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 帝 戏 带 来 的 忧思
史 式

今 在 电 视屏 幕 上 却 办 起 了 “皇
帝 展”。有 不 少 的 电 视剧 编 导 者 热 衷
于 皇 帝 题 材 ，争 先 恐 后 地 推 出 一 部
又 一 部 皇 帝 戏 。先 是 《末 代 皇 帝》，后
是 《雍 正 皇 帝》，接 着 是 《戏 说 乾 隆》、
《 唐 明 皇》、《朱 元 璋》、《秦 始 皇》、《康
熙 大 帝》，可 谓 一 发 不 可 收拾 。好像
中 华 民 族 的 悠 久 文 明 史 上 ，除 了 皇
帝 以 外 ，再 没 有值得 赞 颂 的 人 。

以 天 地 为 私 物 ，以 万 民 为 私 有
的 皇 帝 要是 值 得 同 情 、值 得 称 颂 的
话 ，那 么 小 偷 、强 盗 、杀 人 犯 、吸
血 鬼 为 什 么 还 要被人 们 唾 弃 呢 ？美
国 的 电 影 编 导 们 尚 且 把 奴 隶 起 义 领
袖 斯 巴 达 克 斯 拍 得 活 灵 活 现 ，我 们
的 电 视 剧 编 导 们

为 什 么 要 把 正 面

的 特 写 镜 头 一 再
对 准 皇 上 呢 ？天
无 私 覆 ，地 无 私
载 ，日 月 无 私
照 ，皇 帝 在 人 们
心 中 不 成 为 丑 陋
的 人 ，民 主 与 良
知 就 没 有 地 位 。
以 推 翻 封 建 腐 朽 帝 制 为 己 任 的 孙 中
山 先 生 有 言 ：天 下 为 公 。一 语 道破
皇 帝 们 家 天 下 的 极 端 自 私 卑 鄙 。但
愿 屏 幕 中 的 皇 帝 热 能 够 降 降 温 。

明 末 清 初 ，一 些 进 步 的 思 想 家
就 一 针 见 血 地 把 “皇 帝 ”称 为 盗
贼 ，天 下 之 大 害 。他 们 目 睹 明 清 易
代 ，国 破 家 亡 ，痛 定 思 痛 之 后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所 以 造 成 中 华 民 族 的
大 灾 难 ，并 非 某 些 君 臣 个 人 的 过
错 ，而 是 摧 残 人 性 极 不 人 道 的 皇 帝
制 度 所 致 。专 制 是 万 恶 之 源 ，作 为
专 制 代 表 的 皇 帝 ，从 本 质 上 说 就 是
独 夫 、民 贼 。盗 贼 杀 人 越 货 ，总 还
有 一 点 负 罪 感 ，觉 得 自 己 是 在 犯
罪 。而 皇 帝 打 天 下 ，视 奴 役 、屠 杀
老 百 姓 为 理 所 当 然 ，泰 然 自 若 。年
深 日 久 ，做 皇 帝 的 越 来 越 骄 横 ，任

意 妄 为 ，无 拘 无 束 。老 百 姓 长 期 受
压 ，逆 来 顺 受 ，养 成 一 种 奴 性 ，谨
小 慎 微 ，畏 首 畏 尾 。如 此 反 复 ，恶
性 循 环 ，成 了 二 千 余 年 来 愚 昧 、贫
穷 、落后 的 总 根 源 。

——皇 帝 是 中 国 的 土 特 产 。古 代
中 国 政 治 早 熟 ，宗 教观 念 却 淡 薄 ，无
法 形 成 与 君 权 分 庭 抗 礼 的 教权 。自
有 皇 帝 以 来 ，君 权 恶 性 膨 胀 ，人权 民
权 无 由 产 生 ，教权 也 成 不 了 气 候 ，皇
帝 一 人君 临 天 下 ，任 意 妄 为 。

——皇 帝 制 度 ，认 为 万 里 江 山
都 是 皇 帝 一 人之 私 产 ，亿 万 臣 民 ，
都 是 皇 帝 一 人之 奴 仆 。皇 帝 一 人之
时间 、精 力 有 限 ，天 下 之 事 无 穷 ，

以 有 限 对 无 穷 ，累 死 也 办 不 好 ，何
况 他 们 常 常 “不 早 朝 ”，甚 者 有

（ 如 明 神 宗 ）一 二 十 年 不 上 朝 的 。
许 多 时 候 ，都 是 皇 帝 在 权 旁 落 ，小
人 得 志 。因 此 ，皇 帝 制 度 又 是 孳 生
小 人 的 温 床 。

