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始皇 为 什么要坑儒
屈 超耘

在 中 国 历

史上 ，秦始 皇 的

坑儒 ，可 以 说是

尽人 皆 知 的 事 。
他 的 暴 君 形 象 ，

嵌 入 了 一 代 复

一 代 中 国 人 的

头 脑 ，由 于 受传 统教育 的 影 响 ，我从 小 就认为 ，秦始

皇是知识 分子 的 大敌人 ，他之所 以 搞 坑儒 ，是为 了

推行 愚 民政策 ，以 达到 长 久统 治 的 目 的 。由 此 ，我很

欣 赏唐代诗人章碣 的 《焚 书 坑》：“竹 帛 烟 销 帝 业 虚 ，
关 河 空 锁祖龙居 ，坑灰 未冷 山 东 乱 ，刘 项 原 来 不 读

书。”认为 那 是对嬴政的 无 情讽刺 。

然 而 ，由 于 不 久前 的 一 次 山 东 半 岛 之行 ，使我对

自 己 原 来 的 观 点 动 摇 了 。这 次 行程 ，我 有 两 个 惊

讶 ：一 、在距韩 国 仅 百 余海 里 的 荣 成 市 成 山 头 ，有
一座历 史悠 久 的 秦始 皇 庙 ，至今香 火仍 盛 ，在 此庙

里 ，秦始 皇 和孔 夫子 一起 受 到 当 地 百 姓 的 崇 敬。据

我所知 ，这是全 中 国 自 古 至今唯一 一 座 纪念嬴政的

庙 宇 ，二 、在 成 山 头 西 边 不 远 的 文登县 内 ，有一座
古迹名 叫 “召 文 台 ”。我 一 到 台 上 ，就 看 见这 么 一

副 楹联：“祖龙驻跸 文 士登 台 古 县得名 的 昔始 ；黔

首知 书 田 夫 晒 字 昆嵛佳话 至今传。”打 开 当 地 的 文

史 资料 ，始 知此对联的 背 后 有一 个 古 老 的 史 实 ：昆

嵛 山 南 坡有一 个 晒 字村 的 小 山 庄 ，春秋 时 有黄姓 兄
弟 二人 ，从 郓 城 逃 难 至 此 ，以 诗 文 传 家 。那 时 无

纸 ，是 用 树枝 蘸 着 草灰把 字 写 在树皮上 。为 防 止霉

烂 ，每 隔 一段 时 间 便要在 太 阳 下 曝晒 。一 天 ，黄姓

的 后 代 正在场 上 晒 字 ，听见人马 声 喧 ，背 起树 皮便
跑 ，被士 兵们 抓住 。原 来这是秦始 皇 东 巡 的 队伍 。

嬴 政便 问 黄 家后代 ，为 什 么 不 带 别 的 财 产 ，却 背 着
一捆 树皮 ？黄 氏后 代 回 答 ：别 的 财 产 损 失 了 还 可再

生 ，惟有这 写 在树皮上 的 书 就 不 能 再 生 了 。嬴政一
听 大 受 感 动 ，重 赏 了 黄 氏后 代 。之后 ，他在县城一

座 小 山 头 上 召 集知识 分子议事 ，黄 氏后 代被点 名 参
加 。于是 ，这 个议事 的 小 山 头 就被呼作 召 文 台 ，一
直到 今天 。也正 因 为 这 个 原 因 ，此 台 所在 的 山 被命

