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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 听
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
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
还是‘降’？我们要做主
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
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
九五高龄的妈妈手拿大字
号打印的歌片，认真地唱
着她年少时就熟稔的《毕
业歌》，一字不错，“‘战’
还是‘降’”顿挫有力，
一字字仿佛刻在心
头。
《毕业歌》是上

海电通影片公司，
一个由共产党电影
小组直接领导的左
翼电影公司于"#$%

年拍摄的第一部电
影《桃李劫》的插
曲。影片中毕业生
们齐聚一堂，高歌
一代青年“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
情。歌曲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创作时间早于两
人的另一首名作《义勇军
进行曲》。当时的母亲，
刚刚考入长沙名校周南女
中，生活正向她展开新鲜
的面容。而“九一八”事
变，东北沦陷，国势岌岌
可危，失地亡国的悲愤咬
噬年轻的心灵。“我们今
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
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
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
族自救的巨浪!”少女们
在歌声中立下担负天下兴
亡的志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的一个暑假，我与好友去
西安探望独居的姨姨。姨
姨是电影厂资深编剧，有
很深的电影艺术造诣。西
安的夏夜远比上海凉爽，
好友爱唱歌，我想起妈妈
说过姨姨学生时代专门修
过声乐课程，便一起央求
姨姨唱歌。姨姨略作沉
吟，让我把头顶的大灯关
了，我们围坐沙发，屏息
静听，“那一天，敌人打
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

了我的田舍、家人
和牛羊……”姨姨
训练有素的美声轻
轻响起，娓娓诉说
的旋律烘托画面感
极强的歌词，一下
子就牢牢地吸引我
们，“如今我徘徊
在嘉陵江上，我仿
佛闻到故乡泥土的
芳香，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我已

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
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
仿佛流在我的心上……”
我从未听过这首歌，联想
起张寒晖于 "#$& 年创作
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
一样的流亡背井离乡，一
样的悲伤痛彻心扉。“我
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
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
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
去，从敌人的枪弹下回
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
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那
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
长的地方。”姨姨的歌声
激昂又含着伤痛，似流亡
者大声疾呼和坚定誓言在
屋里久久回荡。
“这是什么歌？”我迫

不及待询问，姨姨拿过一
张稿纸，写下：《嘉陵江
上》，端木蕻良词，贺绿
汀曲。姨姨见我们想学
唱，便迅疾将这首接近于
歌剧咏叹调的独唱曲的歌
词、简谱旋律默写下来，
这首姨姨在流亡中学会的
歌几十年来好像牢牢长在
她的心田。

我在一所军校任教。
出操上课集会，校园里军
歌阵阵，最常唱的是《团
结就是力量》，最有气势
的也是《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
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
钢还强”，这首歌由牧虹

作词、卢肃
作曲，"#%$

年 '月创作
于晋察冀边
区平山县黄

泥区的一个小村
子。当时，日寇
实施“抢光、杀
光、烧光”的残
忍政策，边区抗
战军民正处于战
斗最紧张、最残
酷 (生活最艰苦
的“黎明前的黑
暗”的困难时
期。牧虹和卢肃
在三四天时间
里，突击创作了
小型歌剧《团结
就是力量》，同
名主题歌是呐
喊，是召唤，擂
响抗击日军的鼓
点。“向着法西
斯蒂开火，让一
切不民主的制度
死亡！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向着
新中国发出万丈
光芒！”年轻的
士兵们高唱比他
们年长半个多世
纪的歌曲，牢记
保家卫国缔造和
平的神圣职守。
读郑也夫先

生文章，“抗战
救亡的十四年
（"#$")"#%&）历程中，振
奋民众斗志的第一宣传手
段是什么？歌咏。那个时
代扩音器还不普及，遑论
尚属奢侈品的收音机。唯
一可以仰仗的是肉声，是
口耳相传。于是悲情迸发、
相互砥砺、同仇敌忾，悉数
投入歌咏之中。”“在北平、
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
林，在广场、街巷、学校、兵
营，激昂的歌声响起，惊醒
了我们这个曾经麻木、一

