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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首

先把汪东兴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

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

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

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

泽东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

不讲林彪的问题。

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

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

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

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

边儿嘛！

汪东兴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

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问：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

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

野战军在粟裕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

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七次战斗，作

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又五个

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

战七捷”）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

毛泽东不信，说，我看不见得吧！

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当过副主任、主任、

副政委。

毛泽东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

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

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

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新中国成立

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泽东随后又谈到陈毅同志。他

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

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

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泽东说，北

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

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

那个军。“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

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

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

能到处游说？”

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

泽东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

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又

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

不同。

毛泽东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

江不谈他与南萍的矛盾，但为了搞好

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

泽东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

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

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

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

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

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毛泽东问南萍：南京开会你们去

不去？我同许世友在江西谈过两次，这

次还要谈。

南萍说，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

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

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

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

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

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答复：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表示这样做

好。

毛泽东又说，国民党不能打仗，日

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

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

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颇难。

最后，毛泽东说，把我的像到处

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

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Live，是

“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

大的就不要喊了。

毛泽东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

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

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

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

志怎么样？”

谈话结束，毛泽东突然通知离开

杭州。

汪东兴回忆：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

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

话。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

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

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

里休息。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

上海后停在哪里？”

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

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

我说：“上海那边的通知，是不是

通知王洪文？”

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

打。”

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

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

电话。

13点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点

50分抵达杭州站。

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

有通知其他人送，陈励耘却来了。陈励

耘到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

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

很不自然。

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

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

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

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

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

王洪文。

下午4点，毛泽东离开杭州去上

海。

陈长江回忆：

9月10日这一天，就像往日一般，

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特别

的安排。这天上午，我们与住地警卫营

举行篮球友谊赛。尽管我们去的人不

多、警卫任务也比较重，打篮球也还是

很有实力的。加之，李指导员，商副队

长等干部也上场参与争夺，更增强了

信心。两阵对垒，一攻一防，笛声阵阵，

掌声不断，我方频频得分。记分牌上显

示，我们领先不少。

临终场还有几分钟了，对方叫了

暂停，在场上李指导员提醒大家说：

“莫忘了，不能赢。”大家点头会意。

当终场笛声鸣响之后，记分牌上

显示，两队得分相当。我队以两分之差

居次。场内外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那

些上场的队员，个个像水洗过的一样，

浑身是汗，衣衫尽湿。

中午饭吃的是面条，热天吃面条，

犹如火上浇油，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

刚刚换上的衣裤转眼之间就湿淋淋的

了。这有什么办法？无非就是湿了就

换，换下来再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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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身在大山深处的千年古刹汝州

