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的温暖

李爱华

    晚饭前突然接到老同
学电话，说来出差，想与同
学们聚聚。
我立马出了门。等了好

一会儿，终于见到一辆出租
车，连忙招手。车停在路边，一个中年男
人伸出头，不等他开口，我一边为他挡住
雨，一边说：“你好，师傅！我想去月亮湾
酒店。”“好的。赶紧上车！”师傅略一犹
豫，转而温和地说。我连说好几个“谢
谢”，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一路上，同学们的询问催促电话不

断，我只是安慰说：“别急，快到啦！”趁着
等红灯，为了下车后立即就走，按照计价

器上“12.2”的显示，我掏出
一张二十元纸币递给师傅。
“十元就够啦！”“在你之前
的一个人对我吆三喝四的，
我正窝着一肚子气，准备提

前回家。见你招手，准备拒绝，可是你的
一句‘你好’让我心里舒服又暖和。听到
你接电话，知道你赶时间，但却不催我，
你是有修养的人，零头免啦！”
一句平常的“你好”竟让司机感到如

此温暖，与其说是“你好”的温度，倒不如
说是尊重的温暖。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从
事什么样的工作，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
的，需要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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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结婚证书
陈冠宁

    我家有件传家宝，那是母
亲王曼霞与父亲陈尔晋的结婚
证书。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也
是父母牺牲 72周年。我拿出这
份珍藏着的结婚证书，眼前仿
佛再现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
代，父母不畏艰难危险追求真
理、志同道合为党的事业双双
献身的传奇爱情故事。

我的父亲陈尔晋 1911 年
出生在山西太原的官宦家庭，
18岁考入黄埔军校八期，是军
校的高材生。1937初，24岁的
母亲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赶赴
长沙，尽快打入国民党上层。这
一年 12 月，南京沦陷后，父亲
陈尔晋受命调防长沙任高炮团
长，受中央委派赴长沙的王曼
霞正在国民党上层军官中寻找
统战对象。一天，在国民党任要
职的文文修对我母亲说：王小
姐，明晚军官俱乐部有舞会邀
您出席，有位年轻军官叫陈尔

晋，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刚从南
京调来，跟他交个朋友吧。母亲
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周恩来
同志的指示：陈尔晋深得蒋介
石器重，要设法与其接触，让其逐
步了解我党，争取他支持我党。

通过舞会上的交流，父母
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
比较详细地了解了父
亲爱国抗日的倾向。
经组织安排，她赴武
汉向周恩来同志汇
报。几个月后，父母正
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得到党组
织的批准后，父母于 1938年 3

月 27日在长沙结为伉俪，他们
的婚礼轰动了长沙的上流社
会。婚后，父母经常出入上流社
会，母亲也借机广交朋友获取
重要情报。

1938年，周恩来同志应邀
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部副部长，借此机会专

门邀请我父母借旅游之名到黄
鹤楼秘密见面。1939年春，父
亲陈尔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组织决定安排我父母到延
安，但周恩来同志认为，陈尔晋
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身份，长期
潜伏国民党高层为妥，可为党
提供重要情报发挥更大作用。

父母一直战斗在党的隐蔽
战线，他们同心协力、里应外合
地收集情报，开展统战工作。在
新四军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
他们毅然变卖自家居住的小
楼，所得的 70根金条为根据地
购买急需的药品物资和枪支弹
药等。当时，蒋介石对新四军进
行武器封锁，父亲就想方设法
到处筹钱，暗中购买物资送给

新四军。陈毅同志由衷地称赞
父亲为新四军的后勤部长。

1949年初，原国防部第三
编练司令部整编为国民党国防
部第四兵团，陈尔晋任中将副
司令兼参谋长，驻扎在上海。中
共中央指示要求上海与北平一
样和平解放，让我父母设法策