名 为 文登 山 ，到 了 北 齐 时代 ，文登便被批准 为 县名 ，直

到 现在还 沿 用 。

由 于 上述 两 件 意 想 不 到 的 事 ，逼得我 开始研究

秦始 皇 。经过 查找到 的 资料 ，充 分证 明 他 不 但 不 反

对知识 分子 ，相反的 还十 分 重视他们 ，这里聊举几

例 ：一 、嫪毒事件之后 ，他 除 了 杀掉谬 氏 家 族 ，还

把 自 己 的 生母 幽 禁起来 ，下 令说：“敢 以 太后 事谏
者 ，戮 而 杀之 ，断 其 四 肢 ，积 于 阙 下。”令 下后 ，

齐 国 一 位知识 分子 出 身 的 宾客 焦 茅 冒 死 求见 。他 闻

言 大 怒 ，在 殿 角 支 一 口 大 锅 ，准 备 烹 杀 这 位 姓 焦

的 。但是 当 听 了 对方讲 的 道理后 ，便连 忙 下殿 ，礼

待之并 “爵之上 卿 ，王 自 驾 ，虚 左 方 ，往 迎 太后 ，

归 于 咸 阳。”二 、公元 前 237年 ，秦 的 王 族 建议

说 ，各诸侯 国 来秦谋职 的 人 ，大都是特 务 ，应 该 一

律 驱逐 出 境 。嬴 政便 立 即 下 令 ，赶 走 所 有 的 外 国

人。此 时 ，知识 分子 的 客卿 楚 国 人 李 斯 ，便上 了 一
篇 《谏逐客 书》，大讲驱逐外 国 知识 分子 的 坏 处 。

嬴政一 看 ，有理 ，立 即 “召 李 斯 ，复其 官 ，除逐客
令 。后 来 ，还任命李 斯 为 丞相。”三 、韩 国 的 大知

识 分子 韩 非 ，著有 十 万 余 言 的 《韩 非 子》，“王 闻

其 贤 ，欲见之 “并邀其 访秦想 予 以 重 用 ，但 李 斯 忌
韩 之 才 ，私 下把他 下狱 ，嬴政 闻 知 “使人赦之”，

因 为 迟 了 一 步 ，赦令到 非 已 死 。为 此事 ，他很长 一
段 时 间 都 心 中 不 安 。特 别 是 四 ，秦 始 皇 统 一 六 国

后 ，经 常在 全 国 巡游 ，每到 一 地都要召 集 知识 分子

座谈 ，听取意 见 。公元前 219年 ，出 巡 东 部 各郡 ，

特地 召 集 崇 尚 儒 学 的 知识 分 子 70余人 ，到 泰 山 脚
下 商议祭祀天地和封禅之事 。

由 上 述 材 料 ，我 们 可 以 明 显 看 到 一 个 关 于 秦

始 皇 的 悖 论 ：他 一 方 面 爱 护 尊 重 知 识 分 子 ，另 一

方 面 又 大 搞 坑 儒 、迫 害 知 识 分 子 。这 究 竟 是 什 么

原 因 呢 ？原 来 这 和 中 国 的 封 建 道 统 有 着 直 接 的 关

系 。嬴政从一 个诸侯 国 的 头 儿 ，经 过 长 时期 的 东 杀

西 战 ，最后 终 灭群雄 、统一 了 中 国 ，便 觉 得 自 己 “德
兼 三 皇 ，功 高 五 帝”，普 天之 下 只 有 自 己 最伟 大 ，只
有 自 己 的 思 想 最 正确 ，只 有 自 己 的 实 践 最 有 用 ，老

子 天 下 第 一 ，因 此

就骄傲 自 满 ，听 不

得 任 何 不 同 声 音

和 不 同 意 见 。于

是 ，他 于 公 元 前

213年 下 了 一 道在

今 天 听 来 是 可 怕

的 也是 可 笑 的 命令：“非 秦记 皆 烧之 ；非 博 士 官 所

职 ，天 下 有藏诗 、书 百 家语者 ，皆 烧之。”而 在 焚 书 的
第 二年 即 公元前 212年 ，因 为 两 个过去一 直被他信任

的 知识 分子侯生 、卢 生 对其暴戾行为 提 出 批评 ，害 怕

受 到 惩 罚 而 双双逃去 ，他便勃 然 大怒地说：“过去我很

敬重 卢 生等人 ，并 曾 以 重金 赏赐 ，可他们 却在 背 地诽

谤我 ，妖言 惑 众 ，煽 动 对我 的 不 满 ，“下令御 史逮捕 并

审 问 其他儒 生 ，看谁是侯 卢 的 同 党 。而 这 些 没有骨 头
的 读 书 人 ，为 了 保全 自 己 而 相 互揭发 ，终 了 个个都成

了 和侯生 、卢 生一样的 “现行反革命”。就这样 ，嬴政就

下令把 460多 个所谓 的 侯 卢 “同 党 ”在京城 附近全部
活埋 。这 ，就是历 史上有 名 的 “坑儒 ”事件 。了 解 了 上述

这些 事 ，我一 下 子便明 白 了 ，秦始 皇 的 所谓 以 坑儒 ，并

非把天 下 的 知识 分子 见人就埋。对那 些歌颂 他 、高 呼

他“万 岁 万 岁 万 万 岁 ”的 知识 分子 一 个也 未坑 。

行 文 至 此 ，我 又联 想 起 秦 始 皇 之后 的 历 代 皇

帝 ，特 别 是 那 些 英 明 果敢 的 皇 帝 ，几 乎 都 有 “坑儒 ”
式 的 行 为 ，只 不 过表现 形 式 不 同 罢 了 。就说 那 位被

一 些 影 视编 剧 歌颂 有 加 的 清代 的 康 熙 罢 ，因 为 发现

翰林 院 编 修戴 名 世在 其 著作 《南 山 集 》中 采 用 了 方
孝标 《滇黔 纪 闻 》所 录 南 明 永历 皇 帝 的 一 些 事 ，便 大
开 杀 戒 ，不 但 杀 了 戴 名 世 ，还把早 已 死 去 的 方 孝 标

