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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人世间人世间》》三个真相让你泪流满面三个真相让你泪流满面
苏 心

《人世间》虽然题材宏大，情节却很
接地气，看的时候一会儿都不敢离开，
每一个镜头都有深意。

周家父母相差一天离世，三个孩子
——周秉义、周蓉、周秉昆崩溃大哭，
尤其殷桃扮演的郑娟，扑在婆婆身上哭
得撕心裂肺，那个曾被自己亲手救回来
的妈，这次真的走了。

看得让人泪目。
老周家从 1969年起，就五口人四个

地方，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们一一成家，
周志刚又因为技术好，晚退了两年，这
对分离了半生的夫妻，才算是团聚了。

但是，他退休没多久，因为长年累
月的辛劳，透支了身体，突然病发离世
了。老伴儿李素华，和他相濡以沫一
生，仅隔一天，也随他而去了。周家三
个孩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还有周秉
义的老丈人、郝冬梅的父亲郝省长，平
时看着挺健康的，也是毫无征兆地病
故。剧中，只是周秉义提了一句，说他
半夜没的，他的一生就这样戛然而止
了，真让人唏嘘。

是啊，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只有世
事无常，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
来。所以，当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
要珍惜那些幸福的时光。

周家三个孩子，最不容易的是雷佳
音扮演的周秉昆。当年，哥哥姐姐为了
让他留下，都主动去下乡，虽然受了一
些苦，但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而且后来
都考上了北大，毕业后都有了自己喜欢
的工作。

只有周秉昆，留在家里先是进木材
厂上班，后来因为工友涂志强的事，他
像着了魔，再也无心工作。和厂长吵了
一架失去了工作，幸亏姐姐的同学蔡晓
光帮忙，把他调到了酱油厂。

因为给郑娟送钱，他竟然爱上了这
个带着孩子还有个盲弟弟的女人。他在
父亲春节回来时，试探地说了一句，被
父亲一脚给踹出老远，吓得再也不敢提
了。

这时，周蓉带着丈夫冯化成和女儿
回家。冯化成是个诗人。他在半路上写
了一首诗，几个人因为抄写打了起来，
冯化成也被抓了。周蓉让同行的朋友把
女儿带回家，自己回去想法救丈夫出
来。周母一急之下脑出血成了植物人，
周秉昆又要照顾母亲又要照顾姐姐的女
儿，根本无法上班，只好让郑娟来帮
忙。可他又被冯化成的一首诗连累，进
监狱坐了半年牢。

郑娟就一边照顾周母，一边照顾着
孩子们，自己撑起了这个家。

如果没有郑娟，周家的境况真是不
敢想象，周母肯定活不成了，周蓉也得
把孩子接走。在那样乱的情况下，郑娟
愣是一个人扛起了所有，就像周志刚说
的，她是老周家的恩人。

周秉昆和郑娟终于走到了一起。
后来，周秉昆和邵主编干饭店、开

书店，每天忙到很晚才回家，郑娟照顾
着一家老小，不让他有后顾之忧。周秉
昆的事业也越来越好，还买了楼房，一
家人搬离了光字片。

为了帮助孙赶超，周秉昆把他妹妹
孙小宁安排进书店卖书，谁知这个女孩
子竟然喜欢上了他。周秉昆用委婉的语
言让孙小宁知难而退。

原著中，周秉昆还因为周楠和骆士
宾大打出手。周秉昆失手把骆士宾推下
楼摔死了，他又再次坐牢。郑娟一直等
他出来，两人开了一个面馆，过着平淡
而快乐的生活。

扮演郑娟的演员殷桃说，周秉昆是

郑娟的天使。如果郑娟没有遇到周秉
昆，她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他给了郑
娟一个家，也给了郑娟希望和未来。

其实，他们俩是彼此的贵人，是互
相托底的那个人。这，或许也是婚姻的
意义吧。有一个人，能和你一起抵挡这
世间的风风雨雨，给你无限的勇气，让
你觉得这人间还值得。

周秉昆在木材厂工作时，有两个不
错的哥们儿，肖国庆和孙赶超，后来周
秉昆调到了酱油厂，又认识了曹德宝、
吕川和唐向阳。因为一次买肉经历，六
个人结成了“六小君子”，立下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的誓言。