反国民党驻上海的 50

万守军弃暗投明举行
起义。没想到的是，5
月初，党内出现了叛
徒，将我父母的行动

计划出卖给了当时的上海市警
察局长毛森。5月 9日，敌人先
逮捕了我母亲，连我这个不满
周岁的孩子和奶妈也被一同抓
进了牢房。

毛森亲自突击审讯用尽酷
刑，但我的父母始终守口如瓶；
黔驴技穷的敌人，又拉出叛徒
与他们当面对质，都无济于事。
在父母的铮铮铁骨面前，敌人

一无所获。解放上海的炮声阵
阵传来震撼大地，气急败坏的
毛森下令将我父母和其他一行
革命者押至闸北宋公园刑场枪
决。父亲一身戎装正义凛然，搀
扶着怀有身孕的母亲坚定地走
向刑场……

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
府追认陈尔晋、王曼霞为革命
烈士，并颁发毛泽东主席亲署
的烈士证书。1997年，我的父
母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中华
著名英烈”。

父母这张为理想、为革命
促成的结婚证书，引领我历练
成为对祖国为人民有贡献的
人，这是我心中的无价之宝，也
将在我家代代相传。

和鲍尔吉·原野聊猫
韩浩月

    鲍尔吉·原野老师给
我寄来他的新书《乌兰牧
骑的孩子》，题签中除了我
的名字之外，还有一句话，
“胖子花卷可以枕着睡
觉”。
胖子、花卷，分别是我

家两只猫的名字。胖子是
男生，花卷是女生。收到书
的时候，花卷正在书桌上
玩耍，被我抓住和书合了
张影，我把图片发给原野，
并附言：书已收到，晚上组
织胖子花卷一起学习。
和原野认识大约五六

年的时间，见过两次面，一
次是 2019 年春天在他的
长篇小说《花火绣》首发式
上，一次是 2020年冬天在
江苏泰州举办的“《散文》
创刊四十周年笔会”上。第
二次活动过程中，有了更
多的相处时间，大巴车上，
我们常邻座。
原野健谈，很多时候

都是他在制造话题，我们
一起天南海北地聊，直到

我说到我家里的两只猫
时，他眼睛一亮，让我多讲
讲。后来每次途中大巴车
上，他都主动问起猫的状
况。这我可太爱讲了。于是
那几天，猫成了我们的中
心话题。

我给他讲猫的来历。
我喜欢猫，为
了顺理成章
把猫带回家，
在女儿上三
年级的时候，
就经常给她讲猫的故事，
还给她十本十本地买与猫
有关的书。女儿成了猫迷
之后，我郑重承诺，等到四
年级暑假，送她一只猫。到
了四年级的时候，刚好有
爱猫朋友家中的猫生崽，
我把老大和老四兄妹领回
了家。

我给他讲猫名字的由
来。一开始的时候，老大的
名字叫辛巴，因为他两三
个月的时候，特别像电影
《狮子王》中的幼狮辛巴，

后来越长越胖，逐渐失去
了辛巴的风采，名字也逐
渐改成了胖胖、胖子，现在
再叫他辛巴，他会一脸茫
然。老四原来的名字就叫
老四，一个女生，叫老四，
怎么都不对劲，老四的命
名权，交给了女儿，小女孩

给猫起名的思维有点怪，
不知道为啥就想起花卷这
个名字。花卷就花卷吧，啥
时候把胖子改名馒头，刚
好都是“主食”。

我给他讲猫的性格。
胖子老实、憨厚，眼睛圆溜
溜，反应慢半拍，毫无攻击
性，卖萌也只会一招：碰瓷
式躺倒，露出大肚皮。花卷
顽皮、淘气、上天入地，从
来不让抱，干啥啥不行，捣
乱第一名，但确实比哥哥
聪明，会模仿人声喊“妈

妈”、说“饿了”。每次都是
花卷出来要零食成功，胖
子才会迈着老大爷式的步
伐，不紧不慢地溜达出来，
和妹妹一起分享。
我讲这些，原野听得

津津有味。他原来也如此
爱猫。他家里也有一只猫，

名字我记得，
叫“小飞龙”，
是只漂亮的黑
猫，原野在朋
友 圈 里 发 过

“小飞龙”的照片，看“小飞
龙”的样子，也是得到了极
好的照顾。

关于“小飞龙”的故
事，他讲得不多，只说了几
句“小飞龙”的年龄，已经
相当于人的 70岁了。原野
是位易动感情的人，他对
“小飞龙”的感情，恐怕说
起来，要一本书的容量。那
几天，有点遗憾没请他多
讲讲“小飞龙”，可能是我
说起猫来话太多的缘故。
泰州一别之后，我们

