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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張富清，是湖北省來鳳縣一名年近百歲的離休
幹部。革命戰爭年代，他先後榮立一等功三次、二
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戰軍記「特等功」，並兩次獲
得「戰鬥英雄」榮譽稱號。這樣一位戰功赫赫的英
雄人物，退役後主動選擇到偏遠的貧困山區工作，
本身就難能可貴了，更為可敬可佩的是，60多年
來，他深藏功名，非但外人對他的功績全然不知，
就連老伴、兒孫也全都「蒙在鼓裡」。2018年
底，國家開展退役軍人資訊採集工作，前去登記的
張富清，拿出立功證書與獎章時，一位不事張揚的
「人民功臣」、「戰鬥英雄」這才「意外出名」。
張富清不經意間露出「廬山真面目」後，備受

關注，好評如潮。習近平總書記對他讚譽有加：
「一輩子堅守初心、不改本色」，「用自己的樸實
純粹、淡泊名利書寫了精彩人生，是廣大部隊官兵
和退役軍人學習的榜樣。」近日，中央組織部、中
央宣傳部、退役軍人事務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聯合印發《關於開展向張富清同志學習的通知》，
號召全社會向張富清學習。通知指出，張富清同志
是始終踐行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優秀黨員，是新時
代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的
光輝典範，是廣大黨員、幹部、部隊官兵和退役軍
人學習的榜樣——學習他堅守初心、對黨忠誠的
政治品格；學習他淡泊名利、甘於奉獻的精神品
質；學習他恪盡職守、擔當使命的務實作風；學習
他一輩子清廉自守、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
（新華社北京7月2日電）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當年，魏巍從朝鮮戰場
歸來後，創作了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
人》，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報》刊登後，
入選中學語文課本，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身
為一名退役老兵，我想說，張富清是最可敬的人。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不但充分肯定了張富清
同志的先進事跡和優秀品格，而且飽含着對廣大退
役軍人的親切關懷和殷切期望。6月初，退役軍人
事務部在《深入開展向張富清同志學習活動》的通
知中說：是激勵廣大退役軍人不忘初心、永葆本
色，續寫精彩人生的「動員令」；是指引各級退役
軍人事務部門牢記使命、擔當作為，不斷開創退役
軍人工作新局面的「引路燈」；是動員全國廣大幹
部群眾團結一心、眾志成城，萬眾一心奮進新時代
的「衝鋒號」。

張富清之所以是最可敬的人，除了深藏戰功，
也是真正做到「革命戰士是塊磚，哪裡需要哪裡
搬」。都說，轉業是軍人命運的「大轉折」。可
是，張富清轉業到地方後，人生道路的每一次轉
折，個人身份的每一次轉變，他所考慮的從來不是
「我需要什麼」，而是「黨需要什麼」和「人民需
要什麼」。轉業到地方，他的職務上升很慢，直到
離休還是「副科級」。在別人眼裡，有點不理解，
而在他看來，職務是組織上考慮的問題，個人只有
服從的義務，沒有挑揀的權利。因此，組織把他放
在哪裡，他就在哪裡安身，和群眾一起奮鬥。也難
怪，一個把出生入死視同風吹雨打的人，怎麼會把
功名利祿放在心上？
李白在《俠客行》一詩中寫道：「事了拂衣

去，深藏身與名。」在我看來，張富清不正是一個
這樣的「俠客」麼。戰爭年代，槍林彈雨衝鋒在
前，他立下赫赫戰功；和平時期，扎根山區為民造
福，他將榮譽深深封存。根據中共中央決策部署，
從今年6月開始，在全黨自上而下分兩批開展「不
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什麼叫做不忘初
心？怎樣才能牢記使命？張富清用行動給出了最好
的答案。近日，從報上讀到一篇讚譽張富清的文
章，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祖國大地的各個角
落，多少像張富清一樣的英雄老兵，封存了血與火
的記憶，封藏了功與名的光環，轉身成為一名默默
無聞的建設者。在他們的心中，祖國安寧就是最高
的榮譽，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功名。」誠如斯言。
在祖國廣袤的土地上，在歷史塵封的記憶中，的確
有不少像張富清這樣堅守初心、永葆本色的功臣。
今年二月，《中國紀檢監察報》刊發一篇題為

