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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队员

打破了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两次

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今年 5 月

份，我国测绘工作者再次攀登珠峰，用更

为先进的测量技术，重新测量珠峰的高

度。而在邮政部门发行的邮票中，也有中

国登山队员攀登珠峰的情景。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位于中国

西藏和尼泊尔的交界处。1960 年 5 月 25

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和贡

布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峰顶。这是中国人

第一次登顶珠峰，也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

坡登顶珠峰的纪录。为了庆祝我国登山

运动的巨大成就，1965 年 5 月 25 日，邮电

部发行了《中国登山运动》特种邮票，全套

5 枚。此套邮票的主色调都是白色，每枚

邮票上的山各不相同，其中的第三枚“中

国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见图），画面

中，巍峨的雪山占据了邮票的主要部分，

雪山之上露出一角湛蓝的天空，10名登山

队员排成纵队，背着行李，迈着坚定的步

伐行进在珠峰的崎岖山路上。在这张邮

票中，珠峰隐藏了它的恶劣气候与锋芒，

显露出一派柔和安宁的壮丽景象。

1975 年 5 月 27 日，9 名中国登山队队

员第二次从北坡成功登上珠峰。其中，藏

族的潘多成为首位登顶珠峰的中国女

性。队员们在珠峰峰顶展开了鲜艳的五

星红旗，竖立了测量觇标，测定珠峰海拔

高度为8848.13米。同年9月26日，为了祝

贺和宣传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

峰的胜利，邮电部发行了《中国登山队再

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特种邮票，全套3枚。

第一枚“美丽的珠穆朗玛峰”，画面展

现了珠峰巨型金字塔状的山形，连绵起

伏，白雪皑皑，珠峰恰如一颗巨大的蓝宝

石，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第二枚“胸怀革

命壮志，勇攀世界高峰”，画面以珠峰为背

景，描绘了9名中国登山队队员历尽艰辛、

风尘仆仆、欣喜万分地站在珠峰顶上的情

形。站在最前面的就是女运动员潘多，画

面突出了潘多的形象，并塑造了登顶勇士

热爱祖国、坚毅不拔的集体群像；第三枚

“五星红旗再次飘扬在地球之巅”，中国9

名登山运动员登上珠峰之后，在峰顶竖立

了一个3米高的铸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登

山队”字样的金属测量觇标。他们高举五

星红旗，俯瞰地球的形象，在湛蓝天空的

映衬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

“我们自己的山，自己要登上去！”电影

《攀登者》里，铿锵的话语让人热血沸腾。而

观赏中国登山队员攀登珠峰的邮票，能感受

到攀登者艰苦卓绝、高山仰止的攀登精神，

这种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不畏艰难、一路向

前、努力拼搏、勇攀人生的最高峰。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故事，傍晚放学的钟声

一响，把书本往包里胡乱一塞，便跑进落日的余

晖。待太阳停靠在山垭时，收音机里正好传来皮

皮鲁的欢笑声。

多年以后，我依然对郑渊洁崇拜得五体投

地，一个人，撑起一本杂志，一个字一元钱，还

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实在让普通写作

者仰慕和嫉妒。他创作的皮皮鲁和鲁西西，

成了一个鲜明的文化产业品牌，影响了一代

人和一座城。

小时候听的童话，现在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了。不过我能深刻地感受到，童话在我文化生

活极度匮乏的童年，帮我插上想象的翅膀，即

使我穿着补丁，也依然可以在五彩斑斓的梦中

肆意飞翔。

后来陆续读了一些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竟

然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国外童话版本居然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比如《小红帽》。这个故

