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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雪，铺天盖地
我目睹了一片雪花
飘落的全部姿势

一定经过西伯利亚极寒洗礼
经过痛苦而漫长的凝结
奔赴潮湿的泥土，履行诺言
寒风中，听到了骨头破碎的声响

用指尖托起雪花片片
你来了，穿越四季
透过你挂在绿意枝头的轻盈
我看到冬天肥沃，却一无所有

肥沃孕育了贫瘠的思念
思念很近，我看见了童年洁白的雪
分明看见了母亲满头白发
内心握紧了雪的燃烧，温暖萦绕

雪花的前世今生，是否
和几千年的历史同样古老
眼睛漫过了炊烟的高度
不合时宜的体内，春意盎然

冬雨

寒风收起了翅膀
吞下整个冬天的舞台
雪雨轮番上阵
日夜在天地间泛着冷漠的光

那些生长的消息
已戴上生锈的枷锁
凄然的美，开在寂寞深处
星无踪，月已逃离
柔弱的细胞
迸发出无色的花朵

和冷相溶，匍匐在梅花脚下
灰褐色的云朵
流不出蜿蜒的河
大雁留下的一根羽毛
在掌心唱着落叶哀伤的歌

跌落一地的花香
在一场雨滴里燃烧
冬雨是孤独的
却孕育着向上的澎湃
无数条种植的血脉
氤氲着整个春天的希望

初雪初雪（（外一首外一首））

宋 平

你走后的某一天里
不小心丢了你送的那枚硬币
那些快乐的往昔
亮晶晶的回忆
从此也流浪在风里
在你走后的每一天里
我留心路过的每一枚硬币
尽心尽力去收集
让思念漫溢
在心中拥挤

忘不掉你送我的那枚硬币
那沉甸甸的游戏
面里边的我依然憔悴
字里边的你依然查无消息

忘不掉你送我的那枚硬币
不知道它现在流落哪里
在哪里散发着消息
多想把它捏在手里
占卜你的归期

我是一只寂寞的蟋蟀

我从月光中醒来
心情也变得很坏
抖抖翅膀却唱不出来
只好借着月光把忧伤晾晒

露珠散了下起雨来
风早停了我还在摇摆
孤单惯了也渐渐明白
寂寞多了原来是种悲哀

我是一只寂寞的蟋蟀
角落是我的舞台
每天重复着表演
却从没有掌声响起来

我是一只寂寞的蟋蟀
苦等着冬去春来
思念的弦儿弹坏
也还是一个人独自徘徊

翅膀上流动着我的悲哀
也证明着我的存在
一个人的精彩
需要一个自己搭建的舞台
幻想有一天一觉醒来
发现你原来就站在我窗外

硬币（外一首）

阿 瑞

“从1952年到1958年，加入共青
团的那几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
光……”

“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共青团
的时光，那时候听共青团总书记胡耀
邦同志的讲话，特别振奋，生命充满
了力量……”

91岁高龄，目光澄澈，思维敏
捷，沉静优雅……透过玻璃窗，阳光
将一束明媚投在季平龄老人脸上，温
婉、祥和、睿智、高贵，形成一束更
耀眼的光源，映得整个房间瞬间通亮。

近一个世纪的光阴熔铸了多少悲
欣，全部从容悦纳，独把在组织的生
活视为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原
来，我们历毕生苦难、万千追寻，不
过都是在追光的路上，寻找那份摇曳
的温暖。只是，季平龄用 91年的风
尘润泽得光芒温润如玉，而她的父亲
季振同仅用 33岁的青春之光，就在
暗夜中扯开了一道闪电，照亮了一段
历史，惊艳了万里山河。

尘封的历史在触摸中陡然有了温
度，莹莹泪光中，那个俊逸的追光青
年翩翩而来——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
1919年 5月 4日，古老的北京城

因为一群热血青年瞬间沸腾。裹挟在
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中，激昂的口号
声声入耳，慷慨激昂的演说振奋人
心，季振同内心的青春之火被迅速点
燃——生命不只是为谋生而来！这个
从没落地主家庭走来的 18岁青年，
自幼饱读诗书，那一刻，“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与青春激
情、时代旋律，形成一束光，燃烧出
强烈渴望——国难当头，大丈夫唯投
军报国，夫复何求！

