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EN NONG CHENG JI

责
任
编
辑/

郭

亮

美
术
编
辑/

王

玺

校
对/

谭
智
方

2
0
2
2

年1
2

月2
0

日

星
期
二

▼2
2
5
9
3
7
7
6

05

十

一长假第

一 天 ，新 华

书 店 的 谭 经 理

打电话给我，说尹

利 平 从 东 莞 回 了 攸

县，希望能和我见上一

面。

尹 利 平 ，见 我 ？听 这 名

字，我有些纳闷。许是一生与书

打交道吧，谭经理补充道：“她写了

一本《我的能量从何而来》呀。”

“是那位攸县的全国劳模呀！”我记

起前几年攸县报道过一位打工妹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的新闻。

“我不认识她，见面会尴尬呀。”我一向对

与有头衔的人交往有些莫名的恐惧，“全国劳

模”这光环太亮。

“她一直喜欢你写的《道德经》解读，一定

要和你见面聊聊。”我还是有些忐忑。

随即尹利平女士打来电话，我们约定三

号下午两点半见面。

3 号下午，尹利平女士如期而至。眼前的

攸县妹子穿一条碎花中裙，过耳的短发让她

棱角分明，一进来就给人一股朴实和利落的

感觉，许是回到久违的故乡，每一个毛孔都散

发着一股浓浓的对故土的亲切，“光而不耀”，

我不由得想起《道德经》里的这个词，瞬间消

释了陌生的局促。

她递给我一本她的《我

的能量从何而来》，和我一起

并肩坐在书案前的一条长凳上，

说：“我很喜欢《道德经》，喜欢你的

解读，就一直想来和你聊聊。”她打开

手机，凑给我，说：“你看，我跟谭姐说，请

她一定帮忙约上你，这是我这次回老家的主

要行程之一。”

我有点受宠若惊。对于《道德经》这样一

部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高深莫测处又岂是

我能解读的？两年前，我和伙伴们一起读《道

德经》时，想着给儿子这一批刚步入社会的年

轻人一些启发，就想着从年轻人的生活出发

写点跟《道德经》有关的处世哲学，而且尽量

写得简短、浅显、易懂，一章一启示，以不增加

他们学习的负担为准。那时我正带高三，时间

很紧巴，每周写两章，我知道自己写得很粗

糙，可居然让她珍若拱璧，实在的愧疚。她还

告诉我，她把这 81 章解读打出来，装成一本

书，送给他今年出国留学的儿子了。

我们谈起她的“东莞梦”。她是“东莞梦”

的 发 起 人 。她 说 ：“ 东 莞 是 一 个 很 包 容 的 城

市！”说这句话，我看到她目光里的赞美和感

恩。她说她在东莞生活了 26 年，26 年来他乡成

了家乡，家乡成了故乡。她谈起她的家乡莲

塘坳，这个生她养她的贫困的乡村。年少时没

有考上中专，到长沙读私立的中专，她必须通

过自学考试获得文凭。1996 年她南下到东莞，

一边找工作，一边自学自考。她轻描淡写着自

己的经历，却细致地给我们讲着“东莞梦”中

的人物，讲着她跟小伙伴一起创办“东莞梦”