风穴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一个

又一个的谜团。

这些谜团，躲躲藏藏，遮遮掩掩，

只有你真正深入进去了，才有可能从

残碑断碣故纸堆中，寻找出一鳞半爪

来。

元元统元年（1333年），燕京大庆

寿寺住持鲁云兴公圆寂了，这位深受

朝廷器重、被敕封为国师、赐有“领临

济一宗”玉印的大禅师，以前曾在风穴

寺做过住持。根据皇太后懿旨，分其舍

利建塔，风穴寺作为他住持过的重要

寺院之一，自然也要建塔纪念。至元二

年（后至元，1336年），建塔之事启动

后，于四月八日竣工。当时，风穴寺的

住持是洞然福月，参与建塔的还有首

座志祥，提点法泉、道祐，监寺道译、觉

谈，以及鲁云兴公的门徒崇进、崇达、

崇道10位“崇”字辈僧人。建塔工匠一

个是石匠刘成甫，一个是塔匠广提点。

当时的风穴寺周围，除寺内有座

唐代所建的“贞禅师塔”外，只有寺西

高岗上矗立着一座至元十七年（1280）

的松齐慧公塔。洞然福月选择在寺院

东南约一里的沟西为鲁云兴公建塔，

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坡地。寺僧们可

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里竟然成了

一大片塔林。

转眼到了至正二年（1342年）四

月，风穴寺住持洞然福月圆寂了。寺僧

们为他建造了一座塔，这座塔在鲁云

兴公塔的西北，这时的风穴寺有两个

庵主，一个是志祥，一个是觉胜，首座

是子超，提点是文显和行钦，监寺是道
祐，维那是德颜，塔匠是广提点，石匠

刘成甫。

洞然福月塔铭上的参与者名字与

鲁云兴公塔铭上的参与者名字相比，

塔匠还是那个塔匠，石匠还是那个石

匠。志祥此时升为庵主，道祐此时变为

监寺。子超、文显、行钦、德颜等人都参

与其中。

送走了洞然福月，风穴寺迎来了

福瑞作住持。福瑞到任后，就与寺僧们

一起修建了沼公塔，进一步确立风穴

寺临济宗祖庭的地位。沼公塔建成于

至正二年孟夏，也就是说与洞然福月

塔是同一个月修建的。但塔铭中，已经

不见了志祥与觉胜两个庵主的名字，

提点文显、行钦，监寺道祐、首座子超、

维那德颜都仍出现在塔铭中，塔铭的

书写人、塔匠、石匠等，与洞然福月塔

的完全相同。

风穴寺下塔林中，还有一座元代

的塔，塔内安葬着两位僧人，这就是

“应严瑞公大禅师、密严显公大禅师

塔”，由于塔铭中的时间缺一字，也一

直弄不清建塔年代，更不知这两位僧

人是谁。经过对比发现，其实沼公塔铭

中，已经有谜底了。

修建沼公塔的，是住持福瑞，当时

的提点是文显和行钦。根据惯例，一般

元代僧人塔铭中，先是号，这个号或是

朝廷封的，或者自己取的，在号的后

面，则取其名字中的一个字，然后称之

为“某公”。因此，应严瑞公，当然应严

就是他的号，而他的名字中，必会有一

个“瑞”字。同理，密严显公也一样，密

严是号，名字中应该有“显”字，而符合

这两个条件的，在前两塔铭中，只有住

持福瑞和提点文显，同时，这座塔的建

造时间也是至正年间，因此基本可以

确定，这就是住持福瑞与提点文显二

僧的塔。

再说建塔时间，此塔的建塔时间

为“大元至正□午孟冬”，就是至正年

间的某个“□午”年，至正年间共有三

个□午年，分别是至正二年壬午年

（1342年），至正十四年甲午年（1354

年），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年（1366年）。

至正二年有沼公塔和洞然福月塔，上

面的寺院各僧职与此塔各僧职人名并

不一样，但又有一定联系，比如同样有

“子”“海”字辈僧人，因此此塔如果不

是建于至正二年，也应该是与这个壬

午相近的至正十四年甲午年（1354年）

或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年（1366年）。

建造“应严瑞公大禅师、密严显公

大禅师塔”的，是时任住持月峰妙海，

还有提点宗定、提举道利、侍者德记

等。那么这位月峰妙海和尚，在塔林里

有塔吗？在《风穴寺塔林》（张勇、赵刚

主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一书

中，我们看到了“月峰海公大禅师灵

塔”的塔铭，不过该书里把此塔列为明

代的塔，说建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

不知有何依据。此塔塔铭中，有提举道

利，提点宗利，维那德记。两个塔铭中，

有三人名字相同，只是德记由“侍者”

