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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坚守理想
张黎明

    去年夏天，当纪娜姐姐和实理哥哥
让我为他们父母纪念文集撰写序文时，
我是有些胆怯、犹豫和不安的，说心里话
我是没有资格来担当这份信任与托付
的，所以拖了很久，迟迟不敢动笔。

因为该文
集的主角王公
道伯伯、苏醖妈
妈是我非常仰
慕敬爱的革命
前辈，我在襁褓中感受过他们的温暖，
年少时得到过他们的关爱，成年后聆听
过他们的教诲。
我很幸运，在革命前辈挚爱的沐浴下

长大，如今，我也成为一名传承父辈红色
“衣钵”的理想主义者。说心里话：王伯伯、
苏妈妈就是我眼中的英雄和偶像。我从他
们身上认识了镰刀和斧头的意义，也读懂
了原生态共产党人的忠诚与信仰。

1980年底，我退伍回到上海。在一
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到华东医院探望
久未见面的王伯伯，他身着病号服，比原
先苍老了许多，但慈祥的面容依然和蔼
可亲。在我的印象中，王伯伯平常不善言
语，可那天我们坐在医院底楼大厅的沙
发上，聊得特别多，也特别高兴。尤其是
王伯伯绘声绘色地讲述上世纪三十年
代，鲁迅、许广平请他吃阳春面的情景，
至今还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这是一次心与心的沟通，也是我
最后一次与王伯伯如此难得地长时间
交流。
子夜时分，我还没有睡意。自己在脑

海里搜索着王伯伯传奇人生的精彩亮
点：85年前，他是上海中央局机关地下
交通员，从事“社联”、“左联”等进步组织
书刊发行工作；80年前，他与叶进明等
同志从上海率领 100 多位煤业救护队
员，驾驶 10多辆汽车开赴江西南昌，集
体参加新四军；70年前，他是保障济南
战役、淮海战役军需物资的第三野战军
兵站部部长、运输部第一副部长；60年
前，他领导主持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凤
凰牌轿车试制成功⋯⋯
记得 2010年秋天，我随报社领导去

无锡疗养院探望马达叔叔，他是上海新
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聊天时，我无意
中提到了王公道的名字，马达叔叔立刻

肃然起敬，他对在场的人说：王公道同志
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大哥，也是我革命的
领路人，他在苏北还救过我的命。
可是，我的苏妈妈与自幼家境贫寒

的王伯伯完全不同。她是位生长在鱼米
之乡丹阳的大家闺
秀，从小家庭条件优
越，她 6岁就进私塾
堂读书，接受着良好
的教育，享受着无忧

无虑的少女生活。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日寇的铁蹄入

侵华北大地发生了变化，顷刻间，神州大
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城市被轰炸，乡村被
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受
蹂躏⋯⋯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年仅 16

岁的苏妈妈冲破重重阻拦，义无反顾地
参加了新四军，她穿着旗袍第一次走进
部队驻地，在水西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
是新四军著名将领罗炳辉。从那时起，开
启她长达 70余年的革命生涯。
我的王伯伯和苏妈妈是在革命队伍

里相识、相知、相爱的战友、同志和伴侣。
风雨同舟几十年，不论道路多么坎坷，不
论斗争多么残酷，不论考验多么严峻，不
论任务多么艰巨，不论条件多么困难，他
俩始终用生命坚守理想。
《公道在天》的书名特别响亮。书名

与王公道名字纯属巧合，王伯伯原名叫
王广发。当年，他与许多进步青年一样，
因为不满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为了天下
公道和人间公平投身了革命。他入党以
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公道，就是为了
这个公道，王伯伯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付出了一辈子的艰辛努力。
传承红色基因，谱写时代赞歌。让客

观的史实、正确的史观得到全社会更加
广泛的认知、认同。对一个时期以来用所
谓揭秘、纪实为名的诋毁英雄、攻击领
袖、虚无历史的杂音噪声，给以旗帜鲜明
的反驳和正本清源的引导。
在此文标下句号的那一刻，我并不

感到轻松，甚至内心还存有一丝惶恐。因
为我不知道自己笨拙的文笔是否表达出
我对王伯伯、苏妈妈的追忆和热爱？也不
知道是否完成好哥哥、姐姐们的嘱托和
期望？（本文为《天道在公》序节选）

