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心中的哈军工

我向周总理作汇报
张祥根

! ! ! !今年是哈军工成立 !" 周
年，往事多多，细节大多忘
记。我向周总理汇报的情景，
却永久地镌刻在了脑中，字字
句句铭记难忘。

#$!$年 %月 #&日，周恩
来总理指示：“上海也要搞卫
星，主要是研制应用卫星。”
同年 '"月 ('日，国务院、中
央军委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技
术试验卫星和气象卫星及“风
暴一号”运载火箭的任务，即
著名的 )"'工程。有数十位哈
军工毕业的学员参与了研制。
时值十年动乱，发生了许许多
多的怪事。我在参加 )"'工程
任务 *年后，有幸给周总理汇
报，将其中一件匪夷所思的重
大事件直接报告给了周总理。

这件大事就是 '$+( 年毛

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陈赓大
将创建、周总理曾经三次视察
的哈军工，在 '$),年被解体
南迁长沙。这样的大事周总理
居然不知道-我这个小人物却
目睹了整个过程。由于我在
#$+# 年抗美援朝期间由
上海参军提干，#$+%年调
入哈军工预科学习，接受
了六年本科教育，并留院
工作六年多。青春的岁月
在那里度过，哈军工就是我的
家，对她充满了感情。哈军工解
体等于家破了，心中十分难过，
却又无奈。哈军工南迁过程中
的 #$)#年 (.&月间，我和蒋
民、洪之回等三位上海籍的军
工人有机会调回上海参加 ),#

工程，此后 #,多年内，又有哈
军工与南迁长沙 #$)% 年更名

为国防科大的 #,多位同志先
后来所参加卫星研制任务。

#$!$年底到 #$)#年 +月
间，卫星研制工作已完成了方
案论证和模样星的研制，我是
在不懂卫星方案与技术状况的

情况下，接受了任务，困难可
想而知。但是党要我造卫星，
就是我的目标，哈军工学子，
攻坚克难是本色。当时卫星总
体设计部门设控制、无线、结
构与热控等 (个组，我们 (人
虽然参加任务晚，却分别担任
了—、二组的正副组长。

#$)*年 %月 !日，周总理

在人民大会堂听取 ),#工程第
一发遥测弹发射试验汇报，钱学
森和哈军工调出的火箭专家任
新民等出席。长空一号结构星参
加风暴一号遥测火箭发射试验，
所以，上海参加汇报的有我和负
责运载火箭的邓崇嘏。
在我汇报开始时，总

理亲切地问：“是哪个学
校毕业的？”

我回答：“是哈军工
二系七期毕业后留校”。
总理得知我是哈军工毕业

的，便关切地问：“军工现在
怎么样？”
我说：“军工已经拆散了！

一系搬到西安，并入西工大；二
系搬到重庆；三系现留在哈尔
滨；四、五、六系搬到长沙”。
听到这里时，总理突然表

情异常凝重地望着与会人员问
道：“我怎么不知道？！”
在当时，这样敏感的问题，无

人能够回答，会场顿时一片宁静。
接着总理环顾大家又问：

“在座的还有军工毕业的吗？”
同样毕业于哈军工，负责火

箭总体的邓崇嘏起立、立正、报
告后作了回答。
总理听后，示意邓坐下，若

有所思、又十分痛心地说：“军
工出人才啊，拆散了太可惜！”

&, 多年过去了，忆起与哈
军工的往事，就会想起总理无奈
而凝重的表情，历历在目，心中
还在隐隐作痛，终身难忘。

一次泄漏

事故的抢险!

惊心动魄! 请

看明日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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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若说《竹枝词》的代表诗
人，是不费思量的。因为小学
生都会立即背诵刘禹锡的那首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
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
是无晴却有晴”。确实，“竹枝
入绝句自刘始”（《雅论》），刘
禹锡任夔州刺史时，仿效民歌，
先后写了十几首竹枝词，为唐
诗带来了民间风格的新诗体，
其中就以这首最为著名，清新
流丽，风韵天然，流传至今。

