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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诗词鉴赏■■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赏析】
古代诗歌是可以配乐演唱

的，那些名气大的诗人的作品，往
往在民间广为传唱，这是那个时
代的“流行歌曲”。据说有一次，
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三人饮酒，
召集了一些梨园艺人弹唱助兴。
艺人连续唱了两首王昌龄的诗，
又唱了一首高适的诗，但王之涣
的作品一直没人唱。可王之涣很
有信心，说如果压轴的艺人还不
唱自己的诗作，就甘拜下风。结
果，那位相貌最美的艺人弹起琵
琶，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
间”。这个故事未必实有其事，却
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首《凉州词》流
传之广。与王翰诗表现将士出征
前的豪迈悲壮不同，这首诗表现
的是很多边塞诗共同的主题——
戌守边防的征人思乡的哀怨。

诗歌前两句描绘壮阔、荒凉
的边地风光。纵目远望，愈到上
游地势愈高，滔滔黄河之水穿行
于群山之中，消失在缭绕的白云

中，仿佛来自天际。许多诗人都
有这样的描绘，李白说“黄河之水
天上来”，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
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均是沿
河回溯所见的雄浑景象。在这白
云之下，万仞群山之中，一片孤城
耸峙其间。“片”字，言其单薄、渺
小；“孤”字，言其与世隔绝。孤城
孤处，正为下面诗句张本。

孤域之中，有一群孤独的征
人。他们为了国家，远离家乡和
亲人，戌守边地，往往血洒疆场，
甚至暴骨沙砾。李益“不知何处
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范仲
淹“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
军白发征夫泪”，道出了千百年来
征人们无尽的思乡思亲之情。这
首诗与之相比，更为含蓄隽永。
羌笛一响，奏出的是幽怨的《折杨
柳》，引发征人的离愁别恨。征人
自我宽解：实在不必埋怨那杨
柳。玉门关外，自古苦寒之地，春
风也不愿光顾，杨柳又怎能开枝
散叶呢？埋怨也无益，何必再
吹？言下之意，思乡之苦已是家
常，何必再想？不如忘却。诗歌
不说征人哀怨，而说羌笛抱怨，故
作豁达之语，实则道尽了征人之
无奈与悲凉。 （雨果）

凉 州 词
●[唐]王之涣

目不窥园：形容专心致志，埋头苦读。
西汉董仲舒年少时读书非常刻苦，经常夜以继日地读书。书房紧靠着花

园，董仲舒三年没有进过花园，甚至连一眼都没瞧过。《汉书·董仲舒传》：“虽有
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 郑传普 石顺江/图文

目 不 窥 园

陶行知(1891—1946)先生是著名
教育家，生在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教师
家庭，父母给他取名“文濬”,希望他将来
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智慧的人。陶行知的
求学经历，可以说很好地实现了父母的
期待。191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
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转学哥伦比亚
大学后师从杜威等名师专攻教育学。三
年后，他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

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
年，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心中始终
回荡着十四岁就写下的豪言壮语——
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作出一
些贡献来。“教育救国”成为他最大的
人生理想。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农村凋
敝，城市萧条，教育救国，谈何容易！
怎样才能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呢？喝
过洋墨水的陶行知苦苦思索，把目光
转向了王阳明的心学，并从王阳明“知
行合一”的学说中汲取了奋力前行的
力量。与此相应，而立之年的他把自
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在自己的新

名字中寄寓了全新的志向与理想，从
父母对他的个人期待转向了自己对社
会、民族的责任。

后来，陶先生的思想和认识发生
了进一步的转变。1934年，他在《行
知行》 一文中生动地记录了这种变
化。有一天，谢育华先生读了他的一
篇文章后对他说:“你的理论，我明
白了，是‘知—行—知’。‘知行’底
下这个‘知’字安得非常有力量，很
少有人能喊出这样生动的口号。”陶先
生表示感谢之后说:“谢先生，恰恰相
反，我的理论是‘行—知—行’。”谢先
生感到很纳闷:“有了电的知识，才去开
灯泡厂，电的知识就更进步了。这不是

‘知—行—知’吗？”陶先生笑着说:“那

最初的电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
像雨一样从天上落下来的吗？不是，
是法拉第、爱迪生等人从实验中找出
来的。实验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
组织、有步骤、有创意的行动，所以，最
初电的知识就是从行动中来的。因
此，它的进程是‘行—知—行’，而不是

‘知—行—知’。”谢先生听后，忍不住
开玩笑地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
得改改名字了。你挂着‘知行’的招牌
卖的却是‘行知’的货物，这样有些不
合适吧。”没想到陶先生痛快地说：“改
名！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于是，“陶知行”就变成了“陶行
知”。