起初，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大年
初三都要聚一次，谁有难处大家都伸手
帮一把。周母生病，周秉昆入狱，几个
人都施以援手，帮他们家渡过难关。

恢复高考后，吕川和唐向阳都考上
了大学。春节聚会，吕川和唐向阳没有
来。曹德宝阴阳怪气起来，说吕川在北
京，可唐向阳在本市啊，他的借口是父
母身体不好，自己在家陪他们，他没上
大学前怎么不在家陪他父母呢？人家现
在是工程师，有自己的朋友圈，没时间
也没精力和咱们在一起了。人啊，只能
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当朋友。话，虽
然有点扎心，但真相就是这样。不是所
有的朋友都能走到最后，圈子不同，不
能强融。这次聚会，不欢而散，之后都
没再聚。周秉昆和曹德宝，最终成了陌
路。

原著中有这样一段话：朋友大抵是
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建立的友好
关系。原来同质化的命运出现较大反
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会由羡慕而嫉妒
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论原来多么巩固
的朋友关系也会沙化、瓦解。

““礼赞新时代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优秀电视剧专题评论优秀电视剧专题评论

在场

桑木人桑木人
宋灵慧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日前，由霍俊
明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2023诗日子》，选载了我市诗人祝相宽的
《请允许》与阿步的《婴儿》。

365天 365首诗。自从 2016年《天天

诗历》（现更名为《诗日子》）面世以来，
每年出版一本《天天诗历》。入选《天天诗
历》已成了全国诗人们的“小荣幸”，也成
了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喜爱的新年伴手礼。

《2023诗日子》由诗人、评论家霍俊

明编选，以日历的形式，每天选取一位活
跃于当下的诗人的一首优秀诗作，辅之以
诗人的照片、个人简历以及当天的日期信
息，构成一本精美的诗集日历，让读者一
年都与诗歌同行、与诗意同行。

文讯

我市诗人祝相宽我市诗人祝相宽、、阿步入席阿步入席《《20232023诗日子诗日子》》

有八百只巨大的复眼，穿越数
千年光阴，用无比深邃的目光，日
夜眺望着历史的天空。这是一幅怎
样的图景?

八百只复眼，是八百口汉井！
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突现一

山，名小山，又名马骝山，在海兴县
城东北 10公里处，是两三万年前第
四纪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锥。其为山
也，海拔不足 40米，山脉蜿蜒不过
七八公里，却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山上果树摇红，山麓梯田叠翠，
山脚下有山村亦名小山，四村相连，
早年亦是石墙石瓦，蔚为壮观。更有
连片的古井，让人浮想联翩。

古井分布在整个小山区域，有
战国时代的，更多的则是汉井。这
里古井已形成了一个群落，号称八
百，实际上其数可以千计，以小山
东西崖坡下最为密集，相隔十步八
步就有一眼。如此密集的古井群
落，在全国也堪称一绝。

更神奇的是，这些井并非枯
井，大多数仍在出水，而且雨天不
溢，旱天不涸，永远保持着相应的

水位。当地老乡说，此处地连渤
海，这些井都是海眼，通着龙脉
呢。我在山下走了一趟，看见很多
古井上架设了现代的抽水设备，在
抽取井水浇地。顺便打听了一下，
出水的多为汉井，用汉井水浇出的
韭菜，在集市上能卖到 45元一斤，
而一般韭菜尚卖不到4元5角。至于
在山麓间生长的水果蔬菜，都能卖
到高于平地数倍的价钱，就是因为
水好。井水中富含偏硅酸、锶、
硒、锂、锌等 20多种微量元素，为
人体所必需。喝一口汉井泉水，甘
洌可口，沁透心脾。

一口口古井，或为茂草所掩，
或为深树所蔽。当你走近时，会听
到一阵阵“叮咚”“叮咚”清脆的滴
水声，那是井壁上的泉水滴落下
来，奏出的鸣琴般的仙乐。“古井听
琴”也成为骝山八景之一。

小山区域内的古井，多凿于火
山凝灰岩之中，深达 30米左右，井
口与水面保持着10米到15米不等的
距离。更奇的是，从井口往下探
望，一股寒气直冲上来，颇有深不

可测的感觉。一口不大的井，里边
却愈见宽阔。一位老乡指着我探身
的这口井说:“别看上边一个磨盘大
的井口，那里边可是能并行两辆大
马车呢。”听毕，我立刻就被吓住
了。

