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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忘却的纪念
□李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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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中
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
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崇祯
十七年则大不同，这一年，李自成建立
大顺国，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崇祯缢
死，多尔衮定都北京，康熙的父亲福临
也在10月从盛京来到北京。如果说万
历十五年是一片暗流涌动之上看似平
静的海洋，那么崇祯十七年则是惊涛
骇浪天崩地裂的年份，充斥着天翻地
覆的大变局，历史从这一年急转直下，
并且影响近代中国的走向，正是公元
1644年。

可以说，这一年不仅是明王朝的天
崩地裂，也不仅是清王朝的社稷初立，
更是历史给中国近现代史埋下的伏笔。

众所周知《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
的博士论文，有趣但是不失严谨，在我
有限的阅读经验里，总觉得《万历十五

年》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历史写作
与讲述方法。《1644大变局》与此相近，
但是更有趣一些，或许因为汗青不需
要将本书作为博士论文，所以更多地
加入了情趣，而更少地设置了窠臼。

写历史，除了有趣，还需要观点。
汗青对于东林党的诸多分析与观点我
很赞同和欣赏的。所谓君子不党，就
是东林党，只要“党”了，总有个群体性
盲动，为了权衡莫名其妙的利害关系，
或者就是为了图个虚名逞一时之快，
马失前蹄或者晚节不保。汗青用史实
事实说话，将此一干人等的外衣剥掉，
给读者以认识和评判的空间。

明朝本来就是个有趣的朝代，明
明是正史里记载的正经事儿，却常常
导致让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结果。
如此，汗青文字的大珠小珠落入明史
的玉盘，自然一番嘈嘈切切错杂弹，既

有行云流水，又有铿锵之声——华丽
丽一场明朝大戏。

相比于黄仁宇的慢条斯理，汗青
的文字更多一些沙场秋点兵的气场。
万历十五，崇祯十七，不同的年份有不
同的精彩；黄仁宇与汗青，不同时代的
人物亦有不同的风流文字。汗青，就
像3D电影的制造者，让观众享受身临
其境的观感的同时，也似乎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回望近百年历史，忍不住

“悔不当初”：如果没有这一年的这些
事，中国近现代史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因此弄清那些年，那些事，以及那
些事情为何如此，大变局如何之大，如
何之变，如何成局，因此具有了有意义
有趣味的事情。

万历十五，崇祯十七，大变之局
——评汗青新书《1644大变局》

□乔 沐

散 文

青年书房

朝花夕拾

树长在村口，孤独地站立，粗大
龟裂的树杆显露出数不清的风风雨
雨。秋风横扫之后，光秃秃的枝丫随
风招展，唯有一根枯藤，踮着脚尖，
以众多的蔓条，精心地将它们紧紧抱
住。

站远了看，岁月深处的模糊与清
晰像一层薄雾，笼罩着整个村庄，并
随树牵引。我相信，村庄的存续和家
的意义，老树在默默诠释，而卸下行
装归来的你，抖落满身风尘抛弃荣辱
之后，在眼神与心灵交融的刹那，一
股家的暖流瞬间流遍全身。

枯藤无言，老树不语。如慈祥的
长者，静默地面对天空和大地，庇护
着一个温暖的村庄，守护着日日不息
的炊烟，等待着离乡人的归来。

每一个走出村庄的人，都免不了
要在村口回望一下村庄，和这棵老树
轻轻握别。许多欢乐的记忆，连同泥
土的气息，母亲的气息，家的气息，
沿着感情线奔来，并将跟随着自己，
远走他乡。繁枝茂叶在晨曦微露的清
晨集体向你送别，挥动的手势，包含
多少尊重，隐藏多少叮咛。在人生的
长路上，千百次地折回，老树总是在

深情地守候。
与老树相守的，除了一根枯藤之

外，就是那些不愿离开村庄，甘与泥
土为伍的农人。在树冠之上，众鸟齐
飞，打开漫天朝霞。我们的父亲母
亲，将牛羊赶上山坡，放牧炊烟，
同时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流放自己
漫长的一生。随着儿女的长大，他
们默默地将儿女送到村口，送过老
树，流放着儿女新的生活。在把目
光投向望不见的远方时，他们便抬
头看看这棵大树托起的天空，天高
云淡，风雨无常。以后牵挂的朝朝
暮暮，父母常常来到树下，手搭凉
棚 ， 盼 着 我 们 的 归 期 。 春 风 、 夏
雨、秋霜、冬雪，像田地里一茬又
一茬的庄稼，次第轮回，蓦然回首，
风霜落满了他们的鬓发。

