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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内蒙古去旅游，王昭君墓是

绝对不应该错过的。这座在中国

历史上有着“青冢”美誉的墓园，曾

经吸引了上千年的目光。近日，我

和朋友们一起坐车到呼和浩特市

南郊，拜谒了闻名遐迩的“青冢”。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读过唐

代大诗人杜甫赞许王昭君的诗

句：“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

向黄昏。”对这位史上传奇女子怀

有深深的景仰。据史料记载，

2000多年前，王昭君，一位南国

的红妆女子，深怀民族大义，毅然

抛弃优越的宫廷生活，越关山走

朔漠，远嫁塞外匈奴族首领呼韩

邪单于。作为和亲使者，她接受

胡俗，传播汉习，辅王哺幼，扶正

驱邪，促进了民族统一与文化的

大融合，在史上留下了“昭君出

塞”的美谈。她在世期间，胡汉团

结和睦，国泰民安，“边城晏闭，牛

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

干戈之役”（《汉书》），呈现出安居

乐业、国泰民安的和平景象。一

个弱女子，竟为黄河两岸的人民

带去了60年的和平，难怪后世一

直铭记着这位红颜女子的不凡功

绩，彪炳史册，流芳百世。

一座微型汉代宫阙建成了

昭君墓景区的大门。我们从“宫

门”进入，整个景区便投入眼帘。

昭君墓规模很大，整座墓园占地

3.3公顷，中间是平整的石板路，

两侧分列着各种石兽。中心线上

依次排列着各种雕刻精美的碑

亭，亭内耸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

碑文是1963年董必武先生参观

昭君墓时题写的：“昭君自有千秋

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

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董老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和高

度，肯定了昭君“和亲使者”的历

史功绩。再往前行是昭君的石

像，一位天生丽质的美女，衣袂飘

飘。步移景异，往前豁然开朗，石

板路正中，耸立着一尊高约四米、

重约五吨的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

并马齐行的铜像。王昭君温柔秀

丽，柔中带刚；呼韩邪单于威武粗

犷，意气昂扬。夫妻俩并驾齐驱，

迎着朝阳前进，象征着胡汉和平

友好、共同发展。雕像的底座刻

着蒙汉两种文字：“和亲”。

我们在雕像前留了影，便往

前行。眼前现出一座高耸的青色

大土丘，这就是著名的“青冢”。

王昭君死后，后人出于对她

的景仰，在大黑河南岸建起了一

座衣冠冢。它背靠大青山，紧傍

黄河水，巍然耸立于呼和浩特市

的南郊。这座33米高的古墓在

蒙古语中被称作“特木尔乌里琥”

意为“铁垒”。它有两个特异之

处：每年秋冬两季，四周草木皆

枯，唯有昭君墓上青翠依旧，于是

后人称之为“青冢”；昭君墓具有

三种不同变化，“晨如峰，午如钟，

酉如纵”，一日三变，景色各异。

我们从古墓侧面的台阶登

上了墓顶。整座大墓呈台体状，

墓顶建有一座凉亭。墓地东侧是

历代名人为昭君墓题写的碑文，

西侧是王昭君的塑像。登上墓

顶，凭栏远眺，这一侧，连绵不断

的阴山山脉横贯东西，势如伏虎；

那一边，整个呼和浩特市尽收眼

底，一览无余。

此时正值中午，阳光明媚，直

视无碍，蔚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

极富诗意。阳光下，昭君墓上草

色青青，生机盎然。

清代诗人彦德诗曰：“闺阁堪

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连朔漠，

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

卫霍同。”将昭君与汉代名将卫

青、霍去病的历史功绩同席并论，

足见评价之高。走下墓台回望，

青冢如虎雄踞。这虽是一座衣冠

冢，但在世人的眼中，它却异常的

高大、雄伟。望着中线上的王昭

君塑像，我的脑海中蓦然闪过著

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一段

话：“王昭君已不再是一个人物，

而是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

不再是一座坟墓，它是一座民族

友好的纪念塔”。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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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羽雪

陈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

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和国开国元帅。在

诗文方面，陈毅才华横溢，被誉为“元帅诗人”。他

作诗教子的故事，经典而传神，极具教育和示范色

彩。

1949年春，陈毅率部队打过长江，正准备进攻

上海。大儿子陈昊苏和弟弟陈丹淮、陈小鲁自东北

抵达刚解放的山东济南。陈昊苏尚小，当时才上小

学二年级，为了表达幼小的喜悦心情，他用仅学的

字，给陈毅写了一封家信，还把与弟弟们合写的一

首幼儿诗，附在信的末尾。诗中写道：“嘻哈哈笑呵

呵，快快活活扭秧歌。妈妈身体很健康，爸爸前方

打胜仗。打垮敌人反动派，一家大小团圆过，你说

快活不快活?”

