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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作华（1894年－1973年），字岳楼，
吉林永吉人，1894年5月11日生于一商人
家庭。初入吉林陆军小学学习，毕业后到
吉林孟恩远的陆军做见习军官。1917年
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炮兵科。回国后，被
分派到段祺瑞所属的边防军教导团任队
副。后代理教导团团长、重炮营营长。直
皖战争中，皖系战败，皖系边防军被直军收
编。邹作华不愿依附吴佩孚，遂决定以队
副的身份率领炮兵队的学兵以及火炮、马
匹、装备等，投入张作霖的奉军，从此开始
了他在奉军的军事生涯。

邹作华开始在奉军任东三省巡阅使署
卫队混成团参谋，不久任炮兵营营长。
1922年第1次直奉战争，邹作华在廊坊战
役中，指挥炮兵以强大火力压制直军，使被
困的奉军得以突围，战后升任炮兵团团

长。邹作华精通炮兵作战、训练及指挥，治
军严明，在奉军中崭露头角。第二次直奉
战争中，炮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又升为
炮兵第1旅旅长，晋升陆军少将。1925年
11月22日，郭松龄兵变反奉，任命邹作华
为总部参谋长。邹作华虽身在郭松龄军营
中，却怀着投张作霖之心，对郭松龄军队的
战败起到极大的作用。邹作华暗中通奉，

“将榴霰弹引线芯抽出而放之，帮其虽命中
而不炸，奉军未致大伤亡”。郭松龄军队在
最后一战，参谋长邹作华“突然间将所部炮
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遂大
溃”。随后，邹作华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部
名义下令各军停止攻击，协助张作霖收拾
残局，安抚军队，进一步受到张作霖的宠
信。1926年被任命为奉军炮兵司令。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邹作

华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请求自愿率领军
队去东北边疆垦荒。张作霖任命他兼任兴安
屯垦督办，9月屯垦军开赴屯垦区，屯垦区
包括：洮安、洮南、突泉、镇东、大赉、安广、索
伦、景星、泰来等县。屯垦一团驻索伦，二团
驻葛根庙，三团驻镇国公府（今科右前旗察
尔森镇附近）。同年，兴安区屯垦公署在沈阳
成立。1929年6月，屯垦公署从沈阳全部迁
入洮安县（今洮北区原商业局小白楼）。屯垦
公署迁入洮安后为垦区内建设作了大量的
工作，先后从河南、山东省移民，增加垦区人
口；派军队组织清乡队，整顿治安；组织洮安
县社会各界兴建街路，形成今天白城市区内
西至长庆街，东至青年街，北至中兴路，南到
新华路的街区格局；并于当年呈请东北政务
委员会批准，改洮安县为兴安市，设立兴安
市市政筹备处，同时在今天白城宾馆前的鹤

塔广场建东门，将兴安市三个大字镶嵌在东
门的横额上。兴安屯垦区公署的迁入使洮安
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邹作华被国民党政
府任命为陆军炮兵学校校长，成绩斐然。抗
战时期，任炮兵总指挥，曾兼吉林省政府主
席，1947年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1948年，加陆军上将军衔。在
解放前夕，邹作华去了台湾，1973年11月7
日病逝于台北，终年79岁。 （四十八）

中流击楫：敢到
水流危险的江中划
船，比喻立志奋发图
强。

《 晋 书·祖 逖
传》：晋时，祖逖看到
北方国土沦陷，同胞
遭 受 凌 辱 ，非 常 痛
心，决心收复失地。
祖逖率其部曲渡江
北上，至中流，击楫
而誓曰：“祖逖不能
清中原而复济者，有
如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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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造纸的基本方法，是先用植物
纤维制成纸浆，再以帘模滤水，使纤维交叠其
上形成薄片，继而揭下晾干成纸。中国传统
的造纸技术主要分为浇纸法和抄纸法。浇纸
法是将纸浆直接浇到帘模上成型，故而产品
表面粗糙，纤维分布不均。抄纸法则是在纸
浆中加入纸药，和水搅拌，令纸浆悬浮后，再
以帘模入水，抄出纸张，因此产品表面较为光
滑，往往有帘纹，纤维分布均匀。两种方法先
后出现，迄今并存。晋唐以降，抄纸法是主流
技术。麻、楮树皮、藤、竹、麦稻茎秆等植物纤
维，都曾先后用作造纸原料。