——别 以 为 中 华 民 族 古 代 文 明
在 皇 帝 专 制 时 代 才 发 展起 来 ，在 秦
始 皇 称 帝 以 前 ，中 华 已 经 有 了 好 几
千 年 的 文 明 史 。文 明 发展 得 最 快 的
时 代 是 战 国 。秦 灭 六 国 以 前 ，关 东
各 国 才 是 真 正 的 文 明 国 家 ，秦 则 是
野 蛮 的 、落 后 的 。秦 是 军 国 ，依 靠
暴 力 征服 六 国 ，推 行 暴 政 ，激 起 百
姓 的 反 抗 ，统 一 之 后 才 十 几 年 就 被
推 翻 了 。从 此 戴 上 了 帝 制 桎 梏 的 中
华 民 族 发 展 举 步 为 艰 ，一 直 难 有 舒
畅 的 日 子 。

魏 文彬 《精神 上 的 皇 权 复辟 》说 ：
“ 帝 制 被推 翻 了 这 么 多 年 ，埋在 地 下
的 封 建 帝 王 们 绝 对 想 不 到 ，在 业 已
进 入 21世 纪 ，中 国 已 加 入 WTO之
后 ，‘与 国 际 接轨 ’口 号 叫 得 震 天 价
响 时 ，竟 还会 有 人 为 他 们 极 力 辩 护 、
翻 案 ！如 果 他 们 不 能 起 于 黄 泉 之 下
再 做 皇 帝 ，绝 对 会 给 这 些 人 加 官 封
爵 ，让 他 们 做 ‘高 级奴 才 ’。无 论扭 到
哪 个 频 道 ，荧 屏上都 可见到 男 人 头 上
拖 着 长 辫子 ，‘万 岁 ’、‘奴 才 ’之声 不 绝
于 耳 ，真 让人不 知 究 竟 置 身 于 何朝 何
代 ，有 时 光倒 流之感……精神 上 的 皇
权复辟有愈 ‘演 ’愈烈之势。”

周 泉 《重 编 历 史 意味 着什 么 》中

谓：“从知识界 对 于 历 史剧 的 反应 ，
至 少 我 们 看 到 一 部 分 的 社会情 绪 。许
多 知 识 分 子 相 继 发 表 文 章 ，反 对 古
装 历 史 戏 充 满 电 视 荧 屏 的 现 象 。这
些 有 识 之 士 认 为 ：这 些 历 史 剧 反 映
的 君 权 至 上 的 伦 理 观 念 ，其 治 理 国
家 的 封 建 专 制 制 度 与 现 代 民 主 自 由
的 普 遍 价 值 观 念 格 格 不 入……是 在
开 历 史 的 倒 车 。因 而 有 学 者 呼 吁 ：
让 更 多 的 反 思 专 制 主 义 黑 暗 、树 立
启 蒙 精神 的 历 史 剧 问 世。”

皇 帝戏从哪 些 方 面危 害 国 家 民族？
第 一 ，皇 帝 戏 阻 碍 了 国 家 民 主

化 的 进 程 。建 立 一 个 民 主 国 家 ，其
重 要基 础 是 老 百 姓 具 有 健 康 的 公 民
意 识 ，知 道 为 国 家 要 尽 哪 些 义 务 ，
享 有 哪 些 权 利 。如 果 思 想 深 处 还 保
留 封 建 臣 民 意 识 ，一 事 当 前 ，先 想

的 是 少 管 闲 事 ，少 操 闲 心 ，免 谈 国
事 ，莫 论 军 情 ，则 法 律 中 公 民 权 利
的 规 定 ，也 就 成 了 一 纸 空 文 。为 了
推 动 政 治 文 明 建 设 的 进 程 ，国 家 正
在 努 力 宣 传 公 民 权 利 ，培 养 百 姓 的
公 民 意 识 ，但 那 些 热 心 的 编 导 们 偏
要在 民 主 化 的 道 路 上 设 置 一 只 拦 路
虎—皇 帝 戏 。

梁 启 超 在 《中 国 历 史 研 究 法 》
一 书 中 说：“‘正 史 ’的 作 用 是 ：
一 、为 统 治 者 统 治 臣 民 提 供 借 鉴 、
为 专 制 皇 帝 培 养 忠 顺 臣 民。”也 就
是 说，“正 史 ”是 专 制 王 朝 灌 输 臣
民 意 识 的 教科 书 。现 在 一 般人 费 时
读 “正 史 ”的 不 多 了 ，皇 帝 戏 正 好