一贯重视践行的中国文化传统，

无论是“知行”还是“行知”，先后之别，
体现的只是侧重点的不同，是相映成
趣的士子之心和人生志向。陶行知的
故事从此成就了一段名字的佳话，展
示了一位志士的胸怀。

陶 行 知 改 名
●王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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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知音、蓬勃的市场，吸引了更多世
界知名乐团的造访，助推着国内音乐家和乐
团的成长，为艺术和文化的繁荣打开了更多
想象空间

对很多人来说，古典音乐就像是熟悉的
陌生人。或许你不太了解贝多芬的《第九交
响曲》，但听到《欢乐颂》的旋律时必定会心一
笑，又或许你不知道古典音乐的具体流派，可
也对传世的音乐家耳熟能详，比如莫扎特和
肖邦。

对专业知识不熟悉是人之常情，但这不代
表抗拒和疏远。与美好音乐相遇的当下，每个
人的触动是相通的。钢琴家郎朗的新专辑预售
火爆；一到演出季，以前只能吸引专业乐迷的
音乐会现在听之者众，赶上名团演出甚至需要
加座；台下的面孔也愈发年轻，指挥大师巴伦
博伊姆在北京演出后感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能有这么多年轻的观众。在今天，越来越多的
人在主动亲近古典音乐这个一度曲高和寡的
艺术门类。

这样的变化离不开持之以恒和潜移默化
的涵养。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
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阳台音乐会等活动，让
悠扬乐声飘到街区、学校、医院、高铁；剧院里
音乐家们奏响的旋律通过互联网直播跨越山
海，传递给每个有心的聆听者；知识付费的兴
起，则见证了诸多音乐人的跨界和人气。这
些跳动在生活每个角落的音符，就像是一种
分享与邀请，将艺术从一方剧场带向大千世界，又将公众引入艺术大
门，在弦乐与管乐的交织中满足更多人探求乐趣和思考的渴望。众
多的知音、蓬勃的市场，吸引了更多世界知名乐团的造访，助推着国
内音乐家和乐团的成长，为艺术和文化的繁荣打开了更多想象空间。

对音乐的鉴赏和理解或许各不相同，但对艺术和美的追求确是
人同此心。这些年，类似的文化场景并非个例。比如，每年北京和上
海的电影节上，很多并不热门甚至有些沉闷晦涩的电影，开票后也很
快一抢而空；又比如，在许多剧院、博物馆前，排队的长龙已司空见
惯。还有许多令人动容的文化表情：深山矿洞中的工人用诗歌书写
生活的倔强、学校里保洁大叔忍不住弹起钢琴时的享受、诗词大会上
外卖小哥夺魁的愉悦……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各行各业，人们都在期
待与更多美好相逢。

微博上曾有张走红的照片，美术馆里的一个孩子欣赏着墙上的
画作神情陶醉，过往的参观者纷纷选择从他身后绕过，不愿打扰这份
凝视。其实，不论是看展的孩子、暖心的参观者，还是那些愿意在博
物馆狂奔、为演出掐着点抢票、在音乐厅之外演奏、在互联网做普及
的人，都是值得珍惜的，他们在点滴积淀中凝聚起文化的势能，培厚
了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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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第七飞行旅团慰安所遗址。

Ｂ 白城记忆

在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有一处
建在这里的日军侵华机场遗址，机场面积
大、设施齐全、防御工事坚固，在当年东北
侵华日军飞机场中是规模最大的。机场面
积近10平方公里，仅直径20米的大型飞
机库就有20个，并有与之配套的弹药库，
内有指挥部、飞行员宿舍、兵营，四周有碉
堡和高射炮镇地。

在公路南侧有两栋青砖平房和西侧日
军投降前已炸毁房屋遗址，这就是当年驻
扎在机场内日军第七飞行旅团的慰安所遗
址。该建筑采用砖瓦结构，每栋房10个房
间，每个小间12平方米左右。烟囱在房
后，高出房脊，炉子在房前，在外面点火。
室内用火墙取暖，陈设较简单，一般的有一
个地炕式床铺，上面是榻榻米、炕桌子、座
椅及日式装饰画等，是当时慰安妇住所。

慰安所是日本军队为了有效地推行侵
略战争需要而设立的，因此它具有浓厚的
军事性质，是日本军队制度的一个组成部
分，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相始终，是日本军阀
战争犯罪的罪证之一。