事，一般书上是这样描述的，说小红帽给住在森

林的外婆送食物，途中遇见了狼，狼用计拖住小

红帽，自己先到林中小屋把外婆吃了，然后伪装

成外婆，把小红帽也一起吃了。后来有猎人路

过，把小红帽和外婆从狼肚里救了出来，结局皆

大欢喜。

而在法国的民间传说里，没有小红帽“贪玩

耽误行程”这个情节。小红帽一直听从母亲的嘱

托，按原计划行事，没有中途跑到森林摘花，只是

最后在家里遇到了狼，没能认清它的真面目而不

幸丧命。也就是说，小红帽并没有做错什么而遭

遇了厄运。

上网搜索，才发现很多童话有多个版本，一

些版本颠覆了我已有的认知。我们原来以为，凡

是童话故事都是天真无邪的，都是如诗如画的，

都是美好和善良的化身。但日本出版的《令人战

栗的格林童话》不一样，其中有一个《汉索与葛丽

泰》童话，变成了日本版的《农夫与蛇》：汉索与葛

丽泰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里，父母实在无法

养育他们，决定把他们扔到森林深处。这对兄妹

被一个心地善良而且富有的老太太收留，但他们

不懂感恩，反而抢走了老太太的珠宝，并且毒死

了老太太。

原作品本身就是这样还是日本编导别具一

格的创新？这个问题似乎重要，但也不那么重

要——我们不需要从道德的视觉，或者站在自己

固有的立场去审视和检阅每一部文学作品。我

们需要把握的是，现实是否真有这样的事发生，

或者说，作品想表达的主题和背景，是否艺术地

揭示了彼时彼地人民的生存状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好的

作品，一定烙上时代的特征。

按这个思路，便很好理解童话中那些“改编

的残忍”。比如来自欧洲的童话故事里，主人公

常常是幼子、弃儿等弱势群体，灰姑娘特别不受

后母和姐姐们待见，原因是什么？这与18世纪

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活

就是一场生存竞争。人们没日没夜地劳作，也只

够维持基本生存。多一个人，多一张嘴，生存的

压力会陡然上升。现实的人们，不得不学会“狡

猾和欺骗”，因为傻白甜肯定会被生活淘汰。流

传的文学，自然会凸显灾难的不可预测和现实的

冷酷无情。

真实让人心痛，但虚假一定是罪恶！

但为什么后来童话变得温馨美好？资深媒

体人罗振宇有一个解释，他说，传诵恐怖的童话

故事，能够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既能教育小孩，

又能娱乐大人。但社会治安变好以后，不需要吓

唬小孩。反过来，让小孩感受更多的美、更多的

善，显得更有价值。而大人可选择的娱乐方式已

经太多，时间都不够用了。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发

展改变了治安情况，改变了娱乐方式，使得人的

心灵能够保持着柔弱和纯真。

这个解释别开生面。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非

常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再次证明，看待问题一定

要辩证地去看，发展地去看，联系地去看——典

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我们要做的，是看清

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满怀热爱，就如我们知道

圣诞老人不会从烟囱里爬进来后，依然会感恩礼

物的出现。

需不需要告诉孩子有没有“圣诞老人”的真

相？我们曾一度众说纷纭。这个问题，本身就值

得讨论，什么是真相？有没有真相？以尼采为首

的思想家早就进行过充分论证。但生活里充满

艰难和不易，这肯定不容置疑。让孩子们从小懂

得一些艰难，分辨一些美丑，体验一些冷暖，未必

不是一件好事，这不用举例论证。

最怕的是一些人故意美化，编造出虚假美

好，让孩子觉得这个世界始终是一片宁静祥和，

温暖如春，甚至故意虚构真善美，隐去假恶丑，这

实在就有“误人子弟”的嫌疑了。

仲春时节，我约了小妹阿春去桃花村看桃花。

往日，我每次来到赤木氹的山崖边，总要深

情地望着夫夷江对面的一个圆圆的小山包。它

三面环水，后枕大山，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相传，夫夷侯国都城就建在夫夷江边的梅州，我

早已把它当成了我心中的梅州。

谈笑间，我们的小车已到达了夷江南岸的河

边上，江那边就是我们要去的桃花村。站在码头

上，环视四周，这里空旷旷的，显得那么沉寂，只

有脚下的小草探出碧嫩的头儿，才知道这里有生

命存在。还有那一段残垣断墙，裸露出古老的灰

浆石头，支撑那摇摇欲倒的老式朝门。夫夷江下

边不远处，就是我曾多次驻足的赤木山崖。

河对面的机帆船来了，我们上了船，同船的

有几个黝黑的中年男人。

“你们到哪家去？”其中有人问我们。

“去桃花村看桃花。”我微笑着答道。

“桃花好美哟。只是你们来晚了，快没了。”

“真的有桃花？”小妹惊讶地叫起来：“我打小

在这儿长大，从没见有桃花。”

