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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南部若羌县境内分布着楼兰古城、罗
布泊等一众神秘的地理名片。在这座偏远西北
小城，模仿生土建筑设计的若羌县文博馆每年
吸引着十多万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馆内史前时
期的展台上，十几块扁形梯形的玉石一字排
开，总是引来不少游客驻足。

这些色彩偏青深浅不一、表面光滑且磨制
精细的玉石，实则是玉斧，其中两件青铜时代
的玉斧还是馆内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

“游客大多猜不到这些玉石是干什么的，
当知道是用来打猎的，直说这里的人太有钱
了。”文博馆讲解员热米拉·麦麦提笑着说。

根据若羌县文博馆资料显示，早在旧石器
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古人就已发现并开始
使用玉石，其中包括实用性的玉斧、玉铲、玉
刀、玉戈等生产工具和武器。

热米拉介绍，生活在罗布泊一带的古人，
在制作石器过程中，偶然发现玉料比其他石头
要硬，用它制成的器物经久耐用，于是用玉料
磨成带刃的工具或武器，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也更具杀伤力。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繁忙的丝绸
之路带火了新疆与中原各地玉石贸易。位于古
丝绸之路南道上的若羌，也出产质地优良的和
田玉，特别是一种黄玉玉料。

28岁的热米拉生于若羌县。高中时，她
拥有了人生第一件玉石制品——一只镶金的玉
戒。此后，父亲不定期会给她和妈妈、姐姐赠
送玉石礼物。

“这里产玉，人们爱玉，相信玉能给人带
去好运，保佑平安。”热米拉说，当地产的玉
石价格比较亲民，身边的男孩女孩几乎人手一
件玉石制品，“一到休息日，人们还会自驾到
干涸的河道或布满碎石的戈壁上捡拾玉石原
石，把这当成户外消遣。”

目前，若羌县从事玉器经营的店铺已有百
余家，当地还建成了集玉器生产、加工、拍
卖、鉴赏、博览、交易、物流为一体的楼兰玉

都商贸中心，销售从数百元到百十万元不等的
各类玉石制品。

热米拉的许多朋友也从事玉石生意。年轻
人的加入，推动着玉石产业发生变革。“造型新
颖的玉石制品不断推陈出新，让历史悠久的玉
文化时尚起来，很多年轻人还利用网络直播，推
销玉石，传播玉文化。”热米拉盼着玉石和楼兰
古城、红枣一样，真正成为这座南疆小城的金字
招牌，给她的家乡带来更多好运。

豪横!古人扛着玉斧在罗布泊打猎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张钟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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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前沿展才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

降。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这一
天！就在这时，蒋介石企图独吞胜利果实，调兵遣
将，欲抢占东北，控制华北，以维持其独裁统治。党
中央及时派出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挺进东北，开辟
和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施介和战友们挥手告别了革
命摇篮——延安，踏上新的征程。

经过千里行军，1945年10月，施介来到东北，
被派到辽西煤城阜新，担任阜新地委组织部长。由于
战祸连年，使黑金之地阜新城乡满目疮痍，社会秩序
混乱不堪。施介带领工作人员深入矿区，组织工人恢
复生产，斗争封建把头，稳定社会秩序。深入农村，
发动群众，剿匪建政，清算汉奸恶霸，组建农民武
装，使矿区和农村很快发生了变化。年底，国民党反
动派大举进犯解放区，不断北犯。阜新地委根据党中
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撤出阜新城，转
移到阜北、彰武农村，发动群众拆铁路、破道路、炸
桥梁，骚扰敌人。1946年2月阜新地委撤至通辽，成
立通辽中心县委，施介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通辽县
委书记。

通辽位于哲里木盟中心，是松辽平原重镇，科尔
沁草原交通要冲。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成为东蒙地区
的南部门户和前哨阵地，军事、政治地位十分显要，
就像陶铸说的那样，内蒙古工作就像一把刀，我们拿
着可杀敌人，敌人拿着也可杀我们。敌我拉锯争夺，
都为扼此咽喉。为了巩固这一战略要地，根据西满分
局指示，建立哲里木盟地委，施介任地委组织部长兼
通辽县委书记。由于日军占领时期的蓄意纵容和国民
党反动派的豢养扶植，通辽一带在敌人卵翼下坐大成
匪的地主、王爷反动武装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尽管
几易其主，但他们都与人民作对，纷纷拥兵自立，啸
聚抢掠，肆虐地方，搞得人心惶惶，民无宁日。在这
样环境中开辟工作，是相当复杂而艰巨的。施介不畏
艰难，认真执行地委“各区创立政权机构，发展党组
织，组建武装”的决定，在武工队配合下，率领干部

