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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予我的启迪
童小平

! ! ! !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有
十位独臂将军。毛泽东曾感慨道：
“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
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
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
的人才。”在这十位身残志坚的将
军中，父亲童炎生名列其中。
!"#"年的一个静谧的夜晚，他毅
然走出家乡磨下村，开始了他长
达 $$年的戎马生涯。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
下，他开始有了理想，有了为
理想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
觉悟。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
失陷，国民党军疯狂反攻倒算，制
造白色恐怖，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
面临革命气节的生死考验。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与红军的长征、东北抗
联的抗日斗争一起，被称为中国革
命史上“三大艰苦岁月之一”。陈毅
写下了遗书性质的《梅岭三章》，粟
裕夜宿死人棺材里，湘赣省军区司
令员彭辉明战死，父亲所在的红 %

团锐减至几十人。在严酷环境下，
有些人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有
的回家不干了，还有的向敌人自首
了，湘赣省委、苏维埃和军区的 &'

位领导中有 $人成为叛徒，包括中
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省军区政
委陈洪时，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的
$个红军团前后 !(任团长、政委

中也有 )人变节投敌。可是坚持斗
争、英勇不屈以致付出生命的红军
指战员们，他们的精神却令人感
佩。这种英雄与狗熊两极分化的现
象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显著特点。
而在父亲眼里，红军战士无论生死
荣辱，只有忠于党，才是铁骨丹心
所在；背叛，是不可饶恕的卑劣行
为！军人唯忠、唯正才是为肝胆。

革命战争年代，父亲曾五次负
伤。&"**年父亲任团政委时，他率
部讨伐税警团，利用夜幕，组织尖
刀分队，一举捣毁敌总指挥部后他
失去右臂。父亲虽多次负伤、致残，
但从未动摇过他革命到底的斗志
和决心。他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
样，用鲜血和生命为共和国的旗帜
上增添了血染的风采。

全国解放后，父亲先后任苏北
军区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参谋长、
副司令员，&"$$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
委员。岁月的流逝，和平的环境
均未能改变他的传统和作风。在
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父
亲把组织上派来照顾他的炊事员

退了回去。为了响应号召支援灾
区，支援地方。他动员全家把“节
省”出的粮票上交。他和我们一样，
常用地瓜藤、“飞机包菜”等替代粮
食充饥。当时，妈妈和两个妹妹因
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父亲就把院
子里的地整出来，种上玉米、土豆、
红薯，带领全家搞生产自救，天刚
亮他就下地干活。每当看到大家不

够吃时，他总是说已吃饱了
借故离开。因工作繁忙，三
餐简陋，父亲在战争年代落
下的严重胃病经常发作，常
痛得大汗淋漓，&")$ 年不

得不进行胃切除手术。
父亲是个严格要求自己，也严

格要求子女的人。他常教育我们要
自立自强+ 从点滴小事开始做起。
他常感慨地说“我那个时候想上学
上不了，苦啊！”父亲是个工农干
部。可他爱学习，肯钻研，勤思考的
精神却为人称赞。多年来，经过刻
苦地努力，他用左手练就了一手流
畅、秀气，自成一体的钢笔字。

&",$年 $月，父亲因左腿战
创留下的顽疾导致骨癌，走完了
他从放牛娃到军人，从士兵到开国

将军的 -* 年传奇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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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传统的现代转化
朱龙明

"月 %'日，“尚犀书
刻”———张用博从艺五十
周年个人书法篆刻展在上
海图书馆开幕。

张用博，一位
极具传统修养和功
力的著名书画篆刻
家。自幼喜吟诗习
字，文化基础扎实。
抗美援朝后退伍定居上海。
师从单晓天、乔木学习书
画。&")&年，拜来楚生先
生为师，成为来氏书画篆
刻的公认继承人。

来氏谢世后，张用博
对来氏的书画篆刻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篆
刻。&",-年写就《来楚生篆
刻艺术》，(''* 年又出版
《来楚生篆刻述真》，对来
氏篆刻理论、艺术观通过
作品进行了全方位阐述。

以来氏篆刻为根基，
张用博采用新的角度来理
解传统，适当融入了“二
吴”（吴让之、吴昌硕）的篆
刻精神，如“大丈夫相时而
动”、“白头唯有赤心存”、
“静观自得”等印作，布局
极具轻重与疏密之意，参
差有致而奇趣扑人，刀法
恣肆更英迈爽利。这些朴
质老辣，雄劲苍古的印作
充满着巨大冲突的现代社
会情感，也是张用博现代
情感对其传统的古雅、静
谧、恬淡、闲适一类文人隐

逸情趣及其
形式表现的
时 代 性 超
越。

烙马印

“日庚都萃车马”曾给来
楚生予以启迪，刻有“息
交以绝游”，张用博也刻
了一方“息交以绝游”，

在保留来楚生印风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现代新潮的气
息：依来楚生印作排列，
但字与字，字与边更加紧
凑，平平而立的字互相参
差……表现了强烈的宇
宙感，产生了新的气韵

新的境界，而传统的表
现手法又在印中得到了保
留与发展。
《印章章法揭秘———九
宫八卦五行图的设
计与应用》是张用博
对篆刻印章章法的
思考。他认为：八卦
的构图，能概括所

有的章法。“震仰盂”就
是他在研究八卦阵法后刻
就的，边款上有“震仰盂
乃朱熹八 句 记 卦 歌 之
一，令余悟及八卦与印
章之关系，从而破解了章
法之构成规律”。

阴胜则阳病
王 莉

! ! ! !阴胜则阳

病! 阳胜则阴

病"阳胜则热!

