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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有一处面积为10
平方公里左右的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关东军所建的军用飞机
场遗址。遗址呈南北走向，长5000余米，宽2000余米，是
当年日本关东军建在白城地区境内的最大一处军用机场，
也是洮儿河谷，即从白城到阿尔山一线，甚至到呼伦贝尔一
带最大的一处军用机场。南侧有9个飞机库、3个物资储备
库、北侧有10个飞机库、5个物资储备库。在公路两侧有
建筑遗址多处，保存较好的建筑有2处4栋青砖房，另有一
处较高大的建筑遗址，位于空军雷达站院内，由于年久，已
大部分坍塌。

据考证，这里的机场遗址是日本关东军1938年1月修
建的，同时建在今天白城市的军用机场还有平安镇、肖家
屯、青山等4个军用机场以及内蒙古兴安盟的哈拉黑，德伯
斯附近的白音高冷，五叉沟及呼伦贝尔的将军庙，海拉尔的
军用机场。后又相继在白城的黑水、镇赉、大安建了3个军
用机场。这一系列军用机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空中攻击
体系。在这一进攻体系中，建在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
的这个军用机场是规模、机库数量、设施最大最多最全的一
个。这里不仅有第七飞行旅团的指挥所，还有飞机库、弹药
库、高炮阵地、兵营、军官宿舍、慰安所等。

机库呈圆形，长20米、宽20米、高6米，每个机库可容
纳零式战斗机3架，九六式E3M型轰炸机2架，物资储备
库是用来储存弹药或是其他军用物资的。在机场四周还有
高射炮阵地及地堡等。这些机场的建立，日本关东军主要
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占领整个东北后，防止苏联干涉；二是
准备对苏联动武，占领苏联远东地区，并将其与中国东北一
起，永远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日军军
用飞机的续航能力只在500至600公里，要想实现其远距
离作战目的，必须有一系列机场，供日军飞机打击远距离目
标使用。

当时驻在这里的日军空军系日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
第七飞行旅团，旅团长为宝藏寺久雄少将。该飞行旅团辖
飞行第一、第十二、第十五3个战队，每个战队有3个中队，
即重型轰炸机中队3个、战斗机中队3个、侦察机中队3个，
分别驻在镇西、平安镇、公主岭、将军庙、新京（今长春）等地
机场。因空军机动性能强，驻地往往多与战事有关，多驻在
距战场较近的机场。该飞行旅团先后参加了对热河、内蒙
古、察哈尔、河北、俄罗斯、蒙古国等地区和国家的航空作
战，对中国人民和俄蒙两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1939年6月22日，诺门罕战争爆发，关东军第二飞行

集团长仪峨彻二中将下令将日本关东军所属的第七、第九、
第十二飞行旅团全部投入诺门罕作战，并由宝藏寺久雄亲
自指挥。24日，苏联空军约60架战机越过中蒙边境，企图
袭击日军机场，宝藏寺久雄少将急令第一战队强行起飞，进
行迎击作战。27日6时，第七飞行旅团接到“第二集作命
甲第38号”命令，宝藏寺久雄率飞行十二战队，与第九、第
十二飞行旅团各一部，约有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120架，
袭击了苏军托木斯科空军基地。据日军战史记载，这次击
落击毁苏军飞机约120架，当晚，又空袭了桑贝斯地区，足
见日军飞行旅团的狂妄骄横。

诺门罕战争，以日军失败告终。彻底打破了日军北进
东扩的美梦，也打破了日本关东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修
筑这些进攻性的飞机场、基地不能直接用于进攻，也就失去
了原来的作用，不得不将其进攻的基地改为重点防御的工
事。白城及洮儿河谷地的这些设施，也随即发生了改变。
查干浩特机场也改为培养日军飞行员的航校和修理飞机的
场所。

不久，宝藏寺久雄被任命为白城子飞行学校校长，后返
回国内，进行该校的筹建工作。1940年1月，正式迁入中
国东北白城子地区，并很快投入飞行训练。同年2月在飞
行训练时，宝藏寺久雄亲架飞机，后因飞机失事毙命，死后
晋升为陆军航空兵中将。此后，又由森玉德光任校长和教
导飞行团团长，强化训练飞行员轮流参加对华作战。