从此戎装策马，百炼终成传奇。
从冯玉祥“模范军”的一名普通

学兵，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到
追随冯玉祥左右；从班长、排长、团
长，到旅长、师长，脸上的稚气渐渐
褪去，年轻军官的风采熠熠生辉。

他活泼好动，风神潇洒，是所在
团篮球、足球队队长，是让苏联顾问
惊叹“了不起，这样的马术不多见”
的马术表演高手。

他待人热情，尚侠好义。兄弟朋
友有难处，他慷慨解囊，豪爽相待，
以致俸禄捉襟见肘，时常向老家求周
济。

他勇猛善战，更注重文化学习，
不仅自己广泛读书、组织营以上干部
读书，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读书之
便，就把妻子、姐妹送进学校，促其
进步。

时光穿梭百年，今天当问及季平
龄老人保持如此好的精神状态秘笈
时，季老响亮地回答了一句话：“是
知识的力量！”血脉流淌，生命传
承，若论知识的力量于生命力的影
响，季振同父女的生命样态也许是最
好的回答。

知识让心路越走越敞亮，让信仰
之树悄然生长。

十年历练，季振同追随冯玉祥的
脚步参与北京政变、五原誓师、慷慨
北伐、军阀混战……他不知道光明在
哪里，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初那个懵
懂的追光少年披一腔血胆，已铸一身
锋芒。

征战中，他阅读了共产主义，接
触到了共产党人刘伯坚，这在他的内
心注入一股清流，只待瀚海成波。

1931年 12月 14日，是个该被每
一个中国人铭记的日子。宁都起义的
枪声惊醒了黎明，1.7 万人弃暗投
明，给乱局中的中国革命带来的影

响，足可惊天地、泣鬼神，足可创历
史、启未来。迎着曙光，队伍浩浩荡
荡跨过汤汤梅江河，董振堂走在队伍
之前，季振同守护在后，向着中国革
命之光阔步而来。

日月可鉴，扯下国民党的帽徽、
胸章，撕毁青天白日旗的那一刻，我
的英雄偶像季振同一定光芒四射。十
年追寻，一夕壮举，让这个追光青年
屹立成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

起义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但有
个波折不得不说。原本定于 13日举
行的起义在季振同的坚持下推迟一
天，只因获悉给 26路军的军饷即将
到达，他们要让起义壮举锦上添花，
要让战士们带着丰厚的战略物资走向
新生。如此秘密的行动，每推迟一分
钟，都面临着败露的危险，何况整整
一天！今天，当我坐在暖暖的阳光下
翻看史册中这轻轻的一笔，依然无法
体会该拥有怎样的笃定、自信与雄才
伟略，才敢如此决策；也笃信在成败
即生死的紧张空气中，那些谈笑间的
风雅与运筹帷幄，哪一步不是步步惊
心。

也许，心既向光，生死都是笑谈。
“我的父亲，是个特别幽默的

人。”当我沉浸于对英雄壮举的遐想
时，季平龄老人目光柔和，娓娓而
谈，恰恰表现出对一个生活中平凡父
亲的深情追念。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送我母亲
回家，突然对我母亲说让她自己回
去，他要回驻地办公。我母亲是个敦
厚的人，就一个人走了很长一段夜

路，在进家门口的那一刻，突然我父
亲在身后大喊一声：‘我送你到家
啦！’”

“就知道，我父亲怎么会扔下我
母亲一个人走呢……”

言语间流淌的幸福，荡漾成老人
脸上的微光。我几乎忘了，他是英
雄，有血性、有风骨；也是一个儿
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有情有
爱，也会儿女情长。