公元前2世纪（西汉前期）已出现植物纤
维纸。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西汉古
纸主要用作包装材料。1930年以来，新疆、
甘肃、陕西等地8次发现西汉（含新莽时期）
古纸。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纸张绘有墨线图
样，或系地图残片，推测属于汉文帝、景帝时
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敦煌悬泉
置（汉武帝时期设立的驿站）遗址发现古纸
460片，经检验可知由麻类纤维制成。西汉

地层出土者全为浇纸法产品，东汉地层有少
量抄纸法产品，其中汉昭帝时期（公元前86-
公元前74年）地层出土古纸尚存有隶书药名
字迹，是迄今所见最早有文字的纸。

公元2世纪初，尚方令蔡伦对制造作为书
写材料的纸张有重大贡献。按《后汉书·蔡伦
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
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
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
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
天下咸称蔡侯纸。”西汉已用浇纸法生产麻纸。

经过工艺改良的“蔡侯纸”很可能是抄纸法产
品，平滑光洁，适合书写。选择树皮、麻头（生麻
废弃部分），可大量获得廉价原料，降低成本。

纸张适合书写、绘画和印刷，是文字和信
息传播的理想载体，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
影响。公元3-4世纪，中国书籍的书写材料
普遍由简牍（竹、木）转化为纸张。敦煌莫高
窟藏经洞保存了三国至北宋（公元3-11世
纪）800多年间的经卷、文书、佛画等纸质文
籍，总数约达5万件。纸与造纸术（抄纸法）
在3-5世纪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8世

纪传至西亚，12世纪传入欧洲。印刷术发明
后，纸张成为最基本的印刷材料。

《天工开物》中的抄纸图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十一 ——

造 纸 术
●郑诚

水是古人思考很多的一种物象，老子赞美
水的品性和气度，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孔子感叹时光
如流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世民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警言，提醒为政者须
始终爱民安民。苏轼则咏出“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来抒发自己报
国建功的向往。人立于舟上，看着波涛滚滚，也
会产生些许廉思，有两位晚唐诗人就从不同角
度，为后世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沉吟告诫。

杜荀鹤以“诗旨未能忘救物”自期，将笔触
倾注到山中避征的寡妇、无田可种的农民身上，
以诗为剑、肝胆俱张，痛斥那些压迫老弱的军
阀、搜刮穷困的贪官，是继杜甫、白居易后著名
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荀鹤曾作有一首名为《泾溪》的哲理诗，
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
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首七绝，前
后两联形成鲜明对比，初看上去，似乎不甚合
理，怎么舟在险要之处不倾，而在平流之处却覆
呢？其实，这恰恰是诗人观察细致入微、思想深
刻透彻的妙处。在临近险滩时，人们往往提前
预防，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举一动都小心对待、
谨慎行驶，结果往往是有惊无险，平安渡过。而
在水面平稳、宽阔浩荡时，操舟人却容易放松警
惕、心生麻痹，甚至放任操作、随波逐流，这时就
会有舟毁人亡的危险了。这一道理亘古不变，

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举，大多数人都不敢以身试险，而在面对一些
以人情为名的吃喝与节礼时，能否时时警醒自己莫“沉沦”？所以，人
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忧患意识，都要防微杜渐，不断巩固思想防线。

另一位是雍陶。雍陶是成都人，自幼苦读诗书，在他入仕之初，
所处的时代正值朝政纷乱之时，但雍陶为人孤傲自爱，写有“闭门客
到常如病，满院花开未是贫”之句，能以清廉为乐。

雍陶经常乘舟走水路往返故乡，他曾作一首《峡中行》，诗云：“两
崖开尽水回环，一叶才通石罅间。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
山。”诗人在羁旅之中，感触就会分外敏感，在雍陶眼中，小舟如一片枯
叶在水急浪大的江上漂荡，群峰罗列、犬牙交错，操舟人却要穿插驰过
这一线天，可谓凶险无比，诗人为此心惊肉跳，但却感叹道，休称这容
易触碰的山势险峻啊，与人心欲望相比，大自然也就不算什么了，这首
诗如黄钟大吕，发人深省。“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这两句
所采用的是翻叠之法，表面看是下句诗意否定上句，实际是使诗意更
深拓展了一层。人心本无善恶，欲望原为本能，都需要通过修身养性
去提升引导，但如果失去控制，就会泛滥如洪水，陡峭似险山，或许在
一念之间，使人生的走向发生变化，结局必然害人害己乃至祸国殃民。