一个渤海湾边的小县，竟然有
如此庞大的古井群落，成为一个难
解之谜。

2016年 6月，海兴县城修建公
园，工人在施工时突然发现几个深
洞，经文保所人员勘查，这些深洞
原来是 16 眼古井。新公园改建初
期，施工地块已做了降水处理，可
是其中 4眼古井的水位也有 1米多
深，并且井水非常清澈。16眼古井
距离不等，5至 120多米一眼，文保
部门立即组织专业人员清理古井。
经过清理，发现有 11眼古井的井砖
大都完整如初。水井里面出土了龙
山夹蚌黑陶，白衣夹沙红陶，黑衣
红陶，灰陶等陶制的罐、盆、碗、
甑、鼎、豆、陶纺轮等器皿或残
片。还有半两残铜钱、炭化木片、
草饼块、竹针簪、小核桃、海蛤蜊
壳、动物牙齿及砖瓦等遗物。

这些古井全部是通体条砖，秦汉
错缝斗角叠砌，于地表5米下草炭土
之上，其中有两眼是陶圈在井底草炭
之上。这是明显的西汉初期的特征。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先秦陶圈及条砖
筑井向以条砖筑井为主的转型时期。
汉代是筑井业繁荣和定型的时期，由
先秦时的八户一井发展到一户一井。
史载：“一大里有百户百井，一乡有
千户千井，一县有万户万井，一郡有
十万户十万井。”在井砖上发现“屯
氏”等铭文。

据记载，古“屯氏”邑在邯郸
磁县或馆陶，但缺乏信而有征的证
据。有学者分析，海兴发现了印有

“屯氏”的瓦片和大量井砖，有可能
就是“屯氏”邑的真正遗址。

《水经注》 中有过关于“屯氏
河”的记载。这条河是黄河下游故道
之一，西汉元封后，黄河北决于馆
陶，分为屯氏河，东北流至章武入
海。至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黄
河又在下游鸣犊口（今山东高唐南）
决口，屯氏河遂淤绝。《水经注》中
仍有屯氏河故渎，下游又支分为屯氏
别河故渎，别河又支分为南北二故
渎。这些故渎的经行路线与元封永光
间的故道不尽相同，当系永光决徙后
所形成。章武乃古县，其故治即在今
黄骅市常郭镇故县村，属渤海郡领
之。公元前 157年 （汉文帝后元七
年） 6月，汉景帝即位时封其舅氏为
章武侯，章武县即为章武侯国，现海
兴县境即为其属地。所以“屯氏邑”

在这一带是有可能的。馆陶是“屯氏
河”之发源而非“屯氏邑”之故地。

不论怎么说，此地汉时已成为
繁华的大邑，这是不争的事实。

秦汉时这里有过长时期的繁
盛，小山主峰即有东汉渤海王刘鸿
的陵墓；不远处有丱兮城遗址，相
传是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的出
发地。南北朝顾野王《舆地志》记
载，沧州“高城县（即现盐山县之
前身）东北有丱兮城，秦始皇遣童
男童女数千人至海求蓬莱不死药，
筑此城以居之，号曰丱兮，汉因置
千童县。”《太平寰宇记》载：沧州
无棣县有秦千童城，“在盐山县东近
海”，“界内有柳城”正与此说符
合。现在海兴县东部唐无棣港曾是
北方地区重要港口，唐宋时期“海
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

海兴县有识之士提出要建古井
博物馆，让八百汉井以原貌“亮
相”。这将是一座没有围墙，也没有
屋顶的博物馆，所有的展品全在大
地上。这在全国，怕是鲜有出其右
者了。

八百只复眼望向辽远的天空，这是
大地的眼睛，地母的灵魂之窗。它穿透
两千多年的光阴，深情地瞩望着这一方
沧桑热土。在它的目光里，这片古老的
土地正铺展开最具魅力的画卷。

温故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厚植家国情怀厚植家国情怀
——写在季振同旧居修缮一周年之际
董永盛

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也恰逢宁都
起义胜利 90周年，沧县
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季振
同旧居进行修缮，并于
2021年11月1日举行了揭
牌仪式。一年来，参观学
习者达万余人，季振同旧
居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
教育打卡地”。

