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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潇萌 朱良城 文/摄

李萍的卧室墙壁上，挂满了一幅
幅黑白照片，有军装独照，也有集体

照，画面中年轻的李萍面容姣好，笑
得十分甜美。“这是演刘胡兰的妹妹，
这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友……”这位88
岁的老人行动已有些缓慢，但对这些

老照片的拍摄背景却记忆犹新。

15岁毅然决然去参军
1927年，李萍出生在安徽省嘉山

县的小村庄里，因为祖辈留下些田
地，让她和其他四个兄弟姐妹身处乱
世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1938年，汪道涵带领一支二十几
个人组成的宣传队返乡，就住在了与
其有远亲关系的李萍家里以及其他
几户老百姓的家里。李萍的父亲特
地腾出几间院子供新四军战士们生
活、休息。排行老三的李萍在家中倍
受父母和兄长的爱护，少问世事，之
前对新四军也不甚了解，这一次的相
处后，她发现新四军不但在生活上从
不麻烦李萍一家，还在空余时间帮忙
干活，这让李萍十分意外：“他们不但
帮忙扫屋子，连院子里都扫得干干净
净，人也都特别好！”

跟新四军战士们朝夕相处了几
日，待宣传队离开时，李萍的大哥便
跟随汪道涵一起离家参军，这也让参
军梦想的种子深深埋在了李萍心
中。她盼着盼着，终于盼到了长大，
盼到了哥哥返乡。李萍说：“我比较
内向，话也不多，哥哥回家时本来是
想带着妹妹一起去参军的，但碰巧妹
妹去了舅舅家，我就趁这个机会不停
地主动要求，直到哥哥同意带上我。”
于是，正月十五那一晚，全家人吃了
顿团圆饭，第二天李萍收拾了几件衣
物就跟着哥哥出发了，成为新四军二
十四军文工团的一名新兵。

用功苦练，只为战士们舒心
刚到文工团的李萍还只是个 15

岁的小女孩，从未接受过任何文艺教

育，对唱歌跳舞可谓是一窍不通，但
凭着一股子闯劲儿和决心，李萍私底
下不断求教文工团的前辈们，一有时
间便勤学苦练，没过多久就赶上了大
家的进度。李萍回忆当初：“那时文
工团人特别少，女兵加上我也只有
三、四个人，根本没时间多想，第一次
表演《黄河大合唱》，还不会唱呢我就
跟着上台了。”

此后的日子里，李萍从未停止
在专业领域进步，练基本功、编舞
步，学唱腔、背台词，很快便成为文
工团里的台柱子，红旗舞、《保尔柯
察金》都是信手拈来，《刘胡兰》中的
人物从小到大李萍更是人人都能
演，领导和战士们无不为她鼓掌叫
好。李萍说：“战争年代没什么文化
娱乐活动，打仗时战士们又一天到
晚跑实在很辛苦，有机会坐下来看
戏 ，不 管 你 演 什 么 他 们 都 会 很 开
心。我就想着多学点，多为战士们
舒解疲惫，鼓舞气势，让他们更好地
战斗。”

李萍的爱人孔纪也同为文工团
军人，两人结婚后一直携手为战友、
为部队、为祖国奉献着自己的一腔热
血，甚至连怀孕时李萍仍旧背着几十
斤重的装备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做宣
传工作，为身处异乡作战的战友们加
油打气。

如今即将 90 岁的李萍已经记不
起太多当年的细节，但墙壁上、相框
里的一幅幅老照片却清晰记录着她
的热血、她的青春过往。

■记者 毛海萍 朱良城 文/摄

“说起来，我其实 17 岁就开始参

加抗战了。”今年已经90岁的史本成，
个头不高，耳背，眼睛也不太好，乍一
看，和街头闲坐的老人没什么区别。

可他曾是一名热血军人。
1925年2月，史本成出生在山东。

在他印象中第一次与日本鬼子正面接

触是在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
侵略者在华北地区始终找不到对付八
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同时，在
八路军的广泛打击下不断遭受损失。
为此，穷凶极恶的日军对八路军敌后
抗日根据地在一遍一遍扫荡时，竟迁
怒于人民群众。

史本成说，那时候村里的老百姓
都挖洞，从一个村里挖到另一个村，
挖得一人多深。每个村里都竖一个
杆子传递鬼子方位的信号。“一个村
就观察鬼子来了没，来了赶快把旗子
放倒，另一个村就知道，鬼子要来了，
已经到什么地方了，我们村里也有，
竖一个杆子，鬼子要来的时候，旗杆
放倒，粮食都藏起来，老百姓都跑到
洞里去。”

