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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光阴一寸金
熊召政

! ! ! !小时候读《增广贤文》，里头
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
光阴”这句话，只觉得是励志之
言。在现实中，我们却经常感叹光
阴虚度。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两
方面，一是没有舞台，才华难以施
展；二是当事人浑浑噩噩不想做
事。浪费了光阴，对一个人来说，
损失的是他自己，对于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来说，损失的将是历史
的机遇与民族的前途。新中国成
立后，毛泽东主席曾写过“一万年
太久，只争朝夕”这样豪迈的诗
句。但因国策出现了一些失误，
我们的大好光阴在乱折腾中消
耗掉了。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才
有了彻底的改变。一心一意搞建
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瞎折腾的事
情少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实际
意义才真正体现了出来。
像我这样年近耳顺的

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所
有重大事件，几乎都经历
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
是沮丧还是兴奋，是坎坷还是顺
境，都积淀在我的生命中，连起了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壮年。在
荒唐的岁月里，我们在痛苦中等
待生机。在沸腾的岁月里，我们又
在拼搏中保持忧患。记得三十年
前，一位朋友向我倾诉他“文革”
时期遭受的磨难，他说：“我的父
母长年在乡下蹲点，我们自己照
顾自己，不会煮饭，常吃些半生不

熟的食品，因此落下胃病。”我告
诉他：“你的苦难是有米不会煮，
而我的苦难是会煮饭却没有米。”
现在，我在一栋二十八层高的写
字楼办公，每逢上下班，六部电梯
拥挤不堪。有的年轻人不惜等上
十几分钟，挤进电梯，却只上二
楼、三楼。有
一次，我禁
不住对一位
年轻人说：
“你上三楼，
又不高，为什么不可以走上去呢？”
他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为什么要
走上去呢？”类似的情况，在我的
身边常有发生。因此，有一个问题
常常让人忧虑：如果中国的改革
开放从现在开始，让在娱乐化社
会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担任变

革中的主角，他们还会像
我们年轻时那样甘做垦荒
牛，从而出现“深圳速度”、
“苏南模式”这样一些改革
历程中的经典故事吗？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
业社会一步跨进了科技时代，外
国人花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变革，
我们只花了三十多年就完成了。
我想，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既得
益于一代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殚精
竭虑、运筹有方，也得益于中国老
百姓代代相传的两大优良品质：
勤劳与节俭。数年前，我去加拿大
多伦多看望在那里念书的儿子，

恰逢过圣诞节，下午三点钟，忽然
想起家中没有酒，于是与儿子一
起上街买啤酒，一连跑了五个街
区，竟没有一家商店营业。过节
了，老外首先要的是休息与家人
团聚。可是在中国，哪怕大年初
一，你一大早上街，照样可以买到

新鲜的 蔬
菜和水果。
这十几年，
我到过 世
界上很 多

国家，耳濡目染，很难找到像中国
人这么勤劳的民族。中国现在的
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也是世界
上最高的。一方面，中国人没日没
夜地奋斗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又
舍不得挥霍，始终攥紧自己的钱
袋子。有此两条，中华民族才有可
能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走向繁
荣，走向生机勃勃的未来。

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耽于享
乐的富贵病开始在中国蔓延，并且
危及年轻的人群。虽然我们大部
分年轻人继承了父辈的传统，志
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但毕竟一些
不好的苗头，也在年轻人中滋生。
因此，我又在思忖：过去的三十余
年，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兴盛的奥
林匹克赛场上，中国毫无争议地赢
得了金牌。但是，往后的三十年，我
们还能保住这块金牌吗？
一位省里的主要领导同志与

我聊天时说，他 !"#$年以下乡知

青的身份考取大学，四年后毕业，
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拿去买了一
套《资治通鉴》，然后通读了两遍。
结婚时，当工人的穷爸爸只能给
他一百元，他没有用于婚礼，仍是
用于买书。现在呢，一个高中生考
取大学，就吵着要他并不宽裕的
父母为他买一部苹果手机。两相
比较，便觉得现在一些年轻人缺
乏奋斗与学习精神。“忧患者生，
享乐者死”，这是古代哲人总结历
代兴衰的规律时说出的格言。奋
斗者总觉得他的时间不够，是因
为他想做的事情太多；而享乐者
同样也觉得他的时间不够用，乃
是因为他及时行乐的奢望太多。