的微信交流都离不开胖子
花卷。我老家创办了一本
文学杂志，想请原野题词
祝贺，这一期望转达后，他
回复说：请胖胖、花卷放
心。我做主编的“六根”微
信公众号常申请转载原野
文章，他说：以后转载，无
需告诉我，胖胖、花卷两位
责编同意即可。我说，找他
俩同意可太方便了，阳台
上现抓就可以。
后来，再有事麻烦原

野的时候，都假以胖胖、花
卷的名义：比如，原野老师
的字真棒，胖胖花卷恳请
赐字一幅。话音未落，字已
经从沈阳写好寄过来了。
收到字后，我回复：胖子
花卷空中转体 360 度向
后腾翻两周半表示感谢，
他哈哈大笑。

原野在《花火绣》中，
写过一只戴帽子的猫，猫
是黑猫，我怀疑原型就是
他家中的“小飞龙”。《花
火绣》里的猫，名字叫楚
克，能听得懂笑话，还会
嘿嘿笑，给人的感觉非常
酷。在《乌兰牧骑的孩子》
里，原野也写了许多动
物，比如会跟随人飞行的
喜鹊、沙漠里的骆驼和驴
子，为了保护幼崽向人类
发起围攻的狼等等，在写
这些动物的时候，他的文
字都是装满爱意的。

和原野老师聊猫，感
觉总也聊不完。希望有一
天，我们一边喝酒一边
聊，身旁要是有“小飞
龙”、胖子、花卷这三位在
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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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
究会组织的活动中，与同是云南知青的毛
祖蓉相识的。此后多年接触，她艰难困苦
的人生之路和雅静高洁的为人品行，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又读见她的散文集
《情满青山》，感到这既是她以平实深情、
细致入微、丰富多彩的文字，篇篇相连、逐
章缀就的个人传记，也可看作是一代人从
激情浪漫到冷静思考、从幼稚单纯到独立
成熟、从学识浅薄到学养充实、从艰辛苦
难到温暖幸福的回望之路。让我最受感动
的，是作者为了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的建
设，与战友们一起，栉风沐雨、战天斗地的
奉献精神，“11日晚战斗到十二点，火把烧
红了半边天。”“苦吃尽，汗流干！”这种为
了祖国强盛、人民幸福，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即使在物资极端贫乏、劳作分外困
顿、精神遭受折磨的生存环境中，她也没
有对生活丧失信心，没有对理想失去追
求，没有停止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书中有
作者写于 1970年代初的珍贵家信：“挖好
的苗圃地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构成
了一幅多么富有诗意的油画啊！”“妈妈可
能望着月亮又是一夜没睡好吧？”“人的一

生如果是吃吃喝喝玩耍虚度，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我边读边想：与千千万万青年人一样，毛祖蓉为何

能够在特殊年代的艰难中，忍受生活的不公与重负，勇
于面对现实，在广阔天地磨练铸造出一颗乐观坚强的
心灵？那是因为她的心中有着对于美好事物的观察体
味，有着对于亲人亲情乡愁的眷恋，有着对于科学文化
知识的向往和汲取之心，有着久久盼之、朝思暮想的美
好梦境，如此，坎坷曲折就是暂时的，再多困难也是可
以战胜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黎明的曙光和胜利的
喜悦！
作者的人生经历可说镜像着时代进

步发展。从云南边疆回城后，毛祖蓉毫不
停歇，苦读成才，长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
作。她的退休生活精彩纷呈。国内外旅
游，会友叙聊，撰文写书，
唱歌跳舞……否极泰来，
先苦后甜，我总觉得，现在
的她应该心满意足了，但
又总是一次次感到，在她
的心底深处，似乎有着更
深的情感与期待，既有度
尽劫波之后的无比欣慰，
也有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
新一轮的纠结缠斗，这是
一种长期清醒与短暂茫然
的混杂交织，也是一种“虽
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内
心冲动和生命激情。
她的网名是“笑容”。