变成了“维那”。这就说明，这位月峰海

公，正是为应严瑞公密严显公建塔的

住持月峰妙海。只是月峰海公塔的时

间落款为“重光大渊献”，“重光大渊

献”是天干地支的另一种叫法，实际上

对应的是“辛亥”年。查至元代的辛亥

年，只有1311年，而月峰妙海作为比福

瑞更晚的住持，不可能逝于他的前面，

而下一个辛亥年，已经是明朝建立后

的1371年了。因此，月峰海公塔应该是

风穴寺塔林中明代最早的一座塔。

让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元代风穴寺

的大概情况吧：

1280年，风穴寺高僧松齐慧公圆

寂了，他的门徒妙珂为他在风穴寺西

的高岗上修建了一座塔安葬了他。之

后大约40多年，风穴寺并没有留下任

何记录，直到14世纪20年代以后，风穴

寺迎来了鲁云兴公，他在风穴寺做住

持数年间，影响远及汝河汉水间。鲁云

兴公圆寂后，于1336年在风穴寺分舍

利建塔纪念，为其建塔的，是当时的风

穴寺住持洞然福月等人。

1342年，洞然福月撒手西归，风穴

寺迎来了福瑞做住持。福瑞与寺僧们

一起修建了沼公塔，进一步确立了风

穴寺临济宗祖庭的地位。

福瑞住持风穴寺期间，可能是元

代风穴寺达到高峰的时期，这时候寺

僧云集，各类僧职齐全。风穴寺现存一

座元代的罗汉殿，有可能也是这个时

期所建。这期间，风穴寺还为圆寂的聪

公首座和进公提点分别建塔安葬，只

是由于他们的塔铭太过简略，我们已

经不知道他们的师承关系及生平简历

了。福瑞大概于1354年与提点文显同

时圆寂，继任住持月峰妙海修建了一

座塔，将二人同时安葬在一座塔内，这

就是一直困扰人们的“应严瑞公大禅

师、密严显公大禅师塔”。

月峰海公大概于1371年辞世，德

记等人又建塔将他安葬到风穴寺下塔

林中。明朝建立之后，风穴寺又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

1
单位有个打扫卫生的

阿姨，穿着几千块的大衣，

踩着尖头高跟鞋，戴着翡

翠珍珠项链，如果不是手

里拿着抹布和扫把，别人

还以为她是办公室里的小

领导。

前段时间阿姨生了一

场病，据说是肾上有了积

水，所以入院手术治疗。不

曾想，还不到一个月，她又

踩着高跟鞋，笑意盈盈地

出现了。

大家私底下讨论，她

平时打扮得那样好，家境

应该很不错呀，干嘛这么拼命？

一次跟阿姨闲聊，她笑着说：“干

了一辈子，闲不住啊。”

