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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刚退休，一时之间不知如
何应付后来的光阴才好，出去旅游是个
好主意。但旅游有近有远，有国内国外，
有自主和跟团。我和妻商量来商量去，
先近后远，不近不远，国内为主，国外为
辅，自主最好，跟团要少。但自主也有自
主的不同办法，趁着腿劲还好，索性做一
次“背包客”。有约法三章，其一是把控
出去的时间，以十日为限。其二是出游
半径要圆，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其
三中途不能打退堂鼓，不找关系不求人，
看看我们还留有多大的自助能力。想来
想去，选中贵州黔南、黔东南和铜仁的一
圈。一人置办一个登山背包，衣箱一概
免去。那玩意儿兜多夹层多，双肩挎起，
系上腰带，邻居还以为我们要到珠穆朗
玛峰去。出发后一路上作了简要记录，
还在结束时写了一首打油诗以备忘。归
来放在了抽箱里，近来翻出，打油诗和记
事小文的纸还没有发黄，也就誊写在电
脑上，方便送给自己和送给朋友。打油
诗录如下，并将其分别编为“背包客”十
日记行的小题目，在检故中似有一种既
旧且新的违和感。打油诗按日记为十个
标题，尚可连在一起读。

拼车直奔荔波去

按时登机，一路无话。飞机降落龙
洞堡机场，转支线飞机时却傻眼。计划
得好好的，联票飞贵阳，两个小时后有直
飞荔波的小飞机，是计划中的第一站，但
机场广播说，那里降了大雨，航班取消。
出师未捷身先羁，这如何是好。闷头一
棍，方寸自乱，要么在机场住一夜明天再
飞，要么打破约法三章之第三章。

正懊恼间，几个年轻人从身边过，似
在说荔波、说打的，我拉住其中一位小伙
儿问，有去荔波的吗？回复有一七座车，
单程700元，身上的现金不大够。我连
忙说道，我够我够，可以一起拼车吗？他
看看我们，一头华发，一头白发，不像歹
人，也就很干脆地同意。他乡虽未遇故
知，却遇不期的“知音”，我们大喜过望，
匆匆随他们而去。

小伙说，他们是福建电视台的节目
组，要到荔波采访。司机则笑着说，去荔
波的车不止这一辆，还是方便的，放在我
们家老爷子的时代，你们就得找马帮去
了，至少要走6天。荔波山好水好，但原
先路不好走，现在不必担心，一路平平。

车行小半天，我们在“小七孔”外下
车，找到预订好的酒店，结束了有惊无险
的第一段行程。我以前曾到荔波采访
过，知道荔波有最惊险的漂流，还有比云
南丽江“东巴文”还有故事的“水书”。第
二天一早起床，便看“小七孔”，“小七孔”
得名那一通七孔桥，倒也玲珑可爱，素有

“小九寨”之称。荔波自然不只有“小七
孔”和“大七孔”，在我的印象里，有一处
溪水横流的林地更像是我曾经在九寨沟
看到的画面，那时我想过，如果这里的海
拔与九寨沟样高，肯定也会幻出比天还
要幽蓝的颜色，在细雨中盘桓几时，也算
尽得“小七孔”的游兴。赶到 “大七孔”
时，已经是午后。但午后也有午后的好
处，上得谷中，游人正在陆续返回，我们
的行程才刚刚开始，天地空间顿作宏大
起来。

“大七孔”山大水大奇石多，沿依山
小径一直向峡谷盘去，远看大溪石桥，近
过小瀑流水，石蹬浓荫，奇峰在顶，偶有
栈道和石桥，野趣浓浓，一边是屏风似的

一壁山，最窄的地方需要勾着路边的歪
脖子树才能跨越。一路小心翼翼地向上
攀越，一路盯着前面的绝壁，山壁挂树，
石窍嗡然，鸟声掠过，颇有些芒鞋举杖深
山里的空寥感。不禁想起南北朝诗人王
籍的那首五言绝句：“蝉噪林逾静，鸟鸣
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
王籍说的是秋意和自己的归宿，我们则
是“此地动念起，远游才开头”。

我们的目标是不远处笔立的“天生
桥”和桥下的河水。

从“天生桥”望去，脚下是一弯水流，
山有山的威风，水有水的气势，流水从天
生桥下哗哗流过，巨大的河在壁立的石
门里顿时变得生动起来。

回头看，来路已经看不到。这山路，
这水边，居然成了我和老伴的二人世界，
但阳光已经落在山背后，还得抓紧时间
回到入口处。事后为我们的初游告捷颇
是得意，一是早起的老鸟多有地儿飞，二
是老年人错峰游是好主意，孩子们喜欢
人多热闹，老者可以在相对的淡季里寻
到自己的从容感觉。他们未到放假时，
我们正是出游时。