天地万物皆有理趣，最终一切都要映照于心，修正于行。从这样
并不热门的传统诗句中，我们依然可以汲取一些古代廉文化的营养，
如此，让廉洁自律意识更加细腻更加深入地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步
伐坚定有力，走好人生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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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活动在白城的重要人物

邹 作 华
●宋德辉

Ｂ 白城记忆

成语故事

跟着诗词去旅游■■

邹作华

楚 之 西 塞 忆 烽 火
●范昊天

渡 荆 门 送 别渡 荆 门 送 别
●●李白李白（（唐唐））

渡远荆门外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万里送行舟。。

1200多年前，当20多岁的青年李白第一次出川游历，走水
路入长江，经过三峡荆门、虎牙之间，看到“山随平野尽，江入大
荒流”的壮阔景象，万丈豪情喷涌而出。

十二背

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的宜昌，古称夷陵，因“水至
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意思是水到了这里就化险为夷，山到
了这里就变成了小的丘陵。

乘船出葛洲坝船闸，顺流而下10公里处，长江南岸峭壁林
立，峥嵘突兀，绵延十余公里，这便是唐诗中多次提到的荆门山
（系）。唐朝杨炯、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宋
朝欧阳修、苏轼、寇准、范成大、司马光……众多文人墨客都曾途

经此地。历史上这里频繁的战事和险峻的风景，为他们提供了
绝佳的吟咏题材。

顺着宜昌市点军区艾家镇往下游行去，依次出现十二座山
峰，这便是民间俗称的荆门“十二碚”，又名十二背。根据清代所
修《东湖县志》记载，十二背有观音背、偃月背、将军背、乌石背、
丞相背、天鹅背等，由其形貌得名。其中第十二背上有一天然巨
石，形如弯月，向前十一背盖去，构成一座天然拱桥，人称“仙人
桥”。远远望去，第十一背与第十二背矗立两侧，“仙人桥”横于
其上，其状如门，故名荆门山，是古人乘舟进出三峡的重要地标。

古战场

“扼巴蜀咽喉，为荆楚门户”，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险要的
地势，荆门山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
载：“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此二山，楚之西塞也。”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伐楚，火烧夷陵，还焚毁了楚国宗
庙。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作《松滋渡望峡中》一诗：“梦渚草长迷楚
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即是指此事。这也是宜昌有历史记载的
最早一次战争。

自先秦至清，这里先后发生了多次大型战役，其中最为著名
的当属三国时期吴蜀猇亭之战。公元221年，刘备为替关羽报

仇，亲率大军东征孙吴，吴国派陆逊率军应战，双方相拒于夷陵
地区。后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大败蜀军，刘备败退白帝城，不
久去世。据考证，猇亭之战的发生地就在今天的猇亭虎牙山。

如今，山上建有猇亭古战场风景区。景区内林木青翠，藤蔓
盘罗，仿汉古建筑鳞次栉比。

虎牙滩江边的绝壁上，有一条1500余米的古纤道，像一条
巨龙横卧在峭壁之间。古纤道尽头处有“屯兵洞”，传说为历代
战争屯兵所用。洞口如门型，高约3米。洞向下弯曲延伸，越往
里走越窄。洞中钟乳丛生，洞洞相连，是隐兵屯粮的天然处所。

跨江桥

站在虎牙山上远眺，隔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对面荆门群山若
隐若现。此处长江江面相对较狭窄，古代不少朝代在此处修建
关城，搭设便桥，作为御敌工事。

