体，浑然天成，让你舍不得去破坏它的艺

术之美。

这样的意境，让你不得不想起大观楼上的

那一副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

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

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

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

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

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

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

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

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

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

一枕清霜。

而当你在心里默默读完了这副长联，你忽

然觉得自己就是当年游览黄鹤楼的李白，面对

眼前的美景感慨万千，诗意袭来，正欲提笔赋

诗，忽然发现已有前人崔颢的赋诗《黄鹤楼》题

写在壁上，写尽了黄鹤楼的壮丽和人生的感

悟，自己再也无法超越前人的笔法意境，只好

空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滇池的壮阔与温润之美，让你无法用言语述

尽。你只能在滇池上细细体会长联的妙趣，浮想

联翩，怅然而叹，激情万千，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那就索性脱掉你的斯文吧，打开你的矜持

吧，在滇池上撒一次野，就像这海鸥，从西伯利

亚飞越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尽情飞舞吧。来

一次时空的穿梭，与游过滇池的所有古人来一

次神交吧。

你看，天是那么的蓝，衬托得白云更像泉

水洗过一样乳白无暇，仿佛一朵朵初绽的新

棉，仿佛天山之顶圣洁的雪莲，仿佛天女花篮

中不经意坠落的花瓣。因为正处高原，你又觉

得这些天籁上品又离你如此之近，仿佛一伸手

就可以采撷。而当你真的像李白一样伸手摘

月，那月却又飘然而去，不可触及。

这高原蓝天下的漫漫碧水，倒映着如此洁

净的蓝天白云，更显得波澜壮阔与浩浩汤汤。

风儿袭来时，他仿佛未施胭脂的潘安；风儿止

息时，她又似刚刚出浴的贵妃。那绵延不绝、高

耸入云的西山，层峦叠翠，虚实交融，是她浑然

天成的梳妆台。上下翻飞的海鸥，宛如她发髻

上珠光闪闪、随风晃动的坠饰。

我一时看呆了，忘记了这位美男子、美仙

子，竟与我隔着千万年的遥远时光。

那碧波万顷的湖水西侧尽头，与西山交汇

处，就是古滇池南北断层的分界线。遥想一千

二百万年前，由于神奇的地质运动，在地质运

动的断层处积水成湖。之后沧海桑田、潮涨潮

落，这一湖碧水不断增减，默默见证着人间的

寒暑冷暖、王旗更迭。

碧水无语，却因为人事的搬弄而忽成胜

景、旋为大患。自元代的1278年疏挖海口河

到明朝初期的100多年时间，昆明因滇池排

水不畅而多次成灾，据《明史》载：明洪武十

九年（1386年）、弘治五年（1492年）、弘治十

四年（1501年）多次“昆明滇池水溢，民为

患。”从1501年，到明末的百余年内又因“滇

池水溢”，昆明遭遇了十余次大洪灾，昆明城

中一片汪洋“撑船入市”，出现“斗米三钱

（银）”的米价暴涨现象。

因为水患，滇池历史上多次被填池造田、

围湖造田，更因环境污染而水质变坏，曾经的

五百里滇池几欲成为一池臭水。

历史总是在无数次的轮回中，书写着惊人

相似的笔迹。一千二百万年的时光，无论经历

了多少的乱与治、兴与衰，最终依然回归到自

然的状态。而大自然的必然规律，是任何人间

的寒暑冷暖、王旗更迭所无法改变的。所以，近

年来对于滇池的综合环境治理，正是这一自然

规律的深情回应。

因为这，我重又看到了这浩浩汤汤的一池

碧水。

三层之高的豪华游轮，漫游于无边无际的

湖水之上，却渺小如鱼子。放眼南望，水汽氤

氲，远处的群山若有若无，仿佛漂浮在东海之

上的座座仙山一样亦真亦幻。近处，巍峨的西

山，遮挡了西斜的金乌，把黑魆魆的山体投映

在温润的湖水之间，染得碧水也乌蓝一片、深

不可测，仿佛那里面隐藏着无数匹饕餮神兽。

在山体倒影的边缘，一蓝一乌的湖水形成一道

鲜明的分界线，宛如楚汉鸿沟不可逾越，令人

慨叹世事沧桑。

在这样的遐思中，我恍然觉得，这天仿佛

还是一千二百万年前的天，这水也依然是一千

二百万年前的水，这山也依然是一千二百万年

前的山。而我也瞬间化作了这沧海一粟，飘飘

然、悠悠然而不知所终。

这样思来，愈发觉得，这天、这水、这山，已

经交融在一起，而那不时传来的鸥鸣，不正是

停驻于青松之顶的鹤鸣吗？

人在社会中，啥事都会遇到，生

活中的琐事很多，让人头痛的事也有

很多，“借钱”的事可称得上其中之一

吧。

提起借钱，人们会有很多话题和

亲身经历，大部分人都会滔滔不绝地

说上半天，并让人有时啼笑皆非，有

时怨声载道，有时义愤填膺。

人在生活的交往中，本来就是相

互交流的一个个元素，谁也不是一个

独立的整体，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

同学战友、亲戚熟人、三朋四友、同事

邻里等都是一个个群体存在于社会

中，相互交织。借钱，本来是一件很普

通的事，人一生中谁也不可能一帆风

顺，都会遇到坎坷和困境，免不了求

别人帮忙。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

不难”。由于个别人道德缺失，不守信

誉，借钱时是朋友，要钱时却变成了

仇人。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有不少还

闹到了法庭，更有甚者还引发一系列

刑事案件。

一朋友说：一个同学前几年因做

生意资金不足，张口要求借六万元

钱，并诚恳地说只用六个月，到时一

定归还。六个月过去了，没有还款的

意思，又等了三个月，还是没音信。朋

友还很不好意思地给同学打电话，以

其他事为由顺便委婉地把钱的事提

一下，可对方根本没有还款的意思。

又等了两个月，再次打电话，对方连

电话也不接了，又停一个月再打电

话，根本联系不上。后来一打听，那位

同学生意亏本，借遍了周围几乎所有

朋友的钱，资不抵债，失踪了。朋友是

工薪阶层，工资不高，也没有其他额

外收入，省吃俭用稍有积蓄，谁知都

“贡献”给了这位昔日要好的同学，两