掘考证，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始于
1932年，始作俑者是当时驻日军上海派遣
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此人后来任侵华日
军总司令。据战争结束后，1949年2月冈
村宁次在返回日本的轮船上，接受记者采
访时曾透露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
度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1932年)上海事
变时，发生了两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事
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
后，我只能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
慰军的办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召唤来华
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事实证明当从本
土召来的慰安妇团到达时起，便不再发生
强奸的事情。”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实行慰
安妇制度的开始，紧接着日军相继在各种

部队都配备慰安妇。
“慰安妇”是日本语中特有的名词，据

权威的日语辞典（广辞苑）解释：“慰安妇是
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但
是，慰问的内容是什么?“随军”是自愿还是
被迫的？显然，该辞典释意模糊了“慰安
妇”词的真正含义，无法反映慰安妇强迫受
到的、残酷无比的性虐待。慰安妇是指按
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
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
属的性奴隶，是日军二战时期特有的深入
到日军内部的一种制度。因此，比起“随军

慰安妇”或“从军慰安妇”，“日军慰安妇”一
词更贴切。日军慰安妇一般分为两种，即
一种为军官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并且高
级军官配有专人提供性服务。一种为士兵
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为军官提供性服务
的慰安妇多为日本籍和朝鲜籍的妇女，对
这类慰安妇人群管理的较严格，指定专门
医生、护士定期检查身体，一般每周检查一
次，以防止这些军官染上性病，影响作战。
对于为士兵提供性服务的多为日籍妓女和
从朝鲜、中国骗抢来的，被逼无奈而沦为慰
安妇的，也有临时指定日军驻地附近的妓

院，为士兵提供性服务的，或从一些妓院强
行征召妓女临时到日军部队提供性服务
的。

慰安妇的配备一般为每20个军人配
备一个慰安妇，也有40至50个军人配备
一个慰安妇的，一经沦为慰安妇就失去了
人身自由，成为日军的性奴隶，被丧失人性
的日军蹂躏。

查干浩特旅游经济开发区日军机场遗
址，是日本关东军航空兵使用的机场。航
空兵是日军中地位较高的专业兵种，主要
由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所以，慰安妇主
要以日本籍和朝鲜籍妇女为主。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和亚洲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
目的，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
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
度。这一暴行极大地侵害了被强迫女性的
人格、人性、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
她们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
楚。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
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的集
体奴役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帝
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
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政府犯罪行为。
日军强征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妇女以及
美、英、澳、俄等部分欧美国家数十万妇女
为慰安妇，这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
的记录之一。慰安妇制度与战时德国军队
疯狂屠杀犹太人行动一样，是法西斯主义
践踏文明世界的两大罪状，而尤以慰安妇
这种违反人类两性伦理的性奴隶制度给人
类心灵带来的耻辱更为深重。

如今这些建筑遗址，已作为日军侵华
罪证被保护和利用起来，并将通过遗址和
图片展览等形式向人们展示和揭露当年侵
华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五十五）

日本关东军第七飞行旅团随军慰安所遗址
●宋德辉

人类是在地球上生活，地球是人类唯一
的家园。地球构造运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
例如海洋与陆地的消长，都直接影响到人类
的生活，就以吉林西部地区而言，从地质时期
到现代，就发生过巨大的变迁。

古松辽大湖的出现与消失
在地质时期，松辽平原最初是巨大的沉

降带，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古松辽盆地。四周
的河流，包括嫩江、洮儿河、霍林河、西辽河、
东辽河、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在内，都是注入
古松辽盆地之中。当时松花江的流向与现在
相反，是自东北向西南流。下辽河（地理学家
将西辽河与东辽河汇合以后的河段称作下辽
河）的流向也与现在相反，是自南向北流，注
入古松辽盆地，被地质学家称作南辽河。

由于众多的河流都注入松辽盆地，于是
形成了古松辽大湖。现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
南部、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科尔沁沙地东北
部，都在古松辽大湖范围内。古松辽大湖的湖
心，即湖的最低处，在今吉林西部长岭县至乾
安县一带。在大安舍力、老坎子，乾安令子井，
前郭旗卡拉木，农安伏龙泉，都发现了中更新
世湖相沉积，都证明了古松辽大湖的存在。在
白城市西北的平安，即吉林省与内蒙古的交界
附近，尚保留有一段长约500米左右、高约10
余米的大陡坡，就是古松辽大湖湖岸的残存，
2013年我在时任白城市博物馆馆长宋德辉的
陪同下进行过考察。现在的大庆油田、扶余油
田、科尔沁油田所在的地方，也是古松辽大湖
的一部分，石油是深水坑中水生动物的遗骸在
高温高压作用下形成的。

古松辽大湖从早更新世延续到中更新
世，其范围不断扩大。到了中更新世后期或
末期，在北北东断裂的影响下，古松辽大湖的
中心出现了地壳隆起，并不断地抬升，最后变
成了陆地，形成了松花江水系与辽河水系的
分水岭，使古松辽大湖瓦解了。

