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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两当，是因为红色。喜爱两当，是因为绿色。

其实，两当是一个袖珍的县城，藏在陕西、甘肃、四川交

界的秦岭山区，让人流连，也让人欣喜。

说其袖珍，是因为它很小，却非常精致。因为它只

有6镇、6乡、118个行政村，1400多平方公里，5万多

人。一些大一点的乡镇也不过是这样的规模，可它却

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县城，青山合而不围，草木茂而不

媚，绿色满眼，碧水蓝天，空气清新，安逸而充实，平静

而美好。

对于两当，我是陌生的，直到我要走进它时，却不

知为何要叫两当县。查了一下，才得知，因境内有两当

河而得名。进一步深究之，得到这样一段描述：“两当，

曰:‘唯着绛纳两当衫，故得水名’。‘蜀水又东南，两当

水注之，水由陈仓县之大散岭，向西南流人故道川，谓

之故道水。’故，同姑，本作故；道，导也，县南之三道河，

东北对嘉陵江；即《水经注疏》之故道水，像女子仰卧，

据手举首，有所导也，故名故道，以水名县。”

读罢这段话，我试着仰卧，然后举起双手，抬起头，

始知其描绘的状态。再读当地的地形描述：“两当县地

势南北高，中部低，呈马蹄形”，才知古人的描绘很是传

神，也很有想象力！

喜爱两当，也是因为绿水青山。这也是因为它属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性气候，光热丰富，雨量充沛，植物

有着多样性，更是因为它接近四川，特别是它也盛产红

豆杉，而我恰好非常喜欢红豆杉，因为对它的关注就更

多了一些。

那天到达两当县后，举行完相关活动，参观了两当

兵变纪念馆等红色景点之后，余下的时间是自由活动

时间。在我们入住的酒店门口，我第一眼就发现了两

棵红豆杉，这也说明它这里却实产红豆杉。只是这两

棵红豆杉很普通，甚至由于长时间无人修剪和管理，生

长得有点不尽人意。我们办完入住手续，我转到相邻

的另外家酒店，却惊喜地发现，这在家酒店的门前，有

两棵做成盆景的红豆杉，每一棵都有着几十年的时间，

但每一棵都枝叶繁茂，油绿异常。让我左看右看，舍不

得离去。可我也知道这样的红豆杉盆景，我是无论如何

也买不起的，既便是倾其所有买一棵，也是无法带回去

的，更何况别人也不一定会卖给我。正在纠结与无奈

中，同伴们叫我去一个度假村的景点，才不得不离开。

车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流蜿蜒而行，我眼睛盯着

车窗外的绿色植物，多想能看到红豆杉，不知是车速太

快，还是红豆杉并不生长在这一条线路上生长，我没有

看到。却始终发现，那一条河流赶着一河摊的石头一

路前行。清澈的流水，洁白的石头，满满的一河摊，似

乎是一群羊一样，但总有一些贪吃的羊只会在被赶的

过程中故意掉队去贪吃，因而总会有一些被遗留下来，

好在那条河并不在意，总是一波一波地向前赶去。即

使赶不完，总归有后来的河水继续向前赶，就这样相伴

相随，只到我们拐上了山坡，那条河流才离开了我们，

我不知道它会把一河摊的石头赶往何处？

在那个景点，我问当地的一位负责人，哪里有红豆

杉?他说我们所在的这座山上没有，但另外的一个地方

有，然后他特意的强调说，野生的不能采挖，是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我说这我知道，我想知道哪里有卖人工