今年，我有幸参与了湖北省
党代会报告的润色，报告中提出如
何把握湖北今后发展的黄金十年。
我当时不免掩卷沉思：过往的十
年，中国的改革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下稳步前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
成就。今后的十年，在有志者眼里，
看到的仍是克难奋进的黄金机遇
期；在忧思者看来，前进中的问题
仍然不少。我们能否在深化改革的
征程上继续保持“一寸光阴一寸
金”的良好态势，关键既在党中央，
更在年轻人。因为参与改革的第一
代年轻人正在老去，现在的年轻
人必将成为建设中国的主角。如
果能充分激发年轻人创世的热
情，我们赢得的不仅仅是黄金十
年，而是更加长久的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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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摄影家协会成立 %&周年之际，回顾上海摄影
界成长之路，很是怀念和感谢赵超构先生，他是上海摄
影家协会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上海原是摄影最活跃的地区，从业者各色人等，组

织又门户林立，广大摄影同行希望改变这一局面。
!"'"年是新中国成立 !&周年和上海解放 !& 周

年。在这两喜双庆的日子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示
筹备上海摄影分会，邀请新闻界老前辈赵超构（林放）
为主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丁正铎为副
主任、王义任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

!"() 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上海分会
筹委会正式成立，增补刘旭沧、金石声、
曹兴华为副主任，于是，以赵超构为首的
团队便进入了开展全面筹备工作时期。
当时办会的组织原则，赵超构曾提

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凡愿为工农兵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分门类和流
派，专业和业余，解放区来的，大后方来
的，或是原上海的，都要扩大团结，繁荣
摄影创作，壮大摄影组织。这一原则受到
称赞和拥护，筹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小
组织没了，各方人士来了，如冯四知、徐
大刚、俞创硕、穆一龙、胡君磊、郑北渭、
朱天名、马赓伯等。他们中有大学教授、
摄影家、电影师、人像师，以及摄影记者
和编辑等，都是当时上海摄影界资深代表人物。大家团
结友爱，济济一堂，为上海的摄影发展献计献策。

这期间，举办过第一、第二两届上海摄影展，刘旭
沧、金石声联合影展，这些活动推动了广大摄影者的参
与热情和创作热情。协会接待了以陈复礼为首的香港
摄影家访问上海，沪港两地摄影家座谈交流，开始了上
海解放后首次正式与境外摄影团体的交往活动。

此间还举办了一次当时上海摄影界最大的创作活
动。为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和上海解放十
周年，上海市委要求出版一
本体现上海解放 !&周年建
设成就的大型画册。于是组
织全市的摄影工作者、业余
摄影家、美术家，以及部分
文学家，通力合作，一起动
手，高质量地完成了大型画
册———《上海》的拍摄任务。
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辑出版，成为极具历史保
存价值的画册。

!"(*年，上海市第二
次文代会召开，中国摄影
家协会上海分会正式成
立，赵超构被推选为上海
文联副主席。今天，上海
市摄影家协会已经 '+ 岁
了，在改革开放新时代，
呈现一派大发展大繁荣
的景象。

"

"

"

读
壶
记
之
三
十
二

徐

风

风
雅
颂
!

下
"

! ! ! !裴先生喜欢小动物，养过猫、金鱼、
松鼠、鹭鸶、猫头鹰等。一到秋天，他就
无心做壶了，斗蟋蟀，用月饼换别人的
好虫。春夏之交，兰花上市，有一次，为
了与别人争买一盆极品兰花，相争之
下，把花给折断了。结果他花了一半钱，
只买到一枝折断的兰花，插在一个紫砂
瓶里，左看右看，觉得并不亏，蛮风雅
的。“文革”期间，他居然还敢养鸟，那鸟
金黄毛色，嗓音拖声很长，有点像当年
上海法租界里的金发女郎。他给鸟起了
一个雅号：“法国芙蓉”，“红卫兵”质问

他，他悠然回答：这鸟是法国的贫下中农，你们敢禁？一
句话喝退那帮毛头小伙。他性情活跃，从不拘泥什么，
随手做下的紫砂小品，如春蚕、松鼠、田螺、螃蟹等，无
不惟妙惟肖。他摹仿陈鸣远的花器作品几可乱真，有
“鸣远第二”之美誉。同时，他具备驾驭各种形款紫砂
器件的能力，除茶壶以外，文房雅玩、杯盘炉鼎、花盆
假山等，简直无所不能。
裴石民喜欢玩，但并未耽误制壶。在别人眼里，他

随便那么一捏，就是一把好壶。看似轻巧，内里则如有
千钧辎重。他名作等身，所制壶款不断变化、标新立异。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是七大老艺人之一，“老艺人”在当
时的年代，已是相当高的称号了。裴石民无所谓，反正
大家叫他裴先生。