公元33年，割据称帝的公孙述为阻止刘秀汉军入川，曾派
遣田戎等人于荆门与虎牙之间架起浮桥。这是有史可考的第一
座“长江大桥”。两年后，刘秀部将岑彭领兵6万攻荆门，率舟师
直冲浮桥，因风纵火，桥楼崩坏，最终打败公孙述。为张扬功德，
岑彭在荆门山建起楚塞楼，楼为三层六角，上书楹联“上收蜀道
三千之雄，下锁荆襄一方之局”。历代战火中，原楼早已损毁不

见。今天在虎牙山头，有一座近年重建的楚塞楼，从中依稀可见
当年名楼的风采（右上图）。

公元272年，为抵御晋师东下，吴国在长江中暗置铁锥，并
在荆门、夷道等地用铁链横锁江面，成为“铁索桥”。西晋将领王
濬率领数十艘大筏冲走铁锥，并用火炬烧熔铁链，攻克荆门、夷
道二城，然后顺江东下，直取建邺。唐代刘禹锡“王濬楼船下益
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一诗
便是指此事。

世事变迁，如今江面上早已不见浮桥、铁索桥的踪迹。在公
孙述搭浮桥近2000年后，北踞虎牙平台，南依荆门山麓，一座大
桥横空出世，江关从此真正畅通。这便是全长1188米的宜昌长
江公路大桥（左上图）。这是首座完全由中国自己设计、施工、监
理的特大跨径悬索桥。大桥两端，两座朱红色的桥塔高耸入云，
悬起80对吊索，如龙爪攥玉，稳如泰山。夜色中，大桥华灯鲜亮，
灿若虹霞。桥下的江面也被灯光映照得格外璀璨动人。也许，李
白所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雄奇画面，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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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成才有四
重障碍：学而不知，困而不知，知而不
行，行而不笃。相应地，要做到知行合
一，就应当破解这四大问题，在增强四
种力上下功夫。

增强学习力。时代越是前进，人
类社会的知识总量增长越快，甚至呈
爆炸式增长，因此，学习的任务越重，
学习的重要性越是凸显。我们所处的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专
门化、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
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
穷。所以，我们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就必须首先成为学习型政党，我们
国家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就必须首先成为学习强国。习近
平总书记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
教材作序指出，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
步。作为个人来说，不仅不学习不行，
学习少了、慢了也不行，必须牢固树立
终身学习、人人学习的理念，坚持时时
学习、处处学习。过去那种一招鲜、吃
遍天以及上完学就靠吃老本的路子是
越来越走不通了。

增强反思力。孔子说：“生而知之
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
矣。”学而知之就是要学习，困而学之
就是遇到困境要学会反思。梁启超评
价曾国藩，“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就
是说曾国藩能够从困境中反思自身不
足，并切实加以改正，最终堪当大任。
人无完人，谁都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
误，关键是犯了错误之后要勇敢正视
错误、承认错误，不能讳疾忌医、粉饰
太平，也不能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从
某种意义上说，自我纠错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战场也好，
赛场也好，有时候比的不是谁能出多么高的高招、多么妙的妙
招，而是比谁犯的错误特别是致命性错误更少。

增强行动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陆游说：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里的意思就是，理论和实践要结
合，认识的深化是在实践的深化中才得以实现的。其实，本来就
没有完全脱离实践的理论，也没有完全脱离理论的实践，问题的
关键是如何结合得更紧密些、更恰当些。有时候，对天理、道理、
事理，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体会非常深刻、总结非常到位，甚至
有独到而精彩的概括了，但这往往是一种知识的自负乃至虚妄，
等你经历得更多，实践得更丰富，就又会觉得今是而昨非，以前
的种种妙论、高论、宏论只是空谈、虚谈罢了。

增强定力。《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可见，笃行是最难的。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就要坚定不
移地走下去；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就要努力遵循规律，按照规律
办事；悟到了科学的方法，就要坚持运用、不断完善。有不少人，
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坑坑洼洼、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其中有不得
其门而入的困顿与痛苦，但更多的是知而不行、行而不笃，也有
的是立行立改、但是改了又犯、毛病反复发作，如此这般，好的东
西、好的做法就没有坚持下来。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
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也可以说，凡事坚持
一阵子不难，难的是坚持一辈子。正所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我们常说，“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因
为不坚持就无以深化，不深化也无以坚持。

 

































































成

才

要

下

狠

功

夫

●

谭
评

我
看
我
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