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慰与自豪
——迎 香 港 回 归 感 怀

谭国 君

我们 曾 经 日 夜 渴 望 着 的 香 港 九 七 回 归 的 美 好
时刻 即 将 到 来 ，这 是 令所 有 华 夏 儿 女 炎 黄 子 孙 为
之自 豪 ，为 之 欣 慰 为 之 振 奋 为 之 狂 欢 的 盛 大 节
日，也 是 令 全 世 界 一 切 爱 好 和 平 奉 行 独 立 自 主 的
国家 和 人 民 为 之 动 情 和 醒 悟 的 良 机 。中 国 人 民 胜
利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五 星 红 旗 和 香 港 特 别 行
政区 旗将 在 这 一 天 庄 严 地 高 高 升 起 在 中 国 香 港 的
上空 。我 们 胜 利 了 ，这 是 力 量 的 象 征 ，这 是 和 平
民主 、正 义 与 进 步 的 标
志。

这便 是 我 此 刻 的 心
情。作 为 一 个 中 国 人 ，作
为一 个 中 国 西 安 飞 机 公 司
的普 通 员 工 ，堂 堂 正 正 ，
我感 到 无 比 的 自 豪 、欣 慰
和荣 耀 。我 愿 敬 业 努 力 ，
我愿 我 的 祖 国 和 我 的 企 业
日益 兴 旺 发 达 ，日 益 繁 荣
富强 。然 而 也 就 在 此 刻 ，我 忽 又 忆 起 七 年 前 的 那
个初 夏 ，那 是 我随 省 锻压 协 会 组 团 的 一 干 人 员 去
我国 改 革 开 放 的 前 沿 阵 地——深 圳 进 行 考 察 学
习。那 会 儿 我 们 一 到 深 圳 ，感 觉 一 切 都 那 么 新
奇，那 么 高 耸 挺 拔 ，那 么 视 野 开 阔 。我 们 徜 徉在
深南 中 路 的 大 道 上 ，闻 到 那 里 的 风 是 那 么 清 香
——那 时 正 是 荔 香 时 节 。深 圳 真 好 ！当 我 们 完 成

了规 定 的 考 察 任 务 之 后 ，一 天 在 市政 府 有 关方 面 的
关照 下 ，我 们 集 体 登 上 了 那 高 高 的 国 贸 大 厦 的 旋转
餐厅 吃 “早 茶”。由 于 我们 这 些 老 陕 大 都 是初 次 吃
南方 的 “早 茶”，席 间 还 闹 出 不 少 开 心 的 笑 话 ，吃
得很 是 愉 快 。但 是 当 我们 的 餐 厅 旋 转 到 正 对 香 港 方
向的 时 候 ，我 们 几 乎 全 都 引 颈 注 目 ，遥 望 那 近 在 咫
尺却 又 仿 佛 远 在 天 边 的 那 些 清 晰 可 辨 的 高 楼 、街
道、山 野 和 蓝 天 。啊 ，那 就 是 我 们 的 香 港 呀 ，那 原

是一 片 可 望 而 不 可 即 的 神 秘 之 地 呢 ！我们 的 心 都 突
地沉 闷 了 起 来 ，大 家 就 没 有 言 语 ，早 茶 也 变 得 索 然
无味 了 。第 二 天 却 又 有 人 传 言 “到 了 深 圳 若 不 去 沙
头角 ，等 于 没 到 深 圳 。而 到 了 沙 头 角 若 不 去 中 英
街，又 等 于 没 到 沙 头 角。”于 是 又 经 几 位 热 心 肠 朋
友的 努 力 ，也 是 在 市 经 委 的 关 照 下 ，经 过 几 多 手续
和检 查 ，我 们 连 沙 头 角 、中 英 街 一 块 儿 观 光 。我 们

