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到上海去参观了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馆在
全国有多处，上海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
第一家人物纪念馆。在地图上搜寻位置，从闵行出发，
搭乘地铁10号线，换乘8号线，在虹口足球场下，就到
了。去的时候，是周末。鲁迅纪念馆门口熙来攘往，车
水马龙。原来设想，纪念馆应该是比较安静吧，结果错
了。儿子告诉我，鲁迅纪念馆本是个公园——鲁迅公
园。纪念馆就在公园里。我们在喧闹的人群中排队扫
码进园。

循着路标，穿过林间小道，走过湖边小径，来到鲁
迅纪念馆。入口处，当面立着镂空的书法铭牌，上面写
着“人立而后万事举”。字迹厚重有力，镂空的设计更
显得力透纸背。有人曾说，当时的中国能够看清中国
问题的只有两个半人，其中一个就是鲁迅。鲁迅先生
看得清楚，知道病根在哪儿，用如椽大笔，塑造一个个
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出国人灵魂，借以引起疗救注意，
唤醒愚弱的国民。世纪回望，鲁迅精神首在立人。“人
立而后万事举”，从小的方面来说，是救人之道；从大的
方面来说，是救国之道。唯有“立人”，培养无数人格独
立、意识觉醒、精神健康的国民，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世
界民族之林，不受人宰割。对于个人呢，人的精神立起
来，有志气、骨气，有方向、目标，能自立自强，经得起摔
打，才能掌握自己命运，万事可成。

在纪念馆中，有一面墙，全部贴着鲁迅先生笔下人
物图像。一张接着一张，左右相续，上下相连，密密排
列，全是黑白底色的人物画。有的画图淡白色，有的深
黑色，颜色深浅呈现大起大落的跳跃变化。一种沧桑
感扑面袭来，把我们带到鲁迅先生所处的晦暗年代。
来不及一张张细看，遂拍照存念。回家一看，那张照片
拼接成的分明是鲁迅先生的图像。浓厚的胡子，宽阔
的额头，面容清癯，棱角分明。不由得佩服起布展设计
的匠心独运。这些人物群像构成了鲁迅先生头像，鲁
迅毕生的心血和精神就融汇在他创造的这些人物中，
他创造的人物形象将与他同归于不朽。

纪念馆有几层，我们拾级而上，在步入展厅的廊道
口，赫然呈现两座浮雕。一座是旧版《彷徨》的封面图
画。三个人并排坐着，木刻剪影模样，面部高度抽象，
只剩下个粗略的轮廓，看不到面貌，更没有表情，木木
的，似乎等待什么，又似乎在观望前方。三个人虽然坐
在一起，却好像彼此毫无关联。一个黑色的大圆片出
现再浮雕右上角，外边是一整圈短短的光芒线。应该
是太阳了，但是却感觉不到太阳的光明和热力。整个
浮雕，感觉到冷落、孤寂、忧虑、彷徨。另一幅浮雕，一
个肌肉健硕的人，被绳索捆绑着，捆成一团，不得动弹，
唯一能动的就是那张着的大嘴。他伸长脖子，张大嘴
巴，脸部紧绷，似有声波冲击耳膜，回荡四壁。再加上，
勒紧的绳索，已经扭曲变形的肌肉，给人以强烈的视角
冲击，似乎那绳索已经加之于自身，顺畅的呼吸一下变
得困难了。不容说，这就是“呐喊”了。鲁迅的名作《狂
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故乡》《社戏》都收
录在《呐喊》这本书里。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先生以
铁屋子隐喻旧的社会制度，“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
望。”正是本着这希望，他要大声呐喊，唤醒熟睡的人
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消除愚妄，启迪民智，呼唤
新人，不是一蹴而就的。鲁迅呐喊，余音犹在，还在不
断警醒我们，给我们自我更新的精神力量。

在展览快结束时，一面特殊的旗子格外引人注
目。素绢为旗，上书三个黑绒大字，“民族魂”。这是鲁
迅先生逝世后，人民送给他的。只有这三个字，其他一
切无需赘言。人们痛惜之情，缅怀之情，鲁迅先生在人
们心中的崇高地位，都蕴含在其中了。