取 代 了 正 史 的 作
用 ，时 时 在 宣 传
帝 制 的 好 处 ，培
养 电 视 观 众 的

“ 臣 民 意 识”。

第 二 ，皇 帝
戏 败 坏 社 会 风

气 ，引 致 道 德 滑
坡 。皇 帝 制 度 本
来 就 是 摧 残 人 性

极 不 人 道 的 恶 劣 制 度 ，这 种 制 度 下
的 皇 帝 ，必 然 是 极 端 自 私 卑 鄙 惯 用
阴 谋 诡 计 的 人 物 。皇 帝 戏 以 之 作 为
榜 样 大 肆 宣 传 ，自 然 会 对 社 会 风 气
造 成 潜 在 的 负 面 影 响 。戏 中 情 节 告
诉 我 们 ，在 争 夺 帝 位 的 斗 争 中 ，胜
利 者 得 到 一 切 ，失 败 者 则 输 得 干 干
净 净 。因 此 ，要 胜 利 ，就 得 不 择 手
段 ，无 所 不 用 其 极 地 只 顾 自 己 ，只
要利 益 ，不 讲 道德 。

第 三 ，皇 帝 戏 摧 残 民 族精神 。世
界 上任 何 民 族 都 有 自 己 的 英 雄人 物 ，
都 会 通 过 这 些 英 雄 人 物 长 期 保 持 自
己 的 民 族 精 神 。但 是 一 些 皇 帝 戏 的
编 导 却 是 另 一 种 思 维 ：唯 有 皇 帝 才 是
英 雄 ，在 皇 帝 的 控 制 之 下 ，对 国 家 民
族 有 重 大 贡 献 的 人 物
都 成 了 皇 帝 的 玩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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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抗 战 胜 利 60周
年 ，其最值得注 目 的辉煌
点是 ：中 国 人 民奋起抗 日
之初 ，首先奏 响 了 中 华民
族 的最强音——《义 勇 军
进行 曲》！

1934年 ，革命戏剧家
田 汉愤于民族 的 危难 ，创
作 了 以抗 日 救亡为题材的
电 影剧本 《风云 儿女》。由
于叛徒 的 出 卖 ，他于被捕
前仓促将剧本主题歌 《义
勇军进行 曲 》歌词写在一
张 包装香烟 的锡纸上 ，托
人转交青年音乐家聂耳谱
曲 。那张 香烟 纸 曾被茶水
濡湿 ，字迹模糊不清 。聂
耳仔细辨认后 ，仿佛听到
了 母亲 的 呻吟 ，民族 的 呼
声 ，祖 国 的 召 唤 ，战士 的 怒
吼 ，爱 国 激情在胸 中 奔涌 ，
雄壮 、激 昂 的旋律从心 中
油 然而生 。他立刻 以 火 一
般 的激情投入创作 。前奏
曲 以 嘹亮 的 进军 号开 始 ，
引 出 高亢激越的 呐喊 ：中
间 反复 唱 出叠句 ：“起来 ！
起来 ！起来！”把音调推向
高潮 ；结尾原为 “我们万众
一心 ，冒 着敌 人 的 飞机大
炮 ，前进 ，前进 ，前进！”聂
耳将 “飞机大炮 ”改 为 “炮
火”，并在末尾又加了 一个
“ 进 ”字 ，表现 出 一往无前

的 气 势 和 与 敌 人 血 战 到 底
的 气概。1935年 4月 ，为躲
避敌 人 追 捕 ，聂耳 东 渡 日
本 ，不久就把定稿的歌谱寄
回 祖 国 ，由 上海百代唱 片公
司 录制这首歌 曲 。于是 ，伴
随着全 国 救亡运动的热 潮 ，
《 义 勇 军进 行 曲 》迅速传遍
了 大江南北 ，长城 内 外 ！

不少西方人认为 ，世 界 反 法 西斯战争是
从 1939年 纳 粹德 国 入侵波兰开 始的 。其 实 ，
那时 的 中 国 人 民早 己 为 反抗 日 本 法 西斯 ，勇
敢地 “冒 着敌人 的炮 火前进 ”了。1931年 “九 ·
一八 ”后 ，就有东 北 义 勇军的浴血抗战。1937
年 中 国 人民抗 日 战争全面爆 发 ，《义 勇军进行
曲 》激励着千百万民族解放志士浴血奋斗 。是
不屈 不挠 的 中 国 人 民 ，首 先 向 法 西斯野 兽开
火 ；中 国 ，是世 界 反法西斯 东 方 战 线 的 主战
场 。众所周 知 ，田 汉和 聂耳都是 中 国 共 产党
党 员。《义 勇军进行 曲 》不仅在共产党直接领
导的 抗 日 军 民 中 传 唱 ，而且一遍 又 一遍地 回
荡在 国 统 区的 大街小巷 ，造成了 万众一心 、同
仇敌忾的抗战氛 围 。历史证明 ，中 国 共产党不
仅是 中 国 抗 日 军事斗争 的 中 流砥柱 ，在抗 日
的文化战场上 ，同样不愧为 民族 的 脊梁 ！