也砸棺戮 尸 。而 所 有这 些 ，我 们 绝 对 不 能 简 单地说
那是在 杀 害 知识 分 子 ，而 是 只 能说是 杀 那 些 敢 于提

不 同 意 见 、敢 于 非 难 时政 、敢 于 对 最 高 说 “不 ”的 知

识 分子 。不 是吗 ？那 些歌功 颂 德 的 知识 分子 ，就一 个

也没有 杀 ，不 但没 杀 ，而 且他们 一 个 个都爬 上 了 高

位 ，最著 名 者 就是 张春桥 、姚文元 那样 的 “儒”。
经 过 对 秦 始 皇 如 何 对 待 知 识 分 子 的 一 番 研

究 ，我 这 才 觉 得 章 碣 的 《焚 书 坑 》写 得 不 实 事
求 是 了 。实 际 情 况 是 ，因 为 嬴 政 要 独 搞 一 尊 ，
便 把 那 些 有 碍 于 他 这 “游 戏 规

则 ”的 人 坑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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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 8月 26日 ，

在我们人 类 社会 里 ，民 主德
国 公 民 辛拉姆 ·亚历 山 大成
为 第 一 个 进 入 太 空 的 德 国
人 ，而我们 自 己 的 家就在这
一天被分裂。”

这是一个 男 孩讲述 的 故

事 。

亚 历 山 大从小就是一个
宇航迷。1978年 ，他八岁 。
这天 ，他正和姐 姐收看 电 视
中 东 德宇航 员乘坐宇宙 飞船
升 入 太 空 的 新 闻 报 道 。忽

然 ，两 名 东 德 的 秘 密 警察 而
至 。亚 历 山 大 的 母 亲 被 告
知 ，她那个 当 医生 的 丈 夫不
久前叛逃去了西德 。

“ 从 此我们谁也 没 有再
提起过父 亲 ，我母亲 从 那时

起就把 自 己 嫁给 了 社会主 义

祖 国。”失 去 了 丈夫 的 母亲
抖擞精神 ，重新焕发 出 生 活
的 激情 。她 怀着对社会主 义
德 国 的 热 爱 与忠诚 ，积极参
加社会 活动 ，勤 勤 恳 恳地工
作着 。而时间 就在这平静 中

流逝了 。

“ 1989年 10月 17日 ，

民 主 德 国 四 十 岁 了 。我 从
PGH电 视修理社暂时休假 ，
觉得 自 己正在壮年。”

柏 林 的 大 街 小 巷到 处 飘

满红 白 相 间 的 国 旗 ，广 场 上
举行着 盛 大 的 阅 兵 式 。好 象

社会主 义 的 民 主德 国 依 然 那
么 生气 勃 勃 、繁 荣 兴 旺 。可
是到 了 深 夜 ，一队 队 的 游 行
者 呼喊 着 “自 由 、民 主 ”的
口 号 ，浩 浩 荡 荡 地 走 过 街

巷 。已 长成 大 男 孩 的 亚 历 山

大 也被这 种 盲 目 而盲从 的 热

情裹 挟 着 ，随着 游 行 的 人 群
漫无 目 的地前行 。

参 加 完 国 庆 庆 祝 活 动 的
母 亲 准 备 回 家 。在 街头 ，她
看 到 游 行队 伍正 在和军 警 发
生 冲 突 。两 个孔武有 力 的 警
察 架 着 亚历 山 大 ，把他 往一
辆军车 上拖去 。受 到 刺 激 的
母亲 一 个趔趄 ，倒 在地 上 ，

失去了知觉 。

“ 母 亲 一 直 沉 睡 ，沉 睡

在无 知 无 觉 中 ，像卫 星 那样

围 绕 着 人 类 的 活动旋转 ，在
我们 的 小 行 星 上 ，在我们 的
母亲般共和国 中。”

亚 历 山 大 从 拘 留 所 匆 匆

赶 到 医 院 。医 生 告 诉他 ，母

亲 的 病情很 危 险 ，她一 直 在
昏 睡 ，至 于什 么 时候 醒 来 ，
没 有 人能 够 知 道 。母亲 就这
样沉 睡 了 整整八个 月 。可在

这八个 月 里 ，世 界 正 在 发 生
翻天覆地的 巨变 。

“ 母亲 的 沉睡使埃里希 ·
昂纳克同志的离开变得灰暗。”