的日日夜夜。她的“东莞梦”诉说着一个个普

通的新莞人的奋斗故事，有自己学习英语成

了翻译的保洁阿姨，有帮助流浪汉回家的普

通男子，有物欲横流时代诚于医德的医生，有

心存大爱、致力禁毒的普通志愿者……正如

著名媒体人樊登所言：“尹利平女士为我们展

现了真正的东莞梦、中国梦。”是啊，这个攸县

妹子，这些普通的人，每个人都是一段可歌可

泣的故事。是她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笔一笔书

写着美丽的东莞梦，美丽的中国梦。

第二天，我打开她赠我的这本《我的能量

从何而来》。随意翻动，一下子就被吸引住。这

个攸县妹子的莲塘坳农村生活画面把我的记

忆拉回到遥远的年少时光：被烈日曝晒的又

苦又累的双抢，被狗追着的上学路上，天热像

男孩子一样下池塘洗澡，和小伙伴用针打耳

洞，用筷子卷头发……甚至，她亦有个勤劳善

良又脾气大的娘，还常常告诫她们姐妹做事

要学会统筹方法，这跟我的年少时光何其相

似乃尔？

还有初出茅庐的艰辛：坐车被转手卖猪

仔，包包被割，差点被骗入传销组织……她

说，就是这些经历，让她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方

法。比如，每次出门，她会在钱包外另夹 100 元

在一本书里。有一次去看表妹，车上钱包被

偷。就凭着夹在书页里的这 100 元，请表妹吃

了汉堡还能顺利回家。这事竟然让她生出格

外的欢喜心来。

在书中，她总结了自己的 4A 成长法则：

信念（Ambition）；目标（Aim）；行动（Action）；

成就（Achievement)。我把她总结的这四个法

则和我的学生都做了细致的分享。我深深明

白，这 4 个切实可行的 A 可以帮助每一个人成

功，包括我的年少无知的贫瘠的职校孩子们。

我更深深明白，尹利平女士的微信签名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是抄的老子《道德经》

的名句，而是她在用自己的一颗颗的汗水、一

个个的脚印印证老子的智慧。

她的事迹写进《东莞故事》，写进《见证春

天—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写进《莞

事流芳—70 年 70 个故事》等诸多东莞主流读

本里。我觉得，作为一个攸县土地上走出去的

女儿，她的故事应该写进每一个攸县儿女的

血液，成为攸州儿女奋斗的一种基因，代代流

传 ......

合上书，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全国劳模”

不是一种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能量。

“目光如电声如雷，倚荡起伏山之垠。百

人一饱不留骨，败衣坠絮徒纷纷。”