《壓在箱底的榮譽》的文章。文章大意是：1947
年參軍入伍的張涌良，在部隊期間，先後立過一等
功二次，三等功四次，並在工作上、學習上，都受
過上級的表揚與獎勵……1952年復員時，身為排
級幹部、殘疾軍人的張涌良，來到其妻子的家鄉當
農民。他回鄉後，將領回的補助糧20擔及人民幣
30萬元，大都用於農副業生產，剩餘的410斤大米
借給7戶貧困戶，不取利息。在發動群眾修理公路
中，上級發下的工資，他都發給了民工，自己盡義
務不取一文……幾十年間，他始終把榮譽壓在箱
底。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家境貧寒，他的幾個
孩子常常餓着肚子上學。一些好心的鄰居，不止一

次勸他：「你是有功之臣，去找找政府吧。」可張
涌良卻初衷不改，自強不息。生活再苦再難，也不
拿功勞做資本，向政府開口、向組織伸手，硬是挺
直腰桿，像普通農民一樣，以苦為甜，年復一年；
無怨無悔，奮鬥一生，直到26年前，生命畫上句
號。
有道是，「平凡之中見偉大」。品味張富清的

事跡，感受張涌良的淡泊，我彷彿看到他們身上折
射出的人生精彩。而在數萬退役軍人中的，立足平
凡崗位，書寫不凡故事者，不乏其人。1月4日，
由中央宣傳部、退役軍人事務部、軍委政治工作部
舉辦的「最美退役軍人」先進事跡報告會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共有8位最美退役軍人代表作先進事跡
報告，其中思南縣晨曦生態農業專業合作社黨支部
書記、東昇森林種養家庭農場場長王明禮首個上
場，以《無腿也能站得更高更直》為題講述了自己
的先進事跡。王明禮，1981年入伍，1984年 5
月，在者陰山戰鬥中，為救戰友，被敵人的炮彈炸
斷雙腿，成為四級傷殘軍人，受到中央軍委通令嘉
獎。1985年從部隊轉業後，多次放棄調往大城市
的機會，在思南縣這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一
幹就是34年。2007年開始，在王明禮的帶領下，
曾經的十里荒山，變成了萬畝茶園，周圍六個貧困
村，先後都摘掉「貧困帽」。如今，許多「靠山吃
山」的村民，買起了過去想也不敢想的小轎車。王
明禮堅信，只有搭建良好的創業就業平台，才能幫
助更多人摘掉貧困「帽子」。於是，他以「黨支
部+退伍軍人+企業+基地+農民」的模式，創建起
思南縣退伍軍人創業就業示範基地……
「送人玫瑰，手有餘香。」我相信，很多有功

之臣，都有一顆不改本色、不圖名利的初心，都有
一份報效祖國、服務人民的情懷。雖然，他們當中
的絕大多數人，不會像張富清那樣「意外出名」。
我更相信，功績不會褪色、歷史不會忘記。他們的
先進事跡，必將鼓舞千千萬萬退役軍人，在各自平
凡的崗位上，堅守初心，不遺餘力，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盡己所能，續寫榮光！

畫壇中徐悲鴻畫馬，鄭板橋
畫竹，黃胄畫驢，李可染畫
牛，李苦禪畫鷹，很多著名繪
畫大師都有拿手的繪畫題材，
流傳廣泛；其中家喻戶曉的，
就是齊白石畫蝦，栩栩如生的
蝦讓人賞心悅目，很少人知
道，他所繪的老鷹同樣妙手丹
青，且對人人皆知的蝦，並非
他筆下最昂貴的動物，反而老
鷹早前拍賣以高價成交。
在當代繪畫大師中，齊白石

的徒弟大家也都耳熟能詳，李
可染、李苦禪等都曾為齊白石
弟子；當代畫鷹大師李苦禪跟
隨齊白石幾十年，李苦禪深得
齊白石真傳，畫鷹爐火純青。
作為李苦禪的老師，齊白石畫
老鷹自然不弱於李苦禪，只是
畫蝦太過於知名，很少人見過
他畫的老鷹。
鷹自古以來象徵自由、勇猛

與勝利，牠翺翔天空，無拘無
束，捕食時伺機而動而毫無畏
懼，最終凱旋而歸，似若英
雄。不少畫家對老鷹繪畫都情
有獨鍾，齊白石便是其中一
位，但齊白石筆下的老鷹流傳
至今的卻少之又少，一幅齊白
石的老鷹畫作品亮相，引起很
多收藏家的競相入場。
齊白石的老鷹畫作名為《英

雄獨立》，展現老鷹勇猛而又
獨立的高傲，英雄般矗立在高
峰之巔，經多輪競拍，以9,890
萬人民幣天價成交，很多人當
時好奇為何齊白石不常見的老
鷹作品會如此高價？其實此畫
在照片中看與其他作品大差不
差，但實際上高達三米，是齊
白石贈與重要人物，傾心力作
的一幅作品。