“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时候，实行
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拿我
们中国人当靶子打，见到人就打。”
史本成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当
时算民兵，和鬼子在山上打，最后躲
到了山沟里才捡回一条命，但当时在
一起的其他民兵，都被杀害了。”当史
本成回到村庄的时候看到，村子里一
片狼藉，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老百
姓拿着东西纷纷往外面跑。“后来听
说，我们那地方被日本鬼子打死四五
万人。”

1943 年，史本成正式参加革命，
成为一名战士。说起参加革命的原
因，史本成的父亲对他的影响很大。

“我父亲很早就参加革命了，他晚上
送信，专门有个联络点。”那个时候，
每到晚上，全家人都要躲到高粱地
里，“我那个时候就好奇，为什么大冬
天的也要躲到外面去，后来才知道，
鬼子来了，要在村子里搜查共产党。”
耳濡目染之中，史本成参加革命的

“火种”就悄悄种下了。
硝烟散尽，将士卸甲。他说，日

本人跑到中国烧杀抢掠，每一个中国
人都不希望继续下去，盼着早点能把
日军赶跑。看到八路军书写的抗日
标语，这都增强了他抗击日寇、保家
卫国的信心。

抗战胜利后，史本成历任华东野
战军九纵二十六师二三八团后勤处
军需员、排长、管理员等职务，工作任
劳任怨，忠于职守。1959年他转业到
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同济大学新材料
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和同济附属中学
党支部副书记以及双阳中学副书记、
副校长，为人师表，出色完成党组织
交给的各项任务。1985 年从双阳中
学离休。

如今的和平年代，读书、看报成
为这位老人最大的爱好。回忆起那
段峥嵘岁月，史本成感慨道：“说起来
都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但依旧历历
在目。当时国家号召参战，我们那是
为国家而战，死而无憾。”

敌后工作的别样精彩敌后工作的别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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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太行山决胜千里外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黄伟助 文/摄

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武乡
县王家峪，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特殊
的地理位置，成为八路军总部所在
地，被誉为“八路军抗战历史博物
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
际，我们来到这座太行山上的小村
庄，缅怀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
平、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丰功伟绩。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朱德总司
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
司令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敌后，
来到太行山区。于一九三九年十月

十一日移驻王家峪。当时，总部设
在落风坪下两所普通的农家院落
里。朱德总司令住东屋，彭德怀副
总司令住西屋，左权副总参谋长住
南屋。刘伯承、邓小平等八路军领
导人回总部开会时，住在隔壁东院
的东房和南房里。从此，这里便成
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心脏。

当年，王家峪总部的电波和各
个战场息息相通。这里的每一道命
令都指挥着华北原野上千军万马的
行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总
部指挥部队进行了沫源战斗，一举
歼灭了日寇号称“精旅”的第二混成
旅团，其总指挥阿部中将也随其部
下葬身于黄土岭山丘。抗战以来，
击毙日军中将还是首次。这破天荒
的创例一时轰动全国。敌人哀鸣
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总部在王家峪期间，太行军民
进行大小战斗共135次，进一步巩固
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国际统一
战线，争取国际上对我抗日战争的
支持和援助，王家峪总部先后接待

了许多前来华北敌后支援中国抗
战的各国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朱总司令在王家峪
接见了毛主席从延安派来的印度
援华医疗队柯棣华、爱德华、巴苏
华等国际友人，并给他们介绍了中
国抗战的形势、敌后各战场的情况
和八路军游击战的主要经验，并安
排他们随一二九师到前线进行战
地医护工作。是年冬，朱总司令在
此奋笔写下了《寄语蜀中父老》这
首壮丽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
雪 飞 白 ，战 士 仍 衣 单 ，夜 夜 杀 倭
贼。朱总司令这首诗，高度赞扬了
我八路军在华北前线艰难转战、英
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如今，这座革命历史纪念馆，生
动地再现了八路军总部的风貌，自
开放以来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中外
游客。当年朱总亲手种植的白杨
树，如今树身笔直挺拔，树冠枝繁叶
茂，树枝的横断面有一个鲜艳的五
角星，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红星
杨。老百姓说，这是朱总把自己的
心留在了太行。