展厅出口，廊道两边，是两板书墙。由介绍、研究鲁
迅著作的书籍组成，各个时代各种古旧版本都有，色彩
斑斓。从廊道走过，犹如穿行在时空隧道。从腥风血
雨，多灾多难的旧时代，到民族独立，国家日益富强的
新时代，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鲁迅先生的著作
和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路走来，滋养着多少国人的灵魂，让他们获得新生的
志气、自立的骨气，奋斗的勇气。

我们走出纪念馆，来到公园僻静的一角，鲁迅先生
长眠之地。没有隆起的墓冢，只是一方巴着地矮而平
的坟墓，“鲁迅先生之墓”几个“毛体”鎏金大字横排镌
刻墓地后面的墙体上。再往前，一片开阔地上，安放着
鲁迅先生的塑像。鲁迅先生坐在藤椅上，双手搭着扶手，
凝望前方，目光如炬。在他身边，冬青环绕，绿草如茵。
一个多么富有生活气息的场景。他似乎没有离开这个世
界，一直在这里思考着，为着“立人”，为着改造国民精神，
为着民族的觉醒和独立，日夜苦思，殚精竭虑。

作别先生，妻儿已经走远，回头再次仰望藤椅上端
坐苦思的先生形象，我干涩的眼睛突然有些湿润了。想
到先生的话：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
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

那光，洞彻人性，穿越世纪风雨，而今而后，还将继
续为我们亮着，照亮我们的精神旅途。

追
寻
那
洞
彻
人
性
的
世
纪
之
光
—
—
参
观
鲁
迅
纪
念
馆

□

陕
声
祥

序序跋选粹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柳红霞柳红霞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熊晓程熊晓程20232023..11..11 星期日星期日

04
2023年第1期 总第175期 投稿邮箱：568649157@qq.com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武
汉铁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涌现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第一位烈士林祥谦等革命先烈。100多年来，武汉铁路积
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铁路史上留下了辉煌印记。

《大武汉铁路往事》的作者赵伟东老师是一名纪检干
部。作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副主
任和文联文学分会主席，他长期致力于武汉铁路故事的
搜集和挖掘，付出了艰辛努力。特别在任中国铁路武汉
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和人民铁道报业有限公司湖
北记者站副主任（站长）期间，伟东老师大力传播武汉铁
路故事，成为优秀的新时代铁路精神传播者。在任纪委
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他还致力于铁路廉洁文化的研究和
传播，在书写红色廉洁故事中增强了意志力和坚忍力。
历时十多年的资料准备，历时四年的写作，才有了这本摆
在我们面前的《大武汉铁路往事》。

在《大武汉铁路往事》中，伟东老师通过他深情的讲
述，梳理出武汉铁路红色记忆的脉络，向读者展示了大武
汉铁路荡气回肠的红色过往。在这些激荡人心的故事中，
也有我的爷爷林祥谦和奶奶陈桂贞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的奶奶陈桂贞15岁时嫁给了爷爷林祥谦，16岁随
爷爷来到汉口。在武汉江岸，她全力支持林祥谦从事革
命工作，替到家里开会的工友望风放哨，照顾、接待革命
同志，帮助困难工友。爷爷牺牲后，她从一而终继承爷爷
遗志，含辛茹苦培育革命后代，拖儿带女为地下党传递情
报，掩护党组织开展工作，对共产主义信仰矢志不渝。新
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她以63岁高龄如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她心里有着浓郁的铁路情结，晚年一次又一次走进
铁路职工队伍中宣传弘扬“二七”精神，给子孙立下了“三
有”家训“有信仰、扬正气；有纪律、克随性；有爱心、乐助
人”,教育后人坚定理想信念，听党话、跟党走，誓当红色
接班人。