随 着抗 日 烈 火 的 蔓延 ，从东 南亚 到南洋
群 岛 ，从朝 鲜半 岛 到大 洋彼 岸 ，到 处 回 响着
《 义 勇军进行 曲 》那激 昂 奋进 的歌声 。新加坡
广播 电 台每次播音都 以 《义 勇 军进行 曲 》开
始。1940年 ，著 名 黑人歌唱家保 罗 ·罗 伯逊用
汉语演唱 了 《义 勇军进行 曲 》并灌制了 唱片 ，
使这首歌享誉世 界 。第二次 世界 大 战即将结
束之际 ，在盟军胜利凯旋 的 曲 目 中 ，《义 勇军
进行曲 》赫然 名 列其 中 。

1949年 9月 27日 ，政协 第一届 全体会议
通过 决议 ：在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国 歌未正式制
定 前 ，以 《义 勇 军进行 曲 》为 代 国 歌。2004
年春 ，十 届 全 国 人 大二次 会 议通过 的 《宪法
（ 修 正 案 ）》规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歌 是

《 义 勇 军进行 曲》。这 支历 经七十 年 风雨沧
桑 ，曾 经鼓舞亿万人 民 前仆 后继 、英 勇斗争
的 抗 战歌 曲 。将 永 远 回 荡在
960万平方公里 的大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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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西 安 灞桥 东 行 至 蓝 田
县境 ，见一镇名 ，曰华胥 。这是
一块具 有 浓 厚 文 化底蕴 的 地
方 ，保留着史前文化丰富的遗
存 。提起 “华胥”二字 ，就会想
起这样的词：“燕燕轻盈 ，莺莺
娇软 ，分明又向华胥见。”或
者：“漫惆怅 ，华胥梦短”。还有
元好问 的诗：“华胥梦 破青 山
在 ，梁甫吟成 白 发摧”。从这些
诗词中 ，知道了 “华胥”是美好
梦境的代称 ，但这个 “华胥美
梦 ”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与我
们 中 华 民 族 的 祖先轩辕 黄 帝
有关 。

华胥 ，原本是一个国 名 。
据 《列子 ·黄帝》记载，（黄帝 ）
昼寝 ，而梦游于华胥之 国 。这
个 国 家无首领 ，百姓无嗜欲 ，
无爱憎 ，无利害 ，浑浑沌沌 ，过
着 乐 天 安 命 富 裕 宁 静 的 生
活 。这个 国 家在哪里？“在〓

（ yǎn）州之西 ，台州之北 ，不知
斯齐国 几千里 ，盖非舟车足力
所及 ，神游而已 ：“可以说 ，华
胥国是天堂乐土 ，是中 国 的伊
甸园 ，和陶渊明笔下的 “桃花
源”一样 ，是先民憧憬出 的理
想社会 。

这个美 好纯静 的华胥 国 ，
自 古 以 来被 定 位在今 日 的 华
胥镇 ，具体地说 ，就是在镇东
宋家村的华胥沟 。沟前的官道
上曾镌立一巨碑 ，上书 “黄帝
梦游处 ”五个大字 。村子里的
人对这块古碑备加爱护 ，奉若
神明 ，年下 ，要到古碑前焚香
烧纸。笔者正是华胥沟人 ，自
幼常在古碑前读书 ，玩耍。古
碑成了家 乡 人的骄傲 ，如果外
出 ，别人问是哪里人 ，都会脱
口 而答 ：华胥人 ，就是 “黄帝梦
游古华胥”那个华胥 ：古碑西 ，
有一所学校 ，名 叫 轩辕学校 ，
教师们将 “黄帝战蚩尤 ，嫘祖
教蚕桑 ”的故事 ，编成 乡 土教
材 ，向学生讲授 ，师生们都以
黄帝梦游在 自 己 身边为荣 。可
惜这 块 古碑在 文 革 中 被推倒
砸成 两 截 ，一截 铺 在 沟 口 桥
头 ，一截被生产队砌成库房台
阶 。我每每回 乡 ，看到人们踩
踏着这两截断古碑时 ，总觉得
在踩 上 了 我们先 祖 黄 帝 的 脊
梁 ，也踩碎了我的心 ！

