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52年 3月8日，照片上的女飞行员，名叫

武秀梅。显然，这张照片跟三八国际妇女节有着必然联系。据公开资料显示，

当时的新闻播报是这样的：

“1952 年，三八国际妇

女节，在这个兴奋的日子里，

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女航空

人员在祖国的首都隆重地举

行了起飞典礼，这是新中国

妇女在共产党领导下新的光

辉胜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创举。”

出生于河南的武秀梅，

由于在多次飞行训练中表现

突出，她和其他几名战友被

安排在1952 年 3月8日妇女

节这一天，代表新中国首批

女飞行员驾机飞越天安门，

接受首长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这一天，武秀梅永远不会忘

记，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跟姑娘们说：一定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而不要

当表演员。

武秀梅很清楚，此时的国家还很困难，培养一个飞行员特别不容易。因此，

主席这一句话，几乎成了武秀梅一生的信念。此后的武秀梅奉命加入空军航空

兵部队，活跃在空军一线长达数十年。她的航迹遍布祖国各地，她的勇敢、智

慧以及突出表现更在圈内圈外赢得十分良好的口碑。

有一年，寒潮入侵内蒙古，锡林浩特盟下了数天大雪，牧民无法放牧，

牲畜开始死亡，情况危急。武秀梅受命空投粮食和饲料，在无导航台和明

显地标的情况下，她和机组人员一起，凭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术，把粮

食和饲料顺利送到了牧民手中。

1961 年，山西大同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中毒群众急需药品。但离煤

矿最近的小机场跑道很短，超过运输飞机起降极限，如果勉强起降，会

有机毁人亡的危险。虽然如此，但武秀梅根据多年的飞行经验，认为自

己可以胜任此工作，于是她勇敢地站出来，向组织保证，只要操控得当，

飞机有机会降落。

为了数十名人民群众的生命，她将生死置之度外，沉着冷静，排除数次险

情后，终于使飞机安全着陆，中毒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年纪稍长一点的国人一定记得1976 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据官方记

载，此次地震共造成24万人死亡。地震发生后，中央决定，立即派飞机运送

抗震救灾指挥人员深入震区，指挥救灾。武秀梅机组临危受命。而此时的唐山，

水电、通信线路全部中断，唐山机场损毁严重，没有任何信号，更谈不上导航。

确认震中后，唐山南苑机场成为对外的唯一通道，也成为了抗震救灾指挥中心。

几千架次飞机起降，全国各地矿山救护队、抢险队、医疗队、救灾物资全部从

机场出入。

让人感动的是，武秀梅大胆利用后方的通信导航台进行背航，检查航机。

大多数时候，武秀梅只能根据经验判断自己飞机的位置。飞抵唐山上空的时候，

地面余震不断，同时又忽降暴雨，能见度降到了最低，飞机第一次降落宣告

失败！

武秀梅只好驾着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转了一圈之后，她沉住气，再次驾

驶飞机降落，可是因为不熟悉地形，降落再一次失败，而且还险些撞到了塔台。

这时有机组人员建议放弃降落，一次一次复飞危险自不必说，燃料消耗也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武秀梅经过仔细思考，坚持要求飞机降落，她认为夏

天的暴雨来去匆匆，绝不至于导致飞机燃料耗尽，而唐山人民急需帮助，多争

取一分钟，就是多争取一份生命的希望。紧要关头，任何冒险都是值得的。

果然，暴雨很快过去了。下午2点左右，武秀梅凭高超的飞行技术和坚强

的军人意志，第三次降落终于成功，保证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7月28日傍

晚及时成立，为震后救灾和重建赢得了宝贵时间。

……

在武秀梅33年近4000小时的蓝天飞行历程中，值得人们反复传颂的故事

有很多。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在文革那段非常时期，其他女飞行员因各种原因

被停飞，而她一直兢兢业业坚持到1989年才离开她钟爱的飞行事业，成为新

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里最后一个离开这个行业的“老大姐”。

今年，武秀梅已经88岁高龄，眼下我们又将迎来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

在新中国华诞70周年之际，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一架架飞机在城市的上空

翱翔，不要忘记那些曾经用青春和热血献身航空事业的女飞行员们。在共和国

的天空里，永远有她们梦想的翅膀飞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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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椟还珠”的故事并不是人人都熟悉。说的是，