季振同，1901年5月
出生于沧县张官屯乡狼儿
口村，是宁都起义的领导
人之一。1931年 12月 14
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6路军 74旅旅长的季振
同和赵博生、董振堂、黄
中岳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
的宁都起义。1.7万名官
兵携带 2万多件武器装备
加入红军，在敌强我弱的
历史大背景下，不仅壮大
了中央红军的力量，更极
大地分化打击了国民党反
动阵营，其军事、政治意
义影响深远。起义队伍被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
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一支
劲旅，季振同任红五军团
总指挥。1932年1月，由
周恩来、朱德等介绍，经
党中央批准，季振同加入
中国共产党。3月 1日赣
州战役中，当红三军团被
围困时，奉中革军委指
示，季振同令董振堂红五
军团十三军直接投入战
斗，英勇拼杀，立下赫赫
战功。后因受“左”倾错
误的影响被关押，1934
年 10月红军长征前夕牺
牲于瑞金市万田乡杨梅
山，年仅33岁。

宁都起义是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规 模 最
大 、 最 成 功 的 一 次 起
义，意义重大。宁都起
义改编的红五军团，为
人民军队输送和培养了
一批优秀指挥员和军事
专门技术干部。这些同
志在艰苦卓绝的苏区反

“围剿”斗争、两万五千
里长征、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乃至新中国的各项建设
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
史功勋，彪炳千古。其
中不少人成为军政高级
领导干部，1955 年被授
予 将 军 军 衔 的 就 有 30
位，其中 1位上将、5位
中将、24位少将。

赵博生、董振堂等英
雄事迹广为传颂，成为党
史教育的鲜活素材。由于
历史原因，季振同在宁都
起义后至新中国成立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较少被提
及，鲜为人知，甚至家乡
人也渐渐淡忘了这片土地
上走出去的英雄人物。

历史不容忘记，唯有
铭记与传承才是对历史最
大的尊重。回顾风雨百
年，岁月峥嵘，筚路蓝
缕，曲折前行，中国共产
党有创造辉煌的伟力，也
有正视曲折的勇气。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
中央为季振同平反，并追
认为革命烈士。我们应积
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

沧县是一块有着革命
传统的红色土地，这里先
后走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
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中
国军垦事业奠基人之一的

“无衔将军”张仲瀚，抗
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

“传奇战鹰”刘玉堤等一
批革命先驱和英雄人物，
季振同正是他们中杰出的
代表。基于此，沧县县
委、县政府充分挖掘本土
红色资源，广集民意、深
入调研、多方走访，把修
缮、保护季振同烈士旧居
提上重要工作议程，在全
社会掀起追寻英雄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的活动热
潮，并收到良好效果。

英雄不曾远去，精
神青史长存。1938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
与部分宁都起义同志合
影并题词：“以宁都起义
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
胜的。”百年发展史证
明，中国共产党以勇于
自我革新的斗争精神引
领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复
兴，也是战无不胜的。

缅怀先烈，撰文记
述，旨在让更多人关注本
土英雄，厚植家国情怀，
增强历史主动，弘扬宁都
起义精神，传承共产党人
的精神血脉，坚定信心、
埋头苦干，在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中，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

总觉得桑是离人最近的树，便自觉不
自觉地在意它。

立冬时节，一簇簇新发的绿叶，三五
片，嫩着，亮着，如婴孩张开的掌；底下
三五枚桑葚，拥着，挤着，如婴孩努着的
唇。一律，顶在桑条尖儿上，垂着的对着
我，扬着的对着天。像一朵朵的花，洋溢
着欲飞的神情，发出纯澈如泉的笑声。

曾经写过这桑。那时，桑葚的成熟期
恰逢高考，紫红紫红的，绚烂了一方校
园；酸甜酸甜的，解压了高考赛道上的数
千神经，当然包括我这老师。如今这桑
葚，我却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不等于不想写。从秋分到寒
露，从霜降到立冬，马上小雪了，我一直
盯着它，不仅仅用眼睛。秋分，“一候，
雷始收声；二候，蜇虫坯户；三候，水始
枯。”水要枯了，叶子本该也跟着枯的，
它偏偏要可着劲儿地绽绿，还绽放成花的
模样。我知道，这是一种小虫子的无穷法
力。虫子不大，不及寸儿，细腰身儿，灰
黑色儿，一身毛儿。居然，天外飞来一
般，几乎一回头儿的工夫，就把一树树的
绿，吃成了满脑袋灰。应该风华正茂葳蕤
霸气的时候，桑枝，光溜溜地，在绿野里
晃。