一头扎入苗寨田

去过“大七孔”，也就到汽车站买票
上路了。汽车票很便宜，从荔波到凯里
也不过 20 多元，中间经过独山、都匀。
这独山有名气，十四年抗战之最后一战
发生在这里，最早的日军受降仪式也在
此处。抗日胜利纪念园在公路旁，想着
下车去看，车不会久等，只有怏怏地回
视，算是敬一个回首礼。

都匀是个大去处，都匀毛尖也是茶
中上品，但此心不在毛尖上，而在凯里附
近的千户苗寨里。在凯里下车，正是午
餐时间，吃过到处都有的米粉，也就沿街
去看。这里曾是一座三线建设城市，南
腔北调甚好问路。路人说，你们就坐“一
路”吧，1元逛到底。凯里不算大，但街
道整齐。在贵州，这样大的“坝子”还不
多见，怪不得会被挑选成幽静里带有三
分喧闹的三线工业城市呢。

千户苗寨就在城市南边的大山里，
这里是雷公山的核心区，但交通便利，慕
名而来的人一拨接着一拨。我们挑了一
间高高山上的木楼住了进去，为能看到
夜来满寨灯火。

略事休息，顺着木楼梯下到街里，对
面一排银楼，亦店亦厂，苗家工匠们一边
招呼来客，一边敲制着手下的银饰。苗
家姑娘要出嫁，除了阿妈从她扎着小辫
时就要为她绣衣，最重要的就是为她们
定做一副银饰。从头戴到“耳铛”“五兵
佩”“臂环”“脚环”，而“大银角”几乎是姑
娘身高的一半，没颈掩额、繁而有绪。银
饰纹样有图腾的抽象，有龙凤的舞动，显
示了龙凤传人们的同一传统文化特征。
苗家尚银而不尚金，如同蒙古族头戴尚
玛瑙而不尚翡翠，虽然都有财富的显示，
但更多是心灵的具象。

千户苗寨的街也有青石头铺成的
路，有栏杆的长廊通向街心广场。这是
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广场，幽深敞亮。
排排绿树伸向一条小溪和小溪旁的稻
田，稻田的东边山坡上，金黄的油菜花还
在开放，将我们吸引到了那里。

正是稻子快成熟，微黄带着青绿色
的稻叶在风中波动。一位苗家大叔在稻
田里捞鱼，身边是一个溅起一点水的篓，
伸头去看，几尾掌长的鲫鱼拼命地跳。
苗家大叔是农夫也是渔夫。田里还有两
个久违的“稻草人”，居然是一男一女在

“对情歌”。
腹中略感饥，回到广场进一家路边

小店，带着纱巾的苗家女笑迎问，有酸菜
鱼，要白要红？妻子说，都要，是活鱼
吗？说话间，稻田边的捕鱼大叔进来了，
边放鱼篓边说，这里是现捞现煮现吃，米
饭也是自家的稻。敢情他们是一家子。
再看店里，没有盛鱼的玻璃缸，只有干净
的灶与锅。这大叔原来还是主厨，系上
围巾就刮鳞，无几时，一红一白两盆酸菜
鱼摆上桌面。

未吃过这么新鲜的鱼，妻子说，你们
教教我，我回去也做。女当家也就比画
着说起来，但最后一句最让人泄气，教会
你做鱼，教不会渍酸菜，一人有一人手
法，一方土有一方水。纵然如此，妻子还
是十分高兴，因为多少学一招，即便学成

“三脚猫”，也是一只猫呀。
第二天的早餐是同主人一道吃的，

很丰盛，也没有客气和寒暄，宾至如归的
感觉在这里找到了。

（作者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
日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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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毫米的努力也好，只要努力
的人多了，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坚持努力，一定会成长。请大家也
不要轻视“1毫米的能力”。

——（日）长谷川和广

长谷川和广是日本一个传奇性
的企业家，曾经帮助 2000余家企
业扭亏为盈。他的《萧条中的生存
智慧》在日本也是畅销书，先后再
版了24次，被日本读者评价为实
用度满分。这本书选择了他关于企
业经营与人生哲学的论述 130 余
篇，这段文字是其中的第104篇。

“1毫米的成长”的典故来源于日
本原男子国家队足球主教练加茂周
担任日产球队教练时提出的“1毫
米作战”战术。当时，日产球队与
其他球队的差距非常之大，而且不
是一般大，是相差“好几公里”的
大。但是，加茂周要求队员“每个
人要1毫米、1毫米地成长”。他
认为，一个球队由11人组成，每
个人成长1毫米，11个人就会成
长11毫米。只要不停止努力，就
会不停止成长。他们就这样1毫米
1毫米地成长，积少成多地成长，
14年后，终于成为1988-1989年
赛季三冠王的球队。是的，无论是

