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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楚庄王派申舟访问齐
国。从楚国到齐国，要经过宋国，按
理应事先通知宋国。可是楚庄王自
恃大国之君，不把宋国放在眼里，说：

“不用通知宋国，只管过去就是！”申
舟经过宋国的时候，宋国就把他扣留
了。当时执掌宋国国务的华元对国君
宋文公说：“楚国使者经过我国，事先
连通知都没有，简直把我国看做已经
亡了，成为它的属地了，这是不能容
忍的！我们必须维护主权独立和尊
严，不能受这样的侮辱！他们如果借
此发兵，我们大不了也是亡国，我们
宁愿战败而亡，决不可屈辱而亡！”于
是，宋文公把申舟杀了。

楚庄王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派
兵攻打宋国，宋国急忙向晋国请求
援助。晋景公怕不出兵会遭到天下
人的耻笑，便准备出兵帮忙。晋大夫
伯宗认为出兵援救宋国对晋国非常
不利，就劝阻晋景公说：“古人说过，
即使马鞭子再长，也打不着马的肚
皮。如今，老天爷要让楚国逞强，怎
么能和它相争呢？遇事要心中有数
啊！河水可以容纳污浊的东西，山林
之中可以隐藏毒虫，美玉也难免含
有瑕疵啊。所以，我们要容忍一时的
屈辱，不要因为不救宋国就感到羞
耻，这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的道
理。”晋景公听了这番话，于是只派
了一位大夫叫解扬的，到宋国去安
慰一番。

后来，人们引用“鞭长莫及”来
比喻现有力量所不能办到的事，或
者是虽有力量也难以办到的事。

（接上期）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邓小平亲

自起草了解决西藏问题十项政策：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
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
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
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
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
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
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
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
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
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
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
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
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
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
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
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
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
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
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

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
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这份历史性的
文件，由西南局报到中央后，立即受到
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
赞扬。这十条，既充分照顾到西藏各族
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又维护了祖国的
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既成为和平解
放西藏、同西藏谈判的基础条件，又是
我们进藏部队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基
本依据和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后来
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就是
以邓小平和西南局提出的十条为基
础，在这大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西南局的这个十条，后称十大政
策，在藏区广泛、深入地宣传后，受到
了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包
括一些上层人士，都认为十条充分地
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
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
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还觉得
这十条太宽了些。对此，邓小平在1950
年 7月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
问团大会上，专门对西藏以及各少数
民族的政策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
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
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
其力量不可低估”。“我们确定，在少数
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
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
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
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
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改
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
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
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

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
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
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
做得好，就是成绩。他还提出不要把汉
人区域的一套搬到少数民族区域里
去，要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后来
在陈明义汇报修路情况时，他又指出：

“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
族宗教的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
究清楚了才办事，搞不清楚的事暂时
不办，比乱整好。”

根据中央关于物色适当人员赴拉
萨做政治争取工作的指示，西北局先
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一批被西
藏地方当局限令离境，一批遭扣押。西
南局接到中央的电报后，在物色赴藏劝
和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
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
令长征路过藏区时结识的好朋友、甘孜
白利寺活佛格达，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

邓小平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
可嘉，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态度
顽固，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比较复
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
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德总
司令。朱德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
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
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
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
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
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得尊重他的
意愿。邓小平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
送达赖喇嘛，表明党中央、毛泽东对和
平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
策和一片诚意。十分遗憾的是，格达活
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
惨遭暗害。 （未完待续）

今天，当人们走进豫西伏牛山区，
来到名不见经传的河南省方城县独树
镇，要不是七里岗上那把25米高的变
形刺刀——红 25军血战独树镇纪念
碑，许多人或许不会知道，80多年前的
这里，红军与国民党军发生了一场殊
死血战。