阿姨说，她今年58岁了，年轻时

家里条件不好，老公出去上班，自己

守着七八亩地，为了浇地，她半夜三

更就起床，一个人把水泵系进井里，

把水管连接好，浇完后再一个人把水

泵、管子都收好拉回家。

后来不种地了，她来单位打扫卫

生。早上四五点到，把里里外外都收

拾干净后，转身又去给人送报纸。等

报纸送完，紧接着去早餐店包包子，

干到将近中午，换到另一家饸饹面馆

打杂。

人勤出金山，人懒败家财。

经过奋斗，阿姨一家的生活越过

越好。如果不是这次生病，她还仍然

会像往常那样身兼数职。

2
朋友圈里有个代购，前两天晒出

了一组外出带货的截图。

涂着指甲油的大拇指上血迹斑

斑：她说自己提前4个小时到机场，结

果前面排了200多号人，等了2个多小

时后轮到自己。办完手续去取货，在

20分钟内，徒手拆了上百件快递，直

到把手指抠烂。然后以百米飞奔的速

度拉着箱子提着货，跑了1公里多成

功登机后，又发现丢了一袋子最值钱

的货……

她说，从来没有这样倒霉过。但

话锋一转，她又说：我不认怂！歇几

天！继续干活！

那一刻，隔着手机屏幕，我都能

感受到她的无力和辛酸。

待她回国后，我发信息给她，问

她干嘛这么拼命？

她说，自己挣钱，有自己的事业，

比闲着好。

边聊还边跟我道歉，说她要忙着

发快递。

那一刻，我只想说：有志者事竟

成，苦心人天不负。

3
去年春节前夕，书协组织全市书

法家到贫困地区为贫困户

义务写“福”送春联。义务

参加活动的书法家年纪大

的有六七十岁。

参与活动的市书协副

主席李国政说，他们十几

个人一齐开写，不一会儿

就在村部不大的院子里铺

满了一地。在等待墨迹干

透的过程中，一阵风吹来，

对联被刮了起来。

村干部让在一旁围观

的贫困户去四周找一些砖

头、石块，帮忙把对联压

住。喊了半天都没人动，最

后许以之利，才有三二个

村民慢腾腾地去了。

李老师说，这些人穷是有道理

的。

有胳膊有腿的壮劳力，吃了睡睡

了吃，地里草长半尺高也不去管，家

里养的猪满院子跑也不想着垒个圈

关起来，屋里灶台上灰尘二指厚也不

会去擦……

帮扶人员去了没带礼物，闭门不

见；帮扶人员义务给他家打扫卫生收

粮食，冷眼旁观；帮扶人员好心给找

份工作养家糊口，又好吃懒做……

这种人，能富才天理不容！

4
百度贴吧里有一个“你穷是因为

你懒”的讨论帖。

有个网友说：对于大部分人来

说，努力与否决定了你以后日子好不

好过。

还有网友说：现在这社会只要你努

力，别说出人头地，至少不会贫穷吧！

但也有网友说：自己没投个富

胎，没有马云的机遇……

这个世界上的确只有一个马云，

但通往罗马的路何止千万条，只要努

力了、付出了，即便成不了马云，也无

愧于心。

可能有些人生来就在罗马，可能有

些人努力了一辈子，也不过是挣了个别

人的起点。但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在同

等初始条件的家庭环境下，努力是改变

现状、获得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径，勤奋

的人一定会比懒惰的人过得好。

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起来行动。

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往前进，

总有一天你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也许你的长期坚持还是没有收

到预期的效果，还是在别人不屑一顾

的小角落里仰望云端，但那又如何？

只要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内心充盈，生活快乐，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打天下，即便成不了百万富翁，

也是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呀。

郭慧利

风穴寺在元代的那些事

人
勤
出
金
山

203.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

———吕不韦《吕氏春秋》

【释义】事情的困难和容易，不在于事情的大小，而在于一定要把握好时机。

【感悟】机会天天来敲门，就怕自己无准备。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最有希

望的成功者，并不是天才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既善于抓住机遇，又善于创造机遇的

人。

204.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

———《淮南子》

【释义】这句话本意是说，你站在河塘边，与其急切地期盼着、幻想着鱼儿到手，

还不如回去下功夫结好渔网，这样就不愁得不到鱼。

【感悟】做事要努力追求，不能总是停留在口头上。一切伟大的目标、伟大的思

想都是从微不足道开始起步的。规划宏伟的目标，还得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起，谋

划难做的事，也得从最容易的事做起。

205.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

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
———吕不韦《吕氏春秋》

【释义】利益不可能兼得，忠诚也是。不放弃小的利益，则大的利益就得不到；不

放弃对个别人的忠诚，则对国家的忠诚也会做不到。所以说，小利益是大利益的阻

碍，对个别人的忠诚是对国家忠诚的阻碍。所以，圣人丢弃小的，选择大的。其实这

句话从广义上说，就是个人应服从组织，局部应服从大局。

【感悟】利益不可能兼得，个人应当服从集体。人类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离不开
集体、离不开社会。“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但集体的力量、亿万人

民群众的力量却是巨大的、不可抵抗的。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将渺小的个人

融入集体的、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

206.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庄周《庄子》

【释义】与野兽共处，而不惊动兽群；与飞鸟共栖，而不惊动鸟群。

【感悟】要懂得入乡随俗，顺应环境的变化。入乡随俗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一个人如果满腹经纶却不会为人处世，就像带着满袋黄金上街，却不知如何消费一

样。因此，既然我们已经身在俗世，就要懂得变通，只有运用通俗的智慧才能适应世

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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