“哎呀，你是嫁出去的闺女。村里这几年变化

可大了。何老师家门口上百亩地都栽上了碧桃，

马越岭山坡上全是桃花。”同船的人笑着说道。

下了船，立在我们眼前的是两块木牌子，一

块是桃花村立体规划图，另一块是桃花村景点设

置图。

沿途水泥路旁栽种着各种奇花异草，红梽木，

山杜鹃等，最好看的是那棵造型奇特的红梽木和

罗汉松，它们兀立在花丛中，舒展着秀臂，像亭亭

玉立的姑娘，伸出热情的双臂，欢迎远方来的游

客。一路走去，两旁都是绿化带。绿化带边，有用

红砖砌的，也有用竹片扎制的造型奇秀的围栏，古

朴而端雅，透出几分乡野气息，用栽下的冬青树做

成篱笆，简朴而自然，充满生机。

翻过山坳，穿过村民房舍，便来到了桃花

林。这里有百来亩的桃树林。桃树上零星地坠

着些桃花，凄凄然，有些伤感。

我们踏上归途沿路赏景，在一户农家面前停

了下来。这是一户极普通的农家，三层水泥砖混

结构的民房，红色的坡屋顶，橙黄色的墙面。房

前有两棵桂花树，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房前有宽敞的禾场，乡民正在禾场边砌花

坛。这花坛也很奇特，主坛是长腰带形，依地势

带点弧形，旁边是两个小圆花坛。主花坛里栽有

红叶石楠，圆花坛里有两棵正开花的桃树。最吸

引我眼球的是那花坛的做法，整个花坛的墙体都

是用鹅卵石嵌砌而成。那鹅卵石颜色各异，形状

不同，大小不一，构成了一幅奇丽的画卷。

“不就是一个禾场吗？值得花这般功夫？”小

妹调侃着跟他说。

“值得！把每个旮旯美化好，我自己看了舒

心。何况政府还有奖励呢！”乡民停下手中的活，

站起来笑呵呵地看着我们。

小妹自觉惭愧，讪讪地自嘲着。多么纯朴的

乡民，他没有豪言壮语，却有一颗质朴的心，都能

这么做，这么想，我们的家园能不美吗？

我赶忙用手机，把乡民笑得灿烂的

脸和开得烂漫的桃花拍了下来，连同那

边看风景的小妹也摄入了镜头。

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

依旧笑春风”。

在回家的路上，尽管没有

看到桃花盛开的胜景，但想

起乡民那灿烂的笑脸，

想起村里那些鳞次栉比

的新楼房和新农村建设

硕果颇丰的万千景象，心里也

一阵阵地春意盎然……

动物们和植物们抱起团来

共建了一个怀化野生动植物园

起了个“玺乐汇”的喜庆名字

明摆着的，你赶过来欢乐聚会

身上是不是还该带点金玉宝贝

至少，也该准备点打赏的小费

斑马、骆驼和亚洲象

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的贵族生活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享受让它们

暂时忘记了大漠孤烟、热带丛林

凶猛的虎狮及笨笨熊

没有了上顿不接下顿的生存压力

早已放下屠刀

只在绿茵茵如高尔夫球场的园子里健身

甚至走进玻璃屋里大秀肌肉

于是乎梅花鹿与鸵鸟

一起放弃了鸵鸟政策

在阳光下如总统度假似地悠闲散步

野马野驴与鸸鹋的故乡已然丢失于远方

袋鼠永远在快乐地蹦跳

四不像是天生的阿尔茨海默病

总是回忆不起父亲母亲的模样

只可怜了那群天鹅

时不时地瞟了瞟高屋建瓴的天鹅餐厅

多少还有点心有余悸

最喜形于色的当然少不了那一拨泼猴

吵吵闹闹盖过叽叽喳喳的麻雀

一会儿表演相声，一会儿表演杂技

装着一副可怜相祈求喂食

冷不防从高空飞身而来

抓你一个大猴脸

你还不好意思喊疼

自视为明星演员的海豹

怕被猴子抢了饭碗

一时急得跳水

一些普通的绿色植物

走在绿色食物的路上

有限地参与了园区食物链的行列

并轻声低吟着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

而一些强大的花卉树木

如珙桐、红豆杉和中华水韭

被有效警戒甚至一级保护起来

它们很有素质地缄口不语

默默地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像是高级观察员

■胡 萍

野生动植物园
■三都河

桃花村里桃花村里
寻寻桃花桃花

■陈贻涛

“诱儿”童话
■廖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