岁月沉重了，老树吃力地增加着
年轮，操劳一生的父母像极了秋天里
老树迎风的模样，无力地任风雨摇
摆，把对衰老的参悟理解成了一件再
也自然不过的事情。单薄的日子里，
生活由此过得平淡而又简朴。打开村
史，这棵树当初是一位祖先亲手栽
下，他在入征之前，刨坑植树，让妻

子在思念的日子里，视树如人，在这
个荒山坡上，独自坚强地守候着一个
叫家的茅屋柴门，把儿女养大。在石
氏的家谱上，我看到他儿孙繁衍的轨
迹和家族的兴旺，就像当下这棵老树
庞大的树冠，枝枝叶叶伸向天空。

我凝视着这棵老树，顿时，内心
生出一股离别时隐隐的疼痛。我想，
在那些离乡后的日子里，父母眺望无
果之时，老树承载了他们多少落寞与
感伤？那儿时攀藤爬树的身影，是否
依然被老树收藏？在我印记里，劳作
归来的父母，总要在树下歇一歇，将
用过的锄头或钉耙上沾着的泥土搕在
树下。

心跟随着梦想，远走他乡。一个
久别的人，归来之际，有时会忘记回
村的路。此刻，老树总是伸出它那
宽大的手，召唤着，等你。在外风
雨串成的时间洪流里，奔波忙碌的
你，荣也好辱也罢，是否在想家的
日子，于深夜就开始打点行装，把
心装下，把千层万卷的思念一一叠
好，准备着回家。而千里之外的那
棵老树，却彻夜未眠，把你归来的
脚步悉数收纳。

老树迎风
□石泽丰 在德国，无论在公园草坪上，还是

地铁车厢内都能见到人们读书的身影。
过 年 过 节 时 ， 书 店 的 场 面 也 甚 为 火
爆。德国书业协会 2014 年发布的数据
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前12个月内
购买过书籍，其中 87%的人买书 3 本以
上。另外，德国人 2013 年休闲时间最
爱干的事情中，读书看报的排名高于逛
街下馆子。

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国际书展
10月8日至12日举行，爱读书的德国人
自然不会放过在家门口看世界的机会，
在公众开放日一股脑地涌入展会，场面
蔚为壮观。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读者，
通过他们的言谈，或许能了解德国人喜
欢阅读的原因。

法兰克福阿尔贝特·施魏策尔小学
老师米尔查拉带着全班学生参加书展活
动。她说，带学生来书展一方面是自己
喜欢看书，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培养儿童
对阅读的兴趣，“阅读能够激发人们的想
象，沉浸在故事中是一件有益身心的
事”。

从小朋友脸上洋溢的笑容不难看出
小书虫们对书籍的热爱。8岁的拉塞告诉
记者，他很喜欢读书，尤其是《三个问
号》系列丛书，“读起来非常带劲”。他
晚上会把书藏在枕头底下，等妈妈关门
后偷偷拿出来看。

虽与拉塞年龄相差超过半个世纪，

现年61岁的加比·比朔夫却有与拉塞相
似的经历。比朔夫回忆说，她小时候没
有电视，该睡觉时就会在被单下打着手
电看书。在她看来，读书的乐趣在于在
书中“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人生不同
阶段对书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20 岁和 40 岁时读同样一本书会发
现，书还是那本书，但体会却完全不
同，这种感觉让人兴奋。”

比朔夫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聊起书
来有说不完的话：“读书在德国是一项传
统。对我来说，没有书的生活简直无法
想象！我家里已经摆满了书，客厅、书
房、走廊……到处都是。”

70岁的克劳斯·维尔科姆—维默尔
也是爱书之人，他刚买了一本芬兰小
说，打算一周内读完。他认为，读书的
意义在于获取知识，小说虽是虚构，但
带给人们的知识并不亚于那些纪实作
品。“小说就像一台显微镜，书中的一些
小人物可以让人了解整个社会发展”。