平凡的力量
丹 峰

    谷文昌走到海堤前，望着那
沿着海岸线筑起的“绿色长城”，
他已筋疲力尽，趴在一块大石头
上，他希望可以睡一会，他念着自
己未完的愿望：如果可以，要继续
种下一棵树，挖新的水井。他就这
样迎来了一生最后的时刻，在这
片被自然摧残的土地上，他与苦
难的百姓站在了一起。

这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
的话剧《谷文昌》的最后结尾部
分，我突然被打动了。

面对浩瀚的自然灾难，血肉
之躯虽败，但他为人民而战的勇
气和担当令人敬佩与感动。

谷文昌的一生是勇者的一
生，他发动全体百姓植树，改善
风沙侵害的生存环境。他勇于面
对谁也不敢碰的政治难题，在把
“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的
事件上，从民心出发，不仅彰显
他懂得变通的智慧，更使他成为
大众代言人。

话剧《谷文昌》，没有大起伏
的戏剧性情节，在一系列芝麻大
的“小事”积累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百姓官的日常。
戏剧艺术如若想要感动人

心，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创作核心。
精神力量如果能从人性真诚的角
度出发，便会抵达观众内心。在主
旋律题材的原创戏剧作品中，许
多作品容易着力于对宏大主题的
宣扬，叙事容易围绕“理”，对角色
人性多层面的
塑造相对薄弱。
话剧《谷文昌》，
让我看到了一
个没把自己当
回事的质朴农民，一个对自己肩
扛重担始终如履薄冰的干部，一
个生活的智者，一个婚姻中的暖
男。他有执拗和固执，他时常冒出
狡猾俏皮，这也正是他这个人物
令人感到信服的地方。我们看到
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谷文昌，在自
然灾害面前，他和台上百姓一样
贫苦挣扎，他对人民的吃喝拉撒、
婚丧嫁娶了如指掌，为人民奔忙。
他唯一的不同，是在自然灾害面
前，他愿意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
前面。

《谷文昌》的创作者抓住了
“平凡”二字，把理想主义，英雄
主义的精神，散落在小事中。即
使在关于“敌伪家属”的重大事
件上，主演辛柏青非常接地气的
表演，赋予谷文昌一种朴素如邻
居的真切，把一场政治难题，处
理如一次家庭会议。这场戏把宏

大历史意义化繁
为简，从平凡出
发，是打动观众
的关键点。

这是此部作
品创作上宝贵的地方，他们打破
了传统高大全形象的创作套路，
在舞台上建立人性的脉络而非
事件与意义的堆砌。他们尽量消
弱口号式台词，在塑造人物形象
上，写出了人性对人性的质朴，
去脸谱化，使观众们改变了对
“英雄”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此剧舞美设
计。舞台表演区设计简单，但舞
台背景的全视频中，我们看到了
海水在拍打远近不一的礁石，看
到了贫瘠的土地。多媒体多维度

地扩展了舞台氛围，并随着剧
情的推进，成为人物内心叙述
的意向表达。我们没有看到过
多绚丽的色彩，夸张的光芒万
丈等主旋律烘托手段。从一片
静静的海，到一片木麻黄树，再
到汹涌的波涛，每次舞美手段
的转换，扩展了观众的视觉空
间，并与人物情绪、心境恰如其
分地熨帖，再次体现了此剧创
作者对勇者谦卑的敬仰，与对
平凡力量的刻画。

如果说谷文昌的伟大事迹
是一座“丰碑”，那么这座丰碑是
由每一次亲力亲为的帮助和人
民口口相传而建立的。平凡铸就
伟大，谷文昌始终有一种来自泥
土的朴素，不高歌权力，不惧怕
困难。他平凡得如海水一样无
形，却与人民一起形成了坚不可
摧的力量。

万物有灵，小满未满
钱红莉

    二十四节气里，“小
满”仿佛乡下人的一个乳
名，给人一种灌浆的幻觉，
油菜荚郁郁累累，沉甸甸
的松花黄，一路铺向天边；
小麦青黄相间，蚕丝一样
纤细的白花尚未落尽，数
不尽的一念一时一地的感
怀。菜园里的瓜果菜蔬，呈
现出一年里最繁盛的景
象，小白菜秧虽被虫子吃
到豁了边，但依旧绿意葱
茏，瓠子、丝瓜、南瓜、葫芦
的藤蔓肆意延伸，豆角秧
的触丝已经攀到架子上，
茄、椒的花期一波胜过一
波。留下来年做种的芫荽、
茼蒿陆续结了籽实。长在
地边的艾草，绿蓬蓬的香
气分外醒脑⋯⋯低洼处，
塘堰边，青蛙数不尽的“呱