深入边远地区，发动贫苦农牧民，组织群众武装，清
匪反霸，恢复生产，建立党的组织和农牧区基层政
权，使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在广大草原扎下根。在城
北的北园子、城南的任家窝堡等菜农聚居的屯子，施
介发动菜农清算“菜霸”“粪霸”，成立菜园农会。对
个别罪大恶极的反攻倒算分子，派武工队抓起来，召
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公审处决。撑了贫苦农牧民的
腰，震慑了其他恶霸的反动气焰。很快，群众普遍发
动起来了。随之，反奸除霸、减租减息、挖缴枪支的
斗争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局面很快打开了。

1946年 10月 20日，国民党71军 87师侵占通
辽。为避敌锋芒，哲盟党政军机关撤退到辽北县的舍
伯吐，在舍伯吐、高力板一带打游击。根据辽吉省委
书记陶铸“上马政府，下马军队”的指示，为适应战
争形势需要，地委决定，以区为单位组建连队，将所
有的连队以及各机关干部编在一起，组成一个骑兵团
——长江骑兵团。施介担任政治部主任。骑兵团与蒙
汉联军一道，跃马驰骋在科尔沁草原上。在高力板、
哈拉吐达、舍伯吐纵横辗转，与敌人厮杀搏斗。

1947年，国民党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哲盟
地委因区域缩小，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2月改为工
委，施介任组织部长。4月19日，中共辽吉省委正式
通知，任命赵石、施介等8人为工委委员，赵石、施
介、谭刚3人为常委，施介任组织部长。

在战斗西辽河流域的岁月里，在转战科尔沁草原
的风雨中，施介这位来自苍山麓、洱海滨的白族人民
的好儿子，为了哲里木盟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奔波
劳瘁，倾注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从哲里木盟是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实际出发，忠
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认真作好民族上层人士的团
结、教育工作，依靠广大贫苦农牧民宣传党的政策，
对分化瓦解反动王爷的土匪武装，争取民族领袖人
物，争取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机关和党政组织
建设方面，在地方工作中，尤其是在干部使用上，他
既注意北上出关的干部，让他们起骨干带头作用，又
放手使用参加革命不久表现好、有才干的年轻干部和

民族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培养和锻炼；既依靠本
地干部，又不排斥外来干部；既重视工农干部的主导
成分，又大胆选拔使用知识分子干部，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真正做到了知人善
任，用其所长，抑其所短，使各方面的干部都能各得
其所，有了用武之地。正确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形
成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的局面。充分显示了党的政治
工作的威力和作用。他因此颇得干部的信赖，在群众
中有很高的威信。

无论平时或战时，施介都很注意纪律和军民关
系，保持党的爱民优良传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用
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影响群众。每次部队转移，他总
要带领干部战士，把驻地打扫干净，归还借用的物
品，把老乡家的水缸挑满，还要利用空闲时间为群众
多做些好事。草原的寒冬，冰封雪飘，寒气逼人。部
队经常在冰天雪地里日夜兼程执行任务，有时骑兵脚
上的毡靴和脚冻在一起，连马都下不来，鼻子、耳朵
冻得像冰疙瘩，四肢冰凉麻木。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
和裹胁驱赶，有的村屯人去屋空，部队常常吃不上
饭，渴了就化雪水喝。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
下，施介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要保持旺盛的斗志，
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老百姓相濡以
沫，保持鱼水关系，特别是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更要
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主动接近人民群
众，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宣传党的政策。他坚信
身教重于言教，他要求战士做到首先自己作出榜样。

施介的心里时刻想着群众，走到哪里，都把我党
我军关心群众利益的传统带到哪里。1946年12月29
日，蒙汉联军击溃盘踞舍伯吐的土匪，乘胜追击逃往
三家子的残敌。敌人仓惶溃逃，把枪支弹药、大车及
准备过年的酒肉都丢下了，其中有一批牛肉。施介率
领部队清理战利品时，刚好是1947年元旦，他说服
战士们，把牛肉全部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牧民。当
时，因为兵来匪去，战祸不断，群众的牛羊大部被抢
光了，生活很苦，好久都吃不上肉了。人民群众从来
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连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说头
一回碰上这么好的事，作梦也想不到。他们深受感
动，奔走相告，交口称赞。各家纷纷把藏留着准备过
年的一点东西拿出来慰劳军队。军民都过了一个欢欢
喜喜的新年。