“您也有一屋子书吗？”记者问。维
尔科姆—维默尔答：“好几个屋子！”

除了自己爱读书，德国人还非常注
意培养下一代的阅读兴趣。维尔科姆—
维默尔说，他在女儿刚懂事时就给她读
故事书，激发她的好奇心。他还经常把
书作为礼物送给女儿，女儿也非常喜
欢。“阅读是个人发展的一把钥匙。不读
书知道的就少，”他说。

见到博客作家伊莎贝尔·阿德勒鲍
姆时，她正要带 8 岁的儿子阿龙到芬兰
馆去看看芬兰小朋友都看些什么书。阿
德勒鲍姆说，她每晚睡前都会和孩子一
起读书，一方面她自己能学到一些东
西，另一方面也可陪伴孩子。“通过书籍
可以看世界，通过思考可以发现未知的
东西，”阿德勒鲍姆说。

为引导孩子多阅读，阿德勒鲍姆的
做法是，晚上只允许阿龙看一个半小时
的电视，之后会给他两个选择，要么睡
觉，要么看书，“如果不困就可以看看
书”。

阿德勒鲍姆的方法似乎颇有效果。
阿龙告诉记者，他觉得看书很有意思，
尽管有时读起来有些吃力，但“还是喜
欢看书”。

酷爱读书的比朔夫认为，培养孩子
的阅读兴趣不能仅从家长着手，学校老
师的阅读热情对孩子同样影响很大。她
的孩子上小学时，班主任对阅读似乎不
够重视。为此，她和其他孩子的家长还
专门找老师谈话。

“我们需要激发老师的阅读热情，这
样她才能更好地教孩子体会阅读的乐
趣，”比朔夫说，“当时学校没有图书
馆，我们家长小组还自掏腰包，设立一
个图书角供孩子借阅。这样一来，家里
没书的孩子也就能有机会看书了。”

听德国人聊读书
□郭 洋

电影 《1942》 虽然没有在河南拍
摄，但毕竟是河南的作家写的河南的事
儿，带全国人民重温河南人在1942年承
受的巨大苦难。河南是中国文化的根
源，河南是中国的粮仓，河南是中国苦
难的缩影。感谢河南籍作家刘震云不忘
家乡情结写出了《温故1942》，感谢导演
冯小刚的苦难情结拍出了《1942》。我是
带着一颗苦难的心，悲悯的视角，复杂
的感受和难以名状的痛楚看完 《1942》
的。

看完《1942》，我没有说话，没有评
价，没有立刻写出影评。但这些天来，

《1942》里的诸多场景在我脑海里反复出
现，我是在寻找一种痛定思痛的感觉，
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影片的尊重。

冯小刚是除张艺谋之外我关注的另
一位导演，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题材、
不同的诉求、不同的表现手法，创造了
中国当代电影对峙的两座峰塔：一个是
艺术片之父，一个是贺岁片之父。有意
思的是，近几年冯小刚和张艺谋不自觉
地完成了角色转换，张艺谋从 《英雄》

《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到
《金陵十三钗》从艺术走向了商业；而冯
小刚从《天下无贼》《集结号》《唐山大
地震》 到 《1942》 从商业走向了艺术。
去年，我给学生做了一个名为“冯小刚
PK张艺谋”的讲座，当时还不好断言，
我看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还没有
看冯小刚的《1942》，现在，我可以据此
结论：张艺谋或许是江郎才尽了，而冯
小刚的创作艺术血气方刚、如日中天。
在冯小刚转型之后拍出的《集结号》《唐
山 大 地 震 》《1942》 三 部 影 片 里 ，

《1942》 无疑是最成熟、最完美、最深
刻、最大气的一部电影，也是冯小刚从
影以来拍出的最具有史诗般意义的影片。

和《唐山大地震》一样，《1942》也
是一部灾难片，但不同的是《唐山大地
震》只是一座城市遭遇的一场天灾。而

《1942》表现了一个省的3000万灾民，是
一场天灾，更是一场人祸。《唐山大地
震》运用了影像的灾难冲突特技和大场
面，还原了历史的地震灾难，让人触目
惊心。但其在叙事的结构、人物的命
运、情感的表达方面都有些牵强和不近
情理。一个大的灾难归结于一个家庭的