盘散沙的民族。十四年下
来，估计产生不少于 $*++

首歌曲，何等巨制。”
“我有记忆，所以我

在。”这些歌曲无比珍贵，
汇聚起来，是一部别样的
民族心灵史，真实鲜活。
慷慨悲歌歌一曲，不再沉
默地活着或死去。歌声里
是家国历史，亲人容颜；
歌声里有民心民意，脊梁
风骨。这些歌会一直传
唱，常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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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朱

蕊

! ! ! !起点和终点的距离，
意图和结果的距离，以及
无数种距离。泰戈尔说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鱼
与飞鸟的距离，一个在

天，一个却深潜海底。”有些距离是重
重关山，永远也无法接近，而有些距
离，是山不转水转，兜兜转转，终有因
缘际会的一天。
人心，有时想消灭一切距离的，它

试图无远弗届。但是，事实上，心能凭
借什么呢？每一个点和点的对接必须有
因有缘。微信上看到的小故事：整整三
年高中，女生暗恋心中男神，直至高中
毕业大学毕业，直至结婚生子，直至多
年以后的同学聚会，当时过境
迁，当所有原先秘而不宣的情感
可以以玩笑的形式大声宣布的时
候，男神告诉她，她也是那些年
自己的女神。那时，其实他们的
心是没有距离的，却远隔天涯，
而现在，他们毗邻，却又天涯远
隔。
过年，与朋友约好去苏州看

苏州博物馆唐伯虎原作的展出，
还有丰子恺的画。

到苏州在酒店住下后朋友过来汇
合，讨论行走路线。说，那就直奔“苏
博”？我以为现在离平江路不远，走着
就到的，何不先去平江路转？也好，一
行人往平江路去。
行至平江路中，小巷边有一牌指向

“耦园”。哦，那么我们就此“偶遇”一下
如何？一行人皆颔首赞同。我们转向小
巷，且一路打听。一游客说，那是一个
当官的买给红颜的园子，他们几次要断，
却几次断不了，意为藕断丝连———园子
承载了一个爱情故事。逶逶迤迤，白墙
黑瓦，我们终于在仓街小新桥巷深处婆
娑树影下偶遇了“耦园”。原来，耦通
偶，寓夫妇偕隐意。购得废园的苏松太
道道台沈秉成将园子修成住宅居中，东
西花园分列两边的别具一格，在其间
“偕隐双山”，一边“载酒”，一边“问字”，
伉俪情深，悠游度日。刚才游客的那一
番附会，也与真实情形相距甚远。
又是距离。
第二天一早，朋友过来，一起去

“苏博”看唐伯虎。车至狮子林时堵车，

怎么也到不了“苏博”的停车场，路
边，路上都已停满了车，且见“苏博”
门口人山人海排起了长龙。不知何处停
车，更不知即使停了车要排多久的队？
几个人在车上一合计，撤。于是一路杀
出重围，逃之夭夭。
我们远离了原先的意图，也远离了

唐伯虎和丰子恺。
然后，驱车阊门，直奔山塘街。山

塘街建于唐代，据说和白居易有点关
系，他开凿过一条“七里山塘到虎丘”
的山塘河，因而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因为没有见到唐伯虎，反倒有缘
“第一”，也是世事难料的一种。然后，
又见到一个好园子———“艺圃”。“艺圃”

是明式小园林的代表，开朗简
练，它的第二任主人文震孟是文
徵明的曾孙。虽则南辕北辙，却
也有某种关联，唐伯虎曾作《与
文徵明书》，距离似乎不那么远
了。
前些天在香港某会议上巧遇

北岛正在给人签名。我和“闺
蜜”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刚好
走过，香港作联执行会长陶然问
我们要不要也让北岛签一个？我

和秀敏同时大笑，好吧，算是做一回
“老粉”。想起以前读北岛诗的时候———
距离已经改变了所有。但还是记得他的
某些句子：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
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幸福来临的时间不对，都是梦破碎

的声音。
其实我想说的是，已经写成文字的，

和我想写的，不是一回事，或者我想表达
的和我能够表达的有很大的距离，有的
距离是海里的游鱼和天上的飞鸟，而有
的距离是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但无论
如何，那些文字是因是缘，也是一路风
景，有的缘悭一面，有的明月直入。