何谓《竹枝词》？这并不是一个很
简单的问题。竹枝词，起初是巴渝一带
的民歌 （可能因当地多竹林，故名），
具体类型或作用却众说纷纭。一说是当
地百姓山间劳动时所唱；一说是“男女
相悦之词”，即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对
唱；一说是伴以舞蹈的民歌，唱时吹短
笛，击鼓应节，以“曲多为贤”，带有
赛歌的性质；一说是祭祀时的歌
舞。越探究越糊涂之后，我转念
一想：也有可能以上诸说皆是，
因为竹枝词在各种场合具有不同
作用，相应产生不同的演绎，而
且民歌本就有多种表演形式，伴
以舞蹈也很自然。
竹枝词地方色彩很浓烈，多

表达当地的山川、风土、人情、习
俗，比喻也多采用当地景物。此
外，不像许多文人的诗作会“代”
他人“言”（代言体），都采用唱
者自白的语气来直抒胸臆。
竹枝词由民歌脱胎换骨，以

一种新诗体的面目为唐诗开创新
声，从此风行于世，要归功于刘禹锡。
许多民间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准艺术，
需要一口仙气吹上去，才能脱胎换骨，
蜕砂成珠，并且焕发前所未有的光彩。
文人的参与，就是那口仙气。而参与的
具体人选，则往往是上天所定。竹枝词
发源于夔州，而刘禹锡被贬多年，连任
外州刺史，终于到了夔州。*,#* 年秋
天，当我漫步三峡白帝城的竹枝词碑
园，在石上读着黄庭坚手书、刘禹锡
《竹枝词九首》，也许那里就是竹枝词的
气场吧，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摄住
了。呆了半晌，不由暗想：果然凡事皆
前定。如此性格如此才华的一位诗人，
苍天偏偏支他到了夔州，竹枝词之登上
大雅之堂便是注定的了。早不了，晚不
得，等的就是此人到此地。
刘禹锡开创的文人化的竹枝词，形

式上就是七言绝句。与“主流”的七言
绝句的区别，在于具有显著的民歌风
格———纯民间的竹枝词多歌咏当地风
物，刘禹锡最初创作的九首，也都不离
白帝城、白盐山、滟滪堆、瞿塘峡等当

地山水，更有“银钏金钗”“长刀短笠”
等服饰和耕作的风俗；技法上说，竹枝
词仿照民歌，不用绝句正格，往往用拗
体，表现在第三句，造成下半首音调比
较急促；另外，较多运用谐音来传情达
意，如“道是无晴却有晴”中，“晴”与
“情”谐音，借天气的难以确定“晴”
与不“晴”，实指少女捉摸不透爱慕的
男子对自己是否有“情”，可谓“语圆
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方思堂
语，见《辍锻录》）

黄庭坚很喜爱《竹枝词九首》，曾
经念给苏东坡听，才念了第一首，即：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
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
东坡就叹道：“此奔逸绝尘，不可追也。”
其实第二首更情致婉转而感人肺腑：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第六、七首包含了对人心难测、世道艰险

的悲叹：“城西门前滟滪堆，年
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
石，少时东去复西来。”“瞿塘嘈
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
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
澜。”读罢令人仰天长吁。

刘禹锡还有《堤上行三首》
《踏歌行四首》，也都是民歌风格
的七言绝句。《堤上行》描写沅
江一带的风土人情，如同三幅色
彩浓烈而形象生动的民俗画，其
二最见功力：“江南江北望烟波，
入夜行人相应歌。《桃叶》传情
《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前人赞为“景象深，意致远，婉

转流丽，真名作也。落句情语，犹堪叫
绝。”（宋顾乐《万首唐人绝句选评》）

《踏歌词四首》则从不同角度描绘
沅湘一带“踏歌”的民俗。其中“桃蹊
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新词宛
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等句活画
了当时盛况，而“日暮江头闻竹枝，南
人行乐北人悲”与“南人上来歌一曲，
北人莫上动乡情”含义相近，是刘禹锡
本人身处异乡狂欢中独自愁苦的内心写
照。这一组以第一首最佳：“春江月出
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
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堤上景色迷
人，美女如云，可是将为心上人精心准
备的歌唱了很久，却不见其人出现，但
见红霞映树，但闻鹧鸪声声。也是“众
里寻他千百度”，可惜“那人”却不在
“灯火阑珊处”，不知是错过这一次相
约，还是错过了这一生？读到这里，想
起小说家张欣在《不在梅边在柳边》尾
声写的：“人世间的爱，却常常是既不
在梅边，也不在柳边。”千百年来，人
性并没有变，悲欢也都是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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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由于双胞胎相貌相似，由此引出种
种误会，这是戏剧小说常用的故事噱
头。莎士比亚曾经在喜剧 《错中错》
《第十二夜》中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
生姊妹的素材；大仲马在 《三个火枪
手》三部曲中也讲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
四为重登王位，将孪生哥哥菲力普套上
面具成为铁面人投入囹圄的情仇故事。
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好莱坞影片 《铁面
人》 即据此改编，金庸小说 《天龙八
部》中铁面人游坦之的形象也可能受此
启发而创作。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塑造的铁