1945年8月9日零时，大批苏军飞机飞越中苏边境，对
哈尔滨、长春和吉林等大城市的日军进行轰炸和攻击，同
时，也轰炸了日军驻白城镇西、平安镇以及洮儿河谷地带的
五叉沟、德伯斯等地的军用机场，这时已不见日军飞机起飞
迎战。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夜晚，
居住在镇西一带的中国居民忽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
声，紧接着爆炸声响成一片，整整爆炸了一天一夜，飞机场
上空浓烟密布，过了3天后，浓烟渐渐散去，这里静得鸦雀
无声。当人们悄然赶到机场看个究竟时才发现，这里已是
人去机空，原来驻在这里的日军已经逃到其他机场。据说
这些飞机后来被苏联红军扣押，成为苏军战利品。昔日戒
备森严，中国人都不许走近的军用机场，重新回到人民的手
中。如今这里已经开辟为白城市日军侵华罪证遗址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这些遗址成为向世人昭示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的罪证，教育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牢记落
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繁荣富强，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五十四)

要追求真善美，真字是打头的。不
难发现，人们写文章往往通过用“真正把
……落到实处”“真正取得实效”等句式
来加重语气。侧面反映出，要做到“真”
是真难。寻真、持善、求美，是造就完满
人格不可或缺的三维，而首先就要崇真、
守真、修真。一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
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

做人要本真。本真，展现的不仅是
一种内心状态，更是一种人生境界。这
意味着，守住本真就要守住本色、本心、
本分，持守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
过多看别人的脸色、不十分在意别人的
评价、不活在别人的阴影中的一种生活
状态。不虚伪、不做作，不咋咋呼呼，不
惺惺作态，不刻意表现，所谓“唯其本色
任天然”。一是一，二是二，是什么样就
什么样，坦然面对自己，也坦然面对别
人。努力认识自己，学会与自己和解，接
受自己的不完美甚至平凡、平庸，正视自
己的缺点和不足，接受岁月的流逝和年
华的老去。大家如果仔细体味一下就会
发现，在社交场合，一个人如果总是努力
呈现他本来没有或者不突出的东西，往
往使人不自然乃至厌倦。古人说，“唯大
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一个人
刻意地拔高自己、装扮自己，也是非常累
的，有时甚至显得愚蠢。

做事要认真。认真，体现的是一种
处事态度、一种工作作风。就是要认认
真真、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不做则已、做
就做好，不马虎敷衍、粗枝大叶、浮皮潦
草。牢固树立品牌意识、精品意识，不满足于过得去，而是追求过
得硬，争取一出手就是出品，一出品就是上品。毛泽东同志有一句
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习近平总
书记说，“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
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方方面面。”讲认
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作
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讲认真，
就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
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
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

问学要求真。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就
是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感情、身份、地位、名声等通通都要让
路。求真就是要探究事物的根本、规律的所在，打破砂锅问到底，
寻找每个事物所独有的道路，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不能满足
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不能掉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也不
能把某种理论神秘化、神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人有时可能要
有一点难得糊涂的智慧，但是做学问、求真理则来不得半点糊涂、
马虎，而恰恰就是要把思想史上的一笔笔糊涂账厘清楚，把人们心
中的一个个问号拉直，这样人类知识才有增量、人类社会才能进
步。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时要在有疑处不疑，确
为真知灼见。追求真理，就是要从事实本身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不人云亦云，不存先入之见，也不固执己见，而是“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须知，实践永无止境，追求真理也永无
止境。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
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

柑橘类水果（芸香科柑橘属、
金柑属和枳属植物及其杂交品种
的果实）以其丰富的营养、芳香的
气味以及相伴而来的文化价值受
到人们普遍重视，目前产区遍布全
球，产量为世界水果之最（占水果
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因易于杂交，故柑橘类水果的
品种特别多样。探究它们的起源
中心，有印度、中国和中南半岛等
几种推测，但从文献记载看，最早
对柑橘类植物进行驯化栽培的地
区是中国。

《尚书·禹贡》中提到长江中下
游的先民将橘柚作为贡品。先秦
的其他古籍，如《山海经》《吕氏春
秋》《周礼》《列子》等，对橘、柚、枳
等柑橘类果树的记载颇多。东周
时期，柑橘成为楚地的重要经济支
柱，著名诗人屈原在《橘颂》中称之
为“后皇嘉树”。以上文献记载表
明，我国开始人工栽培柑橘的时间
不晚于东周。