金人元好问有《虎害》诗，极力描摹古时

的虎患之烈，“空谷绝樵声，长路无行尘”，人

口大规模减少，冷清，寂静，好一副恐怖的末

日景象。

湖南多山地，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虎患

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一

度成立很多打虎队，以民间老猎手和地方民

兵为主，奔赴山林，猎杀猛虎，据相关资料统

计，到 1964 年最后一个打虎队解散，短短十余

年时间，共有 3000 多只老虎被猎杀，为患湖湘

地区不知多少年的虎害就此消弭一空。

其实，人类猎杀猛虎的战争在千万年前

的蒙昧时代就已经打响。老虎居于山林野地，

随着人类生活足迹的不断扩大，以往人迹罕

至的山林深处也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狭路

相逢，自要争出一番胜负。株洲市博物馆内就

珍藏着一块华南虎趾骨骨头的标本，出土于

茶陵县独岭坳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距

今已有 7000 年的历史，是株洲出土的历史最

早的与老虎有关的文物，生动再现了 7000 年

前的株洲先民与虎争斗的历史。

独岭坳遗址位于茶陵县枣市乡虎形村 9

组与界首镇火星村 8 组、对江村 2 组的交接地

带，周围是一块较为开阔的山间平原，一条无

名小河从平原中部蜿蜒流过。平原外围为丘

陵山岗，中部兀自挺起一座小山，遗址即分布

在山顶及山腰 2000 余平方米的梯级台地上。

1995 年 12 月至 1996 年 2 月，株洲市文物管理

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现了新石

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前期三种

不同石器、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其中，尤以

早期遗存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包括房子、灰

坑、墓葬、卵石堆积、水沟等遗迹及散落在文

化层和各种遗迹中大量的陶、石、骨、木器和

动植物遗存，是一处保存较好的史前聚落，株

洲博物馆馆藏的那块华南虎趾骨标本即出土

于这处文化遗存。

尽管独岭坳早期遗存未经碳十四测定，

没有绝对年代数据，但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分

析及与其他遗址的比较，专家推测，该遗存的

年代应在距今 6500—7000 年之间，为新石器

时代中期遗存。

那么，6500—7000 年之前的独岭坳先民

又是怎样的一副生产生活图景呢？我们大可

通过出土的各种遗存还原一二：远古的独岭

坳人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遮风避雨的房屋

雏形这时已开始出现，一般是先在地上挖掘

柱洞，然后立起柱子，在柱子与柱子之间，用

柴草架起薄薄的墙，再在墙上和上泥巴，最后

盖上茅草顶即成；在采集野果的过程中，他们

发现了野生的稻谷可以食用，又摸索出了原

始的栽种方式，以为族人们提供稳定的食物

来源——遗存中出土了若干沾有水稻颗粒的

土块，通过科学研究测定，这些粘连或者夹于

土块之中的水稻颗粒，性状演化特征处在籼

稻和粳稻之间，已经远离普通野稻，更靠近粳

稻，是一种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人工种植的

栽培水稻，被学界誉为“株洲第一稻”——当

然，单一的水稻种植显然难以满足聚族而居

的先民们的热量需求，先辈的渔猎集采生活

方式依然在这里延续——遗址中出土的各式

网坠、弹丸以及羊、熊、鹿、虎、犬、鸟禽类的骨

骼、牙齿便是独岭坳人下河捕鱼、上山狩猎的

直接证据——并发展出了最初始的畜牧养殖

业，遗址中大量的猪、牛骨骼及牙齿的发现，

佐证了这个推测；他们学会了包括石斧、石

刀、石凿等在内的各种石质生产工具的制作

和使用，最可说道者是其间一种周边高、中间

低的大型砺石，考古工作者推断极有可能是

加工粮食的磨盘，这也侧面反映，此时期的独

岭坳先民已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并加工食

用，不然，零星采集、捡拾稻谷食用是不需用

到如此之多的大型砺石的；他们还学会了烧

制陶器，釜、碗、罐、盆、钵，等等之类，不一而

足，甚至有自己固定的制陶场地，还会用各种

纹饰来装饰这些陶器，满足日常生产、生活所

需之外，其中必然也有部分用来储存暂时吃

不完的粮食——前文所述之远古稻谷遗存就

有部分发现于陶器胎内的土块中……

回到株洲市博物馆馆藏的那块华南虎趾

骨标本，亦可想象当年独岭坳先民猎杀猛虎

的宏大场面：彼时的独岭坳不像如今这般田

畴俨然，除却河边一线聚居地之外，周边都是

茂密的原始森林，时有熊、鹿，甚至老虎等大

型猛兽出没，然而，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生活水

准的日渐提高，田土出产和野外采集所得已

不能满足阖族人口的口粮所需，至于圈中蓄

养的猪、牛等家畜，那是大型祭祀仪式才能享

用的珍品，寻常可不敢染指，自然只能向森林

更深处寻求更为优质的蛋白来源，所幸源自

远祖的狩猎本能并未退化，成群结队地奔赴

山林，木棒，石块均是武器，甚至还有用砺石

打磨过的锋利的石刀、石釜诸物，猎物多是禽

鸟之类的小型动物，运气好也能碰到羊、鹿之

类的大型猎物，更“幸运”一点，还有熊、虎之

类的猛兽，当然，对付这样的猛兽可不是仅凭

部落中几个蹩脚的猎手就可以搞定的，只能

避其锋芒，躲得远远的，实在避不过去了，也

只能迎难而上，最初多半会伤亡些同伴，次数

多了，也能摸清这些猛兽的弱点和脾性，然后

有针对性地进行猎杀，于是，留存至今的独岭

坳文化遗存中也出现了少量的熊、虎之类骨

头的标本……当然，彼时的独岭坳先民并未

想到，如今贵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华南虎，

野外已经难觅其迹，多半也会自豪于当初自

己如此庞杂丰富的食物谱系吧！

缅怀杰出的
军事家左权

杨瑞勇

醴陵文脉源远长，平侨黄茅诞英豪。

少年纪权鸿鹄志，反帝爱国积极参。

书“莫忘五·九国耻”，反日反袁四处宣。

中学参加社科研，始触马克思主义。

“壮志未酬不回家”，考入讲武转黄埔。

追求革命之真理，立志救国加入党。

参加平定滇桂阀，两次东征灭陈贼。

留学中大莫斯科，研学兵法伏龙芝。

学成回国到苏区，先后任职重要岗。

“宁都起义”共指导，三入虎穴终成功。

先后率红十五军，攻打赣州和漳州。

王明左倾遭迫害，撤销职务任教官。

黄陂设伏全歼敌，参与指挥乾凤战。

万里长征大转移，率领红一当先锋[1]。

指挥歼敌山城堡，“布置作战”之典范[2]。

胜利会师改总部，担任前总参谋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协助朱彭战南北。

临汾遭遇日寇战，“躬身侦查侧击胜”[3]。

“九路围攻”彻底碎，收复县城十九座。

铮铮铁骨亦柔情，革命姻缘系志兰。

反大“扫荡”得胜利，击毙阿部规秀寇。