终于 “出 境”了 ，去 了 那 条 小 小 的 宽 不 足 4米 长
不足 半 里 的 街 道 。那 条 街 首 先 映 入 我眼 帘 的 果然
是在 街 的 中 间 立 着 的 一 块 界 碑 和 界 碑 上 的 赫 然三
个字 “中 英 街”，然 后 我 便 立 眼 瞧 见 几 个 英 国 警
察，他 们 手 执 警 棍 ，相 距 五 六 米 站 一 个 。他 们又
象幽 灵 一 样 ，在 那 里 指 手 划 脚 吆 喝 着 。他 们 竟然
不许 我 们随 意 去 右 边 的 商 店 闲 逛 或 购 买 物 品 。真
是岂有 此 理 ！这 里 是 中 国 的 国 土 ，这 里 都 是 中 国

人开 的 商 店 。一 股 无 可
名状 的 怒 火 陡 然 而 升 ，
我自 觉 有 一 种 奇 耻 大 辱
向我 袭 来 ，令 我 终 生 难
忘。

而今 距 离 香 港 回 归
祖国 的 日 子 即 将 到 来 ，
我想 那 几 块 小 小 的 可 耻
的“界 碑”，应 是 彻 底
把它 连 根 拔 起 的 时 候

了，扔 进 太 平 洋 ，让 它 永 远 沉 没 。抑 或 谨 请 香 港
特别 行政 区 政 府 就 在 原 地 修 一 块 纪 念 碑 ，把 那 些
小小 的 “界 碑”统 统 砌 进 历 史 的 耻 辱 柱 ，象 至 今
还叫 人 痛 心 疾 首 的 “圆 明 园 ”遗 址 的 那 片 废 墟 ，
让后 人 永 远 不 可 忘却 这 些 历 史 的 耻辱 。

欣喜 之 余 ，却 又 感 慨 多 多 。我 的 曾 经 是 满 目
疮痍 灾 难 深 沉 的 祖 国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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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是 个 大 话 题 。我 想 说 的 是 关 于 孩 子
的教 育 这 个 小 话 题 。话 题 虽 小 ，问 题 却 不
少。

就说 我 ，做 父 亲 的 自 豪 还 没 体味过 劲 ，
教育 子 女 的 重 任便 压 得 人欲 死欲 活 。特 别 是
最近 一 两 年 。本 来 ，孩 子 上 个 小 学 并 不 是 件
什么 了 不 起 的 事 ，我 自 己 也 是 从这
条路 上 走 过 来 的 ，偏 偏孩 子 今 天 处

在一 个 竞 争 的 氛 围 中 ，先 是 选 学 校
就让 我 求 人 求 得 尊 严 扫 地 ，选 一 个
又一 个 ，各 个 方 面 比较 ，最 终 才 完
了这 第 一 课 。原 以 为 ，就 这 样 了 ，
上就 是 了 。谁 想 到 ，这仅仅 是 诸 多
麻烦 事 的 开 始 。周 围 的 孩 子 们 学 钢
琴、上 艺 校 、练 书 法 、读 奥 数 ，花
样多 得 不 得 了 。一 开 始 我 还 沉 得 住
气，不 太 管 它 ，慢 慢 就 不 行 了 。朋
友来 了 给你讲 大 道 理 ；学 校 的 老 师
给你 谈 小 理 由 ，最 头 疼 的 还 是 老 婆
烦你 。其 实 我 也知道 ，大 家 都 是 一
个目 的 ，让孩 子 从 一 开 始 就 占 据 一

个好 的 地 势 ，以 利 于 将 来 参 与 竞
争。不 知 怎 么 ，我 就 是 觉 着 于 心 不
忍。眼 见 得 上 小 学 ，书 包 已 能 压 弯
小腰 ，每 天 朝 七 晚 九 ，没 有 一 点 玩
耍时 间 ，我 怎 么 还 忍 心再 给 她 不 断
加压 呢 ？