一转 眼 沧 海 桑 田 。昂 纳
克 下 台 了 ，柏林墙 倒 塌 了 ，
民 主 德 国 消 亡 了 。就 在 这

时 ，母亲苏醒了 。

医 生 告 诫 亚历 山 大 ，他
的 母 亲 仍 然 随 时都 有 生命危
险 ，千 万 不 能 受 到 任 何 刺

激 。可是 ，从 昏 睡 中 醒 来 的

母 亲 对 “国 破 山 河 在 ”的 沧
桑 之 变浑 然 不 知 。她怎 么 能

够 接 受这样一个事 实 ：那 个

她热 爱 的 、坚信 的 社会 主 义
的 民 主德 国 ，已 经 永远地从
地图上消 失 了 ！

亚 历 山 大把 母 亲 接 回 家
中 。他 决 心让母亲 依然 活在
过 去 ，活 在 民 主 德 国 的 时
代 ，而把 残酷 的 事实封 闭 于
窗 外 。他给母 亲 阅 读过 去 东
德 的 报纸 ，和 朋 友 拍摄 一些
早 已 不存在 的 民 主 德 国 “新
闻 联播 ”给母 亲 看 。他甚至
雇 请 一 些 孩 子 ，系 上 红 领
巾 ，唱 一 些 当 年 的 少先 队歌
曲 给母亲 听 。

民主德 国 在 79平米 的房
间里依然存在 。

这 一 天 ，身 体 见好 的 母

亲趁 亚历 山 大 不注意 ，独 自

溜 出 了 房 间 。马路 对面 ，一
面树 立起 来 的 巨 大 的 可 口 可
乐 广 告牌 ，让她 目 瞪 口 呆 、
不 知 所措 。她扭 了 扭头 。在
列 宁 广 场 那边 ，这时 一 架 直
升机正 吊 起一尊 已 被拆毁 的
列 宁 雕像 ，在 空 中 盘旋 。这
景 象 是如 此令人 震 撼 ，如 此
触 目 惊心……

在 柏 林 墙 倒 塌 十 几 年
后 ，2003年 ，一 部 名 为 《再
见 ，列 宁 》的 德 国 影 片 风靡
全欧 ，掀起 了 一 股 怀 念 东 德

的 热 潮 。在 法 国 ，有 173万

观众观 看 了 这 部 影 片 。而在
德 国 本 土 更 是 售 出 了 七 百万
张 影 票 ，连 一些 联 邦 议 员 也

走进了影院 。

“城春草木深”，由 沃尔夫
冈 ·贝 克 尔 导 演 的 这部 《再
见 ，列宁》，以一个戏剧化的
故事 对那 个被 丢 在风 中 的 时
代 寄 予 缅 怀 ，表 达 了 一 种 交
织着迷惘与反思的心态 。就像
影片中 的那些东德人 ，他们曾
经呼喊 “自 由 、民主”，可 当 这
一切来临之后 ，经验的却是深
深的茫然 。

“ 我的 梦想是怎样带着全
人类的 幸福探索星球 ，母亲总
在那儿 ，微笑着陪伴着我。”

时 代 已 逐 风远 逝 ，在 广
袤 的 星 空 ，垂 落 下 一片烟 一
样 的 怅

惘 。

《红旗颂》辉煌诞生 四 十 年记
顾 育 豹

在保持共 产党 员 先进性
的教育活动中 ，著名作曲家 吕
其明 在 四 十年前 创作 的 管弦
乐作品 《红旗颂》魅力不减 ，每
天央视播出 《永远的丰碑》节
目 便能聆听到这首震撼心灵

的主旋律 ，其全新总谱也由 上
海音乐 出版社多次再版 ，各地
订购者甚众。其实 ，在庆祝香
港 、澳门 回归祖国 期间 ，在每
年纪念党的生 日 、欢度国庆佳
节期间 ，《红旗颂》总被北京 、
上海 、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

青岛等地频频奏响 。在广州 ，
《红旗颂》的旋律曾被两千 多
名合唱 团 员 、三百多 名乐手 、
七十多架钢琴同时演奏 ，这是
这部作品问 世 以来最大 的 一
次演出阵容 。

吕 其 明 曾 任上 海 电 影 乐
团 团 长和 中 国 电影学会副会
长 。他先后为 《铁道游击队》、
《红 日 》、《城南旧事》、《孙中
山》、《焦裕禄》等两百余部电
影 、电视剧作曲 ，获得数十项
音乐创作大奖 ，他近年新创作
的交响 曲 《雨花祭》、《龙华祭》
尤其感人 。他告诉记者 ，四十
年前，《红旗颂》的创作过程是
这样开始的：1965年 2月 ，在
上海音 乐家协会 的一次党组
会上 ，主要负责人贺绿汀 、丁
善德 、黄贻钧 等 就对上报 的
“ 上海之春”音乐会初选节 目
进行了仔细研究 ，一致认为歌
颂祖国 、歌颂人民 、歌颂中 国

共产党 的 现代题材作品还应
加强 ，因此 ，决定 由 青年作曲
家 吕 其明赶写一首 ，黄贻钧建
议曲名定为 《红旗颂》，其主题
为歌颂伟大的 中 国 共产党 。

