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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5年来，祖国的变化真是
太大了。从绿皮火车到高铁动车组列车，
中国的铁路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革，同时也见证了中国人生活的变迁。

我曾三次坐车去深圳，三次的体验
完全不同。

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
刚过 20 岁的我决定与朋友去深圳“闯
世界”。

一天清晨，我俩坐客车从武冈出
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来到邵阳汽
车站，再坐市内公交车赶往火车北站。
车站里人声鼎沸，售票处挤满了人，旁
边还有戴红袖套的管理人员在维持秩
序。我放下行李，对朋友说：“你守着行
李，我去买票。”我到售票窗口前排队。
常有人插队，后面的人警告也没用。我
敢怒不敢言，心情坏到冒烟。好不容易
轮到我了，售票员却说：“到广州的只有
站票，买吗？”我惊讶道：“只有站票？从
邵阳到广州500多公里，站着咋行？”售
票员：“你不买？那好，下一个。”一直挪
移行李、跟在我身旁的朋友插话道：

“买！买！买！”我把钱递进去，接过两张
软纸车票。我有点丧气。朋友安慰道：

“只要买到票就行，今晚不用住伙铺
了。”我讷讷地说：“从邵阳到广州要站
十多个钟头，够呛的。”朋友说：“没事，
没事，到时坐地板上就行。”

火车来了，是绿皮的，车厢里面很
破旧，地板黑乎乎、脏兮兮的。上了车，
我俩把行李塞进行李架里，再到洗手间
门边站着。火车启动后，我俩在过道上
摆上报纸，背靠背坐着。车上售食品的
推着小车来了，我们便忙着起身让路。
火车到株洲时，车厢里涌进十来个年轻
人，可能是些大学生。车到衡阳时，又挤
进几个。车厢里更拥挤了，再无一丝空
隙。此时，狐臭、汗臭、脚臭……各种难
闻的气味弥漫着，令人想吐。车到郴州

时，朋友已酣然入梦，我昏沉沉地靠着
他。翌日9时，火车到了广州，朋友把我
摇醒。站起身，全身酸痛……好在从广
州坐火车到深圳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第二次去深圳是在 2004 年秋。大
外甥考上深圳大学，当老板的姐夫宴请
宾客，我前去赴宴。早晨，我坐客车从武
冈出发，两个小时后，在魏源广场下车。
这次我搭乘的火车，车厢很干净，还有
空调。过道上没有站人，比较宽敞，卖东
西的小车畅通无阻。其时，邵阳还没有
直达衡阳的车，仍需往北经涟源、株洲，
再折向南，过衡阳、郴州……因为有了
上次的教训，我这次特地买了卧铺票。
十来个小时的车程，我差不多是躺着就
不知不觉度过了。在广州火车站出口候
着的外甥，看到我，快步迎上来，接过我
的行李，提到一辆崭新的红色奔驰车
上。小车驶出火车站，便上了广深高速，
不上两个小时便到达深圳。

第三次去深圳是去年，小外甥结婚，
我与妻子去喝喜酒。我确定动身时间后，
小外甥便让我提供身份证号码。不一会，
他说：“车票已在网上订好，到时，只需拿
身份证往自动取票机上一刷就行。”那天
中午，我通过手机联系上跑武冈至洞口
高铁站的车子，下午2时准时从家里出
发，下午3时就到达高铁站。这次我们搭
乘的高速动车，车身是银白色的，流线形
的，像条白鲸，车厢干净、安静、宽敞、舒
适。启动时，动车轻摇了三两下便恢复了
平静。我像一个孩子好奇地盯着红色的
车速显示牌：180、248、236、330……4个
多钟头的车程，似乎在片刻谈笑中便过
去了。到达深圳北站，我一点倦意也没
有。我打电话告诉小外甥：“我要出站
了！”小外甥说：“直走，我在出站口等！”
外甥看到我们，快步迎上来，接过我手中
的行李，提到一辆黑色的宝马车上。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我的三次深圳之行
林日新

“八一”建军节，是英雄的节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要
向所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是国家的
钢铁长城，是人民的守护神。正是
因为有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才有
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
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
人民军队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崭露
头角。从红军时期的万里长征，到