口子为此经常争吵不断。没办法，后

来到法院起诉，法官说，这些民间借

款，没有借条和证据，没法立案。像这

种同学关系，借钱时谁还好意思让对

方打个借条？反之，即使打了借条，对

方躲避又不在家，立案又有啥用？到

底还不是废纸一张？

在现实社会中，这类事情还真不

少。近些年，人们不断议论：人情淡

了，真情少了，啥闲事也不敢管了，大

多人都有一句口头禅：好闲事不如赖

不管，管闲事、落“不是”等等。其实那

些不守规矩的人还是极少数的，不过

也印证了那句“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

汤”的俗语。

笔者有一段时间被单位抽调派驻

我市农商银行，负责信用贷款案件的

处理工作，遇到不少不良贷款案件，有

些为了得到贷款资金，好言相劝，找亲

朋好友出面担保，款到手后，由于多方

原因，无法如期偿还，当然，也不排除

故意赖账的人。担保人因此受到牵连。

特别是一些工薪阶层的上班族，因为

给朋友担保贷款未能及时归还，工资

被银行划扣，有些受到单位除名，还上

了“老赖”榜，真是有苦难言。

近年来，因欠债不还的事情时有

发生，债权人又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

意识，钱要不回来时，恼羞成怒，感情

用事，不依靠法律，反而私自找人讨

要。社会上随之滋生了一种新型的

“职业”———讨账队。一些人看准时

机，召集游手好闲者，招揽“生意”，靠

恐吓和打打杀杀，肆意对欠债人进行

人身侵害，双方协议按债款数额收取

“劳务”费用，触犯了刑律，受到了法

律的制裁。

笔者曾处理一起欠款讨账反而

演变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一位出借人

向借款人多次讨要欠款无果，被逼无

奈，找来几个朋友，将借款人拉到一

边，强行索要，并拳脚相加，钱没有要

出来，却以“非法拘禁”罪被追究刑事

责任。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

风气也在不断好转，加上各种制度的

完善、规范和法律的健全，也杜绝了

不少此类事情的发生，特别是法院加

大了执行力度，失信者不断被冠以

“老赖”，限制其社会活动，社会多方

不断宣传和推行信用文化，也使人们

的观念转变不少。

有人说：在你遇到困难时，能帮

助你的人，特别是能借钱给你的人，

都是你的“贵人”。你咋能借钱不还？

即使有其他原因，不能如期归还，也

要想办法转借，兑现自己的承诺，如

果转借不来，要主动给人家解释清

楚，征得谅解。否则，以后谁还敢和你

交往？再遇到困难时谁还会向你伸出

援助之手？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

报”。谁家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都是用汗水辛辛苦苦一分一厘挣

来的，你遇到困境时，能伸手相帮，精

神可嘉，真情可见，值得珍惜。试想，

遇到难处时不是向每个朋友借钱都

会如愿以偿的，朋友答应借钱给你，

是对你的信任，是真心想帮助你渡过

难关，你借而不还，在朋友圈里就丧

失了自己的人格，证实了那句土话：

“好心当了驴肝肺”。其实，当你向朋

友张口借钱遭到拒绝时，也不必要瞒

三怨四，因为谁都不可能有闲钱在家

里放着，正如所说的“一家不知一家

难”，说不定拒绝借钱给你的朋友比

你更需要钱，只不过他没有向你借钱

而已。

但愿欠债不还的人能早日醒悟，

体谅和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

人。也望社会诚信体系不断健全，让

诚信缺失者无路可走。

借钱不还，你遇到过吗？
●孟学礼

漫游滇池
●虢郭

关于“八一”社论稿，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

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

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

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

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

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

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

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

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

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烟在抽，对着我

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

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

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

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

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

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

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

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

8月11日，周恩来陪外宾飞杭州。

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分别会见了鲁巴伊主席

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刚果（布）客人。

1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尼迈里主席率领的

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

8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去

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19日下午，专列到达南昌。

