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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2 0 1 2年9月1日至6日，山
东新闻宣传系统考察团一行
六人，前往西藏看望了新闻宣
传系统的援藏干部，开通了由
大众网援建的日喀则网站，应
邀和顺道参观了当地的一些
人文与自然景观。笔者有幸忝
列其中，利用乘车奔波之空
闲，在手机上写了几首打油
诗，虽是信手而为，亦不乏真
情实感也。

(一)

说明：9 月3 日下午，我们
从日喀则前往樟木，一边乘车
行进，一边热切盼望着能有幸
看到伟大的珠穆朗玛峰(藏族
同胞称之为“神女”)。17 时左
右，珠峰方向云开雾散，我们
十分兴奋，立即停车道旁一睹
神女芳容……

珠峰乃神女，
隐身云雾中，
若非有缘人，
万难窥真容。
有客慕名至，
仨月苦相等，
神女不谋面，
客人终返程。
我辈东海来，
无人不虔诚，
神女撩面纱，
美貌现苍穹，
长久不忍别，
凝视默含情。

藏胞称奇迹，
吉言颂山东。
平生多游历，
东西南北中，
何处能入梦，
珠穆朗玛峰。

(二)

说明：笔者因为一直有心
脏早搏的毛病，所以曾多次放
弃去青藏高原出差的机会，
这次是为了慰问援藏干部，
才痛下决心，斗胆前往，不料
上了高原以后身体竟一点反
应也没有，看望了援藏的兄
弟们，也看到了珠穆朗玛峰，
还在著名的扎什伦布寺聆听
了一位高僧的讲经传道……

远游最惧高原行，
此番入藏只关情。
兄弟翘首盼团聚，
神女隐身待相逢；
五千海拔等闲事，
一万天路唱大风。
礼佛扎什伦布寺，
醍醐灌顶惠终生。

(三)

说明：9 月5 日，从日喀则
返回拉萨，路经卡若拉冰川和
羊卓雍措 (湖 )，山如羊脂玉，
湖似绿松石，空旷、静谧，停
车 观之，心 旷 神 怡 ，流 连 忘
返……

人说仙境在高原，

我亲历后以为然。
山披银装身姿美，
湖笼绿纱容貌甜；
云挂碧空堆白絮，
牛行车畔不胜闲。
赏心悦目世外景，
忘却平日许多烦。

(四)

说明：在西藏期间，参观
了供奉历代班禅的地方———
扎什伦布寺，也参观了供奉历
代达赖的地方——— 布达拉宫，
感受到了浓厚的宗教信仰氛
围，也引发了对人生的一些思
考……

扎什伦布礼班禅，
布达拉宫瞻达赖。
披金带银神仙像，
烟熏火燎祭祀台；
善男信女接踵至，
金刚菩萨何所在？
但凡膜拜皆有求，
人若寡欲即如来。

(五)

说明：在西藏期间，与援
藏干部深入交流，欢聚一堂，
体会他们的无私奉献，感受他
们的乡土深情，临别相拥，依
依不舍……

人生伤离别，
他乡更动情。
回首如梦幻，
五人六日行。

老乡见老乡，
相拥再相拥。
心语道不尽，
句句皆叮咛；
美酒敬不尽，
杯杯皆动容；
哈达献不尽，
款款皆由衷。
来时心切切，
别时眼蒙蒙。
鲁藏千万里，
兄弟心相通。
愿君多珍重，
畅饮待泉城。

(六)

说明：张宁波同志是山东
第六批援藏干部的总领队，不
顾强烈高原反应，在省委省
政府和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
下，团结带领全体援藏干部，
呕心沥血，创先争优，把山东
的援藏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
高峰，深受山东老乡和藏族同
胞的好评；以前对其有所了
解 ，此 番 接 触 ，印 象 更 深
了……