!"',年 "月，裴石民的《松段壶》在华东民间美术
品观摩会上获得优秀奖。此壶以一截苍松为壶身造型。
树皮斑驳、历经沧桑；一壶四杯全部用松段装饰，遒劲
古雅、浑然一体。他的另一件代表作品《五福蟠桃壶》的
壶体椭圆如桃形，光洁可人，色泽温润柔和，就像一只
丰满诱人的蜜桃。壶盖上盘屈陶枝、缀以桃实。壶身的
桃叶间缀有五桃，旁边有蝙蝠飞翔。体现了中国民间审
美的意趣。他的《高吉壶》、《牛盖壶》、《素裙壶》等，都显
示了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和写实造型能力。
《鱼罩壶》，也是他早年的一件得意之作。
寒江独钓，也许是裴石民喜欢的意境吧。壶盖，大

于壶口，像一个蓑笠翁，那是大写意。那钓翁，也许就是
裴先生自己。早年，裴先生想必读了好多书，东蓠之下，
南山之前，采菊徜徉，真意悠然，那才是
裴石民理想的生活。壶嘴，自然是钓竿
了，那是姜太公的钓竿。收获的，何止是
鱼？是烟霞风帆，水云沙鸟，雨霁雪月。
壶把，似躬背。那是虔诚之背。无鱼

而有乐，足矣！裴石民把壶取名《鱼罩》，似有些漫不经心。
江南的渔船，船尾都有一个鱼罩，那是装鱼的器物。但裴
石民的心思，并不在鱼罩上。牧童牛背，暮云春树；龙在
海中游，鹤在云中驻。这些，才是裴石民向往的境界。
清水泥，是裴石民喜欢的一种纯度较高的紫砂泥。

浅栗色，烧成后养壶一周，即温润凝重，呈玉色气。
《鱼罩壶》表现的，是一种旷达而萧疏的意境。裴石

民善于造境，写境，那是他的心境使然。士林高风，壶界
懿范，裴石民当之无愧！
许多年后，裴石民的后人给他出了一本厚厚的《石

民冶陶》，那本书真好，不但记录了裴石民一生的作品，
还有好多珍贵的老照片，裴石民在所有的照片上均优
雅洒脱，一派名士风度。据说，他的浪漫才情一直保留
到临终前，他用最后的力气垒了一座紫砂假山，也许那
是他梦中的蓬莱仙境，也是他来世安居的地方。

一身正气的“陈大脚”
王苏凌

! ! ! !听到轻微的敲门声，刚坐下休息的陈少敏
迅速从沙发上站起。当她机警地打开房门时，
门外空无一人。
一张夹在门缝中折叠的小纸条掉在地上，

她捡起纸条，上写“有人盯梢，迅速离开”。
她立刻与“丈夫”徐特立分别脱掉旗袍和

西服，换上粗布大棉袄，戴上破毡帽，须臾间，
由富商夫妇变成西北土老农父女。

这是发生在 -",$ 年的一幕。当时，党
中央派徐特立去湖南组织抗日。徐是我党
元老，日伪顽的通缉对象。敌人得知他要去
湖南，在沿途布满了岗哨、密探。毛泽东考
虑到徐特立的安全，特别选中有长期地下
工作经验的陈少敏，假扮徐特立亲属，一路
护送去长沙。

当他们两个土老农来到西安火车站时，
埋伏在检票口的特务，还真把他们当成土得
掉渣的农民，看也没看就放过去了。他们上
了火车，安然无恙到达长沙。毛泽东对陈少
敏的这次护送非常满意。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年入党。抗战

中，因智勇双全和一双大脚（旧时妇女多裹
小脚）而闻名，人称“陈大脚”。-",.年，按照
中央指示，陈少敏率领河南新四军第四支队

南下，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独立大队会合，
组建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
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

为扫除盘踞中原的日军，扩大解放区，
陈少敏带领一支队伍，深入平汉铁路以西的
敌占区。他们渡过东双河，隐蔽在铁路旁的
树林中。这时，装满日军的巡逻车开过来，边
开边向路旁扫射。当开到部队隐蔽的树林旁

时，火车突然减速，密集的子弹向树林中射
来。连长急了，要求陈少敏下令还击。凭着多
年战斗经验，她判定敌人并未掌握虚实，只
是乱射的火力侦察。她让部队沉住气，准备
好，先放鬼子过去，待其返回时，再打他一个
措手不及的伏击。并让连长挑选十几个会爬
火车的战士，组成突击队。