这种 情 形 倒 也 逼 我 对 这 个 问 题
多了 一 分 心 思 ，多 少 思 考 了 一 点 。
后来 我 就 想 到 了 孔 子 。我 发 现孔 子
的育 人 态 度 很 有 意 思 。譬 如 有 一
次，孔 子 和 他 的 四 个 学 生 闲 谈 ，问
学生 们 的 理 想 ，也 就 是 读 书 的 目
的。这 回 个 学 生 分 别 作 出 了 想 当 军
事家 、经 济 家 、外 交 家 等 宏 愿 。本
来儒 家 的 学 说 是 一 种 重 事 功 的 入 世
文化 ，作 为 儒 学 始祖 的 孔 子 ，应 当 对 这三 种
回答 大 加 肯 定 才 对 。谁 知道 ，孔 子 却 对 一 个
叫曾 点 的 学 生 的 回 答 非 常 欣 赏 。问 题 是 ，曾
点既 不 是 想 当 军 事 家 、经 济 家 和 外 交 家 中 的
任何 一 个 ，而 仅 仅 想 在 暮 春 三 月 ，呼 朋 唤
友、轻 装 出 发 ，下 河 游 泳 ，在 树 下 乘 凉 ，

然后 一 路 高 歌 而 回 。孔 子 出 人 意 料 地 说 ，曾
点的 这 种 想 法 深 合 他 意 。这 种 淡 泊 功 利 的
话，出 自 孔 子 之 口 ，真 令 人 感 慨 唏 嘘 。可 感
慨之 余 呢 ？

其实 孔 子 并 不 是 只 说 说 而 已 ，他 本 人 的
做为 亦 确 实 如 此 。几 千 年 来 ，即 便 是 对 孔 子

顶礼 膜 拜 的 人 ，也 对 孔 子 困 陈 蔡 走
七国 ，一 生 无 大 为 而 不 解 ，而 不

平。按 说 ，读 书 成 材 ，发 挥 作 用 ，
该是 每 个 读 书 人 最 其 码 的 任 务 。但
作为 开 创 儒 文 化 ，影 响 中 国 乃 至 东
方世 界 几 千 年 的 孔 圣 人 ，学 通 天
人，确 实 一 生 碌 碌 啊 ！难 怪 有 人 讥
讽他 博 学 而 无 专 长 ，不 堪 大 用 。孔
子对 此 的 回 答 就 是：“君 子 不
器”。并且自嘲地解释道：“我就
以赶 马 车 为 特 长 罢”。他 还 主 张 ：读
书是 为 了 完 善 自 己 ，一 再 强 调 “不
患莫 己 知 ，求 为 可 知 也”。总 之 ，
孔子 言 行 一 致 ，而 且 欣 赏 一 个 真 正
的人 本 来 就 是 不 成 器 的 ，很 有 点

“ 人 本 ”的 意 味 。
面对 孔 子 这样 的 “圣 ”级 哲 人 ，

我很 受 些 教 益 。为 什 么 一 定 要 强 求 人
生要 怎 么 样 呢 ？难道 人 生 只 有 做 到 怎
么样 才 算 真 正 有 意 义 吗 ？再 说 了 ，就
算我 们 强 逼 着 孩 子 ，超 负 荷 地 学 东 学
西，按 照 我 们 心 目 中 的 流 行 的 标 准 ，
去设 计 要 求 塑 造 他 的 一 生 ，他也 未 毕
就能 学 出 个什 么 呀 ！生 活 中 这 样 的 例
子其 实 也 不 少 见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好之 者 不 如 乐 之 者 。还 是 孔 子 有
先见 之 明 ，也认 识 得深 刻 。

人，只 能 活 一 生 ，也 只 有 一 个

童年 。孔 子 对 于 教

育，人 生 理 想 的 识

见和 行 为 ，确 实 可 以 当 成 我
们的 一 面 镜 子 。我 们 还 是 让
孩子 们 按 照 自 己 的 天 性 去 自

然的 成 长 好 。救 救 孩 子 的 现
代版 注 释 就 是 还 幸 福 健 康 的
童年 给 孩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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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以求本质