据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准备在这里停留一

下，然后再上庐山。汪东兴让我带十几个人先行，

上庐山为毛主席打前站。我们在南昌火车站一下

车，一股难挡的热浪迎面扑来，如烤如炙，炎热非

常，真是名不虚传的四大火炉之一呀!毛主席穿着

一件白汗衫，也满脸都是汗水，不时用一方小手

帕擦着。他知道我要上庐山打前站，便对我说：

“长江，我们到了庐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游泳。”

当天下午，毛泽东办完事上庐山。

据陈长江回忆：

毛主席真是说到做到，连为他安排的住处也

没有去，就直接来到了庐山水库，他上山的第一

件事果然是游泳。毛主席在车上换了衣服。到达

水库边，还是按老习惯，先做下水前的准备活动，

就要下水了。“主席，水太凉了。”我上前向毛主席

报告说，“山下很热，山上很凉，温差太大了，简直

相差一个季节。”“水凉？那怕什么！”毛主席说着

就迫不及待地伸腿屈腰，做起了下水的准备，并

以和蔼的口吻说，“凉点，游起来舒服……”

毛主席下水，我们几个紧紧跟随在他的前后左

右。

这一游，毛主席一口气游了半个多小时。太阳

快要落山了，天也黑下来了，他游泳的兴致还很高，

不想上来。他说，在水里很舒服。确实，这十几天来，

所经过的武汉、长沙、南昌几个城市都是有名的“火

炉子”，所经受的闷热与煎熬，带来的种种疲劳和不

适，这么一游，便一扫而光，令他振奋不已。

毛泽东这次到庐山住在脂红路175号。工作

和休息在芦林一号。

8月19日、20日、21日，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

住地看书和休息。

20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陆

续到达庐山。

21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

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

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

圈阅了这份报告。

当天，叶群交代秘书给林彪起草讲话稿，说：

“有人否定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

林彪一伙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秘密活动，坚持天

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散布有人反对毛主席，据后

来的交代材料反映：他们的斗争矛头是张春桥。

陈励耘说：“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和南萍、

熊应堂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

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

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全会要

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

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

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来得还挺神秘：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

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

听声音，愣了，分明是林立果嘛。接下去就问：‘你

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

有。’他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

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

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

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为知道南萍同张春

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芦林一号毛泽东的办

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

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

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

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

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

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

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

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

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

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对林彪、叶群为在庐

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

东、周恩来等仍一无所知。 （未完待续）

国 画

峭壁悬崖，高万丈，势凌寒岳。关山险，路遥霜重，气

旋风冽。岁月无情人亦老，何时霾散东君烨。盼甘霖，枯

树沐春晖，韶光泻。

风鹏举，苍穹越；雄师奋，旌旗猎。看征鸿侠士，弩发

圭臬。陋室残炉聊冷暖，沉疴卧榻闻凉热。送党恩，赤子

献忠魂，呈天玥。

满江红·扶贫魏沟村（新声韵）
●张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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