圣·埃克苏佩里说，看，我的那颗星
星，恰好就在头上，却距离如此遥远。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头上的那

颗星星，意图让心无远弗届，可以抵达头
上的那颗星。但，距离真的如此遥远。

最后要感谢杨伯伟先生促成此书。
这也是一个因缘。

（本文为作者散文集《上海之妖》
的后记）

调皮儿郎上学堂
夏雅俐

! ! ! !儿子的幼儿园生活过得太
愉快了，一上小学显然反差太
大，有一段时间天天早上念叨
“不想上学”。记得我家小东西
开学第一关就是———守规矩。
每天五六节课，都要端正笔挺
地坐着，盯着老师，还不能显
得萎靡不振。有几次，老师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向
我告状：“这么聪明的脑瓜，
可惜人往那里一坐，不知想什
么去了，不听讲。”老师还常
常生动地摆出一个造型，还原
了儿子懒洋洋的样子。当我问
到儿子，他还要争辩两句：
“老师说的，我都听到了。”

小东西的第二关———做作
业。老师们很辛苦，作业也不
少，连写带读带默，多的时候
有八九上十样。如果不是心理
还有点强大，不哭死才怪！现

在一个班的孩子，捞一把，全
是学前补课的，许多从幼儿园
中班就开始补。我们还真的就
完全没补过，这就是所谓“零
基础”，课堂知识的零基础，
以及课堂节奏的零基础，好在
他喜欢看书，一年级的识字量
储备相当于一般孩子三四
年级。一开始做作业要拖
好几个小时，拼音写得那
个累啊，而且还不会读长
的英语句子。到 # 月中
旬，一篇英语课文，句子骤然
变多，记得是介绍某人是某人
的朋友，是胖还是瘦，高还是
矮，会画画还是写字，儿子回
家不会读，我又不在家，他急
得哭，那时还不懂得下载苹果
,--来学。我不在家时，他曾
经通过发微信语音来问我：
“妈妈， . )/ )0 )1 )2 )3 怎么

读？”我就语音回给他。那种
艰难的岁月终于过去了！很
快，儿子就会像模像样地安排
作业的顺序，统计时间。
小东西的第三关———平衡

“好动”与跟人相处的关系。
男孩好动，可学校为了安全，

课间不允许去操场，只能在教
室内外、走廊上，不能乱跑。
我自己是心理咨询师，曾经有
个一年级小男孩在咨询时告诉
我，他自创了一种玩乐方式，
就是“在走廊上，贴着墙根，
原地高抬腿跑”！而我儿子一
开始当然也是在摸索。男孩之
间打打闹闹，有时是玩，有时发

狠，然后跑去向老师告状，老师
会再找家长，我被找过很多很
多次。每次我跟孩子单独在一
起，就会“追根溯源”，重点
是帮他找到与他人相处的好方
式，既能玩，又不惹来麻烦。
儿子有一段时间看了《少年特
战队》的书之后，在班里
首创了“特战队”，还拉
了十几个兵马，结果他们
班的男生女生接着成立了
许多支“特战队”，鼎盛

时期，几乎每两人组织一队！
这样的队伍之间，若有争斗，一
般都有一定规矩，避免玩得太
凶，被人告发。不过，到底是
孩子，把握“度”可没那么容
易，老师们看到孩子们那么疯，
总不是好事，很快，所有“特战
队”都被解散了。在这个前前
后后的历练中，儿子摸索到不

少“管理”的技巧，比如，如何
奖励，如何惩罚，如何给予晋
升，如何制定规则，如何聚拢人
心，如何避免伤人……这是一个
男孩“社会化训练”的绝好时
期，与此同时，儿子在家附近的
小区里，也陆陆续续交了很多朋
友。
看我现在说得那么轻松，那

是因为———儿子今年 #月开学，
升三年级了！从一个调皮捣蛋、
主意多多的伤脑筋儿郎，经历了
守规矩、做作业、“带队伍”的
洗礼，成长为今天虎头虎脑、彬
彬有礼的小学生，我要告诉那些
孩子刚上一年级的父母：熬过半
年，一切都会变好！