断面以还原性
——读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 》

朱鸿

张文 立 先 生 致 力 于 秦 文 化 研
究，凡 二 十 年 之 久 ，著 作 甚 丰 ，然
而，没 有 哪 一 个 课 题 象 秦 始 皇 帝 这
样让 他 倾 注 心 血 。他 非 常 清 楚 ，由
于国 情 的 特 殊 ，稍 微 不 慎 ，对 秦 始
皇帝 的 评 价 ，就 从 学 术 领 地 ，踏 上
什么 “雷 区”。但 是 ，正 直 的 历 史
学家 绝 对 不 会 自 己 扼 杀 自 己 的 见
解，因 为 这 个 见 解 有 助 于 他 所 在 的
时代 ，是 他 人格 的 象 征 。

对秦 始 皇 帝 的 评 价 ，仅 仅 停 留
在生 平 事 迹 的 沿 线 ，功 过 事 非 的 水
平，张 文 立 先 生 是 不 满 意 的 ，当
然，清 楚 其 事 迹 是 必 要 的 ，而 且 要 有 自 己 的 是 非
观念 ，不 过 ，张 文 立 先 生 的 雄 心 在 于 还 秦 始 皇 帝
以原 形 ，求 秦 始 皇 帝 以 本 质 ，并 使 秦 始 皇 帝 成 为
历史 的 一 面 镜 子 。他 毅 然 拒 绝 了 传 统 的 研 究 方
法，只 有 这 样 ，他 的 秦 始 皇 帝 才 能 相 近 于 二 千 余
年之 前 的 秦 始 皇 帝 。他 对 秦 始 皇 帝 采 取 了 横 断 其
面的 方 法 ，顺 切 成 片 的 方 法 ，这 有 些 像 地 质 勘 探
和外 科 手 术 。张 文 立 先 生 最 成 功 的 一 点 是把 心 理
分析 ，引 入 对 秦 始 皇 帝 性格 的 把 握 。他 知 道 ，在
一个 没 有 健 全 法 制 的 时 代 ，王 者 的 性 格 几 乎 左 右
了他 的 决 策 ，关 键 是 ，这 个 决 策 影 响 着 千 家 万 户
的生 存 。他 从 弗 洛 伊 德 那 里 拿 来 了 武 器 ，并 运 用
了鲁 迅 的 小 说 艺 术 。于 是 ，不 但 有 了 秦 始 皇 帝 的
性格 ，而 且 有 了 产 生 这 种 性格 的 家 庭 背 景 、生 活
环境 ，及 其 他 的 身 体 素 质 ，反 之 ，秦 始 皇 帝 的 充
满矛 盾 的 悲 剧 性格 ，导致 了 他 充 满 矛 盾 的 结 果 。
张文 立 先 生 要 引 出 的 启 示 是 很 明 白 的 ，这 就 是 王
者的 性 格 ，要 受 主 体 的 克 制 ，并 要 受 社 会 的 约
束，不 然 ，将 给 人 民 带 来 痛 苦 与 苦 难 ，并使 自 己
难以 善终 。

张文 立 先 生 在 洞 察 了 秦 始 皇 帝 的 性格 之 后 ，
把他 划 成 条 块 ，一 个 条 块 一个 条 块 进 行 解 剖 和 化
验。其 条 块 包 括 秦 始 皇 帝 的 思 想 、军 事 及 法 制 ，
还有 他 的 农 业 政 策 和 工 商 政 策 ，及 其 秦 始 皇 帝 的
移民 、巡 视 与 神 仙 崇 拜 ，当 然 还 有 秦 始 皇 帝 的 妻
妾子 女 和 长 生 不 老 之 药 的 寻 求 。这 一 个 一 个 的 条
块，自 然构成 了 有血 有 肉 的 完 全 的 秦 始 皇 帝 。