且《英雄獨立》作品的下方
還以鳶尾花為襯托，寓意對方
高貴，象徵愛慕與吉祥的美
意；老鷹獨立，堪稱英雄，齊
白石繪此畫，贈送之人也不簡
單，為一位老英雄，立下過赫
赫戰功，為新中國有所貢獻；
觀眾熟悉的是齊白石筆下的
蝦，然而此幅老鷹畫作，卻又
展現出他的繪畫造詣，對很多
繪畫題材俱到位，堪稱經典；
很多人都好奇，李苦禪大師與
齊白石的老鷹究竟誰畫得更
好？其實對兩人的老鷹畫作，
在畫壇有更多行家承認，李苦
禪為畫鷹大師。
此外，中國美術館館長、雕

塑家吳為山作品《超越時空的
對話——達文西與齊白石》日
前落戶意大利佛羅倫斯，成為
當地紀念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逝世500周年亮點；
早前捐贈儀式在意大利藝術研
究院舉行，院長授予吳為山榮
譽院士頭銜。意大利藝術研究
院已有450多年歷史，首任院
長即為藝術大師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據悉，此
為首次收藏並陳列中國雕塑家
的作品。雕塑《超越時空的對
話——達文西與齊白石》造形
非常特別，達文西與齊白石各
立兩端，齊白石手中那根拉長
的枴杖尤為奇特；這枴杖就是
一條線，上連天、下接地，於
此，雕塑象徵中國文化宇宙觀
以及藝術觀，亦象徵絲綢之
路，連接東方和西方；參觀者
指出，達文西與齊白石，生活
年代相距數百年，但他們同在
人類文明的長河泛舟，他們的
對話是超越時空。

■葉 輝

齊白石與達文西

蒼莽遼北白鶴樓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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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生活去了別處

■王文莉生活點滴

■嚴 巍

敬禮，堅守初心的張富清們

詩情畫意

法國詩人蘭波說過：「生活在別處。」
米蘭．昆德拉把這句富有詩意和想像的話
作為小說書名。
每個人都有其生命歷程，他的童年、少
年和青年時代將會是怎樣的？他的時空將
被哪些人和事穿越？他的心靈與精神將面
臨什麼樣的折磨？這些在當下都無從知
曉，在生命的某個時候卻又會突然得到提
示。小說敘述了詩人雅羅米爾怎樣讀書、
戀愛和做夢，他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充滿
激情。我們何嘗不是一樣：用一生努力挖
掘自己的精神價值，燃燒着青春和才情，
卻躲不開沉重的社會。
詩，是夢想的化身。當現實不再柔軟，
當激情冷卻的時候，「睡着了，一隻眼裡
有月亮，一隻眼裡有太陽」；當瘋狂變得
沉默，「石頭的腿，穿上了沙的長襪」。
當夢想在失落與麻木中漸漸衰老，我們寄
情於詩，詩意就成了臆想中的生活態度。

正如雅羅米爾的母親瑪曼那樣，「她開始
覺得自己是高雅的，她的軀體變得就像大
自然的任何物體——一棵樹、一叢灌木、
一片湖——一樣愜意，一樣正當」。
內心世界，多重要的一個詞。從此，雅
羅米爾開始注意自己的所有思想、念頭，
並讚賞它們。「最糟的事不是人世不自
由，而是人們忘卻了他們的自由。」假如
我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那我們至少應該
改變我們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活着。是母
親，讓雅羅米爾變得早熟，令他5歲時就
說出「生命真像這些野草」；令他覺得周
圍的一切平淡而灰暗，生命毫無希望的渺
小；覺得死亡是絕對的，既不能被分離，
也不能被沖淡。他覺得，同姑娘們在一起
的真實經驗微不足道，而她們的銷聲匿跡
才是壯麗的。在兒子天真無邪的視線裡，
瑪曼與畫家的愛情珍貴而悲哀。
《生活在別處》以客觀意識流的敘述方

式，將時間與空間、現實與夢幻交織，小
說情節跌宕、思想猝然，使我們更能貼近
詩人的內心，感受詩人怎樣產生和燃燒激
情。詩人在自瀆、在逃跑，他拿出了自己
的作品，「二十年過去了，請讓我進
去」。
人到中年，似乎都在遺憾不能過其他生

活，他給自己搭起一個瞭望台，卻逃脫不
掉深切的悲哀和對安慰的渴求。時隔多
年，誰能確定當年為了理想而放棄的人是
不是值得？也許，最理智的就是悄悄把瞭
望台拆除，或者把它們暫時移到別處，夢
想就是現實，給自己權力，把握當下。
我們不能逃避生存的孤獨，哪怕在一間