呱”声。人站在田野，放眼
四望，仿佛千年万年陷于
绿天绿地里拔不出。

河边的蓼最好看，赤
红的身体骨感寡瘦，开浅
粉小花，满身清气，但也不
孤高，河水一般淡淡远远，

天生具有入画的气质。画
蓼画得好的，还是古
人———无论画，抑或作画
的人，都是独孤的，跟繁嚣
的人世隔了一层，这一隔，
便隔出了美和艺术。一如
齐白石的《稻雀图》：两根
苍黄的稻穗上停着一只麻
雀，简单几笔，让我看了又

看，心中江海翻滚，满身菜
蔬气的齐老头，下笔如此
清丽出世。

除了蓼，蒿子也好看，
蒿子开花，比稻麦扬花更
动人，天生不被人类驯服
的山野之性，有逸然之态。

这时候的乡下，漫山遍野
都是小满的气息，饱满，悠
扬，是老牛竹笛，暮色晚
归，也是细雨横斜⋯⋯
在城里，这种气息就会

被削弱，无非走到哪里，都
绕不开着火一样的石榴花，
比着火更用情的还有合欢
树，开花不分昼夜，仿佛把
一生的美都捧在手
心呵护。几场雨后，
粗壮的樟树上布满
苔藓。绿作为一种
鲜嫩色，附着在樟
树苍黑的躯干上，一明一暗
的对比，好像一个穿黑裤的
女性，披了一件绿衣裳，端
庄里不失灵气———走到“小
满”这一程，才发觉，季节原
来是一种递进句式。立春是
把一年的调子定下来，惊蛰
则加强一下语气，再佐以雨
水、谷雨铺垫，转身就到了
小满，该来个飞跃递进了
吧。于是，所有的植物都听
话，在递进句的引领下，一
日深似一日———极目处，皆
是阴翳，倒应上了书上说的
“嘉木清圆，树荫好凉”。

我家门前小竹林里，
清瘦的笋子依然前仆后继
往出钻，个别的，离竹群远
得很，仿佛赌着气，喊都喊
不回来；大片萱草到了花
期，赤金一样的花被举在
头顶。孩子们不明就里，以
为黄蝶，颠簸着去捉，揪一
下，再揪一下，五瓣大花落
雪一样簌簌而下，周围的
几十朵，也不便过问，依然
开得憨痴。

每一个尊贵的凌晨，
总是苦于被房前屋后的鸟
雀们吵醒，南卧换北卧，依
然于事无补，干脆爬起来，
也没事可做，索性给露台
上的南瓜再浇一遍水，顺

便望望黎明前的夜空，慢
慢地，天也亮了。去菜市，
买点毛豆壳，回到小区，找
一处树荫，坐下，一颗一颗
剥，漫漫漶漶里，把日子过
得淡远些。李商隐写：深居
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就是
这么个意思。这里的“清”，
应作“淡远”解。
天，终于热起来。大人

从床顶抽出几张久违的席
子，有蔺草的，也有篾子
的。小孩兴兴头一张一张
抱到河里。打开席子，整张
铺在河面，小刷子仔仔细
细刷，每一处褶皱都不漏
掉。夏天用的东西，除了席
子，还有竹榻，宽窄尽有，
宽的可容两人，窄的为小
孩而备。我们同样不辞劳
苦，一张一张地，把它们抬

到河里洗。
记忆里，一直

有麦色的竹榻配金
黄的咸鸭蛋这个意
象。遥远的七八十

年代，每一顿夏天的晚餐，
我们都是在门前的院子里
完成，以竹榻当桌，四面围
上小竹椅。满满一大白铁
锅绿豆稀饭蹲候一旁，咸
鸭蛋切成薄片，堆在瓷碟
里———童年的长夏美丽无
匹，可以慰藉一个人很多
年。那个年代，没有电扇、
空调，屋内闷热，大多选在
露天睡眠，小孩子没甚瞌
睡，需要看过多少星辰听
过多少蛙鸣才能进入梦
乡？无尽的星光月色萤火
虫，同样可以把一个人日
后的梦境照亮一点。
在城市里生活了二十

余年，可惜始终没能学会
领略或赏识所谓的文明，
秉持的还是一个乡下人的
视野与见识，走到植物繁
盛之地，会不由自主多停
留一阵，并心生喜悦，如同
看见长势良好的草坪，第
一反应就是———如果用来
放牛该多好哇！
时代的步子不知比动