目有泪光，眼角含笑，恍惚间总
是把父女俩的故事叠加成波。也许季
平龄老人遗传了父亲太多品格志趣，
她的温婉与优雅，发生着神奇的力
量，让我的心如潺潺清流，在光影下
丰沛而安静。这个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的高才生，安安静静做了一辈子中
学老师，在时代风暴中低调得像一滴
水，将万千艰辛折叠成一叶扁舟，悲
欣自渡。

临别时，老人坚持给我们一行八
人每人剥了一个香蕉。我承认，这是
我迄今吃过的最甜的香蕉；我也不敢
忘却，这份岁月静好中的甜蜜，是因
为有多少伟大的父亲将苦难踩在脚
下，将福泽留给后人。

而今，季振同烈士旧居静静矗立
在沧县狼儿口村。90 年的光阴漫
过，曾经的英武少年音容犹在，向家
乡无声讲述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季
平龄老人将季振同的烈士证书捐献给
旧居珍藏，她说，父亲是为国家而
死，父亲的一切都属于国家。

一生家国情，两代追光人，他们
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两代两代追光人追光人———写在宁都起义—写在宁都起义909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吴相艳

马本斋复活了，他在纸上策马狂
奔，奔驰在美丽的子牙河畔，奔驰在
冀中平原辽阔的大地，奔驰在救亡图
存的大道上，英武神勇且刚烈异常。

读罢蔡楠长篇小说《回民英杰马
本斋》，战火缤纷，历史烟尘滚滚，
心情很沉重，一个英武的形象总是萦
绕左右。“那是回民支队，抗日民族英
雄！”父亲张口说道。母亲也说：“河北
山东一带，谁不知道回民支队啊！”父
母都是山东人，不到二十岁就闯关东。
在他们出生的时候，马本斋已经去
世，可见马本斋和他的回民支队在百
姓心中影响之大、之深、之广。

就是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
物，在去世之前，乃至去世之后，几
十年甚至上百年，一直被传颂、被提
及、被撰写、被弘扬、被深深地怀
念。他是中国近代史，乃至抗日战争
史上的一段传奇。对他的重新书写、
重新还原、重新赋予新的意义，是何
其之难。蔡楠做到了，他仅仅用了
14万字，化繁为简、举重若轻，重
塑了一位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马本
斋。蔡楠的笔下，马本斋走下高高的
神坛，走在高辛庄的田间地头，走在
清澈如夕的子牙河畔，走在积贫积弱
的老百姓中间，走在跟着共产党一起
抵抗日寇的康庄大道上。也许不是那
么光鲜，但真实最有力量。

万物生长，皆有根，人也不例
外。马本斋不是生就的英雄，英雄的
长成也需要土壤、需要培育、需要契
机。“子牙河十里长堤上，垂柳依
依，风吹过来，枝条摆动，像走在河
畔的农家少女扭动着柔软的身子，给
子牙河增添了美丽的风景。”“看，远
方，有几只大雁飞过来了。大雁大雁
一般齐，后头落下你小姨，打头的换
换啵——”站在房顶看大雁的少年便
是马本斋，他出生在子牙河畔，有一

个清贫但温暖的家，一个哥哥，一个
弟弟。母亲略通文墨，从小就教育他
们背要直、心要正，为穷苦老百姓争
口气，母亲的教育对马本斋影响深
远。由于家庭贫困，他只念了三年私
塾，当哈二先生让学生默写《增广贤
文》时，马本斋带领小伙伴一起把

“贫穷自在，富贵多忧”改成“富贵
自在，贫穷多忧”并受到老师的苛
责。马本斋当着母亲解释说：“圣书没
有错，但是现在，我们村的穷人，吃
不饱，穿不暖，一点也不‘自在’，所
以贫穷是多忧的。”可见马本斋小小年
纪，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没
有后来的军阀混战、日寇侵略，马本
斋也许会和其他人一样，过平常老百
姓的日子。可偏偏山河破碎，民不聊
生，中国处在最暗无天日的时期。

为了生存，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
的道路，马本斋进行了长达 20年的
奔波寻找。起初他经朋友介绍进入了
东北军张宗昌的部队，进入刘珍年的
军营，因表现好，从棚长提升为排
长，还被推荐到东北讲武堂深造。到

