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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在那一刻升华
赵丹丹

    2020年 2月 15 日，武汉的
夜，无星无月，雨雪交加，街上罕
见人影，只有我们的车缓缓行在
湿滑的路面上，两边的高楼，霓
虹依然闪烁着，仿佛在诉说那些
天、那些事、那些人⋯⋯

带着上海的嘱托，我们一行
匆匆抵汉，组建上海援鄂医疗队
前方工作协调组和临时党委。临
时党委的成立，建立健全了援鄂
医疗队党的组织体系，临时党委
下设 1个临时分党委。9个临时
党总支和 36 个临时党支部，把
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
到了援鄂的每一支医疗队伍和
每一名党员；做好抗疫一线党员
发展工作，按照坚持标准、保证
质量的原则，1649名上海援鄂医
疗队员中，有 624名队员递交入
党申请书，205名同志在武汉一
线陆续“火线”入党，援鄂医疗队
党员数从派出时的 690 名增加
到 895名，占队员总数的比例由
队伍组建时的 41.8%上升为
54.3%。

这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党
组织凝聚力的体现，是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感召，每一次医院的
苦活累活，都是这些党员冲锋在
前；谁愿意搬往更远、住得更差
的地方？党员先搬；党员在病人
最需要的时候，总是挺身而出，
站在最靠前的位置，也是距离危
险最近的位置。

这些正如一名队员在入党
申请书上写的那样，“最危难的
时候，总能听到一句———共产党
员，跟我上！”硬核专家张文宏所
说的“共产党员先上”，在上海援
鄂医疗队里不是一种口号，而是
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也许在平
时，党员这个身份感受还不是最
强烈，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
总能想起自己是一名党员，要冲
锋在前，享受在后，这是一份使
命、一份责任、一份荣耀。援鄂医
疗队党员们那种无畏生死，医者
仁心的精神，通过一桩桩真实事
件与场景，触动我心里最柔软的

地方，让我为之动容。是的，总有
一种精神，让我们心情激荡，让
我们泪流满面。“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当我们在雷神
山医院重温入党誓言的时候，面
对庄严的党旗，一股庄严肃穆又
一次涌上心头，身为一名老党员

的理想信念愈加坚定；诵背熟悉
的誓词，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
信念在那一刻得到升华，那用行
动及生命去证明的信念，让我们
的生命有了别样精彩。

上海援鄂医疗队的感人事
迹不断见之于各类媒体，这些事
迹的背后是我们体制的强大构
架，我们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我
们民族的凝聚力量。灾难，我们
不希望看到，但在灾难面前，看
得出人性，测得出党性。

在武汉，我们上海援鄂医疗
队这些党员们、战友们经受了考
验，他们是好样的，他们对得起

身上佩戴的党员徽章，没有辜负
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托付，他们
让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黑
夜里闪闪发光。同时，那份我们
难得邂逅的经历，也将作为一场
人生的阅历去随身携带，珍藏一
生。

在武汉援鄂的日子过去了，
太阳出来了，阳光温暖地照在我
们的身上，那份经历，更让共产
党员的信仰，丝丝地渗入并镌刻
在我们的心上；那份信仰，无论
过去与现在，都凝聚着我们民族
瓜瓞绵延、昌盛腾飞的力量。

无论疫情存在与否，作为与
病魔搏斗的仁心医者，作为“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共产党员，我们一直在
战斗！
（作者为上海援鄂医疗队前

方工作协调组组长，市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

责编：郭影

王愿坚与《七根火柴》
汪兆骞

    军事小说，是中国文
学的劲旅、当代小说界的
重镇。王愿坚是著名的军
旅作家，上个世纪五十年
代，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七
根火柴》《党费》《粮食的故
事》等，在表现
革命战争艰苦
壮丽的画卷同
时还呈现了革
命战士的崇高
精神和人性
美，堪为“红色经典”而被
写进文学史，成为中学语
文教材。