伟东老师《大武汉铁路往事》讲述了许多革命者和建
设者的故事。我们家的故事，只是无数革命故事中的一
个。这些故事，正是中国铁路工人矢志跟党走的一个缩
影。阅读此书，我感到主题鲜明、语言平实、内容丰富，有
很强的画面感和代入感。全书系统挖掘了武汉铁路系统
的历史沿革、历史文化、重大事件，以史诗般的品格生动讲
述了武汉铁路的突出贡献和巨大成就，娓娓道出武汉铁路
往事，让林祥谦、施洋、叶开寅、许白昊、赵世当等先烈形象

丰满地向我们走来。他们始终听党话，永远跟党走，为了
共产主义理想跟随红旗铿锵前行，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
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在坚定的共产
主义理想指引下，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在长江和铁龙美美与
共的大武汉蓬勃开展。

伟东老师曾告诉我，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武汉铁路正是靠精神的伟力走到今天，中国铁路的光辉
历程中有武汉铁路的特殊贡献。通过对武汉铁路英雄历
史、英雄伟业、英雄诗篇、英雄人物的盘点，净化了他的灵
魂，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希望为中国铁路写一辈子，让英
雄的铁路故事广为人知。对伟东老师的家国情怀，我深
表认同，也深感钦佩。特别是2023年2月，我们将迎来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00周年，临近这样的时刻，再次回顾
武汉近120年的铁路故事，缅怀牺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伟大征程中的先烈和英雄们，更让我们激情澎湃、热
血奔涌、信心倍增。

当前，武汉铁路系统地处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等多个国家大战略的交会点，承东启西、接转南
北的链接传导作用和地位更为凸显。对于铁路人而言，
新时代、新征程必然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奋进新征程，
是意志力的比拼,也是精神的较量。正如《大武汉铁路往
事》中所说：“回顾武汉铁路百年历史，武铁人之所以能冲
破重重艰难险阻，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靠的是对
铁路事业的无比忠诚，靠的是武铁人的清廉本色。”“精神
如炬，信念如磐。精神一旦唤起，威力无穷无尽。”面对新
挑战、新考验，更需要我们击鼓催征、激流勇进，以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闯关夺隘，一往直前。

我真心向读者推荐《大武汉铁路往事》。在武汉铁路
故事里，蕴含着磅礴的精神伟力。但这本书不仅只讲武汉
铁路故事，而且还通过武汉铁路故事的横截面记录中国铁
路的精神传承。万里征途，百年荣光。对于包括武汉铁路
在内的近200万铁路职工而言，善于同前进道路上的困
难考验作斗争，既是物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身处
这样的盛世年华，更需要我们带着对革命先辈无限的思
念与敬仰，做有心人，立大格局，始终保持激情与奋斗，在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时代召唤中建功立业、不辱使
命，在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的长征路上争取更大光荣。

真心希望读者喜欢《大武汉铁路往事》，衷心祝愿伟
东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来传承红色精神。

永远铭记大武汉铁路的红色历史
——《大武汉铁路往事》序

□ 林耀武

父亲写的诗词，一如他的为人，透明真纯，简
约清新，然淡中有厚味，浅中见深意。

父亲陈宝初，丙辰初春加入“太阳底下最光辉
的事业”，辛勤耕耘教坛42年。他钟情诗联书画，新
近出版的《墨雨诗花》，汇集了诗词联曲千余首（副），
文论20余篇。分成绝律抟花、词曲拈花、莲池掇花、
文园拾花、诗友酬花五个篇章，其主题内容涉及时
代风云、人文历史、江山秀色、美丽乡村、凭吊纪念、
诗友唱和等。书中还插入他自己所挥书法作品20
多幅，这些作品或行云流水、豪放飘逸，或古朴典雅、
中正遒劲，或秀朗方正、雄健洒脱，尺牍片幅之间，翰
墨幽香之中，无不展现父亲独到的书法造诣，也反
映出他对诗联书画境界的不懈追求。

父亲读小学时，正是特殊时期，没有课本。当
时教他的熊品镕老师就自编乡土教材，将农谚、农
具、农事整理成册，油印后供他们诵读，学业没有
荒废。每到麦收和秋收时节，他们都要支农，捡棉