援藏领队张宁波，
人称齐鲁老大哥。
酒量一般能量大，
身材瘦小智慧多；
身先士卒不惜命，
力争上游有绝活。
山东精神在高原，
繁森犹生日喀则。

藏藏行行诗诗记记
□郝克远

1 9 7 1 年底，“九一三”之
后，面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久
经“运动”的国人，政治未了，
又 习 军事，全 民 动 员“ 深 挖
洞”。长沙市郊、浏阳河畔，战
备施工某工地，一座汉墓的意
外发现，让灰色的政治染上了
文化之彩。墓中出土的海量文
物，也使马王堆名播全球。出
土文物中，一具形体完整、全
身润泽的女尸令人惊异，时空
穿越 2 1 0 0 多年，几同新鲜尸
体，堪称防腐学之奇迹。4 0 年
过去，随着城市扩张，古墓从
市郊进入市区。市民养花种树
无处取土，古墓就成了方便的
来源地。汉墓女尸千年不腐，
说明这里的泥土有“灵气”，
甚至流传着古墓黄土延年益
寿的蛊惑信息。于是，许多市
民趁天黑月高，盗挖不止。久
而久之，遗址上的“盗土坑”
比比皆是。

中国总不乏“文化啃老
族”。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
也总有消费不完的祖宗庇荫。
汉 墓 如 此 ，长 城 更 甚 。七 年
前，位于北京怀柔西水峪的

“野长城”，还是一处原汁原
味的明遗址。外地人信长城青
砖是镇宅之宝，当地人视长城
青砖为致富之道，于是有报
道，“村民倒卖长城砖，加速

长城破坏，5 元卖掉历史遗
产”。葫芦岛境内的古长城也
在劫难逃。有游客对长城青砖

“避邪”、“镇宅”笃信不疑，居
然挖空心思，疯狂盗拆，致使
城墙伤痕累累、斑驳陆离、不
堪入目。

挖汉墓黄土，拆长城青
砖，像极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雷
峰塔，“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
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
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
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
个 也 挖 ，那 个 也 挖 ，挖之久
久，便倒了。”又一次印证了

“无主财产”（“公有财产”）的
易被破坏。毛泽东说 :“不破不
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
了。”鲁迅却说，“无破坏即无
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
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他将破
坏分为三类，即革新式、寇盗
式、奴才式。革新式的破坏此
处不赘。如何识别后两种破坏
呢？先生给出了标准，“凡言
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
己有的征兆者是寇盗，含有借
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征兆
者是奴才……”无论寇盗式还
是奴才式，其行为结果都是共
同的，“只能留下一片瓦砾，
与建设无关。”

马王堆汉墓不用说了，清

帝 康 熙指出 ：“ 秦筑长 城 以
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
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
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
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法
养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
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
也。”康熙皇帝不屑于修筑长
城，却热衷于建造圆明园。这
个“万园之园”今日何在哉？
前 年 国 内 纪 念 圆 明 园 罹 难
1 5 0 周年，许多专家认为，圆
明园的劫难并不止于 1 8 6 0 年
这个时间点。1 5 0 年来，圆明
园实际上遭遇了四重劫难。一
是“火劫”。英法联军火烧圆
明园，精美建筑大多被烧毁，
花草树木许多被破坏，珍贵文
物大量遭抢劫。二是“木劫”。
1 9 0 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园中太监勾结土匪、地痞（当
然 也 有 百 姓 ），拆 除 建筑木
料，砍伐园中古树，甚至烧炭
变卖。三是“石劫”。北洋军阀
时期，军阀、官僚、政客对园
中石料巧取豪夺，平民百姓肆
意盗取，石刻文物被拆运各
地。四是“土劫”。始于民国年
间。许多农民住进园内，耕稼
种植，搭房造屋，挖山取土。
到上世纪 8 0 年代初，山形水
系终遭破坏。

圆明园遭此四劫，遭遇了

两类破坏者，一类是寇盗式，
如英法联军、军阀政客；一类
是奴才式，如清宫太监、平民
百姓。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
往往只将圆明园的罹难单向
或片面地归罪于外国强盗，却
从来不肯提及本国百姓也曾
参与破坏，甚至对行径同样恶
劣的军阀与政客也往往过于
客气，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同仇
敌忾，仿佛唯有如此才是“政
治正确”。外国强盗固然罪不
可逭，本国强盗同样罪在不
赦，强盗何须分中外，破坏岂
必论东西！

即使面对相同的问题，政
客与学者，其立场与态度也会
判若云泥，政客更多一些政治
偏见与利益算计；学者更多一
些深层关爱与普世情怀。面对
寇盗的破坏义正辞严，面对奴
才的破坏讳莫如深，以这样的
标准取舍历史，历史将会沦为
残片飘飞的丑女“面膜”。而
这正是当代中国步履蹒跚原
因之所在。挖汉墓黄土，拆长
城青砖，抢劫的只是有限的物
质，支撑的却是愚昧的灵魂。
人们不免为之忧虑，从圆明园
里哄抢劫夺的百姓，到雷峰塔
下参与盗窃的平民，时光过去
了一个世纪，奴才的意识仍然
根深蒂固。