到唐宋时期，柑橘种植在江
浙、四川等地均形成产业，并确立

了香橼、橘、柑、柚、橙等栽培品
种。果树整枝、病虫害防控以及果
实的收获、贮藏等相关技术也达到
了相当先进的水平。柑橘在12世
纪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方，后来随着
地理大发现迅速扩散到世界各
地。经过各国园艺工作者的不断
选育，产生了上千个品种。目前，
巴西是柑橘类水果的最大生产国，
中国位居第二。

清贫，不仅是做人的一种方式，更是做人的一种境界。清贫
二字，关键在清。惟有心清如水，意淡如云，才能在贪和廉之间
做出正确选择，珍惜生命中那份纯朴的本色，这既是做人之要，
也是做官之德。廉，立国之要；清，为政之根。仰望中华民族的
历史星空，廉不言贫、勤不言苦的清官良吏群星璀璨。近读《国
语·晋语》，其中有个“叔向贺贫”的故事发人深思。

春秋时期，晋国有位名叫叔向的大夫，他以正直和才识见称
于世。有一天，叔向去见韩宣子，韩宣子正为自己贫困而忧愁，
叔向反而祝贺他。韩宣子说：“我韩起（韩宣子名韩起）只有正卿
的虚名，却没有正卿的财产，无法和卿大夫们交际往来，我正因
此发愁，而你却祝贺我，这是什么缘故呢？”

于是，叔向便向韩宣子列举了栾武子和郤昭子的例子，说
道：“从前栾武子没有百顷的田产，家里置备不齐祭祀的礼器，可
是他能弘扬美德，遵循法制，使名声传播到各诸侯国，诸侯亲近
他，戎、狄也归附他，依靠这点治理好了晋国，执行法令没有弊
病，所以避免了灾难。那位郤昭子，他的财富抵得上晋国王室的
一半，他的家族在三军将帅中占了一半，依仗着他的财富和国君
的宠荣，在晋国骄横跋扈。可结果他自己被杀，他的宗族也在绛
城被灭绝，没有谁来同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德行啊。如今你像
栾武子那样清贫，我认为你就能建立栾武子那样的德业，所以向
你道贺。如果你不去忧虑自己不能立德，而只为财物不足而发
愁，我恐怕吊唁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

韩宣子听了叔向的话，下拜叩头说：“感谢您的教导。”
叔向的“人应忧德之不建，不应忧货之不足”，反映了一位贤

者的智慧，他的“可贺”与“可忧”，确如孔子所说的，具有古人耿
直的遗风。其实，人生在世，应该持守一颗“清风徐来，水波不
兴”的平常心，思想上的安贫固穷，德行上的清正如水，操守上的
知止有定，任何时候都不能更易。特别是从政之人，既然头戴官
帽，就应该知道责任的分量，岂能又想钱鼓腰包。只有清白当
官，干净做事，才能真正体现人生的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夙夜在公、廉不言贫的清官屡见不鲜：
春秋时的孙叔敖虽贵为楚国令尹，功勋卓著，但一生清廉简

朴，多次坚辞楚王赏赐，家无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他去世
后，儿子穷困仍靠打柴度日。

东汉的孔奋清节自守，曾在富裕之县姑臧任职四年，“躬率
妻子，同甘菜茹”，财产一点也没有增加，被人讥为“身处脂膏，不
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他离任时没有资财，单车上路，被百姓

“追送数百里”。

东晋的吴隐之亦身居高位，但所得俸禄赏赐全都分给亲戚
族人，妻子儿女不沾寸禄，家境贫寒如同穷苦百姓。

北朝的袁聿修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为官
五十多年以清贫为本，连一份薄礼也没有收过，被人们称为“五
代清郎”。

明代的海瑞居官刚正，持己清苦，任淳安知县时，穿布袍，吃
粗饭，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海瑞去世时，众人凑钱替他收殓，哭
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断。

清代的于成龙身居封疆之位，依然是“布衣蔬食，半茹糠
秕”“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因之
被百姓称呼为“于青菜”。

古有名言：“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一个人如果能像
古代先贤这样将甘守清贫的意识自觉付诸行动，那么物质和精
神就在自己的心中实现了协调统一，就能够思想充实而健康，心