地壳隆起之初期，由于湖底抬高，导致湖
水外溢。大量的湖水溯松花江向东北流去，
形成了松花江的雏形。伊通河和第二松花江
无法注入古松辽大湖，伊通河改注第二松花
江，第二松花江改注东北流的松花江，变成了
松花江支流。其他河流的流向，仍然如故，注
入古松辽大湖。

进入晚更新世以后，整个古松辽大湖都
上升为陆地，大湖不存在了。嫩江、洮儿河、
霍林河改注松花江，变成松花江支流；西辽河
与新开河相会以后，又与东辽河相会，形成了
下辽河，改变了流向，注入渤海。

古松辽大湖消失后的地貌
古松辽大湖消失以后，其原来的湖底，由

于流水的冲积作用和风蚀作用，逐渐变成了
平原。古松辽大湖残存的湖水，在地势低洼处
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据统计，在
吉林西部和黑龙江西部，面积在百亩以上的
湖泊多达7378处。其中比较大的湖泊有月亮

泡、查干湖、波罗湖、大不苏泡、向海等等。
古松辽大湖的湖底，沉积有大量的泥沙，

是河水挟带而来的。古松辽大湖消失以后，
原先的湖底变成了高低不平的陆地。由于大
风的吹蚀作用，高的地方被吹蚀变低，低的地
方由于容纳了风吹土略有升高，于是形成了
波状平原，被称作松嫩平原，又称东北平原。
由于地质构造的原因，原先的湖底埋藏有深
厚的沙层，地表土一旦破坏，地下的沙层就会
暴露出来变成流沙，向四处扩张漫延形成斑
块状的沙地。吉林西部的沙地与黑龙江西部
是相连接的，因而被地理学界称作松嫩沙地。
在冬春大风之际，沙地上沙尘飞扬，沙粒随风
滚动，给人以沙漠漫天飞扬的景象，故而又被
称作八百里瀚海（旱海），极言其广大无边。

由于地表土壤层薄，地下沙层厚，大气降
水很容易渗漏，地表干燥缺水，天然植被以蒿
草为主，林木比较少见，呈现草原景观。

春捺钵之地的形成
契丹人属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于草

原上驰马狩猎，习以为常。据记载，辽朝初年
就有契丹二十部到此驻牧。牧民发现嫩江，
月亮泡、松花江中有大鳇鱼可钩（不是钓），水
面上有天鹅飞翔，于是开始了狩猎，后来则变
成了皇帝春猎时专用的猎场，即春捺钵用
地。将洮儿河口、月亮泡到第二松花江口以
下的水面称作鸭子河，是捕鳇鱼、猎天鹅的重
点地区。

辽朝皇帝的春捺钵活动规模很大，除皇
帝、后妃、皇子以外，还有文武百官、宫廷侍奉
人员和保卫安全的军队，达万余人。他们生
活消耗数量很大，除从京城自带以外，还有相
当大的一部分由地方提供。辽兴宗重熙八年
（1039年）设置的长春州，就是为皇帝春捺钵
活动服务而设。

契丹人喜饮酒，帝后所用的美酒应是从
京城带来，而下级官吏和军队所用的酒，则是
在长春州酿造。大安发现的酿造烧酒作坊遗
址就是证明，类似的酒作坊可能很多。尹家
窝堡淋卤坑的发现，说明长春州有提取盐碱
的作坊，盐碱不仅用于饮食，还有别的用途，
例如鹿喜吃盐碱，可以用盐碱吸引鹿的到
来。马具制造必须使用皮革，盐碱是加工皮
革（俗称“熟皮”）必备之物。除此之外，长春
州要征税银，满足春捺钵的开销。在白城市
辽代的古城很多，它既是居民集中的城镇，又
是产业中心，要为春捺钵服务。

春猎活动主要是在鸭子河，实际牵涉到
的范围很大。现在的白城市、松原市都在春
捺钵活动的范围内。城四家子古城内有宫殿
台基遗址，很可能与皇帝有关。辽代春捺钵
活动遗址是一个整体，其考察研究应当由这
两个市共同举行，分工而合作。要制定科学
的旅游线路，例如从月亮泡乘船下行，经老坎
子古码头，到塔虎城和得胜陀。就旅游者而
言，远道而来不能只看一、二个景点而归。如
果将白城、松原两市众多的景点连成一线，会
方便旅游者。白城市、松原市地土相连，在旅
游线路上不妨统筹合作，效果可能会更好一
些，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古松辽大湖与春捺钵
●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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