欣然 接受这一艰 巨 创作
任务的 吕 其明 ，当 进入作品的
酝酿构思时 ，就陷入了对往事
激动的 回 忆之 中 。红旗是革
命的象征 ，在南湖小船的油灯
光 中 ，在那井 冈 山 的 绿竹 丛
中 ，遵义城的堞墙 ，革命圣地
延安 ，淮海战役的阵地前 ，凡
有革命者战斗过的 岗位 ，都有
红旗飘扬 。红旗又是千 千 万
万革命先 烈用 鲜 血染红 的 。
吕 其明 的父亲 吕 惠生 ，原是抗
日 战争时期我党 的 一位高级
干部，1945年 9月 不幸被捕 ，

在狱中 大义凛然 ，坚贞不屈 ，
英勇就义时高呼 “中 国和平民
主 万 岁 ”、“中 国 共 产 党 万
岁”。吕 其明是在红旗下长大
的。1940年 ，他刚满 10岁 时 ，
是父亲 带着他和 姐姐 参加了
新 四 军 文 工 团 。他像进 了 一
座革命的大学 、艺术的大学 ，
在战争 的 艰苦环境 中 经受着
锻炼与考验。1949年 5月 ，他
随部队进入上海 ，胜利的喜悦
激动了他的心。从此 ，每逢国
庆礼炮轰鸣 ，国歌嘹亮 ，人群
如潮 ，红旗似海 ，他都会激动
得热 泪 盈眶 。生 活是创作 的
源泉 。长期 战斗生 活 的 往事
以及他在红旗下成长的历程 ，

像 电 影 一样 ，一一在眼前 闪
过。他热血沸腾 ，心潮激荡 ，
夜不能寐 ，乐思源源而来 ，
他决定 写一部 以 党 的 辉煌 历
程 为 背景 ，气势磅 礴 ，优美
雄浑 ，雅俗共赏 ，人 民群众
喜爱 听 的 管弦 乐作品 。经过
一个星期的 日 夜拼搏 ，激动的
泪水伴他写完了 《红旗颂》。
当 年 5月 ，《红旗颂》在第六届
“ 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首演获
得成功 。

年 已 75岁 的 吕 其明对记
者说：“四十年来 ，《红旗颂》没
有被人们遗忘 ，这使我从中 受
到深刻的启迪 ：作曲家要通过
毕生的努力 ，去歌颂时代 、歌
颂党的事业！作为烈士子弟 、
共 产党 员 ，我将永远歌颂红
旗 、歌 颂
党！” 探索 （油画 ）　铁铭

得 意 扬 扬
若 白

读小学的小孙子做语文作业 ，用 “得意 ”一词
造句 ，就写了 “得意扬扬”。结果老师看了打 ×，批
为 “得意洋洋。”看来这位老师是只知其一 ，不知
其二 。

“得意扬扬”也写作 “扬扬 自 得”，意思一样 ，
典出 《史记 ·管晏列传》，司马迁在描述晏子的车
夫一副 自 以为很了不起的样子时 ，便说是 “意气
扬扬 ，甚 自得也”。

春来时齐国著名的相国晏子 ，身材矮小 ，但他
的车夫长得很魁伟 。他每次给晏子驾车出行时 ，坐
在高大的车篷前 ，赶着驷马驾的车子 ，显出一副非
常得意的姿态 。一次他老婆看见了 ，很生气 ，就批
评他说 ，人家晏婴是名显诸侯的齐国相国 ，坐在车
上谦虚稳重 ，没有一点自满自得的神气 ，你只是给
他的驾了个车 ，却就觉得很了不起 。这个车夫听了
老婆的批评 ，后来改变了态度 ，受到晏子的称赞 ，
还推荐他做了大夫 。这就是“得意扬扬 ”这条成语
的来源故事。“扬扬”与“洋洋”音同 ，不知从什么时
候什么人把“扬扬”写成了 “洋洋”，于是沿习下来 ，
现在一般都写成“得意洋洋 ”
或“洋洋得意”了 。

史佳 《肺 部 的 呐 喊》出 版
近 日 ，资 深 特 稿 编 辑 记 者 史 佳 撰 写 的 《肺 部 的 呐

喊 》一 书 在 京 出 版 ，该 书 真 实 记 录 了 一 个 个 普 通 人 物 在
遭 遇 司 法 腐 败 后 表 现 出 的 迷 茫 、心 灵 恐 惧 和 命 运 改 变
等 。

史 佳是一位 资 深 的 特稿编辑记 者 ，也 是一位 优 秀 的 民
革党 员 。在其从业 的 七八年 来 ，一直坚持 采 写 以 记录 普通
人物 的 命运和深 刻 揭 露 司 法 腐 败 等 社会 丑 恶现 象 的 报道 ，
已 在全 国 主 流媒体 发 表 此 类 作 品 一 百余 万 字 ，其 中 《高 建
成和 他 的 509次 上 访》、《一 位错 判局 长 的 命运》、《儿
子 冤 死 ，老 父 从 黑 发 告 到 白 发 》及