汉墓黄土与长城青砖

沉思默想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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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报，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兰
州附近的高速路上，一辆满载葡萄的
大货车侧翻，一车葡萄全都倒到地上。
四周的村民闻讯赶来，将一车3300箱
葡萄哄抢一空。更有甚者，骑着摩托车
赶来抢葡萄，还有人打电话通知亲朋
好友赶紧来抢葡萄。好像这是一次红
利分配，是一次送葡萄下乡。

这一车葡萄价值 30 万元，司机无
奈而悲伤地讲：这一车葡萄的损失，会
让他倾家荡产。哄抢葡萄那一刻，没有
人会想到他痛彻心扉的悲哀，也没有人
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最起码的道
德底线，更没有人站出来制止这几乎类
似动物本能一样的残忍的集体行为。

其实，这种在世界任何一片文明
的国土上都难以看到的场面，在我们
这里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不要
责怪哄抢葡萄仅仅是村民道德的缺
失，从而感叹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其实，在城市，一样发生过类似这样哄
抢的事情。城市人不比农民高明多少。

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从汽车上
掉下一包牛仔裤，整整100条，路过的
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停下来，甚至
开小汽车的人也停下来，不约而同地
一起参与哄抢的行动。最后，除了一位
工人师傅将捡到的3条牛仔裤交到报
社，其余97条都被一抢而空。同样，在
宁波街头，从一辆摩托车后座上掉下
一包整整10万元的现金票子，天女散
花一般撒落街头。开摩托车的司机意
识到钱的失落，已经踩下了刹车，只是
车惯性地开出几十米。就在他回头再
找钱的这几十米的距离和时间，10万
元，已经被一哄而上的人们抢走了4万
元，然后这些人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牛仔裤也好，钱票子也罢，葡萄也
算上，都是我们今天社会、现实与人心
的一面镜子。或许，会有人说，这样的事
情出现的几率很小，并不是经常发生。
但是，就是这样出现的概率，足以让我
们脸红。我们曾经赖以自豪的夜不闭
户、路不拾遗的传统，我们曾经唱过的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
察叔叔手里边”的歌谣，我们曾经恪守
的“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别人的东
西不拿”的古训，似乎并不那么牢靠结
实，已经如冰山一样，融化为一摊污水。

我想起了 30 年前，我的朋友、上
海作家赵丽宏写过一篇题目为《雨后》
的文章。写的是雨后下班放学的时候，
一辆装着两箱苹果的平板车，在拐弯
的时候，车子翻倒了，两箱苹果滚落一
地。放学的学生、下班的人们，都停下
了脚步或自行车，包括开车的司机也
停下来，一起赶过来帮助拉苹果的人
捡拾苹果，然后把苹果一个个完整无
缺地放回两个箱子里。

如今，回想赵丽宏的这篇 3 0 年
前的文章，恍如隔世，简直觉得像是
一个美丽的童话。不过过去了才 3 0

年的光景，不过是从苹果到葡萄这样
上帝有意无意抛下来的测试一下我
们人心的道具的变化，人心竟然这样
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居然已经变成如
一条鱼般，禁不住一点点钓饵的诱
惑，就可以振鳍掉尾毫无顾忌地一拥
而上，伸出喁喁的小嘴，去争抢那一
点点不义之食了。

30 年，国家的 GDP 和人们的物质
生活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
道德水准并没有与之成正比，没能齐
头并进、水涨船高。相反，道德的滑坡，
上至那些动辄几千万的贪污受贿的官
员，下至哄抢葡萄的村民，几乎都如小
孩坐滑梯一样，不以为耻反倒觉得快
乐无比。看来，经济的发展，完成不了人
性与道德的救赎；以经济为轴心，以发
展为指归，唯以挣钱为大，加之文化与
教育的缺失，只能进一步侵蚀着人们
的灵魂，使人们的欲望膨胀。不信神，不
敬天，不畏心，不要脸，无所顾忌地去哄
抢一切东西，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了，也是格外令人痛心扼腕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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