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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乡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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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椤 沟 拾 趣

若有所思

□梅东伟

孙悟空形象的民族精神

我做梦也没想到，一入伍就来到了“铁军”这
支英雄部队的“强渡乌江模范连”。红军连队的血
脉，滋养我由基层连队步入“铁军”师团政治机关。

长期的军旅生涯，使我每当想起“铁军师”那
史诗般的革命画卷，就感到无比自豪。该部队
编制序列中的两个红军团，一个是我党直接掌
握的第一支武装，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
一个是中央红军尖刀上的刀锋，秋收起义留下
的火种“红二团”。前者率先参加八一南昌起
义，打响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的第一枪，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交响乐
中奏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音符”；后者在江西永
新县境内的一个叫三湾的村子，进行了具有开拓
意义的“三湾改编”，第一个把“支部建在连上”，
开了“党指挥枪”的先河。她历经大小战斗3000
场，穿过枪林弹雨，踏遍祖国大半河山，历史悠
久，功勋卓著，并造就5位开国元帅、15位著名军
事家、7 位大将、21 位上将、55 位中将、146 位少
将。我深感，“铁军”的历史就是一座巨大的“红
色基因库”，一部用鲜血和生命染红的“浩然长
卷”，一个“将军的摇篮”。但是，这样一支钢铁雄
师，居然没有一本自己的书，一股为“铁军”著书
的激情在我胸中燃烧。

当年，我把撰写《铁军》一书的想法向老师长
张万年上将报告，老首长非常支持：“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支武装应该有本书！”迟浩田上将则为我
题写了书名。接着，我便开始沿着“铁军”部队当
年行军作战“路线图”，去肇庆、走四平、上井冈、
下海南、到延安，走上泸定桥，走进刘老庄，拜谒
娄山关，查战史、找战例、觅文物、阅文献，凭吊了
14个昔日的战场，造访了曾经在“铁军师”战斗、
工作过的12位老将军和6位老红军。特别是又
到江西永新县三湾镇，参观了毛主席在铁军师

“英勇红一连”亲自发展6名党员的小木屋，踏访
了朱总司令在铁军师与“英雄红一连”战士一起
挑粮的羊肠小道，见到了革命先辈的遗墨，以及
原始电文、战役详报等“红色家底”。

从“铁军”的历史背景、历史使命、思想传承
中我发现，“铁军”几十年的战火洗礼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考验，培育和形成了自己的集体精神和独
特风格，那就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坚定不
移跟党走，时刻听从党召唤的铁的信念；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牢不可破的战斗友
谊和鱼水深情的铁的团结；头颅如铁，不惜牺牲，
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为人民的利益战斗到最后

一口气，洒尽最后一滴血的铁的意志；雷厉风行，
敢打必胜，所向无敌，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拖
不垮、打不烂的铁的作风。而这“五铁精神”，既
是“独特风格”，又不失为“普遍经验”，对军人、对
民族都是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

我尽可能用文学的品质烘托军史的价值，去引
发读者思想的共鸣、情感的谐振。泸定桥上，对岸
的敌人得意忘形地狂叫着：“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
枪啦。”“铁军”官兵则怒吼道：“老子不要你的枪，
要你的桥！”夹金山下，善良的老百姓真诚地劝他
们“不要走这条路”，而“铁军”官兵豪情满怀地
说：“我们会以内心的革命烈焰去战胜雪山的严
寒，用手中的木棍去捅开雪山的神秘。”

撰写“铁军师”的历史，如果只重视成功的经
验，而忽略失败的教训，让读者看到的只能是“半
个战场”。由此，我在撰写《铁军》一书时，始终坚
持忠于历史，还原历史。如追述海南之战时，既
讲“铁军师”创造木船打败军舰的辉煌战绩，又毫
不回避地讲述配属分队急于渡江、提前起航导致
损失的教训，让读者从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去研
究“整个战场”。

感谢“铁军”，感谢时代，感谢与我撰写《铁
军》息息相关的所有人……

在民族文化的长期哺育中，孙
悟空的文学形象成为包含丰富意蕴
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象
征，对于今天努力奋斗中的我们，依
然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孙悟空形象中包含着敢于斗
争、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

取经成功后孙悟空获封“斗战
胜佛”。“斗战胜”的前提是要有战斗
的本领。孙悟空武艺高强，一杆金
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他耍弄起
来得心应手；他铜头铁额，火眼金
睛，一个筋斗云能翻十万八千里，有
七十二般变化。