灵开放而自由，在简朴的生活中获得真真切切的幸福感觉。
要真正做到臣心如水，廉不言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既要自己志存高远，立德力行，又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紧紧
联系在一起。唐代的崔玄暐能够做到为官清正，就与母亲卢氏
的谆谆家教密切相关。据《旧唐书·崔玄暐传》记载，崔玄暐年轻
时颇有学问操行，初入仕途时，母亲卢氏曾告诫他：“我听姨兄屯
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有人来说他贫困不能生存，这是好
消息。如果听说他财物充足，穿轻裘骑肥马，这是坏消息。我常
常敬重这话，认为是正确的议论。我常看见表亲中做官的，把许
多钱物交给父母，父母只知道喜悦，始终不问这些钱物是从什么
地方得来的。如果确实是俸禄的节余，倒也是件好事。如果是
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这与盗贼又有什么区别呢？自己能不
问心有愧吗？孟母不接受像鱼鲊这样小的馈赠，大概就是因为
这个缘故吧。你今天坐吃俸禄，得到的荣幸已经很多，如果不能
忠诚清廉，怎能在世上站得住脚？孔子说即使每天宰杀三牲来
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顺的；又说父母只为儿女的过失担忧。你
要特别注意修身洁己，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母亲卢氏这
番“宁公而贫，不私而富”的教诲，使崔玄暐从为官之初就懂得了

“富于钱财不如富于节操，官位之高不如品德之高”的道理。
做官与发财，自古两条道。明代名臣杨继盛为此曾有感而

发，诗曰：“饮酒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即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
第一功名不爱钱。”其实，人世间，做人也好，做官也罢，最宝贵的
资源，无关金钱与地位，而是冰壶玉尺的人格、浩然一身的正气，
这不经过自己毕生的苦心修炼，能够真正地具备吗？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赏析】
《塞下曲》，一名《和张仆射塞

下曲》,是唐代诗人卢纶的组诗作
品，共六首，描写的是边塞的军旅
生活片段，含蓄隽永地表现了戍边
将士的豪情和气势。这是其中的
第三首。

诗歌首句写景。可惜这个景
只能靠想象，不能目睹。因为月黑
之夜，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
而大雁高飞，渺无踪迹，也只能凭
声音辨识。在这样一个夜晚，发生
了什么？“单于夜遁逃”，敌军首领
乘夜逃遁。他为何逃遁？想来此
前一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旌
旗蔽日，短兵相接，最后以我方的
胜利告终，敌军丢盔卸甲，首领杀
出重围，仓皇逃窜。他如何逃遁？
一定是慌慌张张，不择道路，也许

高空的一声雁鸣，也会让他心惊胆
战。简单一句叙事，却引发无穷想
象。

接下来顺理成章，我方将士开
始安排追击。“欲将轻骑逐”，将军
拣选出一队轻快的骑兵前去追击，
只见刀剑如林，列队齐整，此时纷
纷扬扬的大雪飘了下来，雪花顷刻
之间就洒满了他们的武器。可以
想见其军威之盛。至于如何追击，
结果如何，诗歌没有交代，就戛然
而止，留下无穷的想象。但透过这
壮健的描写，我们自能想象出将士
蓄势待发的轻捷以及他们在白雪
映衬下的勃发英姿，自然也有足够
的理由相信他们一定能擒得敌酋
归来。

开篇不言战况之激烈，结尾不
言追击之迅捷，只是截取战斗中较
为平静的一个片段，却包含大量信
息，激发着读者的想象，这样的诗歌
可谓含蓄隽永之至。 （雨果）

诗词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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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橘 栽 培
●李昂

成语故事

日伪时期的白城

建在查干浩特的日军飞机场
●宋德辉

侵华日军第七飞行旅团指挥部遗址。

侵华日军弹药库遗址。

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

谈
﹃
真
﹄

●

谭
评

廉 不 言 贫 官 之 德廉 不 言 贫 官 之 德
●史世海

宋代画家赵令穰的《橙黄橘
绿图》。

塞 下 曲
●[唐]卢纶

临财不苟：指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廉洁自好。
《礼记·曲礼上》：“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意指面对财物不要随便获取；而对危难，该赴难

的不可随便逃避。后人常用“临财不苟”形容君子清廉自爱的高尚品格。 李笑然 辛悟记/图文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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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