“直奉战争”爆发，刘珍年脱离张宗
昌，转而支持国民革命军，马本斋献
计献策，帮助刘珍年拿下胶东。脚跟
站稳后，马本斋奉命剿灭匪头柳林
霸，在剿匪时救下孙淑芳父女俩。可
是，蒋介石打着剿匪剿共之名，插手
21 师，并命令刘珍年去江西剿共。
这时的马本斋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
规劝刘珍年不成，只好解甲归乡。面
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局，马本
斋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他本想通过
当兵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可是
现在的军队已不是以前的军队了，自
己多年追求的理想，已经破灭了。面
对大海，他吟咏出那首著名的诗篇：
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
男儿空有凌云志，不尽沧浪付东流。

解甲归田的马本斋，娶妻生子本
想过安生日子，可是日本人来了，烧
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哪有活路可
走？就连他的家乡东辛庄，也屡遭日
军铁蹄的践踏。马母虽不认识几个
字，却支持自己两个儿子参军，让他
们去杀日本鬼子，把侵略者赶出中
国，为了民族的大义流血牺牲。就是
这样一位普通的母亲，在后来，为逼
马本斋投诚日本，山本敬文将她抓到
河间署衙，马母绝食七天，英勇殉
国。她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儿子马本
斋，和帝国主义侵略者没有道理可
讲，就是要与他们战斗到底，哪怕流
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屈服，要坚守
中国人的气节。

马本斋积极寻求救国图存的道
路。白七也好，六路军也好，不是真
心抗日，而是借抗战之名，横征暴
敛，搜刮百姓。几经周旋，马本斋看
透了他们，即便条件优厚，坚决不与
他们为伍。马本斋和村里的热血青年
一起，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回民
义勇队。没有枪炮自己造，没有资金
自己筹，没有士兵自己训。最后，马
本斋就是靠着这支抗日队伍，找到共
产党，加入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真
正汇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真正找
到了救国救民的大道，真正进入他人
生最辉煌的时刻，一个后起的天才军
事家诞生了。

回民支队英勇善战，机智顽强，
在马本斋的带领下，配合解放军主力
部队，在冀中地区，鲁西北、冀鲁豫
边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对日斗争，打
了大大小小 600 多场战役，威震四
海，声名远播。他们像一把尖刀，插
进日伪军的心脏，让他们进退不能、
上蹿下跳、苟延残喘。就在这把尖刀
越来越锋利、即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
出中国时，马本斋却病逝了。他的死
让冀鲁豫边区的军民陷入了巨大的悲
痛之中，他的死也更激发了与日本侵
略者决一死战的巨大决心和勇气。斯
人长逝，精神永存。马本斋和他的回
民支队就像一面鲜红的旗帜，在冀中
平原，乃至冀鲁豫边区高高飘扬，他
们用自己的一腔热血，点燃了希望的
火种，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马本斋是不朽的，他不光活在纸
页里，更活在人们心中！

英烈归来
——读蔡楠《回民英杰马本斋》
末 子

◀葫芦娃（国画） 文中 作
▲墨荷（国画） 孟德亮 作

“寻找英雄的足迹”丛书由花山
文艺出版社出版，《热血军魂赵博
生》讲述了赵博生壮烈的一生。毛
泽东评价赵博生为“坚决革命的同
志”。新中国成立 60周年之际，我
国评选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赵博
生为其中之一。

1931年 12月 14日，爆发了宁
都起义，建制近两万名官兵的国民
党26路军全部起义投奔红军。此时
距“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三个
月，蒋介石打着“攘外必先安内”
的口号对红军进行“围剿”。宁都起
义对广大中华儿女抗日起到了巨大
的鼓舞作用，并且坚定了军民“国
民党必败、红军必胜”的信心，赵
博生在这次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
用。

书中作者以时间为顺序，以故
事的形式讲述了赵博生的一生。通
过呈现人物成长的时代背景与社会
矛盾、主人公的心理建设和信念培
养，拉近了英雄与读者的距离，使
英雄走进了读者心中，使那段历史
在直击人心中激发读者思考。

