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2019年9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吴笑文 组版方 芳 校对陈文彪 副刊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 1998 年 5 月。那

年那月的 29 日，我当兵 19 年来第一次休假去

了云南。那天，我在西双版纳的一位战友陪同

下，驱车前往勐海县打洛镇。计划经过此镇，进

入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首府勐拉，进行短暂

一天的跨境观光。

打洛镇，位于我国西南端，属西双版纳勐海

县管辖。这儿，国境线长36.5公里，仅与缅甸一

步之遥，并与泰国接壤。1991年8月，经云南省

政府批准为二类口岸；1997年3月，中国打洛-

缅甸勐拉口岸被列为中国与缅甸双方共同开放

的口岸之一。在这片神奇的国土上，傣族世代

生存，并安居乐业。沿街有不少错落有致的高

脚竹楼和充满东南亚风情的佛寺、佛塔，真可谓

是一派绚丽的异族风情画卷。

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总面积4952平方

公里，辖勐拉、南邦、色勒三个地区。首府为勐拉

（Mong La or Mongla），因我国云南西双版纳有

个勐腊县，两个地名读音相同，故而中缅两地百

姓都习惯把勐拉称作为“小勐拉”，加以区分。

勐拉“深藏”于缅甸掸邦东部的一片茂密丛

林中，距景栋 88 公里，与闻名于世的“金三角”

紧邻；与泰国接壤；与老挝相邻；与我国山水相

连，并有通往我国思茅市和湄公河港口索累的

等级公路，是我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一个重要

门户和最近最便利的口岸。

这儿，不仅有其独特区位优势，而且风景秀

丽，风情浓郁。漫山遍野的原始热带雨林连绵

不绝，宛如一个五彩缤纷的神话“王国”。缅甸

爱尼族、掸族、布朗族、佤族、果敢族、缅族等13

个民族，约 8.5 万人，世代居住在这犹如陶渊明

笔下的“世外桃源”里。

自从中缅两国打开国门，开通了边界游，内

地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慕名前来旅游观光。其

中，中缅友谊大金塔，就是中缅边境第一宝塔，

也是象征着中缅两国世代友好相传的见证。勐

拉各景点艺术殿堂、大金塔、卧佛景区、和平塔、

金四角民族乐园、禁毒展览馆、珠宝玉石展览馆

……宛如一串璀璨的明珠。其中，被联合国国

际组织誉为“勐拉禁毒模式”的禁毒成果展览馆

格外引人注目。此外，位于勐拉山顶上的一座

佛教寺庙，还有那座风景秀丽的英国殖民时期

留下的教堂，更是引人入胜，天天的客流量是络

绎不绝、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游客满堂。

漫步在缅甸勐拉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

寺堂庙宇、商家店铺……很难找到那种走出国

门的感觉。这是因为：簇拥在一起的人，是同一

种肤色，讲着同一种语言；抬头看到的牌匾，清

一色的中、缅文对照；就连逛商场、进景区，全都

用的是人民币；边界两边的边民，住的房屋基本

上也都是一样的高脚楼，包括一些风俗习惯也

大致相同。

唯有与我国内地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两国

寺庙建筑风格有所不同。我国内地寺庙讲究

“天人合一、浑然一体”，大多建造在大山深处，

其建筑风格多为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

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

楼这条南北纵深轴线组成；建筑大多是高高红

墙、飞檐走甓、屋顶黛瓦，对称稳重，和谐宁静，

气势雄伟。而素有“佛塔之国”之称的缅甸，佛

寺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缅甸佛寺建得是千

姿百态、星罗棋布，有的建在城区中心，有的镶

嵌在乡间旷野，有的耸立在山岭之上，还有的造

在江河沿岸；其外观颜色多为金色，也有白色和

砖石自然色；其形状多为锥体形、悬钟形、复钵

形，还有综合形、拱形、方形、石窟形，让人目不

暇接。

因为缅甸勐拉原本就与我国有着难以割舍

的历史渊源。据陪同的战友介绍，有文献记载，

这儿曾在唐朝时，属于南诏国；到了宋代，为大

理国。清初时，追随明代永历帝朱由榔残部的

一批官兵和受到清政府迫害的一批平民又纷纷

举家，南迁至此。因而这一地域的少数民族中，

绝大多数人的始祖来自中国，具有华人血统。

如“果敢族”，在 18 世纪，这支中国移民后裔就

成了科干山一股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后受封为

世袭果敢土司县。1897 年 2 月 4 日签订的《中

英续议缅甸条约》，清政府把果敢割让给英属缅

甸，果敢中的汉族人，从此就变成了缅甸一个少

数民族“果敢族”。在“果敢族”中，有 95%以上

人的血统是汉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远

征军也曾在此战斗过，至今还留存着远征军当

年的一些营房、阵地等遗迹。

战友还告诉我，还有资料显示，这里还有一

些内地居民遇上灾荒而陆续南迁，再加上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也有一些“知青”越境进入这片