我与王愿坚相识，带
有戏剧性。在北京读高中
时，曾在延安工作过的校
长特意请来年轻的当红作
家王愿坚，给我校师生作
革命传统报告，讲亲身经
历的战斗故事。王愿坚说，
我小说里的那些英雄人物
都是我的战友，我和他们
在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
战场一起并肩战斗过，他
们有的壮烈牺牲了，而我
侥幸存活下来，我不能忘
记这些战友，有责任拿起
笔，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
祭奠英烈，告诉后人。
报告之后，我去车棚

推自行车，发现王愿坚也
取自行车，于是一起出校
门，向城东北骑行，最后竟
然都骑进南小街，他家在
街东，我家在街西，隔街相
对，只有一箭之遥，可谓比
邻而居。这对一直做文学
之梦的我来说，大喜过望，
从此经常去王愿坚家请教
文学问题，于是与大我一
个年轮的王愿坚有了三十
年忘年交、师生情。八十年
代中期，受原炮兵司令吴
昌炽将军之托，由王愿坚
牵头，组织一个创作组，拟

写一部反映刘邓率大军挺
进大别山的电视剧本，我
也忝列其中。我们一行到
红安地区体验生活，收集
资料，几经修改，最后由王
愿坚主笔完成了电视剧本

《千里跃进大别山》，发表
在我供职的《当代》杂志
上，后拍成电视连续剧，在
央视播出，好评如潮。我们
都知道，这与王愿坚分不
开。他不仅是深谙小说之
道的高手，还是影视文学
的奇才。七十年代，他与部
队作家陆柱国共同创作了
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
星》。勇敢地突破，坚持现
实主义，以一部格调清新，
表现红色少年在战火中成
长的故事给文艺舞台吹来
一股清风，受到不同年龄
段的观众喜爱。
王愿坚认为短篇小说

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千把字的篇幅里，把一个
不大的东西写透，通过一
栏、一础、一鳞、一爪，表现
时代精神，反映生活本身
的深远、深邃、深刻和深
情，殊为不易。他特别赞赏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大
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
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
目”，“以其所见真者所知
者深也”之论。每谈到短篇
小说创作，他总是以《七根
火柴》创作实践为例，让人
深谙其道。
《七根火柴》是王愿坚

短篇小说的精品，代表了
他小说的艺术个性，即主
题单纯，明朗又集中，撷取

一个特点的生活片断，一
个典型的场景和细节，饱
含深情而又十分凝练地勾
勒出人物性格的最闪光之
处。
这篇小说的构思说来

奇特，它是从
战争中闯到
他面前的一
个形象为发
端的，这一形
象是一只手，

一只雪中的手。
1949年，整个淮海战

场覆盖一层皑皑白雪。作
为记者的王愿坚在地堡里
冻醒了，他钻出去，随几个
战士沿着交通沟向敌我间
的一块空地跑去，看见不
远处一战士伏在雪地上。
走近，才发现已经牺牲了，
就在他前面的雪地上，有
用手指画下的简单地图，
而那只曾经用生命最后一
点力气画下的敌情地图的
手，却高高地举着，指向前
方。王愿坚认识这位团里
的侦察员。前一天夜里，他
受命潜入敌人阵地侦察，
不幸受了重伤，没能爬回
部队，但他用那只手完成
了侦察任务，表达
了他对党对人民的
忠诚。
几天后，为了

采访新抓的俘虏，
和战友埋葬小侦察员后，
王愿坚又踏着雪到师部
去。正好遇到敌机盘旋扫
射，他与一队运粮的民工，
隐蔽在坟场里。一位民工
借机从怀里掏出一个干
粮，递给他：“同志，吃点
么？”他看到那只手里，托
着红薯叶掺上糠捏成的窝
窝。这些来自渤海之滨的
农民，用肩膀挑着六十斤
粮食，走了上千里路送到
战场，支援大军，自己却用
红薯叶和糠填充肚子⋯⋯
新中国成立后，王愿

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经
过刻苦学习，熟读了中外
文学经典，又有很久生活
在部队的战斗经历，按说
可以动笔创作了，但他认
定“创作，就是积累之后的
喷吐，是积薪之后的燃
烧”。他决定重走长征之
路，用生命体验我军艰苦
壮丽的红色之旅，收集散
落在那里的感人素材。深
夜，万籁俱静，油灯下，他