赵博生出生于清朝末期的农民
家庭，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读书出
人头地的他，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中清醒。他意识到四书五经改变不
了父母等老实农民受压迫的境遇。
他弃文从武，从传统私塾转向新式
学校，在完成中国传统教育向西
方现代教育艰难的转变后，他加
入军阀。杰出的军事才能与卓越
的领导才干并没有让他在军阀混
战中施展抱负，他在转战军阀的
过程中，意识到只靠武力救不了中
国。在迷茫之际孙中山的“三民主
义”和冯玉祥的“不扰民，真爱
民，誓死救国”的主张给他带来了
希望。尤其在冯玉祥接受共产党的
帮助五原誓师后，他的心时时刻刻
被鼓舞着，他对中国革命充满了信
心。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叛变
革命，国共合作失败了。不甘心失
败的赵博生，甚至拉了一支队伍，
成立“三民主义救国军”。然而，只
有主义没有信仰的尝试，最终以失
败告终。

在经历了多种冲突、多次转变
和多次失败后，赵博生开始反思，

怎么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爱国青
年的反思，也是一个时代的反思，
可以说赵博生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有
志青年的思考，代表了中国的一个
历史阶段的尝试与探索。这时，“共
产主义”在书中自然切入，用主人
公的经历说明爱国青年需要共产主
义，广大官兵需要共产主义，中国
人民需要共产主义，中华民族需要
共产主义。这样小角度的切入，生
动地解释了“共产主义为什么能”
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情节跌宕
起伏，部分篇章堪比时下流行的谍
战剧。赵博生作为国民党高官如何
与共产党联系？如何与共产党接头
人员取得相互信任？如何传递共产
党高层声音？又如何策划宁都起
义？“找党”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赵博生多次找党而不得，最苦闷的
时候，“潜伏”在他身边的共产党隐
隐约约出现了。接头成功后，情报
的传递成了安插在国民党26路军中
共产党的主要任务。然而，由于叛
徒的出卖，安插在26路军中的特别
支部的生死成为一个巨大的未知
数。是就地撤离还是原地待命？读
者的心跳跟着作者的节奏时紧时
缓。千钧一发之际，赵博生沉着冷
静地处理了即将来临的灾难——用
国民党口吻回电，稳住敌人，火速
发动起义。宁都起义终于成功了！
赵博生等人率近两万名国民党官兵
加入红军，被任命为红军第 5军团
参谋长。 1933 年第四次反“围
剿”，他带队钳制三倍于己的敌
人，阵地守住了，他却中弹牺牲，
用 36 岁的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
初心与使命。

为了更好地搜集材料，挖掘素
材，作者讴阳北方实地走访了英雄
故里黄骅、保定军官学校、江西赣
州与宁都等地，查阅了大量资料。
作品中处处可见作者“寻找”的痕
迹，英雄的事迹，经过作者的艺术
化处理，更加生动；英雄的形象，
在作者的笔下更加丰满。这可使读
者设身处地感受英雄的平凡与伟
大、信仰与真情。在令人泪目、直
击人心的阅读中，读者可感同身受
英雄的经历，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赵赵博生博生：：坚决革命的同志坚决革命的同志
师 佳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 12月14
日下午，由河北省美术家协会、河
北画院、沧州市文联主办，河北省
美术研究所承办，河北新闻网等协
办的“太阳的心——马良芬画展”，
在河北美术馆举行。共展出马良芬
的版画和新近创作的粉彩画近百幅。

马良芬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河北画
院版画院研究员、沧州画院院长，

一级美术师、沧州市政协常委。
作为版画家，马良芬一直站在

学术前沿。艺术履痕遍及奥地利、
日本、法国等地。作品入选第十、
十二届全国美展和第十五届全国版
画展，曾获得第十七届全国版画展
优秀奖。与爱尔兰女艺术家在北京
东岳美术馆举办“同生·由此及彼”
联袂展览。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23日。

马良芬个人画展马良芬个人画展““太阳的心太阳的心””
在河北美术馆举办在河北美术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