陈毅戎马归来后，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字一

句地读着孩子们写给自己的信。想象着孩子们天

真可爱的样子和渴盼胜利的喜悦心情，还有对长辈

的体贴念思，陈毅深感欣慰的同时，双眼泪光闪烁。

于是，陈毅决定在百忙之中，用诗歌的方式与孩子们

进行交流，当夜写下“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

骨枯”的唐诗名句送给孩子们。陈毅告诉孩子们战

争的残酷和危险，衷心希望孩子们不要依赖父母打

下的江山而安享清福。这在孩子们的心中，惊起了

层层浪花，给以后的成长道路夯实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对子女的教育始终不放松，

1961年他又写了一首诗歌《示儿女》：“应知重理想，

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在这首动

情的诗里，陈毅鼓励儿女心怀理想，为全世界人民的

幸福而奋斗。他殷切期望儿女为大家着想，绝不沾

染个人私利。

1961年夏，陈毅二儿子陈丹淮考入哈军工，陈

毅提笔作诗《示丹淮》：“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

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

功。汝要学技术，专业用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

痴聋。人民培养汝，报答立事功。”陈毅在诗中谆谆

告诫儿子，要继承革命传统，加强个人修养。要勤奋

用功，精于学业，将来走向工作岗位，以出色的成绩

来报答人民和祖国。陈毅的《示丹淮》，体现出老革

命家对下一代的无限期望，读来感人至深，颇受教育

和启迪。

一首写罢，陈毅意犹未尽，又研墨展纸，疾笔写

道：“深夜拂纸笔，灯下细沉吟。再写几行诗，略表父

子情。儿去靠学校，照顾胜家庭。儿去靠组织，培养

汝成人。样样均放心，为何再叮咛。只为儿年幼，事

理尚不明。应知天地宽，何处无风云。应知山水远，

到处有不平。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尤其难上

难，锻炼品德纯。革命重坚定，永作座右铭。”此诗

写得情真意切，父子情浓。陈毅从家父的角度，道

出了对在外求学的儿子丹淮的关切与呵护，更入情

入理地阐释了其成长之路的方向与革命情怀。

陈毅时刻关注子女的健康成长，把教育好儿

女，作为传承革命希望的火种。陈毅处里完繁忙的

国事，又在深夜挤出时间作诗了。“生命世代续，知

识无尽头，科学重实践，理论启新猷。”“接班望汝

等，及早作划筹，天地最有情，少年莫浪投”。

陈毅教育和要求子女，一直信守严苛而低调的

原则。不仅以作诗的形式，诗里诗外的每个生活和

实践的细节，都让人称道和感佩。从子女上小学开

始，陈毅就要求他们，在履历表“父亲”一栏里，一直

填“陈雪清”，职务一栏填“处长”。担任上海市长

时，陈毅对家人和子女还“约法三章”：穿土布衣，大

孩子穿了再轮给小孩子穿。不做公家小汽车，办任

何事情都要按制度。陈毅总是语重心长地训诫子

女说：“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陈毅从

不溺爱子女，要求子女脚踏实地，不断加强修养和

提升自己，已近乎苛刻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

俭、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严格家风，留下了严以律

己、不搞特权、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

陈毅在战争年代，写过著名的诗歌《梅岭三

章》。他为孩子们写的一首又一首教子诗，同样脍

炙人口，又散发着老一辈革命家恒久的光辉和家国

情怀。

成语“理直气壮”出自冯梦

龙的《喻世明言》，意思是，理由

正确充分，说话的气势就盛。

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毛病，人占

了理，气势上足点有什么问

题？但事实上，面对原则性问

题不让步，理直气壮是没有问

题的，但生活中很多是一些无

伤大雅的小矛盾、小纠纷。面

对这些情况，理直气和一些又

何妨？点到为止，给人台阶下，

让人心服口服，让人敬重、悦

纳，岂不更好？

理直气和体现的是一种豁

达胸襟，折射出的是君子风

范。苏轼和章惇是青年时相交

的好友，后来章惇当了宰相，因

与苏轼政见不合，将苏轼贬至

英州，既而贬至惠州，再贬儋

州。被贬的地方一次比一次偏

远，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意在

让苏轼永无出头之日。宋徽宗

即位后，苏轼遇赦，章惇被贬到

雷州。苏轼对以前章惇施加给

他的迫害丝毫不挂怀，还十分诚

恳地给章惇回信，介绍雷州的情

况，并在信的背面抄录了一道药

方，可以帮助他养生益寿。

有的人，一旦觉得有理，就

气壮如牛，声高话硬，揪住别人

的缺点穷追猛打，非逼对方竖

起白旗不可。其实，在理时，最

重要的是让人明是非，知善恶，改正错误，而不是以

“正确”自居，板起面孔训人，不给对方留一点儿余地

和情面。如此这般，即使你再占理，也会令理亏之人

觉得你刻薄，是在以理压人、制人。导致的结果是：非

但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输了人心，扩大了矛盾冲突。

早年的相声演员岳云鹏曾经在餐馆做服务员，

有一次，他不小心登错了桌号，将两瓶啤酒的钱记到

了其他桌的客人账上。结账时，客人发现多了6元

钱，于是对着岳云鹏不依不饶地骂了将近三个小时。

骂完之后，这位客人还拒绝买单，无奈，只好由岳云鹏

支付了对方的餐费，客人才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也因

为这件事，岳云鹏被餐馆解雇了，失去了工作。

得理不饶人，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时有发生。

送外卖的小哥稍来晚一点，马上指着人家的鼻子破

口大骂，骂完还要投诉。前段时间，北京一女子排队

做核酸检测时未保持间距，竟被前面的大姐狂扇耳

光。虽然这位女子未遵守防疫规定，这位大姐可以

好心相劝，就算女子不听她的，也可通过相关部门处

理，而不是出手打人，即便有理也变成了无理。人非

圣贤，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有些人在指出别人不好的