《 一 起 血 案 后 的 9年 》等 报 道 反 响
强 烈。《肺 部 的 呐 喊 》一 书 是 从 史
佳 新 闻 特 稿 中 遴选 出 50余 篇 主 要 以
记 录 普 通 人 物 的 遭 遇 命 运 的 报 道 结
集 出 版 的 ，从 每 一 篇 新 闻 特 稿 中 可
以 看 到 他 们 遇 到 人 生 不 幸 之 后 的 现
实 生 活 状 态 ，也 可 以 强 烈 感 受 到 作
者 对 社 会 的 公 平 和 正 义 力 量 的 深 沉
呼 唤 。这 些 作 品 不 因 为 同 情 弱 者 而
损 害 法 律 的 公 正 和 权 威 ，也 不 因 为
同 情 不 幸 而 借 助 传 媒 放 大 苦 难 乃 至
放大事 实 。

全 国 新闻 学专业教学 指 导 委 员 会
委 员 、西 北 大 学 新 闻 传 播 学 院 副 院
长 韩 隽 在序 中 写 到 ，史佳新 闻特稿 的
人物 ，即使他们中 有些人也曾经有过辉
煌 ，但他们辉煌 的 时候 没有 史 佳 的 介
入 。需要提醒的是 ，史佳参加新闻工作
的这几年 ，恰恰是新闻竞争的副效应开
始出现 ，新闻可读的同时变得功利和世
俗 ，但任何时候 ，你从史佳的新闻代表
作品中 感受到的都首先是新闻的客观和
新闻的思想含量。他是在寒霜冬雪中 为
一个个遭受磨难的灵魂寻找春风春雨的
行 者 ，为 此 我 们 感
谢他的执着 。　（文 ） 艺海无边　戴 民 生　书

读书杂抄
李 文举

我喜欢购书更喜欢抄书 ，也许是信了徐特立的 “买书不如借书 ，借
书不如抄书 ，抄书不如摘书”的话 ，所以案头常备有一本笔记 ，每当翻读
书报 ，若发现 自 己所喜欢的名言警句 ，美好篇章 ，就会不厌其烦地抄录 。
对于这些积 累 了一大摞的杂抄笔记 ，退休闲居 ，我常常随手翻看 ，总觉
得有一种梦回历史的沧桑感和亲切感 。

著名诗人臧克家写过这样一本书 ，书名叫 《我的诗生活》。这本小
书1943年1月 由 读书 出版社出版发行 ，土纸印刷 ，共74个页码 。书 中记
述了他作诗 、教书以及 乡 居的感觉 ，至今读来仍感到语言优美 ，情态鲜
活 ，兴味不减当初 。如：“有一次为了一个 乡 下的姑娘我痛苦得几乎不能
活下去 ，祖父知道了这回事 ，可是他却不说破它 。当我走到他的屋子里
去时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片纸片子来递给我 ，上边写着这样的诗句 ：青
蚕栖绿叶 ，起眠总相宜 。一任情丝吐 ，却忘 自缚时 ！他把这经验的结晶 ，
苦痛之余的忏悔的诗句 ，送给刚刚扑上情网的一个十四五的孩子。”

书中描写风景的语言 ，更令人喜爱和神往 ：
“一个春天的清明节 ，燕子新客似的刚从远方来 ，秋千架旁飘飞着

少女的衣影和笑声 ，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 。灵感借了我的手。”
“在春天 ，也是到陌生的小村落 ，在夕阳的反照下 ，在恰好的距离

点上 ，看桃花树下手把篱笆 张望 的 少女 的 身影 ，像望着一尊诗的女
神 。一直望到人影 叫 黄 昏抹去 ，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头 。心的小船在
诗潮中摇曳着。”

“ 山 里 的 风情 ，世外桃源一样的 逗 人 的 诗里 ，那还 看人笑 的 山
花 ，那在寂寞 中 潺潺的流水 ，那竞赛 中 的鸟声 ，那黄昏里负柴归来的
樵人 ；夜间 ，那惊心的犬吠 ，那鬼怪一样的 山 形 ，大个的蚊子 ，那和人

眐眼的星星 ，那……”
由 常任侠 、孙望选辑的 《现代 中 国 诗选》，1942年

1 2月 由 南方印书馆出 版 。书 中 许多 名家 的诗作我 当 初
并未抄录 ，只录了 贾芝的 《小播谷》、杨芸的 《星 》和丽
砂的 《昆 虫篇》。《昆 虫篇》写得极富哲理 ，今转录如下 ：
蚯蚓　你锥破了 完美 的地壳 /给大地加添着创洞 /然
后是疲倦了睡在粉碎的泥土下/而咒恨着粗暴的草根
戳伤了你的梦 。峰　你走遍 了每一个春 国 /孜孜 不倦
地叮咛着词话/你牺牲了 自 己 生命的 刺/忍痛地杀死
虚荣的迷醉的花 。