裝滿了詩歌的屋子。但同時，我們不能拒
絕心中渴望的遼闊世界。「現在，清除夢
幻與現實、詩歌與生活、行動與思想之間
衝突的時刻已經來到了」。行動吧，不要
等到生活去了別處！

來鴻

讀書消暑
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在《消暑詩》裡寫
道：「何以消煩暑，端坐一院中。散熱由
心靜，涼生為室空。」所謂「心靜自然
涼」，靜坐和讀書都不失為消暑良方。
早晨，是最好的讀書時間。我坐在陽台
的搖椅上，品讀沈從文的《邊城》，想像
那座湘西小鎮質樸的民風；讀張愛玲的
《傾城之戀》，為白流蘇的亂世愛情而心
存僥倖；在《白鹿原》裡感受陳忠實厚重
淳樸的文風；更喜歡《圍城》裡錢鍾書的
睿智幽默和妙語連珠……隨着書頁嘩啦啦
地翻過，身心就會有充盈沉靜的感覺，不
知不覺進入「心靜自然涼」的境界。
夜晚讀書，環境會顯得喧鬧一些。樓下
孩子們的嬉鬧聲，馬路上小販的叫賣聲，
和草叢裡的蟲鳴混在一起，合奏出一曲大
合唱。但是，只要你靜下心來，將自己融
入書中，便會漸漸地忘卻周遭的喧鬧，進
入一種忘我的境界。將自己沉浸在書本裡
和古今的智者對話，驚歎他們的學識和哲
思，在閱讀中提升自己的領悟，無意中對
外界溫度的感應也遲鈍許多。
暑天讀書，更考驗耐力和專注度。民國

儒醫熊伯伊的《四季讀書歌》云：「夏讀
書，日正長。燈下苦讀聲朗朗，荷花池畔
風光好。」在知了高亢的嘶鳴聲裡，在熱
浪撲面的三伏天，一本好書就像一股幽深
清涼的泉水，吸引我無法停下閱讀的腳
步。生活的挫折和壓力，此時已被置之腦
後，對未來和人生多出一份自信和篤定。
暑天讀書，是頓悟人生的一種方式。在

閒暇之餘，打開自己喜歡的書，沉醉於一
縷墨香的誘惑。讓身心自然而放鬆，因這
非智能化的閱讀，獨享一段閒散舒適的慢
時光。沒有朋友圈的轉發點讚和頭條裡的
娛樂新聞，更是修煉隨遇而安的心境。
暑天讀書，還是一種愜意的享受。書讀

到妙處之時，常常不知身在何處，只覺得
一股清涼自心底湧起，靈魂彷彿也鋪滿了
一地綠蔭。不驚不擾地讀書，就像是和心
靈進行了一次對話。細細地讀一紙墨香，
也讀一世光陰荏苒，在墨香裡品味源自生
活的智慧人生。
聞書中墨香，聽酷夏蟬鳴，沉迷於書，
就像走進魅力無窮的清涼世界。讀書讓日
子不再枯燥單調，也讓暑天不再炎熱。

李叔同踏上返歸天津的船，感覺自
己好像杜鵑啼叫一樣被催返故鄉。
詩中「新鬼故鬼鳴喧嘩，野火磷磷
樹影遮」，正是形容被八國聯軍劫後
的塘沽口岸，死難者如新鬼故鬼在哭
叫一樣，李叔同此時心境已不只有離
愁了，而是充滿了國家被欺凌，人民
受苦困的悲憤了。
這是《辛丑北征淚墨》組詩的第二
首。

《辛丑北征淚墨》組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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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應邀出席遼寧法庫國際白鶴節，我
第一次踏上了法庫這塊陌生卻神秘的土
地。開幕那天風極大，為保護白鶴等珍貴
野禽，我們不能接近濕地裡的鳥類，只能
在觀鳥站用望遠鏡遠遠地觀看。當地人士
介紹，白鶴是世界瀕危珍鳥，全世界現存
僅3,000餘隻，夏天在西伯利亞繁殖，春
秋經過法庫獾子洞濕地，短暫停留，冬季
在氣候溫和、水草魚蝦豐茂的江西鄱陽湖
愉快地生活。白鶴的一年雙臨，成了法庫
的一張響亮名片。舉辦國際白鶴節，正是
要借保護白鶴之名，廣交國內外朋友，共
同振興當地的經濟、文化、旅遊事業，也
為保護野生動物做更多的宣傳與貢獻。
節日期間，主辦單位邀請我們參觀了當