能战者，还要敢战。面对十万
天兵天将的围攻，孙悟空打倒巨灵
神，战败哪吒三太子，与二郎神周旋
厮杀；五行山下的五百年也没有消
磨掉他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精神，取
经路上他依然斗志昂扬，一路降妖
除怪。

敢战者，还要善战。取经途中
的悟空，有时会变成苍蝇、蚊子、鹪
鹩虫和巡哨的小妖，探听消息；有时
会变作妖精的丈夫或妻子，赚取法
宝或致妖精于死地；有时还会设计
钻入妖精的肚子降服妖精……种种
智谋让妖怪们防不胜防。

孙悟空形象中包含着忠诚执
着、百折不挠的英雄精神。

取经途中，孙悟空一方面降妖
除魔，面对强敌百折不挠；另一方
面，面对误解，不忘初心、不改赤
诚。十万八千里的取经旅程包含着
孙悟空与妖魔的无数次战斗，但他
从不懈怠，也从未忘过唐僧的救助

恩情，自始至终心向取经人，忠诚执
着于取经事业。

孙悟空形象中包含着端正“小
我”、融入“大我”的奉公精神。

被压五行山下之前，孙悟空以
花果山为“根据地”，号称“美猴王”，
他冲击地府，大闹天宫。在此过程
中，孙悟空均以自我为中心，或为长
生，或为游乐，或为官位，或为意气，
至于天宫之秩序，神界之礼法，为神
之职责，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取
经途中的孙悟空，降妖除怪，努力向
前，不计较一己之得失，展现了“小
我”融于“大我”的“奉公”精神。

孙悟空形象中包含着心向“自
由”、入于“规矩”的理性精神，即“随
心所欲而不逾矩”。

孙悟空“大闹天宫”以诙谐的风
格，展现了孙悟空任性而为的天真自
由与无法无天。当“自由”狂放至极
点，无法无天的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
了五行山下五百年。在观音菩萨的
指点下，孙悟空皈依佛门，跟随唐僧
西天取经。因“旧性”复萌，孙悟空打
死了眼看喜和耳听怒等途中打劫他
们的“六贼”，被戴上了象征“规矩”或

“戒律”的紧箍。它暗示着自由与规
则间的矛盾，也告诉孙悟空，自由并
非无拘无束。取经途中的磨炼，最终
使孙悟空完成了对“规矩”的认同，他
在铜台府放过打劫寇员外家的众强
盗一节便颇有此象征意义，而当他
修成正果成佛之后，头上紧箍消弭
于无形，更在深层次上象征着孙悟
空的“自由”不逾规矩之范围，它是
民族文化中理性精神的体现。

偷得浮生半日闲，趁着阳光正
暖，午后与朋友相约去梭椤沟。

入了梭椤沟，便顺着沟一路向
西。南北两侧沟壁对峙，顿感幽深。
不时闪过一片麦地，给这沉寂的冬日
涂抹上色彩，天地顿时有了生机。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上
梭椤村是以静默的方式渐感眼帘
的。大多数民居靠沟北而建。一段
塌废的土墙，几块石头随势摆就的
上坡路，一盘搁置在空地上的石磨，
不由得让人凝视、唏嘘。

山不在高，有水则灵气生。沟
底，栈道曲折，池水清冽，倒映着树木
萧索的影子，于寂寥中，又折射出几分
明艳。水是活水，上游是横水，流淌
至此为梭椤河，向东汇入黄河。一步
步踏在木栈道上，像是触到梭椤沟最
敏感的神经，跫音嗡嗡里，有梭椤沟
的水墨熏染。再有几声鸟雀啁啾，叫
出几串诗情禅意。远远看见一身着
红色棉袄的妇女蹲在岸边洗衣，红色
跌入水中，河水一下便被点燃了，竟
似江南水乡的特写。朋友兴奋地喊：