蝶　你是春天的灯/在绿野上照明了/一条走向花
林的路径 。

作家张恨水1956年下半年曾经来西安 ，他写有两
首五言律诗 ，曾 经刊登在 《陕西 日 报》1956年9月 11日
第3版上 。一首是《杜公祠》，另 一首是 《过西安》。过西
安的五律是 ：

今古长安道 ，争过帝王 家 。

莲湖歌咏起 ，雁塔 夕 阳斜 。

楼 阁 千层合 ，山 河四 面 遮 。

留 将后 来者 ，笑看 万年花 。
《杜公祠》诗是 ：

腊梅高 出 屋 ，山 房 画 不 如 。

起看终南 秀 ，笑谈 隐 士居 。

黄云兴稼穑 ，绿树 出 樵渔 。

代 北正 多 事 ，苦吟愿 自 虚 。
以 上 的 杂抄均录于我 1956年

的 日 记中 ，迄今已近五十年矣 ！

一 只 满 怀 悲 情 的 燕 子
——读 阎 冬长篇 小说《金盆开花》有感

朱碧 波

静夜好读书 ，我和 《金盆开花》的
对话也是在夜里进行的 。小说讲述 的
是团市委副书记周逸 山被下派到一郊
县桃花盆村扶贫的故事 ，在这里 ，他帮
村民修水库 、迁坟 、建厂 、收麦子 ，尽心
尽 力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赢得了村民
的信任和爱戴 。然而 ，该书吸引 我的并
不是这些 ，而是周逸 山 在桃花盆村经
历的感情波折 ，这 自 然要说一说书中
的 女 主 人 公 白

小燕 。

白 小 燕 本

是美院毕业生 ，
人 长 得 漂 亮 且

风情万种 ，凭这
两样 ，她完全可

以 有 一 个 繁 华
似锦的前程 ，可她最初偏偏喜欢上了
公子哥——县长的儿子 。美貌与权 力
的 交 易 埋下 了这场婚姻 的 悲剧根 由 ，
这位县长的公子婚后渐露真面 目 ，对
白 小燕 已不如婚前那般百依百顺 ，爱
恋有加 ，公子哥的一天天堕落也将脆
弱 的 白 小燕拖进了深渊 。

白 小燕开始吸毒 ，为了吸毒 ，她可
以和任何人上床 ，一位漂亮多才的女
人终于变成了一朵 “恶之花”，让人痛
惜 。离婚后 ，为了逃避不幸婚姻造成的

恶果 ，白 小燕 来 到桃花盆村小学教
书 。

和 周 逸 山 的 偶 然 相 逢 注定是一

场没有结局 的 爱情 ，对 白 小燕而言 ，
是满足精神与生理上的饥渴 ，对周逸
山 来说 ，是 乡 村寂寞生活的慰藉 。白
小燕 的 艳丽和性情在此 刻 书 写得淋

漓尽致 ，她渴望爱情 ，也敢于去爱 ，而
且表现得大胆奔放热烈 。这让周逸山

这个城里人也感到吃惊 。好景不常在 ，
二人偷情的事败露 后 ，白 小燕痛苦地
选择了离开 ，她孤身来到城市 ，生存迫
使她一步步沦入风尘 ，最后嫁给一老
板 。她与周逸 山 的激情相会 已成往事 ，
但在心里 ，她仍深深牵念着他 。

当 周逸 山 最后意外亡故后 ，相对
于周逸 山 妻子焦红梅的默默流泪 ，白
小燕 当 时爆发出 撕心裂肺般的哭嚎 。
读到这里 ，已是凌晨时分 ，我望着窗外
漆黑的夜幕 ，静夜里耳畔久久 回 响着

那哭嚎 ，这哭 声里饱含着超越功利且
至纯至真的爱 ，也告诉读者 ：感情和婚
姻有时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

读完小说 ，我掩卷思索 ，白 小燕的
悲剧根源究竟何在 ，是她太漂亮太懂
感情么 ，还是世俗社会里太多 的欲望
容不下她 ，将她一步步逼上绝路？抑或
是她没有把握好 自 己 的美貌？我理不
出思绪 ，只感觉一种悲凉的气氛围 困

着我 ，也许她
的 悲 剧 正 应
了 红 颜 薄 命

这 句 古 话
吧 。

《 金 盆 开
花》是阎冬首
部 长篇 小 说 ，

从书 中 可 以 看 出 他对农村生 活 很熟
悉 ，个别村民的形象较丰满 ，遗憾的
是 ，作为全书 男 主人公的 周逸 山 ，他
身 上 缺乏性格 发 展 的 内 在 冲 突 和 复
杂性 ，人物显得平面化了 。文学是人
学 ，只 有刻画 出 人物的深 刻性和立体
感 ，小说才有 更强的 感染 力 。然而对
阎 冬来说 ，毕竟是首次尝试把握长篇
体裁 ，凭着对文学 的一腔热爱 ，我相
信 他 今 后 会 做 得