一个楚国人为了给自己所拥有的珍珠卖个好价钱，便

找来名贵的木材，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做了一个包

装盒（即椟）。盒子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

的金属花边，并用桂椒香料熏得香气扑鼻，俨然就是

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装进

盒里，便拿到市场去卖。在交易场很多人被楚人的盒

子所吸引，其中一个郑国人爱不释手，出高价将盒子

买了下来。可是没走几步郑人又回到楚人的跟前，将

盒子里的珍珠取出来说：“先生，您将珍珠忘放在盒子

里了，我特意回来将其归还。”郑人退掉了珍珠才拿着

木盒高兴地离去。楚人很尴尬，本以为别人会欣赏他

的珍珠，没想到精美的外包装却超过了珍珠的价值，

以致于被“喧宾夺主”，让他哭笑不得。后来，“买椟

还珠”便成了固定成语，用来比喻缺乏眼力，舍本逐末、

本末倒置或取舍不当。但我却从郑人只买其想买、拿其

应拿的潇洒举动想到了人生的“纳”与“拿”。

从字面上看，“纳”与“拿”都是多意字，但“纳”

的基本含义是接受、放进、吸收，将外来的据为己有或

是融为一体；“拿”的基本意思则是取外来的东西拽在

手上，为享用和吸纳作出选择和准备。从其联系看，它

们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从人的成长规律来考察，“纳”

与“拿”都是人的必须，并且“拿”是“纳”的前提和

过程，“纳”是“拿”的消化和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

每个人身心和事业发展都是通过“纳”与“拿”的循环

往复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人是应该有所“拿”的，但是要“拿”得合符伦理

规范。要“拿”辛勤付出的取得，“拿”等价交换的买

来，“拿”亲朋好友心甘情愿的馈赠，“拿”法律法规或

规章制度的许可。在此前提之下，还要“拿”中有所选

择，“拿”心中的喜好，“拿”身心和事业的必须，“拿”

与自己身份的相符。通过有讲究的“拿”，为吸纳、消化

做好铺垫，打好基础。所谓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拿捏有度,才是真正的智者”，应该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那些行稳致远的人，实际上都是能“拿”和会“拿”的

高手。但也总有一些人不明白这些道理，只知道一味的

乱“拿”却不想能不能“拿”，更不想“拿”了之后会不

会烫手，把不该要的要了、不该占的占了、不该拿的拿了、

不该得的得了。最后，不仅把自己弄得个“食而不化”和“疾

病缠身”，而且毁了前程，坏了名声，失了自由，丧了尊严，

甚至误去卿卿性命。

人也必须有所“纳”。首先，人的生命要得以维持

和延续，就要有空气、水分、阳光和食品等基本营养物

质的吸纳。其次，人要成为真正的高级动物，还要不断

地吸纳知识、技能、经验、理念、思想、文学、艺术

等精神食粮，既寻求精神的快乐，又有所发现、有

所发明、有所创造。除此之外，人要活出价值，还

要有自己的事业，就需要吸纳资金、吸纳技术、吸纳

人才、吸纳经验、吸纳智慧等。但在具体的吸纳过程中，

有些人获取了丰富的营养，不是身心得到了健壮，就是

事业获得了发展，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有些人却是接

受了精神或物质的垃圾，其身心或事业不是受到污染，

就是受到破坏，或者导致每况愈下，甚至还变得个为社

会所不容。之所以存在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其根

本的原因就是是否注意了“纳”的讲究。如果一味地对

外来的东西不分良莠地“兼收并蓄”，吸纳的就可能是

毒品或是歪理邪说，让人在不经意中中毒；如果对外来

的东西予以甄别，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吸纳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营养。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也不管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

觉，“纳”与“拿”始终贯穿于人的生命全过程，并且“拿”

预备着“纳”、影响着“纳”、决定着“纳”，“纳”依靠着“拿”、

消化着“拿”。但在具体实践中哪样该“拿”、哪样不该

“拿”、“拿”又该如何“拿”，哪样要“纳”、哪样不“纳”、

又该如何“纳”，却是颇有讲究的，它考量人的智慧，

反映人的境界，彰显人的品质。拿捏准了，才有利于人

的身心健康，有利于事业发展；拿捏错了，往往事与愿违。

看来，我们什么时候都应谨慎而科学地对待“纳”与“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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