地著名的白鶴樓。說到此樓，與中國古代
的遼朝歷史有直接關係。遼朝（公元
916—1125年），由我國北方契丹族建
立，共傳九帝，歷時209年後，被金所
滅。最盛時，遼朝疆域北抵大興安嶺，南
到河北南部。在遼朝，就流傳着有關白鶴
的多個神話傳說，可以說明，白鶴在二千
年前的中國古代，就是遼寧北部的常客，
是遼朝人民喜歡和珍愛的珍稀鳥類。
白鶴傳說裡，最著名的是白鶴救主故

事。遼聖宗在位時，是遼朝的鼎盛時期。
因聖宗即位時才12歲，由其母蕭綽蕭太后
攝政。蕭太后雖是女流之輩，但有政治才
能，在她治理下遼國各方面都有進步，邁
入盛年。蕭太后執政時，常與南方宋朝發
生征戰。據說有一次宋軍偷襲遼營，蕭太
后毫無覺察，眼看就要火燒連營。在此緊

急關頭，忽有一隻白鶴飛臨蕭太后營帳，
猛啄帳頂，令蕭太后猛然驚醒，馬上率軍
突圍。宋軍將士認出蕭太后，搭箭欲射，
又是一聲鶴鳴，讓蕭太后慌忙躲閃，箭從
耳邊飛過，撿得一命。戰爭結束後，蕭太
后感念白鶴兩次搭救之恩，便決定在當時
的昌平堡，即今天的法庫，興建白鶴樓，
以表示對白鶴救主的敬意和感謝。這就是
白鶴樓的肇始。
北府宰相韓德讓奉蕭太后之命興建白鶴

樓，但因連年戰亂，蕭太后和遼聖宗在世
時無法完工。之後連綿一千多年近兩千
年，均因種種原因，白鶴樓一直只是空中
樓閣，未落實地。只有在新中國成立後，
蕭太后當年的心願才得以實現。2012年4
月，法庫政府和人民正式決定在原址重建
白鶴樓，2016年竣工並開放。至此，一座
與武昌黃鶴樓遙相呼應的白鶴樓，終於真
真切切地巍巍聳立於蒼莽的遼北大地之上
了。一座樓的最後建成，竟然跨越了二千
年的時光，在中國乃至世界，都屬少見。
白鶴樓相當雄偉俊美，氣勢不凡。整個

建築佔地十萬平方米，樓體佔地4,900平
方米，樓高51.9米。樓體設計採用古代遼
式風格，該樓四面八角寓意四面八方，暗
指當時契丹族八個部落。樓內有七層，已
闢為遼代歷史博物館。館內彩繪和浮雕的
白鶴，形象生動逼真，與樓名精妙對接。
此樓的七層，均為展廳。一樓為遼文化
博物館，用各種文物陳列，展示了遼朝二
百年歷史的發展演進，重溫當年經歷的風
風雨雨。二樓為白鶴傳說展廳，用圖像、

實物加文字介紹，把多個有關白鶴的民間
故事和神話傳說告訴觀眾。三樓遼土丹
青、四樓大遼古樂是介紹遼代特有的書畫
音樂舞蹈文化藝術。五樓魚梁記憶，則敘
述了法庫的歷史沿革。六樓法庫歷代驕
子，用圖文介紹法庫歷代政治和文化名
人。七樓白鶴生態展廳，具體而詳細地介
紹了白鶴的習性、特點和生活狀況，以及
法庫人民為保護這種珍禽所作出的貢獻。
樓內的樓梯修建很好，共兩處，一處上，
另一處下，互不干擾，方便及時疏解遊
客。由於塔高達五十米，登高樓憑欄遠
眺，蒼茫大地盡收眼底，美景令人留連。
不遠處，一座座新建築拔地而起。其中有
一座規模宏大的中學城，居然把全縣各鄉
鎮村的高中學生，全部集中安排在這裡一
起讀書和生活，在內地極為罕見，堪稱奇
觀。
法庫有近50萬人口，經濟文化發展很
快。在江西景德鎮陶瓷原料緊缺的今天，
法庫的天然優質瓷土起到了極好的補充作
用，這裡的陶瓷產業崛起，已成為當今法
庫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翼。而法庫現代航天
活動的迅速發展，又為這個古老城市注入
了高科技的新鮮動力。我站在白鶴樓上望
着欣欣向榮的新法庫，驀然回首兩千年前
的遼朝盛世，不禁想到，如果當年的女強
人蕭太后天上有知，一定會為興建白鶴樓
的宿願終於實現而開顏歡笑；也會為她的
後代子孫，經過兩千年浴血苦鬥，終於獲
得了今天的初步美好新生活而感到欣慰和
滿意了。

■■「「時代楷模時代楷模」」張富清張富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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