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蝶恋花·缅怀先烈
（又一首）

张荣兵

    又是一年芳草绿，
杨柳风轻，满眼花飞絮。
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
浓睡醒来鸟轻语，惊残追思梦，忽见

春燕双飞去。
天堂英雄应无数，荒冢不孤，化泥

土，育碧树……
满庭芳·春满人间

烟波渺渺，垂柳依依。孤村芳草远，
满城桃花香。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蜜蜂
一两声，油莱花絮轻。
江南春来早，莺歌燕舞蝶儿忙。倚清

风、豪兴正徜徉，哪来忧伤？

南京梅园新村

张天明

    寻常巷陌，龙腾
虎踔。走进南京梅园
新村，一幢幢中西合
璧的小楼闹中取静，
高大茂密的梧桐树荫
葳蕤生春，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深
邃。

1946年 5月至 1947年 3月，以周
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曾在梅园新村
办公和居住。在此期间，为了争取和平
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
阴谋，周恩来领导董必武、李维汉、廖承
志、邓颖超等代表团成员，与国民党反
动派开展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
这里是国内外进步人士聚会场所，经常
举办新闻发布会宣传党的主张，还有党
的地下工作者甩开特务的监视，前来秘
密接头。

具有江宁建筑特色的梅园新村纪
念馆由梅园新村 17 号、30 号、35 号等
组成。庭院中正对大门，立着周恩来全
身铜像，他表情沉着、坚定、从容，表现
了周恩来的革命家风度。那段日子里，
周恩来为反对内战竭力奔走，各方斡

旋，宵旰忧劳，唯日孜
孜。繁忙公务之余，周
恩来还不忘带领大家
把驻地收拾得井井有
条、生机勃勃。现在，

庭院中翠柏、石榴、腊梅、葡萄和蔷薇均
是当年的原物，办公室里有周恩来用过
的写字台、转椅、笔砚、地图等物。

1946年 11月 15日，国民党不顾中
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
了“国民大会”，战云密布，甚嚣尘上。11

月 16日，周恩来召集的中外记者招待
会便是在梅园新村举行。当时，周恩来
发出了著名的预言：“我们会回来的。”
1947年 3月 7日，董必武率代表团最后
一批工作人员撤返延安。两年之后，南
京迎来了解放，证明了周恩来的英武坚
毅、远见卓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如今的南京，正走在进军国际化大
都市的大路上，梅园新村依然保持着它
的昳丽丰姿。人们不远万里，来到梅园
新村，向周恩来塑像献上鲜花，表达心
中无尽的敬仰和思念。

十日谈
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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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春满园
佳人才子梦中情

惊梦 （设色纸本） 朱 刚

艺术颂党，念兹在兹
张昀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党的
初心始发地，各行各业无数党员传
承着党的革命精神，抒写着爱党颂
党的生动故事。

在邮品设计生涯中摸爬滚打
三十几年，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朱
金德就是一名念兹在兹、
长期钟情红色题材邮品设
计、以艺术歌颂党的退休
党员。在他编著的《邮苑
艺韵》中，红色题材的作品
数量颇多。《中共一大会址开放 40

周年》《李大钊诞生 100周年》《毛
泽东同志诞生 100周年》《上海革
命英烈系列封》《龙华烈士陵园》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集
邮展览》纪念封和邮资宣传戳，以
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周年
全国邮展》宣传海报均出自他手。
其中有些纪念封作为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的特供纪念品，很受欢
迎。

1990年，朱金德接受上海革
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邀请设计 10

枚《上海革命史迹》系列纪念戳，为
了弥补历史照片等方面的不足，真
切感受革命史迹的历史价值，他用

情用心去实地考察写生再做设计。
在设计《1920年毛泽东在沪旧址》
封戳时，因实地没有景深，他爬上
晃悠的竹梯到对面的天棚上去写
生。

在设计《张闻天故居》封戳时，
为弄清照片上故居竹篱围墙有些

模糊的小疑点，他来回一天，冒雨
乘公交坐轮渡、再转郊县车到浦东
川沙县施湾乡邓三村张闻天故居，
考察写生排除疑点。10枚纪念戳
的史迹地都留下了他写生的足迹，
这就是他对党的红色题材设计，秉
承特有的严谨和虔诚。
《上海革命英烈系列封》的成