■郑树林 文 剪纸

“楼上的小夫妻又来了掼家生
了，迪对小夫妻结婚辰光勿长吵相骂
倒是蛮会吵格，一吵就掼家生，屋里
厢家生掼了还差不多了。”街坊邻居
中有这么一对小夫妻，自结婚后是大
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奇怪的是一吵
架，那女的就喜欢摔东西，一到这时
候邻居就会说“又要掼家生了，伊拉
屋里厢格家生掼来掼去也掼了差不
多了。”掼家生就是扔东西或者是摔
东西，家生应该是家具和家什，掼家
生其实就是扔摔家里的任何东西。

以前吵架掼家生大都是一些无
关紧要的瓶瓶罐罐，后来有了各种家

用电器，特别是电视机、电冰箱、电脑，
这些都是属于家里的家什，夫妻在看
电视时一旦为了某一个明星偶像而争
吵，这家生掼得就是一大把钱。

而今看到掼家生掼得多的是电
脑，家里一些小孩子上电脑有了网
瘾，家长无奈只能把这电脑给摔了，
以断了上电脑的机会，可是这外面的
网吧就不是那么可以控制可以摔
的。吵架掼家生是一种非常不理智
的行为，掼完了家生还要去商场购买
回来，用的还是自己赚的钱，吵架掼
家生真是有点得不偿失，这每天的日
子生活还照样要过，所以吵架哪怕哭
得昏天黑地，千万不要看到家里的东
西抓起什么就扔什么。

如果已经养成了掼家生的习惯，
认为只有掼家生才能发泄自己的不
满，不妨购买一些不太值钱的东西，
像现在市场上许多塑料制品就非常
不错，如果想让邻居知道家里在吵

架，想掼点声音出来，建议购买一些
铝合金铜制品类的物品。真到了要
掼家里的家用电器家具，还是要冷静
一点的好，要不然就是离婚这掼坏的
家生也是属于财产的一部分。

掼家生在上海闲话中不是什么
好的意思，千万不要听到太多这样的
闲话。

掼家生

静听花落的声音
意犹未尽

■冯诗齐 文

花落的声音，这句颇带点禅意的
句子最初是被张爱玲用做一篇短文
的标题。夜深人静的时候，失眠的女
才子注意到了桌上玫瑰花瓣枯萎掉
落时发出的声音。“那一刻的夜真静
啊，静得听自己的呼吸犹如倾听涨落
的潮汐。整个人都被花落的声音吊
在半空，尖着耳朵，听得心里一惊一
惊的，像听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诡
计。”（张爱玲：《花落的声音》）

显然，不为常人所注意的落花败
叶，在走完自己生命中那一刻时所发
出的最后的声音，没有适当的机缘是
决听不见的。所谓机缘，一是环境的
静谧，一是听者的心境。

同样这个标题，被明洁作为了一
本书的书名。她认为，花落的声音是
天籁，也就是大自然本身所特有的、
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社会制造的“车
流声、喇叭声、电锯声……”。在秋初
的某一天，坐在北京法源寺最后一进
院落里，静观微风吹拂，“老槐树的枝
柯轻轻地摇曳，很多淡绿色的小槐花
悄然飘落，落到长了青苔的灰砖地面
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就像下了一阵
稀疏的淡绿色花雨。”于是，“老槐树
落花的声音，一朵朵，都落进了我空
空的心里。”（明洁：《天籁，花落的声
音：法源寺散记》）

要听到如槐花、桂花这样细碎如
屑，或者樱花、杏花这样翩若片羽的
花落地的声音，非得在一个静如空庭
的环境、又有静如古井的心境才能得
愿。而如果是如张爱玲所说的茶花，
或是有“英雄树”之称的木棉，那就大
两样。有一年在澳门的基督教坟场，
我就领教了火红木棉花落地时的激

烈，“啪”一下干脆利落，从高高的树
顶打下，“掷地有声”。重力加速度作
用下，谁挨一下也不轻。这倒也不亏
它叫这个外号。

天籁离人远矣！儿时朝夕相闻
的蛙鸣、蝉噪、风飒、雨潇……这些天
地间固有的声音，在今日的都市中早
已被淹没在汹涌的人喧车闹之中。
这正是社会由农耕而迈入工业的显
著标志。

不过，能在滚滚红尘的包围之
下伸出头来透透气，呼吸一下草木
的芳香、倾听一下大自然的天籁，还
不失为一种自我调节和安慰。只要
用心，这些细微末节之美，也能给人
带来欣喜。暮春时节，常绿乔木樟
树悄悄换起了叶子。只见一阵风
过，深褐色的陈叶竟如暴雨般落地，