华胥 ，又有一说 ，是人 名 ，
为人类始祖伏羲氏的母亲 。司
马贞 《补史记 ·三皇本纪》载 ：

“ 太〓庖牺氏 ，
母 曰 华胥 ，履
丈 人 迹 于 雷
泽 ，而生庖牺
氏 于 成 纪 ”。
《 西 安 府 志 》
载：“华胥渚 ，
在 蓝 田 县 北
35里 ，伏羲氏
母居也 ，今有
陵 及 华 胥 沟 、
华胥瑶 、毓圣
桥俱存。”我清
楚地记得 ，在
华胥沟 口 有一
水井 ，井边竖
一 石 碑 上 写
“ 华 胥 渚 ”三
字 ，孩子们常
常把石头瓦块
丢入井内 。毓
圣桥在官道上
“ 三皇庙”前 ，
上边刻有 “通
陇蜀 ，达荆襄 ”
六个大字 。华
胥沟是华胥的居住地 ，她 “履
大人迹而生伏羲”，履丈人迹 ，
就是跟 着 男 人 的 脚迹 在 这 条
沟里与之媾合 ，在成纪生了伏
羲 ，伏羲与女娲 是 人 类 的 始
祖 ，如此说来 ，华胥便是人类
的老老祖先了 。伏羲 氏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英雄 ，据说他发明
了 “阴 阳八卦”，与他的妹妹女
娲一起 “发明 ”了婚姻 。他公然
不顾国人的道德理会 （道德理
念后来才发展 形成），与他的
妹妹婚配 。这种乱伦婚姻他也
感到羞耻 ，于是在同居时 ，伏
羲特地 用 一块手 巾 蒙在新娘
的脸上 ，这也就是如今新娘蒙
盖头的 由 来 。

华 胥 沟 南 的 官 道 旁 曾 建
有 “三皇庙”，原本为 祭祀华
胥 、伏羲 、女娲的 。但在上个世
纪四十年代末期 ，改塑成教人
稼穑 的 神 农 ，手执八卦 的伏
羲 ，站在指南车上的黄帝了 。
每年正 月 二十五 日 庙会 ，人山
人海 ，寻根会祖之风甚炽 。

华胥 ，已成为世世代代人
们对历史文脉追思 的寄托 ，其
文 博景观 资 源 应 纳 入 文 化产
业和旅游开发的构建之 中 ，形
成 “寻根之游 ”氛 围 ，实现长安
历史文化的
综合价值 。

数字电影离我们有多远
赵 阳　陈 民利

早先 人们 看 露 天 电 影 的 记 忆 还 未 褪 去 ，
去 影 院 看 电 影 已 成 了 难得 的 “休 闲”，尽管
影院 的 设施愈 来 愈好 ，强视觉 冲击 力 的 诱惑
力 不 小 ，可家 庭 影 院 的 魅 力 似乎在抢夺 潜在
的 消 费 者 。直 到数字 电 影 出 现 后 ，有 人 曾预
言 ，一场新 的 “革命 ”开 始 了 ，传统胶片 电
影将 “灭 亡”，电 影 有让位于 电 视 的 可能 。
但是 ，经过 几 年 的 发 展 ，数字 电 影并没 有呈
现 出 人们想像 中 的 繁 荣 ，数字 电 视也 刚 刚 起
步 ，传统 的 胶片 电 影 尚 在壮年 。究 竟数字 电
影离百姓生 活有 多远 ？

数字 电 影 从 1992年 出 现 以 来 受到 了 各界
的 关 注 ，电 影 产业兴起 了 一股数字化浪 潮 ，
2001年 ，美 国 一家市场咨询公 司 预言数字 电
影市场规模到 2006年将会达 到 65亿 美 元 ，
但就在百 姓 翘首 以 待 迎 接数字 电 影之时 ，数
字 电 影却 “千 呼 万唤始 出 来 ，犹抱琵 琶 半遮
面。”技术标准化没 有 完成 ，电 影 产业 举 目
观望 ，百姓 当 然 无缘看 到 其庐 山 真面 目 。因
为 在众 多 的 数字 电 影 中 一些 核心技术市场没
有达 成 共识 。其 次 ，在传统 的 发 行链条 中 ，
电 影拷贝 的 流通 是靠 人 来把关 的 ，如果 出 现

盗 版 ，容 易 追
究 责 任 。电 影
数 字 化 后 ，从
母 版 到 发 行 拷
贝 的 效 果 都 是
一 样 的 ，虽 然
可 用 加 密 方 式

控制 ，但 “黑 客 ”防不胜防 ，安 全 问 题阻碍
了 电 影 公 司 进军数字 电 影 的 信心 。另 外 ，看
惯 了 传统 影 院 电 影 的 老影迷至 今 不 能 忘却 胶
片 电 影 的 视觉冲击及音效 ，而电影数字化后 ，
视觉冲击力 会下降 ，再成熟的技术也 只能是接
近胶片的效果 。而家庭娱乐产品技术的成熟和
成本降低 ，有可能实现数字 电影家庭化 ，电影
产业对数字 电影的前途心存疑虑 。