关于 秦 王 朝 的 遗址 与 文 物 的 发现 ，那 些文物 象

咸阳 宫 壁 画 ，秦 兵 马 俑 和 铜 车 马 之 类 ，当 然 都 反 映
了　一个 时 代 的 文 化风 采 ，但 是 ，张 文 立 先 生 认 为 ，要
拉开 这 些 文 物 在 艺 术 及 科 学 技 术 方 面 与 秦 始 皇 帝
的距 离 ，以 文 物 衬 托 秦 始 皇 帝 的 文 治 武 功 ，是 不 妥
的。我 赞 同 张 文
立先 生 的 观 点 ，而
且我 以 为 ，恰 恰 是
秦始 皇 帝 强 制 工
匠们 给 其 制 以 装
饰之 物 ，才 抑 制 了
工匠 们 的 艺 术 天
才，致 使 某 些 陶 俑
显得死气 沉 沉 。

不能 刻 求 于
张文 立 先 生 ，他 其
实已 经 做 得 很 好
了。但 是 ，我 别 的
一个 看 法 是 ，在 分
析秦 始 皇 帝 的 专
制政 策 对 现 实 的
教训 、对 今 天 的 启
示时 ，他 似 乎 没 有
言无 不尽 。然而总
之是 ，张 文 立 先 生
已经做得很好 了 ！

但是 ，怎 么 知
道这一 切呢 ？请读
他的 书 。

芙蓉 出水别 样 红
——记西 安 市 五一剧 团 演 员 周 芙 蓉

温亮浩

前不久 ，新编 秦腔 《生
死牌 》在陕西 电视台 “秦之
声”栏 目 中 播 出 。当 晚 ，主
人公 王玉环的饰演 者——五
一剧 团 演 员周 芙蓉家 电话不
绝，观众或赞誉或感 怀 ，其
情怦然动 。演 了20来 年 戏 ，
多次 荣 获 省 市 大 奖 的 周 芙
蓉，禁 不住潸 然 泪 下感慨万
千，细思 量 ，走到今天很是
不易 。

熟识 周 芙 蓉 的 人 都 知
道，她艺术上的成功 ，凭藉
两件 “宝”：一是吃苦 ，二
是好学 。

1977年 4月 周 芙 蓉 抱着
琵琶 考 入 西 安 市 秦 腔 三 团

（ 现五 一 剧 团 的
前身），时年16
岁。原 习 琵琶的
她，进 了 剧 团
后，却是师从徐
彦民 、刘 印 堂 ，
与一班师弟师妹
学习 表 演 。学 表
演先练功 。年少
筋骨柔 。那 些不足10岁 的 师弟 师妹们 ，练功时 尚 且难 忍难耐 ，
年届 16的 周 芙 蓉 ，其 苦 痛 更 是可 想 而 知 。但 生 性 倔 强 好 胜 的
她，嘴 唇 咬 破 不 吭 声 ，有 泪 只 留 眼 眶 里转 。父 亲 顿 生 怜 痛 之
情：“芙蓉 ，咱 不练 咧 ，学 点别 的 吧？”周 芙蓉没有答应 。打
这以 后 ，人 家 7点 到 ，她 则 5点 起 ，自 个 练 完 一 遍 ，再跟 大 伙
一块练 。

周芙蓉 当 年是这样咬着 牙苦练 ，如今还是苦练得直咬牙 。
节假 日 ，别 人或游玩或 串 门 ，她则邀上爱 人一起去剧场 ，请爱
人给她作保护 ，一练就是大半天 。腿练青跌紫 ，贴上膏药接着
练；腰练 酸练疼 ，歇 口 气继续 练 ，直 练得两腿贴满膏 药 ，练得
个严重骨质增生 。

年届36岁 的周 芙蓉 ，练起那些柔韧性强 、危 险性大 的 动作
来，仍 是孜孜 以 求毫 不懈 怠 。累 和痛还好说 ，万一有个 闪 失 ，
那就不仅仅是皮 肉 之伤 了 ，而是有可能影 响她今后 的 生 活 。有
人劝 她：“有 好 嗓 子 ，就 不 用 去 练 那 些 高 、难 、险 的 动 作
了。”但 她 并 没 有 因 为 自 己 有 副 好 嗓子 就放 弃 练 动 作 。她 认
为，演 员 的 创 作 是 源 于 生 活 始 于 剧 本 的 二 度 创 作 ，无 情 难 感