个人还是企业，或者是其他组织，
只要不放弃点滴的努力，就会不断
地有点滴的成长。1毫米地成长虽
然微不足道，但无数个1毫米地成
长就不可小视。任何成长都不是一
蹴而就的，都需要有“1 毫米作
战”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永远不
放弃成长的努力。

当你开始感到丧失自信的时
候，请你先罗列出自己的优点。细
小之处也可以，不要胆怯，大胆写
出来。养成这样的习惯，会让你发
觉你比自己想象的更有才。

——（日）长谷川和广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对于缺
乏自信的人来说，一件事情还没有
开始，就已经在自己的心中溃败
了。长谷川和广发现，在许多千疮
百孔的公司里，很多人都缺乏自信
心，都会对自己做出过低的评价。
不管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有多么彪
悍，内心却被严重的自卑感禁锢
着。所以，他帮助企业走向复苏的
第一步，就是“完全击碎他们的自
卑感，让他们彻底认识到自己的优
点何在”。其实，自信心往往是人
与人、企业与企业的差距形成的重

要原因。缺乏自信心的人，往往就失
去了进取的精神，失去了成长的勇
气。而拥有自信心的人，就会相信
自己，就会不断努力。对于缺乏自
信心的人来说，不妨用一下长谷川
和广的方法，好好罗列一下自己的
优点。扬长才能避短。把每个人的
潜能、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就
会无往而不胜。

运气真正让人恐惧的是，对于
被运气左右的工作结果，当事人却
误以为那是自己的实力所致，反之
推断亦然。

——（日）长谷川和广

我们许多人都很喜欢有一个好运
气，这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
长谷川和广先生却认为，运气是一个

“挺恐怖的东西”。他为什么这样说
呢？因为对于那些不走运的人来说，
本来完全可能打胜仗的战役却一败涂
地，因为意想不到的情况而失败、受
挫，“被不走运光顾的人会失去信
心，缩着肩膀，佝偻着腰背，因此更
会给周围的人一种‘失败者’的印
象。”这是由于运气而怀疑实力。而
对于那些运气好的人，也容易把成功
当做是自己的实力得来的，“由此变

得傲慢，小看了工作本身，然后吃了
不少苦头。”很多人由于过早幸运地
获得了成功，导致他们慢慢地放弃奋
斗，从此再也没有什么成就，碌碌无
为，晚年无比寂寞。这是由于运气而
高估实力。所以，长谷川和广先生强
调：运气绝对不是一种实力。他主
张，“不管如何，都不能把受到运气
左右的结果带到下一个工作中去，必
须要学会做了断”。其实，运气总的
来说应该还是好事情，只是，我们不
要把倒霉的事情归结于运气，那可能
是我们实力不够，或者努力不够。运
气，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也不要
把好运气归结于实力，那可能只是我
们真的很幸运，许多比我们实力强的
人没有赶上这个运气。所以，仍然需
要继续努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

在读书中探寻生存智慧
朱永新

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
县李济深故居前，仿佛站在一段历史
的窗口。梧州的历史沿革、人文地
理、掌故传说，拥向眼前耳畔；中国
近代以降的历史烟云，在“世界潮
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的大戏中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
事件，革故鼎新、折戟沉沙的人物，
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
从的新纪元，一帧帧的次第展开……

梧州，物华天宝、地杰人灵之
地，扼浔江、桂江、西江，自古便有

“三江总汇”之称。作为广西东向的
大门，一江西江水由此向东，滋润着
南粤大地。据说，粤语、粤菜和岭南
文化的发源与梧州还有一定的渊源关
系。梧州素有“千年古郡、百年商
埠、绿城水都”之美誉。历史上留下
了多个第一，如，中国历史上的汉代

“岭南省府”，明代第一个总督府、总
兵府、总镇府“三总府”所在地，第
一个孙中山纪念堂等，还有龙母庙、
骑楼街、金龙巷等众多名胜古迹，

“六堡茶”“双钱龟苓膏”等也名闻遐
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气引
领一方人。梧州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
化底蕴，孕育了东汉末年佛学家、广
西最早研究佛学的牟子，明末名将袁
崇焕（一说为广东人氏），清末首任
铁路大臣关冕钧，著名民主革命家李
济深，中国当代三大武侠小说宗师之
一梁羽生等。李济深先生与广西近代
以来的李宗仁、程思远、梁漱溟、白
崇禧、黄绍竑等，形成了桂系蔚为大
观的历史风云人物。

近代以来，清朝王朝日趋式微，
不断发生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事
件。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咄咄
逼人，大有蚕食中国之势，致力于救
国救民的志士仁人，或者面向西方，