蒋匪日寇反共狂，击溃石匪全歼朱[4]。

全力协助彭老总，百团大战杀寇贼。

指挥保卫黄崖洞，反“扫荡”之模范战[5]。

“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寇奇袭我总部，

请缨掩护誓断后，壮烈牺牲十字岭。

自己忘记躲炮弹，大喊“同志们卧倒！”

痛失战友噩耗传，彭总亲撰墓志铭。

举国同哀悼英雄，朱总挥泪赋诗曰：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军事理论建树丰：《抗战》《战术》《原理》等[6]。

恩来同志盛赞君：“足以为党之模范”[7]。

泽东同志大赞扬：左权是个“神枪手”；

“吃洋面包都消化，‘两杆子’都硬将才。”[8]

泽东闻讯君牺牲，“殊深哀悼”名将陨。[9]

缅怀英烈弘精神，推进伟业告英灵。

时刻不忘始初心，千秋万代记使命。

作者简介：
杨瑞勇，江西兴国人，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二部（重

点工程办）副主任，副编审，曾任党群工作部副主任（主

持工作）、总编室副主任等。主编《主动担当作为》《发扬

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能力：领导干部如何提升想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能力（案例版）》《基层领导干部提

升七种能力案例精选》《蝶变》等。参与编写《十九大报告

关键词》《新时代党员干部学习关键词》等。被抽调参与

十八届中央第十一轮巡视、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

作等。

注释：
[1]1934 年 10 月，左权与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

团，作为前锋部队，开始长征。

[2]1934 年 11 月 21 日，左权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

军团各一部，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采用“拦头、堵

尾、冲腰”等战术，歼灭前来进犯的胡宗南部第一军的一

个旅另两个团。刘伯承称此役为“布置作战，细致周密”

的一个典范。

[3]1938 年 2 月，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和左权率领，向

太行山挺进。日军也正分三路进犯山西临汾地区。2月 25

日，八路军总部行至山西省安泽县与进犯的日军遭遇。

左权指挥身边仅有的两个连阻击，指挥部队从侧面出

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争取了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

资转移的时间，并掩护 45 个村庄的群众脱险。罗瑞卿曾

说：“在这次临汾遭遇战中，左权参谋长躬身前哨侦查，

侧击制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1939 年年底到 1940 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

反共高潮。国民党第 97 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

麟、石友三部勾集日军，在日军的配合下，猛扑太行抗日

根据地。1940 年 3 月上旬，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

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 4 天 4 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进

犯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 10 个团，保住了太行抗日

根据地。

[5]1941 年 11 月，日军从山西黎城向黄崖洞、水腰地

区袭击，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兵工厂。左权亲自指挥黄

崖洞保卫战。他命令总部警卫团抗击敌人，用“咬牛筋”

的战法把敌人顶住。经过八昼夜激战，八路军一千五百

余人的部队抗击五千多敌人的进攻，歼敌一千余人，粉

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黄崖洞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中

央军委在《1941 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保卫

战应作为我 1941 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6]左权不仅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而且有着深

厚的军事理论功底。他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军事

理论、战略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都有建

树。他极为重视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在《论军事思想的

原理》一文中明确指出：“军事是一种科学。”正是凭着对

中国军事理论的刻苦研究和顽强的毅力，在艰苦的条件

下，左权先后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他的《战术问题》《埋

伏战术》《袭击战术》等许多篇论文，成为宝贵的军事思

想财富。

[7]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周恩来称他为“足以为党之模范”。

[8]左权 1933 年 12 月任红 1 军团参谋长，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

毛泽东曾称赞左权是“神枪手”。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

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的左权，

曾经就读黄埔军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学历最高

的八路军将领之一。毛泽东赞扬他：“左权吃的洋面包都

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

[9]名将阵亡，太行低咽。闻讯左权牺牲，毛泽东致电

“殊深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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