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
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一幅
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茫
茫的雪山，迎着弥天大雪走
着，一名战士身子一仄歪，
跌下雪坡，几番挣扎，被深
雪吞没了。战友们只见皑皑

白雪上，留着一只
手，冻僵的手心里
攥着一个共产党员
的党证⋯⋯老红军
给他讲的这个故

事，联系他在淮海战场的亲
身经历，就有了《七根火柴》
的胚胎。
王愿坚说，他已不能

确切说出，他写《七根火
柴》的时候到底是想起经
历中的哪件事，哪一只手，
但他在短短的两千字里，
却凝结了他在战争中直接
获得的生活和生命体验，
关于人的手和心灵，关于

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以
及战士们勇敢和忠诚。

我与王愿坚讨论《七
根火柴》时说，短篇小说短
在篇幅，却绝不能短在见
识上，《七根火柴》境界挺
高。他摆手说：“我心里明
白，它不是一篇以艺术精
美见长的东西，如果说还
有点可取的话，倒是因为
有点真知，反映了一点革
命精神的火光，并且一定
程度地实现了思想与形
象、哲理与诗情的统一。”
《七根火柴》是写过去

的，又是六十多年前写的，
如今重提它、谈论它，依然
有重要意义，作为优秀的
小说不只属于过去，也属
于现在和将来。小说中迸
发出的革命精神的火光，
那七根火柴仍是点亮我们
心灵的烛火。

丁香
焦 健

    清晨，天空下着雨。雨中的公园，伴着鸟儿清脆的
啼鸣声，雨滴在碧绿的叶片上打着滚儿，在湖面有节律
地跳跃着。沿着小路雨中前行，喜鹊时而从身边嗖地掠
过，站在不远处，待你走近，便飞到枝上不停地叫着，引
你追随。

走走停停，忽有清香徐徐触动鼻翼，像雨雾缭绕，
若隐若现。寻香而去，眼前似
云朵落于林间，洁白的，淡紫
的⋯⋯几株晚开的丁香，在
雨中温文尔雅地娇艳着。
伫立丁香丛中，雨似被

花香擎住，让人忘了一滴滴仍在敲打。雨中的丁香，淡
雅芳香，清新自然，美得超凡脱俗，沁人心脾！

丁香也称紫丁香，花筒细长，有紫色、淡紫、蓝紫、
紫红⋯⋯花瓣多是四瓣，也有三瓣、五瓣、六七瓣的，复
瓣丁香花瓣相拥着。
紫云丁香、柳叶丁香、白雪丁香⋯⋯仲春的松花江

畔，含苞欲放的丁香舒展花瓣，有圆的，有星星一样尖
着角的，有柳树的叶儿一样飘逸的⋯⋯各有其无法捕
捉的风韵。

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每年春夏，一簇簇，花香便
如优美的音乐，静静地在城中徜徉。
晴朗的夏日，丁香蝴蝶般飞在霞光里，花香在楼

宇、路旁、公园、广场舒展。这来自春天的花，像浪漫的
精灵，拥有一双飞翔的翅膀！翅膀上的羽毛将花瓣上的
雨滴扇动，缕缕花香，于烟雨迷蒙中弥漫。丁香花繁色
丽，独特的芬芳在记忆里翻阅，童年、少年、青年、人到
中年⋯⋯

20多年，我一直在找五瓣丁香，近几年更是多出
雨中寻花之乐。当五瓣丁香花撩起叶子与我对视，那种
喜悦即刻兑现了幸福感。
人与一朵花的相遇，也如此充满了机缘！
找五瓣丁香的感觉，本身就很美好。于年年岁岁

中，寻花！不经意的执着，本身，就是一种惬意和浪漫。
这寻花的记忆，于在外的游子，乡情便有了味道，

那是丁香特有的味道。
此时，天空渐渐晴朗起来，星星点点的雨滴在水面

像舞者的足尖，涟漪便成了足音律动的弧线。喜鹊飞
过，一曲晨歌，在丁香馥郁的芬芳里飘飞！

罗
小
未：

女
神
也，

先
生
也

周
培
元

    “我到今天都不感觉妈妈已经离去，
她是搭上开往天国的列车，讲学去了，上
课去了。所以，我们应该高高兴兴地和你
们一起送别我的妈妈，送她到远方去做
她最爱的事情”。这是罗小未先生的女儿
在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的答谢词，让
我感动得几乎落泪。