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从解放战
争的一往无前，到抗美援朝的英
勇无畏，人民军队始终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挺身而出，勇往
直前。

革命战争年代，他们舍生忘
死，保家卫国；和平建设时期，他
们不忘初心，永葆本色。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
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
史洪流，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

功勋。责任与担当、忠诚与勇敢，
这些都融入了每一名军人的血
液里。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为
了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艰辛，他们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军人以国家和人民为重”
的信念。

让我们铭记历史，感恩军人，
珍爱和平。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
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而不
懈努力，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
的未来。

思想者营地

建军节，英雄的节日
龚银娥

相公，旧时妻子对丈夫的敬
称，又称成年男子，后被用于指那
些斯文的读书人。“玻璃相公”，是
指那些身体欠强壮，弱不禁风或
干不了粗活的男子。本俚语应是
产生于普遍重体力劳动而轻脑力
劳动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斯文的
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
生产活动中，简直就是一个废物，
就像一个玻璃做的人，虽然好看
但一碰即碎。所以，“玻璃相公”曾
一度是对体质文弱的读书人蔑视
性的称呼。

“不当锣打，不作鼓响”

武冈有一个地方剧种叫“祁
剧”，该剧种在架场后、正式演出
前，要敲打一段时间的锣鼓，以招
揽观众，这叫作开场锣鼓。演员在
这段时间可以做演出准备；观众
听到剧团的锣鼓声，便知道戏要
开演了，没有入场的赶快入场。敲
锣打鼓是演戏的前奏，听不到锣
鼓声就是没有演戏这回事。

“不当锣打，不作鼓响”，指某
人（某机构）对别人的委托、嘱咐
或承诺别人的事情不放在心上，
没有办理的迹象。

“不涵服”

本俚语指对别人比自己好
怀嫉妒心理，不能包容信服。有
些人不管别人的“好”与“强”是
否对自己有损害或有威胁，心里
总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感，嫉妒
心理强的甚至因此去干损害别
人的事情。

当别人容不得你的好而做出

损害你的事情时，你或第三人用
“不涵服”来分析这人的心态。

“不化愚气”

本俚语指人愚笨，教不乖巧，
或指人死守原则不知变通，不能
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本俚语语面简单而内涵丰
富，在使用中常带有责备、贬低和
气愤的情感。在不同的用语环境
中，本俚语体现出的意义是不同
的。在教授较笨拙的人技艺时，被
教人接受能力差，传授人性子急，
用本俚语责备被教人；或者，在要
求某人更新观念而被要求人不接
受，甚至遭其反驳时，也使用本俚
语责备被要求人。在这两种情况
下，主要体现出的是说话人恨铁
不成钢的思想感情。同时，此俚语
是对用语对象的强烈刺激，有益
于其发愤学习或反省自己，具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有时，在要求别
人变通处理某事项（侧重于为自
己谋私利）遭到拒绝时，也使用本
俚语责备别人。

“不冷不热，五谷不结”

如果气候没有冷热之分，那
么所有的粮食作物就不会结果
实。此俚语常用以劝勉年轻人要
热爱劳动，不要因冬天怕冷、夏天
怕热而不肯外出。

本俚语从人们生存所依赖的
五谷生长需要一年四季的冷热变
化出发，指出人不可怕冷怕热，畏
缩不前。本俚语也可以引申为：困
难与四季冷热一样不可避免，必
须直面战胜它。

“不是咯根吃菜的虫”

“咯”，武冈读音为guǒ，与指
示代词“这”意义同。本俚语原意
是这条虫子不吃这种菜，用来指
某人不是做某事的料。本俚语其
实是一个比喻：把人做事比喻成
虫吃菜，什么样的虫子只吃什么
样的菜，什么样的人只能办什么
样的事。本俚语往往被用来作为
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做不了某件事
的说辞，但使用中往往不是表示
谦虚（也有诚恳地表示没有能力
的），而是有能力却没有机会做。

“不是肥土不栽姜，不是

好汉不出乡”

本俚语原意为不是肥沃的
土地，不会用来栽姜；不是有本
事、有能力的男子汉，不会离开
家乡到外地去谋生或创业。本俚
语是把出乡的男子汉比作栽姜
的肥土，告诫人们不要轻视外乡
来的人。