其实数字 电 影离 百 姓 遥远 的 根本原 因 在
于经 济 因 素 。数字放映技术没有标准化 ，并
且 因 为 市 场 化 ，长 期 高 成 本 运 行 。在 美
国 ，电 影 院购 置 一 个 数 35毫 米 胶 片 的 放映
机需 要 3万 美 元 ，可 以 用 十 几 年 。而数字 电
影 单 是放映设备就需 要十 万 美 元 以 上 ，且面
临 升 级 问 题 。在 中 国 ，数字 电 影难 以 推广 的
关键原 因 同 美 国 一样 ，对 电 影 院来讲 ，投 资
和收 益 比例并不划 算 ，因 而很少有人 第一个
吃螃蟹 。

国 际上有人预测，2004年 至 2006年 ，美
国 的 数 字 电 影 院普 及 率最 多 只 能 达 到 5%，
对 中 国 观 念 而 言 ，看 数 字 电
影还是一个并不现实 的 梦 。

一张 “七 ·七事变 ”挑起者的老照片
温涵清

2005年 是 中 国 人 民 抗 战 胜 利 60周
年 ，民 间 涌 动 着 回 忆侵 华 日 军暴行 的 思
绪 ，值此 “七 ·七 ”事变来临之际 ，年长 的
工友有必要 向青年工人叙说历史 往事 ，以
事实 真 相 驳斥侵华 日 军和 日 本 右 翼 分子
的谎言 。

1937年 7月 7日 夜 ，日 军在 日 本军国
主义 者 的 阴谋 策划和指挥下 ，发动了 卢沟
桥事变 。日 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
郎是这次事件的具体策划人 。当 晚 ，日 驻丰
台屯军没有经过 中 方 同意 ，就以一个 中 队
的兵力 ，侵入我第 29军龙王庙与大瓦窑防
区 ，进行挑衅性军事演 习 。零时 ，松井给我
冀察外交委 员会打来 电话 ，谎称一 名 日 本
兵 “失踪”，要进宛平城搜索 。日 方的无理要
求遭到我方拒绝后 ，松井称：“如 中方不允
许 ，日 方将用武力保卫 日 军进城搜索。”中
方为防止事态扩大 ，同 意双方派人进城调
查 。日 方又提出 宛平城中 国驻军必须从西

门撤出 ，让 日 军进东城。驻丰台的大批 日 军
在驻北平联队长牟 田 口 廉也的指挥下 ，趁
着夜幕赶到攻击宛平城的阵地 。

7 月 8日 凌晨 4时 ，日 军向 宛平城发
动突 袭 。日 军炮队轰击城墙 、守军阵地和
民宅 ，我宛平城公署等处建筑被轰毁 。中
国 守军之第 29军吉星文 团 ，奋起抗击 。当
日 ，中 共 中 央向全 国 发 出通 电 ，呼吁 团 结
抗 日 。7月 20日 ，日 军调集 兵 力 ，在卢 沟桥
两次发动进攻 ，并对宛平城和长辛店猛烈
炮击 ，我守军伤亡惨重 。

图 为 挑起 卢 沟 桥 事 件 的 驻 北 平 屯 军
牟 田 中 廉也联队长 （左二 ）于 7月 29日 再
次下命令攻击宛平城时的狰狞面 目 。牟 田
在他 的 笔 记 中 记载：“我挑起 了 卢 沟桥事
件 ，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 ，导致卢 沟桥事
变 ，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 亚战争。”

（ 照 片 为 侵 华

日 军 从 军 记 者 所摄 ）

沧 海 一 粟
李福 荣

成语 “沧海一粟 ”为人们所常用 ，喻十分渺小 。不少
人认为其字面意思是大海中 的一粒谷子 。但稍加考虑 ，
就发现这种解释不合情理 ，将 “谷子 ”同 “沧海”（大海 ）
比较大小 ，就如同将桌同书本比较哪个重要一样别扭 ，
因为二者非同类 ，只有同类事物才可比较 。

其实 ，这里的 “粟 ”是像谷子样的沙子。《辞海》释
“ 粟 ”为 “指颗粒如粟之物”。《辞海》释 “粟 ”为 “泛指粟状
物。”如《山 海经 ·南山经》：“英水出焉 ，西南注于赤水 ，
其中 多 白 玉 ，多丹粟。”“郭璞注：“细丹沙如粟也。”杨万
里 《雪冻未解》诗也有这种用 法：“独往独来银粟地。”
“沧海一粟 ”出典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
地 ，渺沧海之一粟”。其义 同 “九牛
一毛”“太仓稊米 ”一样 。

西
乡
照
壁

王
向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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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乡 县 委 的 大 门
前 ，有块 “一 “字形照壁 ，
很显眼。高约五米 、厚约
一米 、长有近二十米 。