花、拾麦穗。有一次，熊老师布置作文，谈劳动感受，父亲以
一句“一朵朵的棉花笑开了脸”获得熊老师的好评，并将此
文在国庆校刊上展示，大大激发了他的写作兴趣。此后，进
入初中、高中，父亲一直在劳动中习文弄墨，受到过国学专
家、诗词“一支笔”、书法老师们的一路点拨和谆谆教诲，受
益良多，也进步不小。成为人民教师后，父亲自编校本教材
《古诗读本》《新声对韵》，教书育人之余，他笔耕不辍，其诗
联作品散见于《中华诗词》《中华辞赋》《诗词之友》《诗词百
家》《诗词报》《中国楹联报》《中华楹联报》《湖北诗词》等有
影响力的报刊。

父亲退休后，常在“咬文嚼字”中入睡，乐在其中，大有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况味。近几年，他研究传统诗词、楹联
较多，一发而不可收。这本《墨雨诗花》题材丰富，意境宏
阔，举凡海内外山川名胜、四时风景，以及友谊亲情与种种
生活感悟，皆随时写就随地吟成，或抒发壮伟的抱负，或寄
托清逸的情思，佳句联翩，气韵生动。

《墨雨诗花》集中体现了父亲爱党、爱祖国、爱家乡、爱诗
词、爱教育的深沉情感与大我境界。发表过的和获过奖的诗
词在这本集子中占有一定比例，他对这部分作品中的一些语
句，一直在修改和润色。他说：“好的文字是改出来的。”他对
待文学的这种认真、求实和虔诚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虽然
经过苦心打磨，却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静下来读这些作品，
时常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感觉。

“状难描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父亲致
力于追求清词丽句，极力讲求“神、气、韵”。“喜望丰收景，红
牛垄上行。禾苞吞肚里，满口吐金银”（《秋收（新声）》）辞采
的张力缘于心底的明丽，气象的恢宏因于情怀的博大。“望”

“吞”“吐”三字，境界全出矣。“天高秋月白，云淡雁声长”
（《立秋》），初读此句，并无惊艳之感，然而，当你细细品味，
“白”“长”二字，令“境界”又“全出矣”。可谓语言冲淡而精
神劲键，大有王国维所言“无我之境”之情形。“拔节一声云
外响”（《竹园春色》），寥寥七字，便给我们传神地描绘出一
幅时动时静、余韵无穷的“断肠春色”，景清而意远。《墨雨诗

花》中的佳句还有不少，且各具风韵，各有千秋，譬如
“水响犁耘翻秀浪”（《春种》），其自然宛若“幽人空山，
过水采苹”；“一身汗水滋苗壮”（《夏忙》），其豪迈犹如

“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碧桃张口吐银光”（《秋收》），
其洗炼好似“空潭泻春，古镜照神”；“谈今说古饮村酒”
（《冬藏》），其冲淡则如“荒荒油云，寥寥长风”；“涧底潺
潺水路幽”（《黄龙洞》），其疏野则犹“筑屋松下，脱帽看
诗”；“农家树下一杯酒，满盏清香月入怀”（《暮归图》），
其清雅则若“雾余山青，红杏在林”；等等，不胜枚举。

《墨雨诗花》中《竹园诗画翠 孔府夕阳红》《字里行
间的家乡情怀》等序或诗评中，作者诗意丰沛，以深广
的格局和境界，以数千字的精彩论述，评论了“老师”、
友人的诗词特征：“家国情怀，人间大爱；热爱生活，意
境深沉；语言精练，节奏明快。”在谈诗词艺术的文章
里，他或讲究精练含蓄，有声有色；或追求神韵盎然，有
光有影；或阐释物我一体，有哲有理。无论是纵览历史
文化或人物古迹，还是高山大海或一草一木，他都将自
己心中蕴藏的丰盈的诗意一并激起波澜，将诗意之美
与心中情怀相融相遇，化为笔下的意象和意境，使得诗
词没有平俗之感。