车还要快多少倍，所谓的
乡下，是回不去了。在露台
上种两棵南瓜一株扁豆，
权且算是对于乡村日月的
致敬，也是对于节气的一
种默默回应了。

白居易的“农民情结”
卢润祥

    记得赵景深
先生的《中国文
学史新编》一书
上说过：白居易
“对于农人，颇为
尊敬，每以不劳而食自感惭愧”。确实，他
的《观刈麦》诗就说：“今我何功德，曾不
事农桑！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他关
心贫困农人生活，《新制布裘》诗：“安得
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
无寒人。”这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题旨“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精神是
相通的。
白居易由于官场失意，受到官僚宦

官集团的双重排挤而贬，失去了“右拾

遗”的官位，公元
804（贞元二十）
年，他为父母迁
坟后，年仅三岁
的可爱的女儿不

意病亡，更使他沉哀入骨，万念俱灰中投
身佛门，寻求解脱。他在农村生活过，看
到美丽的山光水色使他陶醉，而后决心
隐居，为了生计，诗人决定自己耕耘为
生：《归田》诗说“种田意已决”，又说：“学
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更待明年后，自
拟执犁锄”。他深情体会：“嗷嗷万族中，
唯农最辛苦”，下地耕田，与家人一起收
获了谷麦等粮食。白居易的农夫情怀和
躬耕农事的劳苦生活真是难能可贵！

责编：杨晓晖

松江樱桃红了
尹 军

    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初夏，花园松江，樱桃红了，
圆了一个花开的梦。
清代嘉庆《松江府志》载樱桃位列当地“果之属”第

二。古代上海地区曾广泛栽种樱桃。历史上，松江樱桃
以个大、皮薄、肉甜、汁多的天马山樱桃最富盛名。元
代，天马山东麓有处风景名胜，名为“樱珠湾”。
叶未放，花先开。每年三月，天马山东麓进入樱桃

花期, 乳白花瓣略带红色的樱花，在东山之麓开出一
片彩霞，令赞美九峰为“世外桃源”的元人陶宗仪平添

诗情画意。到了
四五月份，枝头
小巧玲珑的青绿
果实泛黄变红，
若珊瑚，似玛瑙，

株株数以千计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呈现满树玲珑剔透，
诱人食欲。乡民视红宝石般的红樱桃为乡土瑰宝，靠它
贸易获利，接济生活。故，品质上乘的天马山樱桃，与佘
山绿茶、兰笋、水蜜桃、天菜等，一起被列为当地知名土
特产。天马山樱桃出名后，不仅得了个“樱珠湾”的美
名，而且成为四方寓居文人游览九峰观花观果胜地。
元末，鲜兵火、少战乱的松江，升府后地望曰隆。在

绵延的九峰中，林叶茂青、樱花烂漫、果若珊瑚、秋叶丹
红的“樱珠湾”景色，算是一处雅赏之地，它与九峰三泖
一起，以其优美的山川风物为身处改朝易代战乱中的
文人提供了吟咏的环境和对象，使之有了寄托心灵的
栖居之所。文征明《寿梅集序》云：“松江在元季时，鸿儒
硕彦多避地于此。”曾写下“门前满树樱桃子，手摘樱桃
招使君”诗句的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从浙江诸暨迁居
松江后悠游峰泖间近二十年，最终择天马山东麓为其
埋骨之地。与他生同游、死共眠的钱塘人钱惟善和华亭
人陆居仁，也信守生前约定，相继安葬于天马山东麓，
合称“三高士墓”。怀想元末明初的天马山东麓，绿荫如
盖，繁英下垂，樱桃花摇曳生辉，掩埋高士英魂的看似
山泥黄土，却是山上山下一层层花的波浪，一阵阵果的
清香。故而感言，九峰漫生家国情，樱桃红了最动心。
明代松江顾清《忆家园樱桃》诗云：“花发园亭记别

离，忆花又遇别离时。赤瑛盘上筠笼里，各自伤心各自
知。”如今，天马山东麓的“樱珠湾”早已不见旧景，但松
江人喜爱种植樱桃的传统历久弥新。古代乡民种植樱
桃，主要是用于盈利，现在则是观光赏景，绿化美化家
园，并保存一份乡愁记忆。

我站在小区里的樱桃树下，怀古而叹，繁华越远，
离家越近，一切皆在美丽回首中走心。

家园 （中国画） 韩 峰

    只有置
身现场，你才
能体会到什
么叫剧场的
感官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