神奇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因而这儿的人虽身

居异国他乡，但从未忘记始祖，一直保持着始祖

的文化和习俗。所以不少人从内地来此旅游，

都有和你一样的感觉，这一点点不足为奇！

夏日已过去很久，如今已是深秋时节。

树林里最后一只蝉终于力竭而死，从依附的

树干上掉下来，残躯自然是成了孩童的玩物了。

我向来是厌听蝉声的，平日深觉这聒聒的

噪音正是逼人暑气的一大助力，看到这一幕，心

里却生出几分郁郁之意。

仔细一想，不得不说，蝉实在是一种苦命的

生物，其寿命在昆虫中已不算短，然而大半生浑

浑噩噩，深埋地底，在隐忍的等待中积蓄生命的

力量，这个难熬的过程少则一两年，多则十几

年，等到大功告成时，一朝出世，几个月便挥霍

完了之前所有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所集聚的力

量，即使有所不甘，也不得不面对死亡了。

这样想着，又在心里暗自庆幸，人的一生比

之蝉，且不论过程是否尽如人意，但看长度就数

倍于蝉，生而为人，似乎是要比蝉幸运得多了。

然而，再往下深想，对于我刚刚的结论却不

由得有些怀疑了。人的生命即使长于蝉，却并

未因此显得更高贵。许多人并不热爱生命，轻

易轻生，更多人浪费生命，虚度光阴，最多的情

况是找不到可投入一生的事业，在徘徊犹豫中

耗尽一生。

蝉的一生也有可羡、可敬的一面。它们满怀

着对生命深刻的爱与恨，没有因为天道的不公而

自怨自艾，也没有因为死亡的临近而恐惧，更是

从未在自怜上消耗时间，只不过将可自由支配的

一点可怜的时间全部用来歌唱，这最后的一支歌

也就格外惊心动魄、撕心裂肺了。

在夏日鸣虫长长的队伍中，蝉一定是最为

坚韧的一个族群。自从人类开始用钢筋混凝土

改造自然，蝈蝈、蛐蛐之流便在城市中销声匿迹

了，只有蝉依然用声音昭显它的存在，只要还有

一棵树，哪怕是一棵整日蒙尘的行道树，蝉声便

会响彻大地。

蝉声啊，不正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么！

从千万年之前流淌至今，用一次又一次有益的

启示冲刷着人们的心灵。下一个夏天还远着

呢，我已经盼起蝉声来了。

走出国门
□ 合肥 日月

一
人类生来不太平，

你争我夺为生存；

部落相残争领地，

种间仇杀不共容；

平民革命均贫富，

帝国战争再瓜分；

强凌弱来众暴寡，

优胜劣败定乾坤。

二
世界弊政应革新，

勤劳为民得人心；

专家众议提方案，

仁者上台来施行；

团结睦邻要友好，

和平处事讲文明；

学习先进赶超越，

相互融合共存荣。

三
资源乏绝怎生存？

全赖人工化合成；

人寿年丰方盛世，

河清海晏始太平；

和谐四海皆兄弟，

友善天涯若比邻；

天下联邦成一统，

人人共建地球村。

四
地球国家统万方，

天下大事共磋商；

仁者共推执政事，

全民约法立朝纲；

大国发挥综合力，

小邦参与尽所长；

戮力同心求发展，

和谐世界永辉煌。

五
冰川融化地球沉，

一片汪洋成水星；

国界争端生衅隙，

资源掠夺起纷争；

海市蜃楼多恶浪，

龙宫仙境不通风；

世界秩序遭破坏，

天灾人祸不安宁。

六
海洋泛滥人遭殃，

消患未然应早防；

沿海筑堤止水漫，

沿堤筑坝保家乡；

工程巨大难筹策，

人类生存当思量；

各国带头建伟业，

千秋万代美名扬。

七
万代人口堆成山，

移民太空势必然；

宇宙茫茫何处住？

类地星星把家安；

何来光速飞行器？

设计引力太空船；

文明撒向诸星系，

天宫岁月有人间。

八
宇宙宝藏塞满天，

不存掠夺争资源；

家裕户足如梦想，

国泰民安似桃源；

人间友好爱心重，

星际和谐礼义先；

极乐天堂人类梦，

子孙繁衍亿万年。

九
宇宙爆炸有定规，

两千亿年一轮回；

该时再作移民计，

天塌之前走边缘；

七十亿年新宇宙，

万千生命又起源；

人类生存无极限，

与天同寿赛神仙。

十（小结）
人类生存要永久，

必须奋斗过四关：

碳水化合变五谷，

成立联邦保平安；

围海造堤防水患，

移民宇宙建人间；

化险为夷逃劫难，

科技发展着先鞭。

人类未来生存
战略构想十咏

□ 董书城

自《韬略通鉴》四卷写成后，尚思前著《人类未

来生存战略》一书。现先将人类未来生存战略构

想，以诗志之。此为《韬略史诗》（已由现代教育出

版社出版）之续作。乃终结篇耳。

蝉声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
□ 合肥 陈牧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