“看！浣溪纱！”一幅画，顿然活了。
栈道尽头南上有一条水泥路，

便与朋友随意闲步。几户人家临
沟崖而居，需仰视可见，有危楼之
感。忽闻鸡鸣，但见群鸡觅食，有
几只竟栖于一老树上，让人联想到
陶渊明的诗句“鸡鸣桑树颠”。也

有狗吠，“鸡犬之声相闻”，让人忽生
归田之心。

南归途中遇一老者，问起梭椤
沟的来历，说是相传因村里有一棵
娑罗树而得名。娑罗树，为佛教崇
尚的圣树之一。深沟有禅意，梭椤
本娑罗；如今成福地，初心皆可托。

沟南有一排靠山民居，一户人
家路边摆放着几个老旧的瓦罐。与
朋友顿起兴致，车子搁一边，竟自寻
去。早有意淘一瓦罐，插一枝莲蓬
或几束芦苇，置于客厅或书房。可
惜未果。又见一户人家门前有几个
石槽，也是心心念念之物，便看了又
看，思忖其大小是否合宜。一老妇
人见状，说家里有小石槽，便与朋友
欣然前往。三孔土窑，外壁由上而
下，尽是淋漓雨痕。两侧对厦，是痕
迹斑驳的老式平房。院内有两石
槽，一为猪槽，一为鸡槽。鸡槽石料
为绿皮青，棱角分明，有敦然之态，天
然之形，一群小鸡子叽叽喳喳，正合
围而食。只一眼，便对上眼法，喜欢
上了。与老妇人谈妥价钱，朋友帮忙
冲刷，合力抬上车子。临走，见刚出
锅的蒸红薯热气腾腾，便向老妇人讨
来一块，与朋友分而食之。犹记两
人大嚼大笑，孩子般的吃相。

暮色四合，回望梭椤沟，仿若一
段无尘的光阴，遗世独立，在时间的
渡口等人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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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零下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下，途经
小区花园，见几株蜡梅，迎风傲立，虬枝苍劲。走
近一看，枝丫上密密匝匝地缀满了黄灿灿的蜡梅
花，让人眼前一亮。

严寒丝毫不影响蜡梅绽放，一朵朵、一串串，
笑容灿烂，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为寒冬里的人们
提振精神，也为寂寥的花园增添了诗情与画意。

蜡梅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盛开着，它不需要通
知任何人，也不会以妖艳之姿色讨好任何人。
我仔细审视这些小花，它们守着这方净土，暗香
萦怀，幽雅而娴静，鲜润而不媚俗，桀骜而不骄
矜，开得无拘无束，花虽小但不柔弱，香虽淡却
很怡人，给天寒地冻的季节增添了暖色，给冰天
雪地中谋生活的人们带来了暖意。久久凝望这
盛开在寒冬里的蜡梅，我的心中顿时萌生出无限
的感慨。

不由得想起半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到小区花
园里散步。幽静的小园里游人稀少，我沿着曲折
的香径独自流连，享受习习清风带来的愉悦，无
意中在花园的一角偶遇了这几株蜡梅。那个季
节，正是花儿争奇斗艳、招蜂引蝶的时候，这些蜡
梅却静立于角落里，备受冷落。旁边是一棵高大
的银杏树，身边有野花杂草的缠绕，若不细心观
察，这些蜡梅是很难被发现的。从科学角度讲，
一种植物如果得不到充足阳光的照射，它就会像
人缺乏某种营养元素一样，萎靡不振，畸形生长，
甚至死亡。然而，这些蜡梅并没有退缩和抱怨，
仍然低调又傲娇地彰显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
我俯身将缠绕在它们身上的藤蔓和杂草除去，这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打那以后，每次到花园来，
我总要去看它们一眼，哪怕是来去匆匆，也会对
它们青睐有加。

进入冬季后，我游园的次数少多了。如今，
当我再次来到蜡梅跟前，它们以最热烈、最隆重
的礼仪迎接我。这些蜡梅难道是为我而开？它
们用自己的热情和美丽给我以慰藉，使我冷寂的
心倍感温暖。

在万木萧疏的隆冬季节，蜡梅总是迎霜傲
雪，释放着馨香和暖意，为冰封的大地增添了生
机。此时，花园里万籁俱寂，没有人声喧嚣，也没
有百鸟鸣唱，更没有蜂飞蝶舞。可蜡梅并不介意
这些，它们有着特有的傲骨，有着不与百花争艳
的美德。我为蜡梅的独立精神和超凡脱俗的品
格所折服，思绪渐渐融入这一树树金灿灿的意境
之中。

寒潮仍未退，朔风仍在吹，蜡梅在严寒的季
节里盛开了，它微笑着，把灵魂开成花朵，期待着
唤醒百花，一起去拥抱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