罗小未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教授、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
教育家，曾为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
长。她热爱教育事业，也享受教学带来
的乐趣，即使这两年记忆力衰退，还会
念念不忘要去学校，要去上课。家人说，
她爱她的学生，去世前一周，当她听到
学生的名字，就两眼放光，乖乖地多吃
点饭。

罗先生在事业上精益求精，孜孜不
倦地研究、教学；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妈
妈，在条件艰苦的岁月里，为了给女儿
做一件漂亮的衬衫，她想尽办法，为弥补布料不足，她
还增加了漂亮的蕾丝。

罗先生并没有教过我。我在同济学习期间，教我
《中外建筑史》的老师是吴光祖先生。他是同罗先生共
处一个教研室多年的老同事，曾和她共同完成不少有
关建筑历史的学术著作；上世纪 90年代与罗先生共
同完成了《上海建筑指南》，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研究上
海近现代建筑的著作。
一代英杰， 以聪睿练达 引领建苑通中西；

百年风范 ，凭言传身教 哺育桃李遍天下。

这副挽联是对罗小未先生一生的切实写照。她作
为杰出的建筑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卓有成就的学生，
其中有院士、教授和知名专家。在《罗小未文集》前言
中，她的学生、同济大学郑时龄院士这样写道：“罗小
未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硕师，德高望重，学生遍天下，
对学生人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同学们尊称她‘罗先
生’，这并非性别错位，而是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这
位博学笃志的学者、大师的尊重和敬畏。”

2006年，罗小未先生获得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
教育特别奖”。她的爱徒郑时龄院士在 2019年获得
“中国最美教师”称号。

今年 6 月，我受浦东文保所邀请，作为“人文行
走”导师，带领市民实地了解浦东的发展变化。在前期
的文献研究中我了解到，浦东陆家嘴保留下来的陈桂
春故居（现为吴昌硕纪念馆）有罗小未先生的功劳，是
她带领同济大学师生团体对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
和保护。其实，罗先生也是上海近代建筑与城市研究
以及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拓者，被称为上海近
现代建筑的“保护女神”。

罗先生在保护上海优秀历史建筑方面，态度非常
严谨和认真。为了保护“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电影
院，她不顾 80多岁高龄，几次爬上三层楼高的脚手
架，对观众厅的顶棚涂料进行探究。剥去多层涂料后，
才发现最早的涂料颜色，确定最后修缮的方案，保护
了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罗小未先生的女儿说道：“她对学生说，你们是太
阳，我是月亮，是你们的光芒才照亮了我。”这一句朴
实的话语，就是她大家风范的体现。罗先生不仅教给
学生渊博的学识，她的睿智、教养、研究方法也影响了
学生和同事。

罗先生已辞世，但是她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享
用一辈子的。但愿在天国的每一个站点都有一所美丽
的学校，她可以搭乘天国列车，到站停下来，去讲学，
去上课⋯⋯

演唱会
郦 亮

    女儿毛头把她的观众
召集聚拢来，要给他们表
演歌唱。
她最喜欢唱的是《小

燕子》。每逢见到陌生人，
她必唱此曲。很久后我才
恍然大悟，这恐怕是因为
歌词中有“我问燕子你为
啥来”一句———对于陌生
人自然是要问个来由的。
但其实我觉得毛头唱

得最好的还是《生日歌》。
因为她可以中英文唱两
遍，而且饱含深情，随时准
备将祝福送给别人。

因为是“演唱会”，毛
头罕见地将这两首保留曲
目都唱了一遍。她自己很
满意，因为她读出了那些
观众的满意表情。

定睛一看，坐在那桌
子上的观众是一只毛绒老
虎，一只玩具兔，一个戴着
蝴蝶结发箍的小熊，一匹红
马，一只猴子和一只企鹅。

英
雄
的
家
书

︵
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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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安
朴

   她是护士、

护工、推拿师、

患者的家人，

明请看 80 后
“宝藏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