地方，喜欢过度维权，“有理取闹”，表露出的是心胸

狭隘、刻薄，丢掉的是人品，输掉的是别人对你的信

任和尊重。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

其堪受。”意思是，责人的话不要太过严厉，要顾及到

别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得理要饶人，理要直，气要

和，理解他人的立场和不容易，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在润物细无声中，再烦人的问题也能“软着陆”。这

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宽容与谦让，更显示了一种风度

与涵养，能够让你有一个更为和谐友好的人际氛围。

王
永
清

永泰城下红军情永泰城下红军情
石延荣石延荣

壬寅清明祭祖，在纷纷扬扬的春雪中走

进了永泰城，看着这古朴沧桑的夯土城墙，不

禁追忆起一段红色往事。

1936年11月9日黄昏，北风凛冽，枯草

飘零，永泰城外的护城河内已结下了一层薄

薄的冰花。往日的此时，永泰南城门早已关

闭了。但是，今天有点异常，南城的两道城门

——永宁门、永泰门豁然敞开，城门口人影绰

绰。这时，一支衣着单薄、军容严整的部队悄

然来到永泰城下。为首的是一位身材魁梧、

神采英拔、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命令部

队在城外就地宿营。然后在几位老乡的陪同

下，带着一小队人马进了城。

今天，据有关红西路军研究专家考证：当

年进城的这位红军首长就是红九军军长、曾

经领导了震惊中外“宁都起义”的一代名将董

振堂。驻扎在城外的这支部队是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方面军第五军主力部队。红军进城

后，连夜给城内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和党的抗

日主张，并在城内下街什字转角戏楼八字墙

上写下了“北上抗日”四个鲜红的大字，在城

内一些开明人士的组织发动下，乡亲们有力

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全城动员给红军部队筹

备军粮、磨炒干粮、缝补军衣……城内彻夜灯

火通明，乡亲们忙的不可开交。当夜，董振堂

和其他几位红军首长借宿在原红水县商会会

长安国镇家里，安国镇特意宰了一只羯羊犒

劳红军。第二天一大早，红军离开了永泰城，

向古浪挺进。临别时，红军首长还给安国镇

老先生赠送了几袋水烟，以表谢意。

岁月倥偬，弹指一挥间红军夜宿永泰城

的故事距今已经86年了。但是，今天我依然

十分清晰地记着舅老爷张德铭生先生前所讲

述的红色往事，这其中的一点一滴如同北斗

星辰，一直照亮着我奋斗的征程。红军到永

泰城的那年舅老爷已经19岁了，当时天气特

别冷，虽然还未立冬但城外的大涝坝、护城河

里已经结下了薄冰。红军来的突然去得悄

然，虽然在永泰城外住宿了一夜，但秋毫无

犯，鸡犬不惊。这是前所未有的稀奇事，在那

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土匪、强盗、兵祸连绵

不断，尤其是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不聊

生，可是眼前的红军不但不祸害百姓，而且还

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亲如一家人。所以永

泰城的父老乡亲们为了答谢红军的恩德，由

村元宵会出面给红军捐赠了18块银元、30多

条羊毛毡、40多升炒面……舅老爷说：那天

清晨天刚麻麻亮，红军就出发了，他和村上的

几位年轻人到城外送红军，城外集结的红军

大约有1000人左右，全部穿着破旧单薄的青

灰色军装，脸颊眉毛上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寒

霜，但头上的红五星个个熠熠生辉。他一直

在想，在这刺骨的寒风中这些人是怎样坚持

到天亮的。这时，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小红

军从他面前走过，满脸冻得通红，头上的军帽

开了个大窟窿，风吹地呼呼作响。舅老爷赶

快抹下自己头上的狗皮棉帽，跑上前把帽子

递给小红军，但是小红军说什么也不要，最后

舅老爷还是硬生生地把棉帽戴到了小红军的

头上。舅老爷还说，当时他的表哥安维新给

一位小红军送了一双羊毛袜子，邻居王秉睦

大哥给一位小红军送了一双旧棉鞋……

今天看来，送人一双鞋袜，几乎寻常的不

足挂齿，但是在86年前的景泰农村，物质极其

匮乏，广大贫苦人民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生

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能够向红军战士伸出援

助之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善举。这其中最

主要的原因是广大劳苦人民被红军战士爱护

百姓、钢铁般的纪律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

主义所感动。所以，在当前深入开展的党史

学习教育活动中，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

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缅怀革命先烈，铭记丰功伟绩，积极搜集

整理身边的红色革命故事，给青年一代认真

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

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切实做到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壮美山河》李昊天 摄

永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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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改岁月不改““青冢青冢””色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