种植的?他说县城里就有。

由于这个景点距县城很远，路也不好走，当我们磕

磕绊绊地回到县城，吃过晚饭后，已经九点多了，本想

找找卖花卉的市场，看能不能买到红豆杉，可是已经迟

了，花卉市场早就关门了，只好作罢。

第二天早上刚六点我就起来了，洗漱之后就出了

住的宾馆，一路打听花卉市场在哪里？一路找去。也

是由于太早，只找到了一家花卉店，只是他这里没有我

想要的红豆杉，而我们定的七点半吃早餐，八点就得出

发，时间不等人，我更不能影响了大家的行程，只得返

回住处。

尽管，我没有买到想要的红豆杉，但在找寻的过程

中，还是见到了许多别人养的红豆杉。在一户人家二

楼的楼梯口上，摆了两盆红豆杉，尽管并不高大，但也

生机勃勃，让人喜爱。在一家很小旅店的门厅里，摆了

大大小小的四五棵红豆杉，形态各异，让人眼馋。让我

意想不到的是，在生态环境局的大门两侧，各摆了一

盆，长得高大气派，所用盆子也大，只是长时间无人给

浇水、施肥，长得上一幅半死不活的样子，看了实在让

人心痛。这也许正是应了那句话，自己已经拥有的，却

不知道好好珍惜吧！

我是要离开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偶然闯入的过客，

对两当来说并不重要。可对我来说，两当不尽是袖珍

的，也是一个“中国深呼吸小城”、有着许多绿植和红豆

杉的县城，更是有着许多全国称谓的县城，比如：“全国

文明县城”“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生态园林县城”“中

国绿色名县”的县城。

田治江田治江

关于行与知，有两种说法，一种

是“不行而知”，一种是“行而知天

下”。

“不行而知”是老子的观点。他

在《道德经》中说：“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

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不为而成。”意思就是说，对事物的

认识不应到客观世界中去寻求，认

识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你越是深

入到客观实际中去，你得到的认识

就越少。相反，足不出户，眼不看窗

外，天下万事万物和其总的规律就能

在脑海中呈现，被认识得请清楚楚。

在老子看来，圣人不用实践就

有知识，不用观察就可作出判断，不

用实地作为就可取得成果。他的这种认识论，是道家

学说，即在宏观上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所谓悟“道”。

知“道”者，先知先觉，自然不必行而后知。应该说，这

种极为高妙深奥的认识论，是只有圣人才可以独有的，

与凡夫俗子的看法自然是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孔子则认为：一个人若不将所学的知识和理论付

诸行动，与愚昧无知的人没有两样。这就是后一种说

法“行而知天下”，这种说法更接地气，大多数人都能接

受。现实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拥有知识就当与实践相

结合，知识只有应用于实践，才能发挥永无穷尽的力

量。对于这一说法，我更认同，恐怕绝大多数人也不会

否认。

行，不是狭义的旅行或远足。行的蕴含是丰富的，

是学习，是思考，是付诸实践，当然也包括远行在内。

狭义的“行”，打着旅行的旗帜，游玩是它的本义，看的

是外在的风景，知的是表象，而绝难认知一个地方一件

事物深藏的底蕴。

学习是行。当我们捧一本图书在手细读，或者握

着鼠标通过因特网静静浏览网页的时候，我们感受着

外面的世界，读着尘世百态、社会万象、苦辣酸甜，也读

出了字里行间蕴涵的思想、理念、情感、情趣。

思考是行。只学习不思考是不行的，那样只会照

本宣科，亦步亦趋，步前人后尘。学而后能思，是最好

的行，是最佳的认知方式，经过思考的知识，才能真正

被牢牢掌握，融入自己的血脉之中。

实践是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身体力行。一

个人，学而不践，思而不行，生命就没有着力点。这样

的人生，除了一场空，一枕梦，是不可能出现什么让人

惊喜的意外的。只有将所学所思与生活实际结合起

来，才能经世致用，才能造福众生。

远足是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就是知与

行，两者不可或缺。我们只有走出去，脚踏实地地了解

外面的世界，听过，看过，感受过，才会真正拥有一个丰

富的心灵世界。

行，而能知天下；知，才能更好地行天下。行与知

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客观上没有鲜明的先后、主

次。知行合一，相辅相成，才是真谛。偏废的人，不管

是行，还是知，注定难有什么值得肯定的成就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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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赓续”一词频频见诸媒体，

这主要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

话，他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

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学习讨论中，有的同志对“赓

续”一词感到陌生，不禁发出如

下疑问:“赓续”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先说“发扬”“传承”，再

说“赓续”？“赓续”一定要与“精

神血脉”相搭配吗？窃以为，要

想弄清“赓续”一词所承载的文

化意蕴，先要溯源“赓续”的造

字理据。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

中，“赓”和“续”是一个字。“续”

繁体作“續”。赓，古文續。“赓”

是会意字，由庚、贝会意，表示

把贝壳或贝壳币连贯起来。

“赓”是“续”的古文写法，本义

是连续、继续。清代段玉裁在

《说文解字注》中说:“庚有续义，

故古文‘续’字取以会意也。”

要加深对“庚”和“赓”中

“续义”的理解，还要进一步参

看《说文解字》对“庚”字的解

说:“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

庚有实也。”古代，天干与方位、

季节有对应关系。庚，是十天干的第七位，定位在

西方，对应秋天，故《说文解字》说，庚像秋天万物果

实成熟的样子。《说文解字注》引《月令注》:“庚之言

更也。万物皆肃然更改，秀实新成。”意思是说，万

物到了秋天而变更，阳气收敛、植物枯萎，成熟的果

实将作为新生命延续的种子。在农耕社会，种子是

经济生活的命脉也是人们来年的希望。所以，“庚”