功设计，是他留给集邮者又一份珍
贵红色邮品，也是他爱党颂党心迹
的最好诠释。1991年，为庆祝建党
70 周年，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筹）、上海市邮票公司、上海市集
邮协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在上
海牺牲的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
彭湃、王孝和等 12位革命烈士，联

合发行一套《上海革命英烈系列
封》。当时在上海市集邮协会《上海
集邮》任美编的朱金德承载着组织
的信任，接受设计任务。
然而，仅凭有些模糊的烈士照

片，如何设计？为了找到更清晰的图
片资料，他跑遍上海图书馆和新华

书店，并到龙华烈士陵园参观
烈士资料陈列室，瞻仰烈士就
义之地，一系列一手资料的
准备，确定了他的设计思路：
系列封底图用人民英雄纪念

碑上的浮雕手绘作为衬图，纪念封
主图用烈士头像，以钢笔画、水墨
画、木版画各种手绘形式，采用四
色交替设计，保持整套系列封庄重
统一有变化的艺术特点。

朱金德选择红色主题的设计
是源于他内心爱党的驱动，用艺术
颂党是其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关
注点，以设计演绎爱党颂党，从中
也展现了他作为普通党员的精神
风采。

责编：郭 影

似斯人近在，若斯人走来
杨迎春

    今年是
钱学森诞辰
110 周年，
恰逢中国共
产 党 成 立
100周年。钱学森曾自述人生三次心情
激动，其中一次便是“在建国十周年的时
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钱学森画
传》，以志纪念。
画者，图也。以图录事，视觉表达。传

者，转也。人所止息，去者复来。《钱学森
画传》既以文叙，又以图说，用格致之法
将已然远去的钱学森影像化、鲜活化，让
人在阅文读图间穿越，似斯人近在，若斯
人走来。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院长薛惠锋说，“本画传以钱学森的一
生为主线，以钱学森的成就为坐标，深
刻、全面、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作笃定的
信仰、至诚的底色、朴素的情怀、崇高的
理想。”而这，正是《钱学森画传》出版之
要义：讲科学家故事，扬科学家精神。
纪念，不只是记住一个人，而是要让

他的精神和事业蓬勃。
直观钱学森一生，勤学、为学贯穿始

终，且学以用、用为学的思想行动真切。
要学习，依于钱家祖训：爱子莫若教子，
教子读书是第一义。爱学习，是钱学森的
兴趣，在父亲钱家治的教诲下，书房勤阅
经史籍典，郊野常寻自然物解，养成了究
学问源的习惯。会学习，则是钱学森异于
常人的早识和有远见：小学时即能明学
理，培养兴趣；中学时“领悟到什么是严
谨的科学”；大学时观时局、念国运，选择
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图“实业救国”，并立
志当一个有作为的时代青年；负笈留学，
目标进一步明确———航空救国，从铁路
到航空，思想升华，认识进步，从此成为
这个理想的笃行者。
钱学森一直铭记着中学时代教生物

学的俞君适老师的教诲。他教学生们解
剖青蛙、蚯蚓，而他给钱学森的，是一条

蛇。他对钱
学 森 说 ：
“将它制成
标本不挺
好吗？这事

第一要胆量，第二要技术。”放胆实践，钻
研而认识，这条蛇就是后来像蛇一样蹿
入太空的导弹、火箭的前车。对于考试，
钱学森说：“明天要考试，今天要备考，那
是没出息。要考试，就是不做准备的考，
那才叫真本事。”学有备，考无惧，无论小
时在考场，还是大时在发射场，钱学森学
深有源，学成有诀。
《钱学森画传》以传真手法，图说证

实，辑录钱学森的求学路、治学道，人物
不经刻画，栩栩如生，直如我们与他一路
同行，见证了他的学而思，学而行。

时下流行一个词———学霸。真正的
学霸，应当是学业由专到精，由精到通，
由通到悟，由悟到用，敢于直面权威，敢
于前瞻探索，敢于尝试实践。钱学森无疑
是后者，他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