我见过这小虫子的阵仗，滏阳河大堤
畔，农家白墙上密密麻麻，爬得满是。幸
好我没有密集恐惧症之类细腻的感知。虫
子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是变成
蛾蝶潜伏了，还是被喷药机器震慑了，不
清楚。凛冬将至，却大开其花，我似乎懂
一点点。桑树世界里，没有钟表日历牌。
时间之于它们就是一种“运动”，从枯到
荣，从荣到枯。只要枯过了，不管枯是否
按程序，荣便会接力出场。

霜降节气里，有几天跳崖式降温，不
是很低，时间也短，新发的桑葚仍硬挺着
发，仍不失花般姿态。立冬后，依旧温
暖，叶们恣意地绿，葚们长成肉头头的
唇。马上小雪了，“一候，虹藏不见；二
候，天气上升；三候，地气下降。”雪，
不知道在哪个黑夜或黎明，会推门而入。
对着我摇，对着天晃，如花的绿们，估计
连瑟瑟一抖的机会都没有，就夭去了。我
还猜疑，今冬透支了绽放，明春会怎样？
这无序绽放，与浅薄无关，就是一场灾
难。或许，绽放过的枝条如同掏空的躯
体，会难敌凛冬而死去，明春不仅开不得
花，连发芽的气力都没有了。之后，在雨
水里腐朽，在风吹里消逝。

真的觉得桑是离人最近的木，最不
木的木。远到农桑时代，它以把自己
喂给春蚕的方式，给人们华衣；近到
周围的朋友，将其果实叶子入药入食
降糖治病，益气补元。一个全国有名
的体质学专家，我的同乡，他药食同
源的方子里，大多要加入桑叶桑葚。
静心下来，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梳
梳捋捋，我们有形无形地都掺杂着桑
的脉、桑的气。

走进300岁的古桑林，就会体悟得非
常形象。古桑林，距校园桑树 30公里，
在一截儿古河堤畔。它们有双人搂抱不过
来的树干，有城堡大的树冠，一顺由北向
西再向南拧着。这大持久的拧劲儿，引着
人去推断，是水，抑或许是水与风合谋而
卷。卷，从来不是今天独有。被卷时，它
们或许栽倒过，或许仰俯过，但不论有没
有过呐喊声、呻吟声，终究还是立了起
来，立成一道远古的沧桑。稍稍用心打
量，就会发现，300岁古桑的所有枝干，
没有一支是 300岁的。300岁，纯属一个
种族的合力。一群裸露的根，抱着一截儿
参差的干；这截儿参差的干，又抱着另一
截儿参差的干；然后是环抱的枝，由粗及
细的枝，依次抱下去。以不断的死去接力
绵延的生。站在古河故道的古桑林里，我
似乎看到校园桑树根下，也有一直汩汩流
淌的河。

在意桑，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
头”的纠缠，而是春秋冬夏风霜雨雪的
探望。校园桑树，桑葚红时的醉高考，
与冬日里的无序绽放，我都一视同仁。
300年的古桑林，人们大多在桑葚采摘时
摄影、野炊。我却在桑葚落完的盛夏，
某个日头温和的日子，会去看桑树下藤
蔓野草堆里的桑苗儿。整整的一层，铺
开的绿席子一般。我知道，它们长不成
树。更知道，曾经长过是它们的全部。
秋风扫过，某个暖一些的午后，我会去
看厚厚的桑叶下嫩得让人心动的野蒜
苗。北风收割了人间暖意后，我会顶戴
着风雪去看它。那时缠络在枝丫间的何
首乌藤上，崩开的子实，如迟飘的蒲公
英，又如大朵大朵的雪花，弥散在旷远
的空气里。

走在古桑树林里，屡屡想起《红楼
梦》里那株逆时序开放的海棠，还有《百
年孤独》里那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
的雨。壬寅年立冬时节，一派暖阳下，绽
放枝头的桑，静静的；日常车水马龙的
路，静静的。

静静的缝隙里，除了听到曹雪芹与马
尔克斯的“自然物语”，还想到一个新名
字——桑木人。尽管，桑没有眼睛，没有
耳朵，也没有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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