和“赓”的“续义”不是一般的连续，而是一种内在基

因的延续、一种新生和希冀。《尔雅·释诂》中说:

“赓、扬，续也。”“赓”是连续、继续，“扬”是发扬、继

承，《尔雅》把“赓”与“扬”作为一个词条合在一起解

释，亦说明古人对“赓”的认识不止于延续，还含有

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期望。

“赓续”属于同义复合词，较早见于宋代王安石

《周礼义序》：“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

后世，无以复加。”大意是说，人们学习、崇拜《周

礼》，始终如一，后世达到了极点。可见，古人所言

“赓续”强调自始至终地接续。这与“赓续”所蕴含

的文化基因是一以贯之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赓”和“续”都

表示继续的意思，但细分是有较大区别的。“赓”是

指事物一脉相承、自始至终、代代传承，“续”多指在

事物后面或上面的再加。“赓续”比“继续”内涵深

刻、外延丰富。

明白了“赓续”的造字理据和文化内涵，就会理

解“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这句话，即不忘初心使

命，传承共产党人不变的红色基因；要发扬革命者

大无畏精神，光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激

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谱写

百年大党的新篇章，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

前进。这是“赓续”一词的深意所在，更是中华文字

所承载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的时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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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法拉第是十九世纪英国物理学家、化

学家，也是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1831年，

法拉第首次发现电磁感应现象，并进而得到产生

交流电的方法。同年，法拉第发明了圆盘发电机，

是人类创造出的第一个发电机。由于他在电磁学

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电学之父”和“交流

电之父”。

当时的英国首相格莱思顿对法拉第的这个发

明非常感兴趣。有一次，格莱思顿专门去听了法

拉第关于“电”的学术演讲，可是演讲结束也没明

白“电”这种东西究竟为何物。于是，他满腹狐疑

地问法拉第：“您发明的‘电’这种东西究竟有什么

用处？”

法拉第听了首相的话，微笑着非常幽默地回

答说：“首相大人，关于您提出的我发明的‘电’究

竟有什么用处的问题，我现在一句话也很难说清

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您把我的

这个发明进行广泛的应用和推广，那么，您管理下

的国库将会得到巨额的税收。”

格莱思顿一向了解法拉第在科学研究上的态

度极其严肃，从来不故弄玄虚和哗众取宠，所以，

他知道法拉第的这番话决不是戏言。

于是，格莱思顿就按照法拉第说的那样，很快

就积极地把“电”广泛推广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生产中。

从此，“电”这种东西开始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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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珍两当

赵敏恒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记者，他报道的许多事件在当时

都成为重大新闻，深得各方面的赏识。学者吴中杰先生回忆了赵敏恒的三

件事，让我们充分了解他的个性。

张道藩是蒋介石手下负责文化工作的高官，他有留法经历，以文化行家

自居，平时非常骄傲霸道。在一次金陵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张道藩旁若无

人地用法语与法新社首席记者及其漂亮的女秘书高声交谈，影响了会场秩

序。在场的人都很反感，主持人便向张道藩示意，但张道藩却依然我行我

素。赵敏恒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用英语斥责张道藩，结果张道藩恼羞成怒，

对赵敏恒进行恫吓。为了照顾现场秩序，赵敏恒暂时没有理张道藩。散会

之后，他却等在停车场，等张道藩出来的时候，就迎了上去直呼其名，说：“我

倒要领教你如何报复我！”张道藩显得非常狼狈，现场十分尴尬，多亏其他官

员出来打圆场，事情才算了结。

赵敏恒在上海工作时，有一回到外滩一家高级俱乐部参加聚会，这家俱

乐部是不接待中国人的，所以要求中国人进去时，也要签上外文的名字。但

赵敏恒却偏偏不买这个账，故意用中文签上了“赵敏恒”三个大字，以示抗

议，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

1944年，英国政府组织一批记者到非洲去报导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的胜

利，但赵敏恒却看到了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他非常气愤，就写了一些揭

露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通讯，这些通讯后来在重庆的《新民报》上发表，总

题为《伦敦去来》。这些通讯触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要路透社开除赵敏恒，并

且不准将这些报道汇编成书出版。路透社社长顶着不办。赵敏恒则表示：

“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但如果我写的是事实，

则属于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干涉。”后来官方对路透社施压，要求赵敏恒写一

份检讨，但他坚决不写，因为他要维持新闻自由和记者的尊严。最终，他选

择了从路透社辞职，并拒领退职金，而且授权《新民报》出版了《伦敦去来》的

单行本。

行
与
知

赵敏恒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