一个人的名声，来自他的作为。“人
民科学家钱学森”这个称号，是深深镌刻
在共和国的光荣榜上的。父亲钱家治遵
照家谱和自己的心愿，给儿子起名“学
森”，希望他“学问深远，服务国家”，而钱
学森也终不负此意，不负众望。“5年归
国路，10年‘两弹’成”，是钱学森的苦难
辉煌。从 1962年陈毅元帅说“我这个外
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
弹、原子弹搞出来，我的腰杆就硬了”，到
2003年杨利伟驾神舟飞船从太空归来，
是钱学森，还有王淦昌、赵九章、郭永怀、
钱三强、王永志……“两弹一星”元勋，推
动了中国进步，强壮了中国力量。
《钱学森画传》述史抖料，以原汁原

味的纪实手法，再现了钱学森的奋斗历
程。故事不经渲染，历历在目，使人颇有
身临其境之感：焦虑于回归祖国的艰难
困顿，自信于研制中国导弹的踌躇满志，
执著于航天事业的累土九台，往返于发
射试验场的淡定从容，欢笑于“两弹一
星”的爆响磬音……这本书把一个个事
件平铺开来，展现了一个立体的钱学森。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

重，名利最轻”，“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
行人，披荆斩棘”，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
颁奖大会上对钱学森的定语贺辞，最能
诠释钱学森的胸怀与功绩。

钱学森的坚持真理、严谨求实，襟怀
坦荡、光明磊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
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是钱学森式科学家毕生致力且大有
作为的方向与目标。
“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

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
严的幸福生活。”钱学森用一生践行了他
的承诺，他的言、他的行，是时时激励我
辈前行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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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诗序云：“诗有六义
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
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
颂”，“风”居首也。南朝梁
时，刘勰著《文心雕龙》，含
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批
评论三个部分，虽拢共只
有 37000余字，却公认为
笼罩群言、体大思精的文
章学巨著。今人很多耳熟
能详的语词，比如“风骨”
“意象”“隐秀”“神思”“知
音”等，都出自刘勰
的笔下，但有些造
词，并没有十分确
切的定义，比如对
于第二十八篇《风
骨》的领会，历来存
有争议。今人常把
“风骨”理解为古人
的一种精神气格，
和刚正耿介、高标
独立一类行事风格
挂钩，恐与原意未
必相符，但用“风骨”来形
容某种人格性状已然司空
见惯，其语义范畴实质上
已构成很大延伸。
那么，何为“风”、何为

“骨”呢？“风即文意，骨即
文辞”，这是黄侃在《文心
雕龙札记》中提出的，有人
据此认为“风”与“骨”即
“质”与“文”的关系，但这
种解释并没有获得广泛认
同。分歧在于刘勰的《风
骨》篇有“怊怅述情，必始

乎风”、“深乎风者，述情必
显”等说法，可见“风”者，
关乎“情”也，乃文章感染
力之所在，即刘勰所说的
“化感之本源”。但“风”又
不等于“情”，只有经过文
学的加工，达到形式与内
容的统一方为“风”。至于
“骨”，这真是一个辐射很
广的概念，概括地说，很多
艺术表现手法和人格特
质，可谓无“骨”则不立，比

如书画线条中的
“骨法”、“骨力”乃
至处世为人的“骨
气”、“骨相”等皆
为“骨”的丰富外
延。而文学意义上
的“骨”，刘勰以为
“沉吟铺辞，莫先
于骨”、“结言端
直，则文骨成焉”、
“练于骨者，析辞
必精”。他还专门

提到“气”的概念，强调“重
气之旨”，在于“气”乃“风
骨”之内在依据，情与气
偕，方能体现“风”的情志
神韵；气与辞合，才能彰显
“骨”的刚健峻拔，故离
“气”而论“风骨”，无异于
离神而写形、舍本而逐末。
“骨”虽含文辞的概念，但
只关乎文辞的事义而非文
辞的藻采，所以刘勰认为
“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
无骨之征也”。同时，有“风