照壁 ，明朝时特流
行。一般讲 ，在县衙首部
建筑的对面 ，为县衙大
门的屏蔽物 ，也有人称
之 为 影 壁 。古 人 称 之
为：“萧墙”。因而有萧
墙之说 。在旧时 ，人们
认为 自 己宅中 ，不断有
鬼来访 ，修上一堵墙 ，以
断鬼的来路。我省关中
陕南有一些民宅大都有

照壁。但民宅大都以花鸟 山 川风景画为
主 ，也有刻成浮花的 ，还有仿照 名人墨迹
装饰的 ，种类较多 。但西 乡 县这块大照
壁 ，在我省是仅存不 多的 ，还被列为文物
加以保护 。

我在照壁前后细细查看 ，这是一座青砖结构的建筑 ，虽说
已有年轮 ，青砖上还有 “皇宫 ”二字 ，以及 “光绪四年正堂王重
修 ”的字样。这座明朝的建筑 ，后壁墙中央是座大型石雕 “鲤鱼
跳龙门”。鲤鱼的胡须 、鱼鳞 ，就连黄河水泛起的浪花 ，其线条清
晰流畅 。照壁的四 角是“八仙过海 ”图 ，因 “文革 ”浩劫 ，只留下刀
剐铲挖的痕迹。一老者说：“我小时常在这儿玩 ，照壁四 角雕刻
的图非常好看 ，但现在没有了。”

照壁的正面 ，墙壁的雕刻图 同遭 “文革 ”祸手 ，只留下刀 剐
铲挖的痕迹。因照壁的正面临街 ，墙上又被各种各样的广告 、通
知 、失物招领贴满 ，照壁顶部也是杂草从生，已经没了往 日 的威
严 。我问了几名过路的年轻人 ，指着照壁：“这是什么？”回答都
说是一堵墙 。有的则说是一堵老墙 ，无一人说其是照壁 ，是明朝
所建 。只有上年纪的人还知道这是文物 ，是照壁 ，要保护 。为了
纪念 ，我给照壁拍了一张照片 ，让后人牢记 ：这墙不是一般的
墙 ，她出生于明代 ，她耳闻 目 睹了西 乡 的风雨变迁。因此 ，我们
更应善待她 ！

好 书 者

真正 的 好书 者 对书 的 占 有 欲
犹如好色 者面对美女 ：两眼放光 ，
瞳孔扩大 ，鼻息急促 ，心跳加速 ，
血脉汹 涌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

那 天早晨 ，我急 匆 匆赶往某
公 园 内 的 旧 书市场 ，发现顾客 还
不 算 多 ，心 里松 了 口 气 。漫 步在
地摊 前 ，满眼花花 绿 绿 ，但我感
兴趣 的 还 是灰头土脑 的 那 些年代
较 久 的 货 色 。不 时蹲 下 身 翻 检 ，
中 意者寥 寥 。

当 时 ，我身边有个
小伙子 ，我走到哪里 ，
他 也 不 紧 不 慢 地 跟 到
哪里 ，令人生疑 ：是不
是 小 偷 ？想 想 不 大 可
能 ，在这样的地方能窃
取 多 少钱 ？我翻完一个
书摊 ，走向 另一个摊点时 ，看到不
少旧 书集 中 在一个 角 落 。刚蹲下 ，
眼前一亮：《哈尔维 ·彪奇》，美 国
作家库柏著 ！没记错的话 ，它应该
属于 “皮 裹腿故事集 ”之一 。我心
仪 已 久 ，库柏 的 主要作 品我就缺
它 了 。当 我伸手去拿 的时候 ，只听
一声低吼 ，蓦地闪过一道影子 ，径
直扑 向 那 本书 ！我下 意识地抢先
抓过 来 ，再抬眼 看——是 那 个 小
伙子 。

“ 你……”他欲言 又止 ，神
色慌张而又失 落 ，两眼瞪得很大 ，
呼吸急促 ，看看我 ，又瞅瞅我手上
的书 。我问 ：“怎么啦？”他这才 回
过神 ，尴尬地笑笑：“你也要这本
书吗？”我说：“是的。”心 中 却有些
不 快 ：何必抢 呢 ？小伙 子 终 于 平
静 下 来 ：“哥 们 ，能 不 能 让 给
我？”我 立 即 摇 头：“那 不 行 ，
我找 了 它很长 时 间 ，库柏 的 东西

张 小 失

在我们这里 不流行 ，印 数平平 ，
不好 弄。”小伙子 说：“就是 ，
特别 是老版 本 的。’看 来 他挺在
行 ，而且趣 味与我可能 也 相投 ，
心里油 然生 出 一点好感 ：