1934 年 11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
示，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25
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
长徐海东等人的率领下，他们采用声
东击西的战术，跳出了敌军在桐柏山
区的包围圈，计划越过许（昌）南（阳）
公路，进入伏牛山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国民党第40军军长庞炳勋判断红
军“似有经象河关及叶县方城间独树镇、
保安寨西窜模样，仍为西窜企图”。据此，
他命令其第115旅在红军的必经之地方
城县独树镇七里岗和砚山铺一带截击，同
时令其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堵截，骑兵
第5师等也扑向这里“围剿”。

11月 26日，国民党军第115旅和
骑兵团抢先到达独树镇一带，占领有
利地形构筑工事，准备拦截红军。

初冬时节，恰遇寒流袭来，北风呼
啸，寒风凛冽，风雪交加。红军战士身
着冰冷湿透的单军装，冻得浑身哆嗦。

当日13时，正当先头部队按计划准备
跨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的猛
烈袭击。

敌人预有埋伏，而红军官兵因天气
严寒，手指被冻僵，拉不开枪栓，加之
能见度低、地形开阔、无阵地依托，一
时陷入混乱，被迫后撤。敌人乘势发起
攻击，并实施两翼包围，情况危在旦
夕。

危急时刻，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
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
住敌人，决不能后退！”看到军政委冲
上来了，红军官兵立即卧倒在泥水里
顽强抗击敌人。

吴焕先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
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
亡的时候，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
来！”战士们热血沸腾，上好刺刀、拔出
大刀，爬起身来跟着吴焕先冲上去，与
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激战，红军初步
稳定了战局。

这时，徐海东率后梯队跑步赶到，
投入战斗。官兵们点燃一处小草垛，轮
流烘手烤枪，几十挺机枪、数百支步枪
这才一齐怒吼起来，终于打退了敌人
的猖狂进攻。随后几番激战，红军仍未
能打开突围缺口，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天黑以后，风雪交加，狂风大作，

敌情仍然严重：前、左、右均有围堵敌
人，后有敌骑兵第 5师等部队即将扑
来。我军孤军作战，且又在地形平坦、
人生地疏的地区，稍有不慎就会全军
覆没。

为避免腹背受敌，军领导决定连夜
突围。部队连夜冒雨穿过敌人缝隙，绕
道急行，在当地群众的引领下，从保安
寨沈庄附近越过许南公路，进入伏牛
山区，终于跳出敌人包围圈。

独树镇一战，红25军伤亡十分之
一。这些烈士遗体后来都埋在七里岗
战场西北的一个大坑中。上世纪60年
代，当地修路时，老百姓从这里移出了
满满一大坑烈士遗骨。

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七里岗的
山坡和土地，开辟了一条红25军的“生
死血路”，铸就了红军的不朽威名。
1935年 9月，这支从血战中冲杀出来
的英雄部队先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
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数百名红军烈士长眠在七里
岗，他们用鲜血铸就的那柄变形的刺
刀，永远高高矗立，为后人吟唱出革命
英雄主义的史诗，也在昭示来者永远
不忘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来源：新华社

战国时期，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宰
相，对他言听计从。商鞅制定新法，将
维护贵族特权的旧法废除。这次变
革，在历史上被称为“商鞅变法”。

商鞅主张，不管是什么人，只要
为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就应该对
他进行奖励。他废除贵族世袭制度，
使得朝廷赐爵以军功大小为标准。
他鼓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大搞水
利建设，规定生产多的人可以免除
徭役。

由于商鞅积极推行变法，秦国
的老百姓普遍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军队纪律严明，士兵们都心甘情愿
地为国家出力。老百姓的生活变得
富裕起来，社会秩序安定，民风非常
淳朴，人们晚上睡觉连门窗都不用
关，在路上丢了东西也不用担心被
别人拾走。

从此，秦国越来越强大，别的诸
侯国对它非常畏惧。

◎成语释义
原意是道路上有东西遗落，却

没有人拾起来，占为己有。形容人民
生活富裕，社会风气淳朴。遗：丢失
的东西。

◎故事出处
《战国策·秦策一》：“期年之后，

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
侯畏惧。”

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连载

红25军的“生死血路”：军政委带头冲锋

道不拾遗

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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