大约一小时后，日军巡逻车轰隆隆地返
了回来，进入伏击圈。陈少敏一声令下，突击
队员把一排手榴弹扔进日军车厢，接着如猛
虎下山，迅雷般扑向对方。敌人经过一圈巡

逻，没见异常，以为太平无事，突然遭到伏
击，一时昏头转向，还没等举枪反击，就被急
速冲来的新四军打得死伤一片。战斗很快结
束，这一仗炸毁巡逻车，歼敌近百人。打扫战
场时，陈少敏看到一个身穿黄呢军装的鬼
子，判断是一个大官，便抬腿狠狠踢他一脚，
说：“你也有今日啊！东洋先生。”

那人正是日军头目山本太郎大队长，他
为逃脱，抹了一把鲜血糊在脸上装死。当被
陈少敏踢了一脚时，感到就像被榔头狠狠敲
了一记，那大脚实在有劲！听到有人在叫陈
政委，他心中一惊，趁陈少敏回头之际，眯开
一条眼缝，看到赫赫有名的新四军女将军
“陈大脚”威风凛凛站在面前，即刻吓得屏住
呼吸，大气不敢出一口。

被称为“陈大脚”的陈少敏，以其踏实、
关爱和勇敢，又被抗日军民亲切称为“陈大
姐”。在 -"(.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开
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进行表决时，陈少敏是
唯一没有举手同意的中央委员。她一身正气，

敢于直言的优秀品质令人
怀念、敬佩。

简到极致是石禅
管继平

! ! ! !画家石禅我见过一两次，可是
好多年过去，印象实在不深了，因为
石禅的话不是很多。然而石禅的画
我却见了很多，且每次都留下颇深
的印象，因为他画得实在太简约了，
如果说“画到生时是熟时”，那么，简
到了极致，你看到的反而更多。

在朋友处欣赏石禅的花鸟册
页，尺方大小的天地，几根线条，几
片水墨，却能将花鸟、石榴、蔬果、游
鱼……刻画得如此玲珑。石禅似乎
是最不愿浪费笔墨的画家，板桥所

谓“删繁就简三秋树”，到了石禅的
笔下，已经删得不能再删，简得不
能再简。我有时在想，有的画家能
画得满纸烟云、密不容针，我赞叹
他的辛劳与勤奋；而有的画家虽是
寥寥数笔、大块留白，却依然生动
传神，那么我更钦佩他的才气与自

信！白石如此，八大更如此。想当年
齐白石以蜘蛛网拖下的一根长线，
就占了二三尺的画幅，若没相当的
自信，谁会买他的账呢？

印章艺术中讲究计朱当白，同
样，绘画中也有计白当黑，石禅无疑
是此中的高手。在他极少的笔墨中，
你能感受到他的张力和质感，鲜活
和自信。我也许可以肯定，一位能把
画画到如此简约的画家，他的内心
语言一定很丰富，正所谓“不着一
字，尽得风流”。

花鸟 石 禅

沁园春

中共十八大致庆
姚昆田

! ! ! !老桂留芳! 青枫初

染!焕映神州" 数会开十

八!旗扬霄九#承先弘德!

启后嘉谋" 追古沉思!登

高俯瞰! 多少山川海屋

筹" 人常谢$要为民添福!

为国勤酬"

回眸大夏沉浮!最珍

爱%庄严不碎瓯" 要勃兴

经济!风云和协#激扬文

化!日月同侔" 进退由时!

行藏合度!善处邦交多结

俦" 最堪虑!诫骄奢贪腐!

警示千秋&

! ! ! !恶劣的环境丝毫没能阻

止盐垦中学的学生参加抗战#

!挂
号
"

恽

清

! ! ! !“挂号”一词
有三个义项。一为
公平公开的编号
登记，自古有之，
而今用得最普遍
的是到医院看病，
人人都得“挂号”，
挂号成了就医的
代名词。有了互联
网，“挂号网”应运
而生，通过网络预

约就诊，对粥少僧多的专
家门诊，特别有效和方便。
二是悬挂以号令示众，这
在古代汉语中仍旧保留。
三是寄送邮件的一种方
式，此为第一义项的引伸，
专有名词为“挂号信”。近
读清人李遐龄的《忧盗》
诗，其小注曰：“滨海村落，
以财物输盗，免焚劫，名曰
打单，又曰挂号”。可见，在
清代社会治安欠佳的地
方，老百姓要用财物孝敬
黑社会势力，事先“挂号”，
免得灾祸临头。此举看似
“自愿”，实属“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