命运变迁和情感纠葛未免太过于小众化
了。影像和情感的隔离表现出了冯小刚
对宏大历史题材的驾驭能力还有待提
高。《1942》，冯小刚完成了文学的影像
叙事，一切大场面和细节表现都不是为
了镜头而镜头，为了画面而画面，更没
有只强调视觉奇观而忽视情感内涵。抢
粮、群殴、逃荒、轰炸等大场面表现出
了大事件、大灾难。大场面的效果给人
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这
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是一个民
族的分支，是多个种族的集合。

他们遭受了可怕的旱灾和蝗灾，颗
粒无收，生命垂危，为了活下去就要走
下去。日本飞机的轰炸，国民政府的不
作为，让灾民欲哭无泪，欲求无门，直
至心死。饥饿成了所有灾民的共同表
征，死亡成了所有灾民的共同归宿。最
高的诉求就是回家，就是能死得离家近
一点。

因为是电影要讲故事，在群体中必
然要找出几个代表人物，这就有了群体
中的个体，大场面中的细节。电影是围
绕范东家和他的两个佃户瞎鹿、栓拄展
开情结叙事的。大灾之年，范东家的粮
仓被灾民洗劫一空和灾民一起踏上了西
行的逃荒之路，原来的东家变成了灾
民，和灾民一道在饥饿生死线上挣扎，
最后不求生，只求能死得离家近一些。
范东家的遭遇告诉人们，腰缠万贯的东
家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百姓呢！在灾
难面前，人的生存需要成了做人的道德
底线，面对生命，没什么两样，穷人富
人都是人。东家和两个佃户的悲惨命运
揭示了 300 万人饿死、3000 万人受灾的
凄惨年代，展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
鸡鸣，狗吃人，人吃猫的生存底线之间
所有的人格、道德都荡然无存。

冯小刚的深刻在于没有把 《1942》
拍成天灾，而是把观众的视角引入到了
人祸。如果是天灾，这是人类和自然的
抗争，没有规律，没有对错，只有认
命，只有感伤，只有从头再活。这也是
影片开始的突兀和败笔所在。毕竟是罕
见的旱灾和蝗灾，毕竟是这场大灾难的
直接诱因，影片没有一个镜头和场面去
表现严重的旱灾造成的寸草不生和大面
积蝗灾的场景，而是以人与人冲突的场

面来开场，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增强影
片的可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影
片叙事的完整性。冯小刚以这场天灾为
载体，更多表现的是以史为鉴的现代批
判精神，这是冯小刚拍摄 《1942》 的真
实意图和现实意义。

所以，冯小刚在受灾、灾民、逃
难、回家这条线性叙事的主干上增加了
很多网状关系，也就是人祸的根源。这
表现在日本人对手无寸铁的灾民进行狂
轰滥炸，这是外敌入侵，我们没有办
法，全国人民为了抗战必须承受的灾
难，我们别无选择。可是，我们的国军
打着抗战旗号视灾民的生死于不顾，却要
求河南必须筹集军粮，并堂而皇之地说，
饿死一个灾民河南还叫河南，饿死一个士
兵河南也许就不叫河南了。这就是当时的
国军，这就是老百姓用血汗养着的军队，
这就是保护不了国家还要祸害百姓的军
队。看看当时的政府，当外国记者把狗吃
人的照片放在了蒋主席面前时，蒋主席首
先想到的是新闻封锁，以免自己落下个独
夫民贼的骂名。不救灾也罢，反正是个
死，救了灾更怕，死的人更多并且是带着
怨恨和绝望而死。在讨论分粮食时，政府
公务员、警察、教师、市民都成了灾民，
每一个群体都有在政府的代言人，然而真
正的灾民无人关心，他们成了分粮的局外
人。政府，你把国民丢了，中国，你把河
南丢了。