明日请看

对孩子的“分
离焦虑”应该
如何化解。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陈昊苏

! ! ! !胜利光辉七十年! 振兴伟业冠人间" 中华解放千

秋颂! 世界和平万岁宣" 创意无穷求跨越! 军容严整

看当先" 文明后浪推前浪! 继往开来又一篇"

作于 4+"&年 #月 $日
观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周年大会" 有感# 步陈昊苏会长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原韵

王万里

浴血中华十四年!! 九三雪耻振人间" 太行山下

旌旗奋! 扬子江边正义宣" 预警歼机呼啸后! 巡航导

弹崭奔先" 三呼万岁宣宏诺"! 捍卫和平再启篇"

! 过去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史称八年
抗战，现在社会普遍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应是十
四年抗战。中国人民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最长，
牺牲最大。 "习主席在大会讲话中振臂呼出：“正义
万岁！和平万岁！人民万岁！”并宣布裁军三十万。

瓦 花
郭树清

瓦花，即瓦楞草或瓦埭草，顾
名思义就是旧时生长在老屋屋顶瓦
片缝隙中的野花，名不见经传，它
属于多肉类植物的一种，呈紫红
色，因为长得像花朵，人们都管它
叫“瓦花”。其形状与现在花鸟市
场上的白杜鹃、姬秋丽等多肉类花
卉相似，不乏可爱。
过去，我家住的是建于十九世

纪初的老宅，屋顶上那一簇一簇的
野花到了梅雨过后，就开始长高，
肥嫩的叶片，青翠欲滴，一派生机
盎然，并竞相开出清新而别致的花
儿，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引得各
色蜜蜂、蝴蝶，蜻蜓，或到花间翩
翩起舞，或静立枝头优雅地扇动着
翅子，流连往返。秋天，瓦花结满
成穗状的果籽，在风中摇展身姿，
娇态含羞，一群群鸟雀在此寻找它
们各自的欢乐，叽叽喳
喳，满屋顶喧闹，与屋脊
上的装饰和雕塑图案相映
成趣，可谓是人文与自然
融为一体，成为旧日乡间
一幅美丽多姿的彩色油
画；到了冬天，百花凋
谢，但瓦花它那黑褐色的
枯枝却仍然
不屈地挺立
在 寒 风 之
中，即使在
冰雪里，也
是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
态，伴着一缕缕袅袅升空
的炊烟而悠然自得……那
时候，瓦花成为乡间老屋
上一道不褪的诗意风景。
瓦花，它不需要专门

播种，也不需要施肥，只
要有一点点泥土和灰尘，
加上阳光雨露就能茁壮成
长。房龄越老，则瓦塄间

的积灰和泥土也就越多，于是瓦花
也就长得越多。尤其是那几十年的
老屋，瓦花更是盘根错节，长满了
整个屋顶。然而，那泥土或许是过
往的鸟类衔泥筑巢时所陷落，也有
可能是风沙吹拂所致，日积月累，
也就给这种瓦上植物的生长提供了
不尽的温床。
那时的老屋，一般每隔一、二

年，人们就要爬上屋顶去清理一次
瓦花。到了春末初夏，赶在雨季之
前，人们就将那残留在瓦缝间的瓦
花老根拔掉，再清除掉灰土，否
则，瓦花长满了瓦塄，到夏天多雨

时就容易堵塞积水，造成屋漏。然
而，瓦花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边
清理边生长，长开不败，长生不
衰，真可谓“野花除不尽，春风吹
又生。”
记得小时候，每到瓦花长到成

熟期，父亲总要到屋顶上去采摘些
瓦花并捣成汁，装进瓶子里储存起
来，用以治疗脚癣、老烂脚、烫
伤、冻疮等，以及被虫子叮咬后的
消毒、止痛、止痒，还真有一定的
效果呢。

如今，瓦花早已不见了踪影，
家乡的住房由平房改建成楼房，原
先的小青瓦也由洋灰瓦或琉璃瓦所
取代，以使瓦花难以生存，“无家
可归”。但旧时平房小瓦上生长着
的那些瓦花却一直在我心里飘舞
着，它是那么的顽强和坚挺……

雨后翠竹 刘一闻 作

十日谈
新生入学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