阴胜则寒"

$$$!黄

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阴阳是一对矛盾，是互相对立的，
这是阴和阳多种关系中的一种。因为
阴阳互相对立，相互制约，此消彼长，
所以其中一方出现偏盛，就会造成另

一方的偏衰；而一方偏衰，也会促成另一方相对
偏盛。阴阳失去平衡，机体则表现为或寒或热的
证候。
这里的寒热并非仅指体温而言，如关节冷痛即为

寒证，尿赤便结则为热证。阳气偏盛，则阴气受伤，
机体表现为热证；阴气偏盛，则阳气受伤，机体表现
为寒证。
针对阴阳失衡，偏盛偏衰的情况，中医的原则是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使阴阳重归平衡，寒热等证
候即会消失。好比夏天要乘凉，冬天要取暖，这是最
简单朴素的道理，却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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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园
储福金

! ! ! !到七都，游江村
文化园。七都是吴江
的一个镇，江村是七
都的一个村。
江村实名是开弦

弓村，因宛如弓形的小清
河在村中蜿蜒穿行而得
名，是中外学者了解和研
究中国农村的窗口。江村
文化园由江村历史文化陈
列馆、费孝通纪念馆等三
部分组成，展示了一个典
型江南水乡的普通村落的
历史发展与民俗民情。
一边听介绍，一边随

着导游转遍了江村文化
园，园里亭榭池塘，
回廊小桥，富有苏
州园林的格调。
游到园的西南一
角，进一个礼堂，坐
下来，看木偶戏。礼堂内，
简简单单的几排座椅，简
简单单的一个舞台，舞台
上用布景又搭了一个小舞
台，想那是木偶活动表演
的场所了。原想着，游园累
了，天又热，吃着茶水，看
一场简单的乡村演出，倒
也是一件休息的好事。这
些年看多了各类大戏，而
今的大舞台上幕布拉开，
光影夺目，满是色彩绚丽
的活动布景。眼下来看一
看这种乡土舞台与简单布
景，也是另一种审美感受。
然而，一旦演出开始，

那感觉完全是一种新鲜。
这新鲜从朴实中表现出
来，从异样中表现出来。第
一折是《游园》，演员和木
偶“演员”，并非在台上表
演，却是来到了台下我们

的面前。演员穿着戏装，但
头上不插钗，脸上不化妆，
一面说唱做身段，一面提
线让木偶表演着各式动
作，演员与木偶的动作是
相同的，那木偶动作却又
更具形态。
昆曲一直是我喜爱的

戏曲，那唱词是无比优美
的，虽然眼前简单的舞台
上没有灯光打出的字幕，

我还是能听得懂演
员在唱着：“原来姹
紫嫣红开遍，以这
般都付与断井颓
垣。良辰美景奈何

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剧中人小姐杜丽娘与

丫环春香，二人同样都是
旦角，一同游园，在戏曲表
演上杜丽娘是主角，举动
温雅，而丫环春香动作上
要活泼些，所提线的木偶
表演动作多，难度自然要
大。如此，一出《游园》两旦
角，演员表演与手上提线
木偶表演互为主角，其独
具匠心的导演安排，也让
我暗自心赞。
表演木偶昆曲的两演

员，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姑娘，从姿色上来看，并不
算美女，但正因不施粉黛，
步态身段特别是手上提线
动作，有着别一样的美感。
细细品赏，那木偶一举一
动，一步一摇，涵着多少情
态，而又连着的是同在表

演着的提线演员，形
成了人与偶的两重表
演，两重色彩，两重意
味。
后来，还表演了

《吹唢呐》《西厢记·佳期》
《柜中缘》等戏，每一出都
是一折戏中的片断。《吹唢
呐》是纯木偶戏，就在舞台
中的小舞台上表演，木偶
动作生动风趣，能隐约见
小舞台幕后的上方空处，
有手势在动，那是提线演
员在提，在拨，在勾，在挑，
在扭，在抡，在摇，这传统
的木偶戏自是我见过了
的，虽木偶的动作丰富，此
时看来，却少了一点遐思。
演木偶昆曲戏《柜中

缘》，作为小丑形象哥哥柳
春的表演者，却是为我们

游园作讲解的导游，他刚
才又当拉幕的，又当搬道
具的，这时又在一角当我
们面换上戏装，折叠的帽
子一时套不上头，引得一
阵轻笑。他提线表演的小
丑木偶神态特别灵动，一
般木偶脸上的表情是单一
的，它竟能表现出挤眉弄
眼与惊讶来，引得又一阵
笑声。
从园里出来，感觉是