《墨雨诗花》语言晓畅而情怀深美，意境宏阔而风格
清逸，活借比兴，犹信手拈来；妙用象征，而语浅意深。
综观大部分诗词，情融于景，景融于情，“格高”而“意
远”。父亲是一位勤于思考而不盲从的诗人，大力提倡
自然清新的诗风。在谈及最近的诗词追求时，父亲说要
重意境、抒真情、崇自然、求韵味、尚格调。应该说，父亲
的求索方向，也正是中国有见识的诗人与文学批评家历
来所倡导、重视和努力实践的，要像古代文化先哲那样，
能够站在时代高峰，及时而杰出地导航文坛、引领诗路。

父亲退休后，他想用写作留住时间、思想、诗意及
文学人格。这里面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一面镜子，可以
回顾自我，检视自我，反思自我，并进一步修炼自我，从
而不断完善自我。

读读书心得 思想的镜子 ——《墨雨诗花》读后 □ 陈白云

在书房里，再次翻到刘心武的作品集《世间多
好事》，心里暖暖的。这本随笔集，适合烧着茶水
读；词句之间，都是对纷繁人世间的感受与思考，与
鸡汤文还大有不同，刘心武的笔触是直抵内心深处
的，读他的书，犹如他多年的老友一般，听他娓娓道
来，在他的文字之间发现更多生活的趣味，心情也
是美好的。

“世界真大，人类真精，想法真多，学问真深，分

歧真绝，判断真难。”这带着哲学意味的一句话，开篇便做
了整本书的向导，也正因为如此，刘心武这本作品集金句
频出，每一个字词间都闪烁着温情的智慧，厚重的感悟，让
我们善于从生活的细微之处一点一点爱上当下的事，当下
的人，当下的生活。

人民网曾这样评价：“刘心武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做
理性的宏观把握，写出了不少具有社会思考特点的作品，
作风严谨，意蕴深厚。”

我曾有位诗友，对诗歌极为热爱，据他说是为追求“诗
和远方”，每每有新作，都会分享与我，但又自寻烦恼，分享
之余连带着诉苦：苦读了很多诗，越来越读不懂，我写的还
是不行，诸如此类的话。

我每次都要说一些鼓励的话，但是时间久了，便不知
该说什么，只好匆匆应付。我也能感受到他的情绪变化，
逐渐失落，失去信心，在诗和远方中无措……

刘心武先生的《世间多好事》也谈到这个问题，他给出
的答案很简单，接受与享受。我们首先要接受自己的作
品，即使它并不完美，甚至很多问题，但这就是我们的作品
啊，它属于我们；然后是享受，享受作品本身带给我们的

“诗和远方”的追求，享受文字表达的乐趣，不考虑它本身
的好与坏；是以真正做到“发现生活真趣，拥抱世间好事”。

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人生处处是生活”这句话，字义
浅显而意蕴很深。在刘心武先生看来，生活的乐趣是无处
不在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发掘。

我们生活，或劳作，或饮食，或读书，或载歌载舞，
每一次体验都是生活的折射，学会接受，学会享受，在
日出与日落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好。

在人生的波折里，有一点缺陷、或遗憾，并不痛苦，
刘老先生对这一点看的也是极为透彻，美是可以追求
的，但是没有必要追求完美，倘若一切完美，就意味着
凝固，僵硬而无趣，没有起伏的乐趣……

或许大家开始觉得鸡汤了，在一次采访中，就有人
问刘心武先生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刘心武先生倒是
洒脱，回复也是颇有趣味：“很奇怪，我就不关心别人一
天在干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没有痛苦，太太平
平，就很高兴。每天睡到中午醒，有活动就出来，没有
的话看看书、听听音乐，想写的话写一点。我现在的本
职工作就是颐养天年，别给家人添麻烦，最好像英国女
王一样，一下就睡过去。挺好的。”

豁达与万物，随性而自然，或许这才是刘心武先生
能写出如此大作的原因吧。

虽然没有人能活成一座孤岛，但是我们的家人、爱
人、友人，都是上天赐予的美好；或是街边的小贩，也是
我们生命力的一部分，我们在他那里购买蔬菜、水果，短
暂的交际，在偌大的生命里，也是有点波澜的。

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好好地
活，热气腾腾地活，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物，让眼睛更
加明亮！

生活的趣味 ——读刘心武《世间多好事》有感 □ 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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