“以西方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或者再入象牙之塔，穷经皓
首，向中国传统思想武库里寻找救世
良方。一时间，可以说新旧杂糅、歧
说丛出，中西交汇、风云激荡。处在
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青年才俊，不仅思
想十分活跃，而且获得比以往更多的
挥洒才能的机会和平台。直奔历史发
展规律去也好，剑走偏锋也好，甚至
成为历史的绊脚石也好，不论一路向
前，还是又回到原点，甚至反其道而
行之，都是那一段历史的一部分，都
是那段历史抑或是经验、抑或是教训
的一部分。

李济深先生，字任潮，1885年
11月生于苍梧县大坡乡料神村一个
家道衰落的书香门第之家，1959年

去世，享年74岁。在国民党内，曾
任国民革命军铁军军长、黄埔军校副
校长、陆军上将等要职，是军界实力
派代表人物和元老之一，人称“全国
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新
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主席。1985年11月，杨
尚昆同志在纪念李济深同志诞辰10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评价李济深
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
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
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
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
怀念的。”在李济深故居李先生坐像
后方墙壁上，题有八个大字：“民主
垂范，晚节可风。”称李济深先生晚
节可风，可谓妙言要道。“晚节可
风”，是林伯渠同志对李济深先生的
评价。李济深先生晚节可风也离不开
青年、成年时代的心路与行迹。据
说，15岁时曾有马姓算命先生说李
命里有富贵。李济深先生故居录有他
一首五言以明志：“马叟知天命，谓
吾贵可求。但令身许国，何必列王
侯。”青年以后，李济深先生离家从
戎，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38
年，在为抗日救国奔走、抗争之中，
赋诗明志：“风驰电掣赴邕宁，为着
元戎电请行。万孔千疮家国事，可能
尺寸为苍生。”

李济深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拥护孙中
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追随孙中山
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北
伐时执掌后方两广军政大权。蒋介石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

“清党”时，身为国民党大员的李济
深也厕身其间，成为他一段“深感内
疚”的经历。当国民党取得国家政
权，彻底背叛孙中山先生、倒行逆施
后，李济深先生与蒋介石关系破裂，
分道扬镳，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和
抗日战争。痛定思痛，也许正是这段
经历，使他更加珍惜之后同中国共产
党和共产党人的合作和亲密朋友关
系。“安心倒向和平阵，建设荣华万
万秋”，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我们
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

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决裂后，李济
深先生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联名国民党内部反蒋实力派及民主人
士发动福建事变，与中共签订《反日
反蒋的初步协定》，拥护中共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
张，联合国民党左派力量成立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不断彰显出“可风”之
处，并为正义、正直、爱国人士所推
崇。正如他在1947年 3月发表的 《对
时局意见》中回顾所说：“我是中国国
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二十年，
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
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
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
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
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
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民
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
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
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
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
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
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每一个信仰
总理遗教的党员，亦应该不客气的起
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不应
消极放任听其错误到底，误党误国，弄
到同归于尽。”

清末民初，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
场，党争不断，到国共两党阵营分明，
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万水
朝东，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李济
深先生一身经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
个朝代，经历了旧民主主
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走
过了一条在不断向前中有
短暂曲折，同中国共产党
由陌路人、两个阵营，最
终到互为奥援、志同道合
的朋友、同志的道路，得
到了一个光荣归宿。所
以，在 1948年 5月 5日，
远在香港的李济深先生领
衔各民主党派人士致电
毛泽东同志，表示完全赞
成中共中央“迅速召开政
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的“纪念
五一劳动节”口号，表
示：“适合人民时势之要
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曷胜钦企。”在从香港北
上解放区的货船上，李济
深先生写下了一段 1949
年新年献词：“同舟共
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
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
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

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
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
力，努力。”1959 年 10 月国庆节后，
李济深先生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
诗，《国庆后写兴》：“十年国庆万年
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
在，及身要见九州同。”言为心声，行
为言表。李济深先生用诗歌与行动，表
明了他“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
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
与信心。

参观李济深故居，浏览陈列器物，
品读题词及所录李济深先生诗作，“逍
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感慨系之：李
济深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
史的一个缩影；李济深先生走过的路，
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民主
党派老一代领导人不断前行的一个范
式。一滴水、一条小溪，汇聚起来，就
能成为奔腾向海的黄河、长江；一个人
的奋斗，一个人的志向，汇聚到中国共
产党周围，就能成为磅礴的力量和现实
的成就。处今观古，处静观动，谨识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实为
各民主党派老一代领导人的历史经验总
结和金玉良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
委员会副主任）

李济深故居，一段历史的窗口
常荣军

李济深先生雕像李济深先生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