掌帮帮主“铁掌水上漂”裘千仞和他的
孪生兄弟冒牌帮主裘千丈之间本领的巨
大反差让人印象深刻。而《侠客行》的
男主角石破天和石中玉虽然不是孪生兄弟，但相貌却
出奇相似得胜似孪生兄弟。《侠客行》的故事即由石
破天因受谢烟客陷害而走火入魔，一觉醒来阴差阳错
被当作石中玉，继而被半胁迫地邀请到神秘的侠客岛
上喝“腊八粥”的离奇遭遇。金庸虽然在小说中不止
一次穿插使用过这一题材，但却认为孪生子这种古老
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侠客行》
这部小说的重心在于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诚
然，好小说不应仅局限于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人物性
格和情感的深入刻画也尤为重要。《侠客行》中对于
石破天和石中玉“一生二”、二合一的“形而上”描
写，还包含着作者对于“我是谁”这一人生哲学千古
命题的喟然一问！

《侠客行》特意选取了清代赵之琛篆刻的一枚两
面印来衬托书中两位一体的男主角。印石六面相对的
两面常用于镌刻两面印的印文，印文常相关联。此印
两印面印文一朱一白相对。朱文“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印文出自宋代江西诗派诗人陈与义
所作《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一词。陈与义生逢
两宋之交的动荡年代，这阕《临江仙》是其于“靖康
之乱”后追随宋室南渡离乱漂泊境遇的内心独白。南
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从话》中对此词有
“清婉奇丽”之评。白文“回首旧游何
在，柳烟花雾迷春”则集自生活年代相
近的曾觌所作《朝中措·雕车南陌碾香
尘》一词，描写的是词人回首早年在扬
州生活的情景，流露出韶华易逝、身世飘零的感怀。
所集的这两句宋词正可以用作《侠客行》男主角少年
“石”奇幻漂流的经历旁注和劫后余生、恍如梦境的
心情写照。

赵之琛以字次闲行世，曾经拜陈豫钟为师，在
“西泠八家”中最为长寿，流传的篆刻作品也最为丰
富。西泠印风在其身上发扬得淋漓尽致，被视作浙派
风格的集大成者。风格特色鲜明是艺术作品的独特魅
力所在，但若一成不变、抱残守缺，或会沦为程式与
习气。赵次闲的晚年作品或有此弊。这枚仿汉代印风
的两面印是印家尚在中年时期的作品，用刀挺拔峻
峭，古朴之气犹存。但不知是否受印文渲染的伤感情
绪所致，此印已渐失雄浑气象矣！

一墙意趣在山行
曾元沧

! ! ! !心向往之，美在其
中。我在小厅墙上布置了
两幅字、一幅画。字和画
都围绕着同一个题材：
《山行》。

七绝《山行》乃是留
诵千载的一首唐代名诗。
有这么几个数据：古代唐
诗选本入选 +次，现代选
本入选 *) 次，互联网上
链接它的文章多达十万七
千余篇。诗中山路绵长，
白云缭绕，山里人家几
处，崖畔枫叶流丹，诗人
杜牧描绘的这幅美丽无匹
的秋山行旅图，一直在记
忆深处缠绵着我。
特别喜欢《山行》，除

了这首诗的魅力，
也与我本身山行的
经历刻骨铭心不无
关系。家乡多山，
远些的有壶公山、
笔架山，近点的有岩仙山，
还有一群不知名的山。母
亲告诉我，满周岁抓阄，
我抓的就是山形的笔架和
进过学堂的旧课本。小时
候背着篓子上山耙柴草，
稍长徒步去邻县仙游求
学，都少不了山行。风雨
无阻挡，赤脚不畏寒。路
遥知脚力，夕阳山外山。
生命不息，“山行”不止。
曾经有人问我属什么生
肖，我浅笑作答：“鄙人
属山。”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山
行》的前两句由大学同窗
龚学平书写。这是第一
幅，上面打了三个章。引
首章刻着“民为本”三个
字。是时，他还在市领导
岗位上，章的内容自然流
露着他的心思所系。学平
信笔写来，一气呵成，字
和字之间引带呼应自如，
飞白之处，枯而不燥，飘
逸而独标一格，与寒山之
白云同悠远、共舒卷。天
高地阔，上下求索。笔底
氤氲人间烟火，毫端连着
“山里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诗的
后两句为第二幅，出自周
慧珺之手。我和周慧珺相
识已有年矣，*, 世纪 ),