畅快的，是轻松的。

记忆力
郑荣来

! ! ! !袁鹰同志日前发表一
篇文章，题为《难忘搬运
组》，回忆“文革”初他被
送到社内搬运组劳动的生
活：每天干搬运大卷筒纸
上卡车的重体力活，劳累
的同时结识了许多工
人师傅，感受了他们
的正直与质朴。我感
叹他曾经经历的这段
生活，赞赏他对工人
老师傅的友好情感，也钦
佩他对往事的惊人记忆，
尤其是对本来陌生的八九
位师傅的姓名一个不忘，
连谁午饭只带四个窝头都
记得。!"多年前的这段挨
整时光，在他笔下竟成为
颇含温馨的怀想。

我向来佩服我的老领
导袁鹰的记忆力。许多古
诗词，甚至古代名家的散
文，他常脱口而出，流畅而
准确。如《古文观止》中的
有些篇章，他倒背如流。跟

他交谈，常让你惊叹不已。
他的一部长篇近著《风云
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
刊的岁月》，所记都是他经
历的历史，大大小小的事
件，政治的文化的，所涉的
大小人物，著名的非著名
的，他都记述得很清晰。

袁鹰不会用电脑，不
依赖现成的搜索。他的过
人之处，一是有丰富的实
物积累，如书信笔记文件
报刊和图书等，二是有大
脑的惊人记忆，往日有心

无心的存储。他的这
些特长，有如人工智
能。记忆乃人所特
有，智能是人的智慧
的成果。袁鹰搬家，

那些实物挪动位置，依旧
存在他记忆的大脑中。
记忆力好的人古今都

有。汉代王充家贫无书，常
游洛阳书摊读书，“辄能诵
忆”。现代伟人周恩来，多
少年前见过的人都能认得
出来，并能叫出名字。大学
者陈寅恪，老年双目失明，
指导研究生查文献，常口
授何书何章何节何页第几
行，也是准确无误。
这些奇人伟人，其大

脑的大小，想必与平凡之
辈不同，记忆神经特别发
达。现代科学知识显示，人
的记忆是靠神经元对信息
的传递和接收完成的，一
个人脑大约有 &*'亿个神
经元。大脑中有三个部位
与记忆有关，其中主管学
习和记忆的是海马体。海
马体比较发达的人，记忆
力相对会比较强。存入海
马体的信息如果一段时间
没有被使用，就会自行被
“删除”，也就是被忘掉。科
学家认为，一个人大脑储
存信息的容量，相当于十
亿册书的内容。因而，我们
大脑的记忆容量，其实都
是无限的，它的网络系统，
比英特网还要庞大得多，

复杂得多。每个老年人的记忆潜力也都很大，至少有
",.没有被发掘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只发掘到
(.。我们人各不同的差别，只在于发掘能力的大小。
但与个人的努力密切相关，那是勿庸置疑的。袁鹰

无疑是很努力的，他今年八十有八，著书已有四五十
本，但至今仍笔耕不辍，长文短文时见报刊。他跟我说
过，“多写写，脑子不易老化。”他与季羡林等大学者观
点不谋而合，季先生说，多动脑，可加速脑细胞的新陈
代谢，延缓衰老进程。

我现在记忆力衰退，其程度很是惊人。有一次给某
友人打电话，拨完了电话号码，却忘了对方的名字，拿着
话筒哼哈其词，待对方反过来叫我名字时，对话才开始。
真是尴尬不堪！忘却的物事越来越多，丢三落四常有。不
少熟人的名字，本来铭记于心的，到了嘴边竟说不出来。
长篇作品读不下去，看完下部忘了上部。我不禁怀疑：我
的神经元还有 &*'亿吗？我的海马体是否已经不灵？

牧
趣
图

&中
国
画
'

郝
耀
庭

幸
福
垂
青
(退
让
)之
人

陈
晓
辉

! ! ! !在一书上看到布袋和尚所作的《插
秧偈》———“手持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
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
前”。读完之后感慨万千：这首偈非常形
象地描述出“退”的智慧理念：很多时候，
你急于求成地，或愤愤然不甘于心地去寻
求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往往会是无果或
不尽如人意，这低头弯腰便深藏“退”的修
为。插秧一边退一边插，每退一步，实则
离完成的目标更近一步，“退”也是另一
种“进”，退后原来是向前。
回观于现实生活，我们多是锱铢必

较之人，经常会因一句无心之话而与朋
友争吵不休，会为一件芝麻小事而与别
人大打出手，会因一次简单输赢而固守
执拗……如此，烦恼、困惑与愤怒等都充斥在我们周
围，生活质量与日下降。何妨豁达一笑，懂得退让，学会
退让，这样，世界便会变得很开阔，你也会时感幸福与
快乐，因为你敬他人一尺，他人必仰你一丈。正如孟子
所言：“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
很多人，都在生活中竭尽全力追求幸福，以为幸福

便是那名利、地位与金钱等。一辈子苦苦追求，等哪一
天，真的什么都有的，却发现自己并不幸福。
真正的幸福，必然垂青懂得“退让”之人，从你学会

“退让”开始，幸福便悄然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