“啪啪”作响。
枯枝败叶也很有看头呢！忽然

想到，我们的古人，对大自然是怀着
何等敬重、欣赏的态度。即便是风霜
雨雪，也能从中发现美、得到乐趣。
这种态度，看似消极，其实反倒是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积极态度。《红楼梦》
第四十回写众人游大观园，宝玉嫌

“破荷叶可恨”，嚷着要把池中的残荷
拔去。林黛玉却道：“我最不喜欢李
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
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
宝玉“讪讪然”地不再做声。

雨声是悦耳的。没有雨声的日
子，听着风吹过枯荷叶，摩擦发出像
下雨那样的“飒飒”声，也别有情趣。

曙光（国画） ■严平亚

海上风情

漾满书香的上海夏日
■纳兰泽芸 文

2015 年 8 月 19 日，“2015 年上海
书展”拉开帷幕。这样一场书展，让
上海这个充满活力的美丽东方都市，
漾满书香。

静静在日头下排队进场的爱书
人，在场内静静读书、静静选书的爱
书人，选书累了的人们，坐在台阶上
小憩，都是静静的。

这样的场景，看似平凡，却又是
如此不平凡。这样的场景，让同为爱
书之人的我，心内生出许多感动。

平凡，是因为8月19日并非休息
日，它与往昔的无数个工作日一样迎
来日升，送走月落，大上海屋檐下的
平凡人，为着身上衣口中食而奔走，
而工作。

不平凡，是在这平凡如斯、繁忙
如斯的生活中，忽地平添一缕书香，
一缕人文情怀，平添一些与书有关的
感动。因了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我
们，满满摇曳着一树繁花；盈盈汩涌
着的海上流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人
文阅读与人文交流的夏天。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
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
名第一的是犹太人，一年平均每人读
64 本。而中国 13 亿人口，扣除教科

书，平均每人一年 1 本书都读不到。
虽然我们上海在中国内地读书量排
名第一，但也只有区区的人均8本。

一年读不到 1 本书！一个 13 亿
人口的泱泱大国，竟然成为世界上年
阅读量几乎垫底的国家！实在是令
人吃惊并汗颜！

上海，8本，也实在不多。
所以，当下我们迫切需要一种适

宜的、并且能够调动大众阅读热情的
方式、渠道，或者说媒介。

而上海书展，或许就承担了这一
重任。

事实上，读书有多重要，可能对
于大多数为衣食住行而奔忙的芸芸
众生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
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从犹太人是如
何重视读书来看看吧。

犹太人对书，也就是对智慧的重
视甚至可以用虔诚来形容。在犹太
人的生活里，唯有读书不受任何宗教
戒律的限制。

世界上人均读书最多的犹太人
有个习俗，就是婴儿出生时，母亲就
会在《圣经》上滴上一滴蜂蜜，然后给
婴儿舔尝《圣经》上的这滴蜂蜜，意在
告诉孩子：书是甜的，以后一定要爱
读书！

人生有三样东西别人拿不走，一

是吃进肚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里的
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

可以说，一本书完全能改变一个
人的一生！读书能让人聪明，读书能
让人富裕，读书能让人生的前方有希
望的光芒。

甚至，一本好书里一句有用的话
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读书，如此之好！而我们呢，当
说到“读书”时，就会从嘴里冒出一个
字：“忙！”

让 我 们 静 下 心 来 ，看 看 两 个
字吧。

一个是“忙”——“心亡为忙”。
忙得失去了自我，忙得失去了生

活的乐趣，忙得只剩下机械的行尸走
肉。心都死了，这样的“心亡”，这样
的“忙”，是多么的悲哀。

一个是“盲”——“目亡为盲”
问问自己，你有多久没有在夜晚

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与圆月了？你
有多久没有停下来看看一朵小花上
晶莹的露珠了？你有多久没有看看
爱人或亲人脸上的笑意了？

如果扪心自问后有了悚然而惊
的感觉，那么从明天开始，捧读一本
好书，聆听一位或数位智者的睿语。
那是一种心灵的絮语，让我们忧烦皆
远弃，肝胆俱澄澈。

当珠玉般润泽的颗颗汉字和句
句睿语，将智慧与知识的芬芳慢慢浸
入你的心时，你会发现，自己忽然变
得呼吸停匀，那颗长久缺氧几近窒息
的心，渐渐舒展。

闲话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