（一百零五）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提起城市地标，大家都不陌生，不论是巴
黎埃菲尔铁塔、旧金山金门大桥、纽约时代广
场，还是北京故宫、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
塔、深圳拓荒牛雕塑，都因其凝结着城市的历
史记忆、体现着城市的文化特质、折射出特定
时代的城市风貌而具有广泛的知名度，进而
成为人们认识城市、走进城市、了解城市的重
要窗口和城市的名片。

城市地标有些形成于历史时期，有些则
是近年来因商业、旅游或是城市规划建设等
原因人为打造的。新建大型雕塑作为城市文化
地标的做法近年来屡见不鲜，其中的优秀之作
不仅体现了城市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
蕴，还在营造良好公共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打造特色市容风貌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
也有一些大型雕塑存在尺寸过大、品质不高、
题材不适宜以及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等问题，不
仅遭到市民和游客“吐糟”，也反映出设计者对

“文化”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其中颇具代表性的
反面案例，就有近来舆论反响强烈的，高达
57.3米、耗费巨资打造的湖北荆门“全球最大
关公像”。

针对这一现象，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发布《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
知》，明确“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
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
大型雕塑”“确保雕塑形体与城市功能、环境、
空间尺度相匹配，雕塑内涵与城市历史、文
化、景观风貌等相协调”“坚持讲品位、讲格
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一系列大
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重点。

其实，不论是新建城市雕塑，还是新建地标性建筑、城市广场，或是老
旧建筑、街巷、厂区的改造更新，都应扎根城市的文化根脉，彰显城市的文
化底蕴，体现与环境和谐的精神，落脚在以人为本的根本上。在这方面，
不乏经典案例。苏州博物馆采用“中而新，苏而新”的设计理念，用现代几
何形亭台楼阁组织空间序列，采用“不高不大不突出”的设计原则，体现出
传统中国人含蓄的心境并与周边环境相契合，既体现出苏州传统庭院式
园林的建筑特点，又具有现代建筑艺术的特质；上海杨浦滨江工业带经过
十余年的腾退更新，由“工业锈带”华丽变身为“生活秀带”，其间保留的大
批极具特色的百年工业遗存和历史建筑，不仅是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见
证，更成为今天人们休闲旅游和商业活动的好去处；北京的国家体育场

“鸟巢”在设计上充分发挥结构特点，有效利用自然光和自然风，体现出绿
色北京的现代发展理念，在奥运会结束后作为大型活动场地成为市民观
看体育赛事、欣赏现场演出的重要公共空间……

这些城市文化地标不是简单地、具象地、直接地“图解”城市文化符
号，而是与城市文化的深层内核发生紧密联系和同频共振，从而体现出城
市独一无二的特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它们又融入城市居民的日
常生活，真正做到美观与实用结合，折射出文化底蕴中的人文维度，这正
是新建城市地标应该提倡的。

中国人用虚岁来纪年。孩子刚生下来就
是1岁。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认为没有周
岁纪年科学。周岁和虚岁是两种不同的纪年
方式：周岁纪年逢生日长1岁，虚岁纪年逢新
年长1岁。事实上，虚岁纪年体现了中国人对
生命的尊重，即从受精卵成型开始算起。所
以，孩子一出生，就记为1岁。对此，汉字的记
录非常清楚。

汉字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声符“台”，从
“台”的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始”。“始”字东汉文
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女之初
也”。所谓的“女之初”，其实就是“女人成为了女
人”的意思，指的是女子受孕成功，这才是作为
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女”人真正的“初”。

受孕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生命一定会顺
利生成，因为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孕育历程。
在该过程中，受精卵需经受考验——是否合
格，是否值得被孕育，至少要经过12周的时
间。所以中国人在受孕成功的前3个月都非
常谨慎。

如果受精卵能够经历前3个月的考验，那
就会成“胎”。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解释

“胎”字为“妇孕三月也”。传统中国医学认为，
母亲怀孕1个月为“胚”，怀孕3个月为“胎”，
二者合称为“胚胎”。

如果受精卵比较柔弱，不能顺利通过前3
个月的考验而流产，那就是“胎败”，也就是

“殆”。“殆”是生命孕育孵化过程中的失败。
“殆”在古代典籍中是个常见字，如果我们了解
到“殆”的本义，对一些文献的理解就会更深
入。比如《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指的是作战双方都有自己的策略和计谋，只有
知彼知己，才能让自己的策略和计谋不会中途
被破坏而顺利实施。

在经过艰苦抗争之后，受精卵开始成
“胎”，从胎儿的角度来说，便是具备了人形。
因此，“孕”就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成“子”。