骨”却不具文采，则文章必
不能灵动遒逸，词气抑扬。
一篇好文章，既不能“采乏
风骨”，也不能“风骨乏
采”，“惟藻耀而高
翔，固文笔之鸣凤
也”。

也有人认为
“风骨”是一种美学
尺度，或对于艺术风格的
概要式品评术语，比如“传
神”“自然”等，应该讲“风
骨”确实包含了这些元素，

但毕竟属于不同的概念。
当然还有一种“风骨”论，
意指文章之教化，我们也
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因

为儒家的“诗教”思
想，本身是强调这
一社会功能的。刘
勰博通经史，在定
林寺的十年，他潜

心攻读诸子学说及各类传
世经典，在《文心雕龙 ·序
志》中，提到他曾梦见自己
手捧丹漆礼器跟随孔子南
行一节，可见儒教乃其精
神核心。他十分信奉先哲
“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
教诲，本打算以注释儒学
经典作为立言的途径，但
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
一家之言，恐难以在历代
孔门之士深厚的学问基
础上有新的建树。经过深
思熟虑，转而把文章之学
作为著述的主攻方向：
“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
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
国所以昭明”。于是，相伴
青灯古佛，经过六七年的
苦心铸词，刘勰终以精美
恢弘的骈文写成这样一
部包蕴前古、垂范后世的
文学批评类经典巨著，后
来唐人陈子昂、白乐天所
提倡的“汉魏风骨”，实乃
刘勰的“《风骨》传馨”。

无疑，历来对于《文
心雕龙》的研究，《风骨》
篇是最受学者们关注的
华章，被当代学者罗宗强
视作“刘勰最激动人心而
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
题，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
色成就之一”。“扑朔迷
离”四个字，可谓一语中
的，道出了《风骨》篇乍读
不难领略，细究实多奥义
的特点，故而在学术研究
中各得其解、各抒己见的
现象也比较突出。这就好
比宝物之藏山，明知蕴藉
于内，却没有一条山路通
往宝藏的确切位置。但正
如尝涓滴而知沧海之性，
窥缝隙而见日轮之体，其
实，那满山的烟云，不都
在向你传递宝藏的信息？

月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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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每晚散步的习惯。公园里有一
条小河，有月亮的夜晚，我总爱到小河
边驻足，静听流水潺潺。

淙淙流水，带走了心浮气躁，沉淀
下的是静谧祥和。月光下，流水泛着银
光，那银光不夺目亦不张扬。偶尔有一
条小鱼跃出水面，激起的水花声是那么
清晰，愈显静谧。顷刻间，我心沉醉，心
头再不存半点的名利荣辱。我知道，这种忘却是暂时
的，但能使心灵得以片刻清空，亦是一种难得的纯净。
月下听水，听的是一种诗意。“繁华事散逐香尘，流

水无情草自春”。月光朦胧，看不到小河边的青草葱葱，
但我知道，流水是有情有义的。试想，假若没有流水的
滋润，河边的草儿何以青青？流水落花，荡去香尘，看似
无情，实则有意：既然凋零已成为定局，一味留恋只能
徒增几多烦恼，而随水流去，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与忘
却？驻足河边，我常常想，假若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能
融于水，都能随流水悄悄而去，那该多好。沐浴清幽月
光，倾听流动着的水，一颗心完全沉浸于水的世界，想
不纯净都难。

当然，我最爱月下听水还有一个潜在原因，那就是
可以使我重回故里，再拾乡情。静寂的夏夜，小河边会
传来几声蛙鸣。尽管那蛙鸣有些娇羞，不似乡下蛙鸣那
般无拘无束，但一时间还是令我想到故乡。童年的记忆
中，门前也有一条小河，年轻的母亲总爱在小河边洗衣
服。我和小伙伴们则在一边无忧无虑地嬉闹，“少年不
知愁滋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知何时，我的双
眼竟湿润起来，沧桑的脸颊附着几滴清泪。我知道，那
清泪也是一种水，源自心灵……

    明 天
请看《干垃
圾 堆 里 的
淘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