姜的生长对于土质的要求很
高，要想产量高首先要求土地肥
沃，肥力不高的黄土栽培的生姜
产量是不会高的。武冈在这方面
还有一句俚语，叫“在家千日好，
出门时时难”。过去不像现在，在
过去，没有过人的胆识和能力是
难以在别处生活或安家立业的。
把出乡谋生存的人比作能栽姜的
肥沃土地，包含了对外乡人的敬
重，充分体现了武冈人民胸怀博
大、与人为善的特点，没有地区偏
见和歧视。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玻璃相公”（外六则）

许文华

陈鸣志，字展堂，新宁人，出生于清道
光十五年（1835）。

光绪七年（1881）至十年（1884），左宗
棠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陈鸣志以江苏
候补道充左宗棠幕员。左宗棠先后委派陈
鸣志验收朱家山、赤山湖水利工程，并派
充其担任沿海沿江渔团督查，金陵机器
局、上海机器局帮办，两江总督营务处总
理等职。左宗棠重返军机处后，由曾国荃
继任两江总督，陈鸣志仍留任两江总督署
营务处。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1884年
7月18日，清廷任命大学士左宗棠为钦差
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统筹福建、台湾地区
抗法事宜。8月26日，左宗棠由北京行抵
南京，与两江总督曾国荃会商军饷和枪械
事宜，决定由两江防区内抽调原左宗棠旧
部恪靖军7个营，以及两江总督亲兵1个
营，由陈鸣志带往福建。10月27日，陈鸣
志率各营随左宗棠抵达福州。左宗棠抵达
福州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设法收复基
隆。11月25日，左宗棠派陈鸣志横渡台湾
海峡，充任他在台湾的联络官，并命令陈
鸣志会同台湾总兵、台湾道刘璈及地方绅
士妥善筹划规复基隆之策。左宗棠认为

“陈鸣志军谋吏治皆其所优，必能使各营
联络一气，以壮声威”。12月下旬，陈鸣志
率卫队扮作商人，由泉州臭涂港偷偷登上
英国商船，经过台湾最南端的海面，绕道
至卑南（今台东）登岸。光绪十一年（1885）
正月初二，抵达台南府城。陈鸣志到台湾
后，收集散落在台湾的楚湘壮勇，同随带
卫队编成一营，委任西征立功记名提督谭

慎典统率；又募土勇千人，于正月十七开
抵台北府城。

此时，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带援兵
千人也到达基隆。正月十八，法军大举向
台北府前哨阵地进犯，企图占领台北。刘
铭传命令聂士成的淮军、陈鸣志的湘军开
赴前线御敌。此后，陈鸣志率军收复孜口、
大水窟、八堵尖等地要隘，扼守前锋，英勇
抗敌。1885年4月17日，中法在天津签订
和约。不久，法军撤出基隆、澎湖，战事结
束。

清廷依仗的台湾两支武装力量湘军
与淮军，素有矛盾。刘璈系湘军将领，是左
宗棠的爱将。刘铭传系淮军将领，为李鸿
章心腹。陈鸣志为人正派，精明能干，善于
协调各方关系。在署台湾道期间，以祖国
及台湾人民利益为重，自觉排除湘淮门户
之见，积极协助刘铭传经理善后，整顿盐
务，整饬吏治，参与平番扶番，办理清赋，
成绩卓著。

因为陈鸣志是左宗棠部属，属于湘系
军人，虽然工作出色，但刘铭传只予以表
扬，而不予实质性提拔。陈鸣志在治理台湾
澎湖期间，增修边备，广结民心，使战乱后
的台、澎民众较为安宁。其后，陈奉调督福
建粮道，署福建按察使，补授福宁兵备道。

1896年夏，陈鸣志因积劳成疾，辞官
回湘调治。因病情严重，第二年病逝于长
沙，后葬回故乡新宁黄龙镇沉水野牛岭。
其墓志铭由时任两广总督谭钟麟撰写，都
察院左都御史徐树铭书碑。

（范诚，新宁人，湖南广播电视台高级
编辑）

煮酒论史

锐身自任 不惮劳怨
——陈鸣志在抗法护台中的积极作用

范诚

听党指挥

（剪纸）

刘桂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