到的 。

人境 庐 题联
望 坡

五 月 十一 日 ，亲 民 党 主席
宋 楚瑜 在清 华大 学演讲后 ，清
华赠送 给宋 楚瑜 的 第 一份礼物
就是一副 字 。上 写清 末诗人黄
遵 宪 的 一首诗：“寸寸河 山 寸
寸 金 ，侉 离 分 裂 力 谁 任 ？杜鹃
再拜忧天 泪 ，精卫 无 穷 填 海 心。”
这首 题作 《赠梁任父 同 年 》的 诗 ，
是黄 遵 宪在 《马 关 条 约 》签 定 后 写
给 《时 务报》主 笔 梁启 超 的 。诗 中
第 一 句 言祖 国 河 山 之可贵 ，第二 句
说谁有 力 量制止祖 国 被瓜分呢 ？第三
句 以 啼 血 之杜鹃 为 喻 ，写 为 国 家 前
途 的 担忧 ，第 四 句 用 精 卫 鸟 作 比 ，
当 为 挽救 民族 危机而努 力 。整首诗
是勉励 梁 启 超 ，亦兼 自 勉 。清 华 赠
送黄遵宪这首诗 ，大有深意存焉 。

黄 遵 宪 是 清 末著 名 维 新 派 、诗
人 ，曾 任驻 日 、美 、新加坡外 交 官
十 八 年 。戊 戌 变 法 后 ，被 放 逐 回
乡 。其故居 名 曰 “人境庐”，取 陶
渊 明 “结 庐在 人 境 ，而 无 车 马 喧 ，
问 君何能 尔 ，心远地 自 偏 ”诗意 。
黄遵宪亲 自 为人境庐撰一联云 ：

有 三 分 水 、二 分竹 ，添一 分 明 月 ；

从五 步 楼 、十 步 阁 ，望 百 步 大 江 。
人 境庐 的 建 筑 有 五步 楼 、十 步

阁 、无 壁 楼 、卧虹 榭 、藏 书 阁 等 。
此 联也显 出 黄 遵 宪 的 复 杂 心情 。三
分 、二分 、一分 递 减 ，婉言 其 少 ；
五 步 、十 步 、百 步 ，极言 其 小 ，所
谓 的 大 江 ，乃 是 门 前 不 远 处 名 曰

“ 周 溪 ”的 一条 溪 流 而 已 。以 此 看
来 ，他 的 放逐 归 乡 ，大 有 天 地局 促
之 感 。由 于 局 促 ，他便置小 舟 泛 于
周 溪 ，将 小 舟 命 名 为 “安 乐 行
窝”。并撰一联云 ：

尚 欲 乘 长 风破 万 里 浪

不 妨 处 南 海弄 明 月 珠

上 联 用 南 朝 宋 时 宗 悫典故 ，下
联 用 秦 朝 李斯 《谏逐 客 书 》中 “垂
明 月 之珠 ”之典 ，寓 言 身 为菁 英 ，
尚欲大展鸿图 。

黄 遵 宪 的 同 乡 ——台 湾抗 日 义

军首领 、诗人丘逢 甲 ，抗 日 失
败后 回 到 故 乡 ，他有 赠 黄 遵 宪
人 境庐一联 ，也 提及 此 小舟 。
联云 ：

陆 沉欲借舟权住

天 问 翻 无 壁 受 呵

陆 沉 ，喻 国 土 沉 沦 。上 联言 国
土 沉 沦 无 地可立 权 且借小舟而住 。
下联 引 用 屈 原 《天 问》。《天 问 》
说 屈 原放逐 ，见 楚先王庙及 公 卿 祠
堂壁 间 画有天 地 山 川 神 灵 及 古 圣 贤
图 ，因 作 《天 问》，书 于其壁呵而
问 之 ，以 舒愤 懑 。黄 遵 宪 的 人 境庐
中 就有 无 壁楼 。黄 、丘二 人 心志相
同 ，黄 遵 宪 遂 以 此 联入 诗 ，以 见 两
人 神 交 ，以 观其志 。诗云：“半 世
浮槎 梦 里过 ，归 来 随 地 觅 行 窝 。陆
沉 欲借舟权 住 ，天 问 翻 无 壁 受呵 。
偶 引 雏 孙 弄 初 月 ，且 容 时 辈 量 汪
波 。湾 湾 几 曲 清 溪 水 ，可有 人 寻 到
钓 蓑。”到 底 还 是报 国 心切 ，以 俟
起 用 ，却 终 老 于 人境庐 ，年 五 十七
岁 。黄 遵 宪 一 生诗作 甚 富 ，多 抒 爱
国之情 ，有 《人境
庐诗草》行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