人，无技不惊绝 。融入 角 色 ，以 情感 人 ，是演 员 演 好 戏 的 一方
面，而动作达意表情 、体现 角 色个性的作用 更 不能忽视 。夜深
人静时 ，她常常强 忍练功 后 的疼痛 ，热 泪 潸 然 。她扪心 自 问 ：
为了 何来 ！为 了 何来 ？为 了 艺术 ，为 了观众 ！一想到此 ，她有
了虽 九死而犹未悔的 精神 。以 前是拣节假 日 跑剧 团 练 ，现在她
不惜将爱女的 小床挤到 阳 台 ，把两居室 的 房子腾 出 一间 ，置钢
琴，装大 镜 ，建成了 家 庭 练功房 。

苦练 出 绝 活。1982年 ，周 芙 蓉 在 《挂 画 》中 饰 演 耶 律 含
嫣，双脚 在椅上频繁转换 ，如履平地 ；椅上 “金鸡独立”，纹
丝不 动 ；椅 上 “探 海”、　“犀 牛 望 月 ”，身 倾 腿 扭 柔 软 自 如
……1993年 在 《八件衣 》中 饰演杜 秀 英 ，公堂上杜 秀 英 自 杀 身
亡，通体 僵硬仰面而 倒 ，动作 干 脆 、惊险 ，赢得通堂 好彩 。今
年的 新编 《生死牌 》中 ，主人公王玉环 “上桌摸牌”、“呈牌
下桌”，尽 是高 、难 、险 、绝 的 动作 。周 芙蓉的 戏 ，几乎场场
有绝 活 。这 些绝 活 ，生动真切地体现了 角 色 的个性 ，增强 了戏
剧的 感染 力 ，博得了 观众 的 阵阵掌 声 ，让人难 以忘怀 。

表演细腻 ，唱腔优美 ，演谁像谁 ，极具个性 ，是观众对周
芙蓉 的评说 。

“ 看我非我 ，
我看我我 也非
我；装 谁 像
谁，谁装谁谁
就像谁”则是
周芙蓉 为 自 己
设定 的 艺术追
求。周 芙 蓉

说，观众 的评说让我欣慰 也令我忐忑 ；我的追求 ，具体点说就
是力 争戏演得更好 ，力 争观众对我 更满意 ，虽然这种境界很难
达到 ，但我不会放弃追求 。

周芙 蓉 的 艺术追求塑造 了 她虚心好学 的 品性 。为 了 吃透剧
本把握 角 色 、全 身 心地融 入 角 色 演好 角 色 ，她不仅花时费功地
翻书查 阅相关 年代 、相关 人物 的 资 料 ，而且还坚持做到接受 角
色后写 角 色 自 传 ，演完 角 色 后写心得体 会 。

苦练 加 好学 ，周 芙 蓉 的 艺 术 素 养 不 断 提 高 。演 了 几 十 部
戏，塑造 了 几 十 个 角 色 ，虽 然 有 的 剧 情时 间 跨 度 大 、角 色 年龄层
次不 一 ，有 时还 是 旧 角 新 演 ，但 周 芙蓉 凭她 的 苦练和好学 ，得到
了观众 的 肯 定 和褒扬 。以 至她 下 乡 演 出 时 ，观众 或称其 为 杜 秀
英或称其 为桃花……周 芙蓉说 ，他们不知道我 的真实姓名 ，可时
隔多 年 ，他们还记得我还 记得那些 角 色 ，实在让我感动 ！

周芙 蓉 正 在 为 秦腔 艺 术 而努 力 奋 发着 。优 美 的 唱 腔 ，娴熟
的技巧 ，底 蕴 深 厚 的 功 力 ，永 无 止境 的 艺术追 求 ，使她大 受观众
的欢 迎 。日 前 ，从 艺之 余 ，她又撰 文 ，对某些 人贬 秦 腔 唱 为 “吼 ”
的无 知妄说痛辟之 ，痛快 痛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