“ 兄弟 ，不是我不让你 ，我的
确 想 把 库 柏 的 主 要 长 篇 小 说 收
齐。”他很失望地叹气道：“不巧 ，
不巧 ，遇上个对头。”我扑哧笑 了 ：
“ 不是对头 ，老兄 ，是同好。”他也
笑了 ：“同好是冤家。”

他转身要走 ，我瞥 见他背后 的
衣服 上 有 一 块补丁 。这一 下让我
回 忆起 多 年 前 穷 困 潦 倒 的 自 己 ，
那 时 ，为 了 节 省路费 ，我常常骑
自 行 车 去远 处 的 书 摊 淘 旧 书 。侧
隐之 心顿起 ，一时 冲 动 ，就 叫 了
声：“喂！等等。”小伙子 回首 ，见
我望着他 ，便止步了 。我说：“老兄 ，
我未 见好 书 若 好 色 者——这 书还
是让给你吧。”他一下咧嘴笑开了 ，

三步并作两步跨到面 前 ，
一把抓住我的手 ，斩钉截
铁地说：“谢谢！”

当 他 拿 着 书 问 老 板
价钱的时候 ，我发现 ，那
老 板 已 经 观 察 我们好 一
会了 ，嘴 角 微露 笑意：“15
元。”小伙子 当 场愣住 。我

知 道 ，这 本 书 按常规顶 多 卖 5元
钱 ，遗憾 的是 ，我们刚 才 的急切心
情被 老板抓 了 个正 着 。小伙子在
口 袋抠了半天 ，只有 9元 ，恳 求老
板发善心 ，老板却笑而不答 。

我看得一肚气 ，摸 出 15元扔
在书摊上 ，拉过小伙子：“哥们 ，开
路吧！”我知道他要谢我 ，但我抢
先说：“谢谢你给我机会做一 回君
子 ——君 子
成人之 美。”

母 子 两 代 英 雄
望 坡

看 过 电 影 《回 民 支 队 》的 读
者 ，都会对 影片 中 的 马 本 斋 和马 老
太 太 深 表 敬 意 的 。这 影 片 的 本 事
是 ：威震 冀 中 的 马 本 斋 司 令 ，率 回
民 支 队抗 日 不屈 不挠 ，战必取 ，攻
必克。1940年 ，毛泽东 为 回 民 支 队
题词：“百 战 百 胜 的 回 民 支 队。”
这支 回 民 支 队 ，使 得 当 时盘踞 河北
河 间 县 的 日 军联 队 队 长 山 本 大 佐 如
坐 针毡 ，他 写信威胁马 本 斋：“有
你马 本 斋 就 没 有 我 山 本 ，有 我 山 本
就没有你马本斋 。马本斋亦针锋相对
地回敬道：“有你山 本就没有我马本
斋 ，有我马本斋就没有你山 本。”

在 马 本 斋 的 率 领 下 ，回 民 支 队
经历大 小 战 斗八 百 余 次 ，毙 伤 日 伪
军 三 万 三 千 余 人 ，赢 得 了 “打 不
烂 ，拖不垮 ，攻无 不克 的 铁 军 ”称
号 。可 惜 世 有 良 才 天 不 永 ，1944
年 ，马 本 斋 不 幸 病 逝 ，延安 各 界举
行的追悼会上 ，有挽联云 ：

以 大 智 大 勇 ，率 各 族 健 儿 ，驰
骋 冀 中 平 原 ，坚 强 如 盘 石 ，矫健 若

游龙 ，百 战 声 中 寒敌胆 ；
能 不 屈 不 挠 ，为 共 产 党 员 ，保

持 光 荣 称 号 ，骂 贼 有 高 堂 ，从 军 有
介弟 ，一 门 英 烈 照 边 区 。
上 联 写 其 威 震 冀 中 ，日 寇 闻 之 丧
胆 ，下联写 一 门 英 烈 ，亮 节 高 风 ，
真令人 感 佩 钦敬 。联 中 的 “骂 贼 有
高 堂”，说 的 就是马老太太。1941
年 ，由 于叛徒的 出 卖 ，日 军头 目 山 本
抓 了 马 本 斋 的 母 亲 ，以 此 要 挟 马本
斋 。在河间城里 ，马老太太面对山 本
的威逼利诱 ，大义凛然 ，绝食七天七
夜 ，英勇殉国 。临终前 ，马老太太通过
亲戚传出话说：“不要管我 ，你们打 日
本人 ，我死也高兴 。你们要是投降 ，
我也不会活。”

1944年 3月 17日 ，在延安各界
举行 的 马 本 斋 追 悼大 会 上 ，朱 德 的
挽联 ，对马本斋评价极高 。联 曰 ：

壮 志 难 移 ，回 汉 各族模 范 ；
大 节 不 死 ，母 子 两 代 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