年代末，我在青年报主持
生活周刊“绿叶”副刊，
请上海滩几位书画家来报
社作画题词，她亦应邀而
来，留下了“良师益友”
四字墨宝。后来疏于联
系，乐见其书法日臻成
熟，以至于炉火纯青，盛
名扶摇直上。为了备齐
《山行》的后两句诗，我
登门拜访，先生没有一点

架子，欣然应许书赠，过
了没多少时间，就按照我
对字幅的尺寸要求写好
了。从整体到局部，神采
与形质俱佳。不由联想她
书写的“上海影城”，同
样慧然脱俗，洋溢着书法
线条的节奏美感，引得多
少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嘉宾
驻足于阶前欣赏，交口称
赞。如今，书法大家馈赠
予我的不仅仅是一幅字，
更是一份如丹枫般美好的

情愫。
两幅字备齐

了，希望再加一幅
《山行》 写意画，
于是我想到了一起

为《中国的世界遗产》大
型诗画册出过力的宝钢美
协主席汪家芳先生。幸得
友人德民兄引见，我与这
位国画名家一见如故。
“前三句是交待、衬托，
第四句才是诗的核心
……”家芳通过对 《山
行》诗意的“散点透视”，
理清了主次。在下发觉，
他抒发主观情趣的表现力
不同凡响。小小一幅 +,

厘米见方的山间行旅图，
石径隐约，曲折而上；赏
枫停车处，布于视觉中
心；车马之具象虽小，却
栩栩如生。作品富含想
象，兼工带写，运笔精

到，敷色多有层次，还在
右侧偏下预设的淡彩石壁
上题写了 《山行》全诗。
汪先生以他的热情与爽
朗，以及对艺术的执著精
神，为我“二加一，字画
同题材”的构想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君王爱江山，文儒

惜字画。”开合磊落天青
青，相得益彰美引领。暑
去秋来颜灼灼，一墙意趣
在山行。观览之间，似跟
杜牧同游，又如与三位君
子对话，纵有苍白闲愁，
亦被这胜于二月花的枫叶
红红地濡染了。西方人有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
自诩，咱们则有“道不尽
的唐诗”之自豪。谨以此
文纪念杜牧诞辰 #*#, 周
年，并表达对中华“唐诗
王国”的敬意！

恁多!中国通"

赵全国

! ! ! !抗战题材的电视
剧有个常见的现象：
日本军官大多是“中
国通”，他们说起中
国的俗语、谚语、典

故熟悉得就像运用母语。不但鬼子与中国人说话时不
时会冒出一句“中国的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就是鬼子之间交谈也常会蹦出“他们中国有句俗话，
君子报仇，十年不迟”的话来；而从未有鬼子说：
“我们日本有句俗话，叫……”

倘若跟中国人沟通，只要鬼子有足够的中国语言
水平，用中国式语言交流
倒也罢了，但我不明白，
鬼子间交谈为何也喜爱用
中国的俗语，他们在卖弄
对中国文化的稔熟吗？难
道日本就没有生动有趣的
俗语吗？不，唯一原因就
是编剧们对日本文化的无
知。要编剧个个都成为
“日本通”自然是苛求，
但希望他们多少涉猎一点
日本文化总不算奢望吧？

《黑玫瑰之铁血女骑
兵》里的鬼子终于说了一
句日本俗语：“把小偷打跑
在栅栏之外。”难得啊！

二十余年成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回首旧游何在
柳烟花雾迷春

清·赵之琛 篆刻

百年高温有感
吴家龙

! ! !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

田庄稼半黄焦" 晦明锄草

汗如雨! 圩埂穿梭衣就

潮" 百载高温三伏盛! 万

民抗旱众肩挑" 南干北涝

犹成局! 定胜天灾华夏

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