“Yùn”这个发音在汉语体系中含有“藏于内”
的意思，比如“蕴含”的“蕴”就是藏于内的。从
母亲的角度来说，也开始“显怀”，这就是

“身”。甲骨文的“身”字，就是一个人肚子变大
的样子。今天我们还能在方言中听到把怀孕
称为“有身子”或者“有身孕”，“身”用的便是这
个意思。

对症下药，含义不用解释，大家
都懂，它最早说的是华佗的故事。

华佗的官方传记在《三国志·魏
书·方技传》里，说当时有两个政府
官员，叫倪寻和李延，都头疼发热，
苦不堪言，一起去找华佗看病。华
佗说，倪寻得吃泻药，李延得吃发汗
的药。

他们俩一听就都很诧异，怎么
一样的病症，开的药方不一样？

华佗解释说，倪寻“外实”，李延
“内实”，意思就是前者的病属于吃
多了消化不良，后者的病是由于外
受风寒，病因既有差别，治疗方法岂
能一样？俩人半信半疑，拿了药回
家吃了，第二天就都好了。

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中医辨
证施治的原理。疑难杂病，治起来

最棘手。国医大师路志正就认为，
疑难病的治疗正是中医的优势所
在，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发挥中医
综合治疗法优势，往往能迎刃而
解。

当然，如果按照清无名氏在《病
玉缘·闺怨》中所说的，“世间无不可
医之病，倘能对症下药，岂有不瘳

（瘳是病好了的意思）之理？”就有些
过了。大方向对，过程中还得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打包票。

对症下药的意思早就有了，但
是对症下药这个词语的出现，倒不
是在三国时期，而是几百年后的南
宋了。而且是被学术界借用总结了
出来的。当时，朱熹解释克己复礼

时说，便是捉得病根，对症下药。也
就是说，要想节制欲望，约束自己，
得把自己的行为归之于礼。一般人
做不到，怎么办？得找病根，针锋相
对地解决掉。后来，清代文学家李
绿园在他的小说《歧路灯》里是这么
用的：“又说了一会前贤家训条规，
座右箴铭，俱是对症下药。”朱自清
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
的道路》里是这么说的：“他也许要
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
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

从这个成语也可以看出，医学
与社会、与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
度。毕竟，研究种种社会现象、文
学问题，说到底围绕的还是一个个
具体的人，跟医学也算是殊途同归
吧。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赏析］
《古朗月行》是乐府旧题，《乐府诗集》题作

《朗月行》，本有十六句，选入语文教材时只截取
前四句。

这四句诗写孩童对月亮的认识。小时不认
识天上明月，还以为是个白玉盘挂在天空中。后
来听了些神话传说，知道天上有仙人的居所，又
怀疑是一面明镜飞出瑶台，悬挂在青云之上。

“呼”“疑”，写出孩童好奇心萌发的情态；白玉盘，
晶莹剔透，色泽莹白，写出圆月的皎白圆润；瑶台
镜，神秘玄妙，湛湛晶晶，冷光荧荧，写出圆月的
明净澄澈；而以青云为背景，又凸显出圆月的清
辉皎洁。单从截取部分看，这是一首极富童心和
想象力的状物诗作，清浅可爱；但从整首诗看，这
四句实际以孩童的认识表现圆月的美好，喻指唐

代开元前期天下承平的局面，且为下文以月缺喻
朝政衰败张本。

接下来四句，诗人换了个思路，从神话传说
切入，继续表现月亮的美好。传说，月中有仙人、
桂树和玉兔。月亮初升时，仅能看到仙人的两只
脚，到月圆之时才能看到仙人和桂树的全貌；白
兔整晚忙着捣药，制成药要给谁吃呢？这是写月
亮的形状变化和月中神秘的景致。接下来八句，
画风一转，圆月逐渐为蟾蜍所侵蚀，先是亏缺，最
后沦没，不再值得观看。蟾蜍，喻指昏蔽君主、祸
乱朝政的李林甫、杨国忠、杨玉环等人；大明，即
月亮，大明已残，喻指朝政逐渐衰败；阴精，亦指
月亮，阴精沦惑，喻指朝政之败局已无可挽回。当
此危难之时，诗人想抛开一切，高举远蹈，却又心
有不甘，渴盼着英雄的出现。远古时代，十日并
出，尚有羿挺身而出，射落九日，还人间清平安
宁；现在却不见有谁能力挽狂澜。想到这里，诗人
不禁忧从中来，凄然悲怆，心如刀绞。

诗人表面写月亮，实际通篇作隐语，表达对
时政的关切，情思沉郁深婉，读之不像李白诗歌，
倒有点儿杜甫的感觉，唯有诗中神妙莫测的想
象、神话传说的化用，尚可看出“谪仙人”豪放飘
逸的风格。 （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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