她少小离家，从上海远赴
云南，千磨万击，又从南疆
回到浦江，坚韧奋斗，笑迎
收获，坚强和乐观是她心
灵的一贯底色，我们都赞
赏她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祝贺她用心灵的笔触，创
作出版了这本内含共和国
同龄人人文精神和研究价
值的《情满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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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雨下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这
是一个沈从文《边城》里写春的句子，使
人生起淡淡的春愁。
一层层寒意退去，一缕缕暖意浮动，

春天在寒意与暖意中交织着。花层层叠
叠地开了，到了三月底的时候，花朵的绽
放似乎到达了“盛极而衰”的那个欲盛之
时，明亮，盛大，薄盈盈的香气使人沉醉
而惶恐，再来一场春雨，就要生出空濛的
心境来。潘向黎写春夜里一树繁盛细碎
的梨花，花朵被月光照得半透明，是“微
微的明艳和茫茫的惆怅”，这淡淡的春
阴，似水，也予人这样的心境。
春天是这样的难以言说。
它柔嫩而恍惚，脆弱得像婴儿的皮

肤，又忽冷忽热阴晴变幻，显得那样长
长，短短，长长。初春料峭，渐春色撩人，
待到清明时节一抹凄美之致，至暮春弥漫轻熟风韵，真
是一波三折，春心无处不飞悬。
南京的春天似乎被公认为是短的。秋天也是。夏和

冬的极致天气大面积地占据了人们的感官，使得春天
和秋天被映衬得转瞬即逝。其实春天在哪里都是很长
的，柳绿，桃红，春水涨，莺啼，花落，待到芍药作殿春收
尾，细细碎碎地铺陈，似乎也有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说
春天太短，定是南京人性情太急躁的缘故。
更为江南的春天就没有那么急躁了，比如苏州。苏

州的一年四季都很长，它的春天细节似繁花，极致丰
盛。沧浪亭上百种竹子拱起新笋，连拙政园的十八曼陀
罗花馆都有茶花数十种，宝珠、东方亮、洋白、渥丹、西
施舌，都是山茶的名字，这里的春天怎么能短得起来？

一年四季，至好还是春，生命里的春天这样多，或
近或远，加起来，也是很长的了。

春天是有仪式感的，无论如何，都是要赏花的，无
论如何，都是要吃春天的。吃新笋，吃野
菜，吃“蒌蒿满地芦芽短”的蒌蒿，吃螺蛳
河蚌河豚刀鱼，吃艾草青团，还要喝新
茶，碧螺春、龙井、明前雨花，总归是要入
口几样的。玄武湖的染井吉野樱花树下
铺满了餐毯，阳光透过花的缝隙中漏到人的脸上，湖
边，连翘的黄花密密匝匝地开成一团，初生的小鸭子一
猛子扎到水里久久不出来，岸边的小孩子吓得忙屏住
呼吸，待到小鸭子得意地破水而出，小孩子哗地跳笑了
起来。
春风就这样在人间浪荡着，古老城墙也被感染。
乡村的春意则在溪畔篱笆边，在山在野。乡野之

春，片片菜花黄，荠菜青，桃花梨花杏花蝴蝶乱开乱飞，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雨濡湿，空山嫩绿清寒，布谷鸟与
杜鹃负责声与色，屋边泡桐紫色花朵开开落落，散着懒
懒的淡香。如此也就足够了。
全世界的春天都是一样的，她们是同一个春天。
有一年初春在京都，苍老的南禅寺端然伫立，枯山

水庭院的白砂被明亮的春情映照得愈发雪白，四野老
树顶端沁出绿意，上百年的椿树下落了一层又一层的
整朵红色茶花……樱花还没有盛放，小巷与古桥的交
接处，几株早樱在风中烈烈地开了。桥下潺潺水声，路
过行人停下脚步仰头赏花，自行车的铃声零零星星地
飘过去，花愈烈，巷愈静，都像是被镇住了。
晚风中，沿着缓坡走到暮色将合的清水寺，回身望

见烧得绯红的晚霞，粉色紫色霞光落在粉色白色花瓣
上，着黑袍的僧人转身隐入庭院，他身后是缤纷又静谧
的人间。
那一刻，对这人世无有怨怼。

十日谈
寻找 100 份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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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暖暖 （插画） 郑丽萍

   明
天请看
《 人 生
的第一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