人的存在底线是生存，此外才会有
各种各样的愿望和诉求、信仰和寄托、
道德和人格。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任何
生命的附加值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1942》在努力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在告
诉我们，天灾不可怕，人祸更可怕，面
对灾难的人更容易回归人性的本能和对
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揭开悲剧的伤疤，
其传递我们的正能量是：活下来，走下
去，走下去，活下来。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的意志是坚强
的；农民是贫困的，农民的隐忍是坚韧
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生命的坚强意志
下承受、战胜了一个个天灾和人祸。我
们渴望没有天灾人祸的和谐社会，我们
更渴望在天灾面前人们表现的善良、关
爱和尊重。

让历史不再重演，让河南幸福平安。

整理陈年什物时，发现了遗落多年的
大学毕业纪念册。抚摸翻阅这本历经31
年光阴的纪念册，当年的美好浮现眼前。

1983 年 6 月，结束实习马上毕业分
别的我们，忙不迭地相互在纪念册上填
写赠言寄语。当年的纪念册，是那种印
有电影明星肖像的塑料皮本子。本子扉
页通常印有一行“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
婵娟”之类的艺术字。

纪念册上，有个人资料一栏，每个
同学都填写得很完整，从姓名到别名，
从生肖到籍贯，还有人生信条……。那
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手机根本没
有，也就没有联系方式了。而工作单位
呢，要靠国家分配，毕业前尚不确定，
这一栏也就空着。我最喜欢研读每个人
的人生信条，白玉的“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米兰的“业精于勤荒于嬉”，哲勇

的“只有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钢”，都让
我感悟良多。我看了看我当年的人生信
条，是“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肯
定不成功”，颇有哲理。

纪念册上，留有照片的位置，粘贴
的大都是一英寸黑白照片。偶尔有张彩
色的，也是摄影师着色涂描的。我们同
寝室 8 姐妹的照片全是以天安门背景，
因为我们是在同一家照相馆的同一张背
景幕前照的相。最别出心裁的是阿华，
喜爱漫画的他，在贴照片的地方即兴涂
鸦，那形神夸张的自画像，让人看后忍
俊不禁地哈哈大笑。

纪念册上，最有趣的是各式各样的
赠言。有的随意，有的认真，有的幽
默，有的严谨，但名言格言居多。诸如

“在生活和学习中微笑，在微笑中学习和
生活”“扬起生活的风帆，驶向金色的海

岸”等，而李大钊的“凡事都要脚踏实
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
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功夫。以此态
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
则功业可就。”填写的最多。我的上铺白
玉，是个文艺青年，她把几年的相处和
即将面临的离别，写的真挚感人，读
之，泪眼迷蒙。

如今，31年过去了，很多同学失去
了联系，甚至有 8 位同学已英年早逝，
令人遗憾，令人唏嘘。现在，翻开纪念
册，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略带青涩的面
孔，咀嚼那充满诚意和正能量的文字，
我们曾经的青春，曾经的美好就这样毫
无阻隔地映现在脑海间。

毕业纪念册，定格、记载我们青春
和友谊的存盘，将永远珍藏那段最美好
最纯洁的年华！

毕业纪念册
□刘晓燕

上周六的晚上，大姨的三儿打来
电话，说大姨患了肠癌，已经到了晚
期。周日一大早，我和哥乘坐汽车，
急急忙忙赶往大姨家。

大姨哥和二姨哥都去干建筑活
了，三姨哥盛情地招待了我们。午饭
后，三哥当着大姨的面讲起照顾大姨
的事情。

“俺妈这阵子脾气太倔——小妹
来看她，每次都被她骂走，硬说自己
身体好，不需要别人问事；前几天，
老四一家从宁波赶回来，刚蹲两天，
妈就撵他们，老四两口子哭哭啼啼地
走了。俺妈，当小孩的看您身体不行
了，想尽孝心，您咋就不给俺一点机
会呢？今天，当着您两个外甥的面，
我提个要求，您搬到俺家住。您要吃
啥，我给您买啥，您儿子种二十多亩
地，您孙子一个月一万多块钱，俺还
能花不起吗？”

三嫂子也在一旁帮腔：“谁没有
老的时候？妈，以前我不懂事，跟您
吵过，闹过，现在，俺知道错了，您
快点搬过来吧，我保证不嫌您脏，不
嫌麻烦！”

我看大姨一言不发，着急地劝：
“大姨，您一个人住在老四家太孤
单，不便他们照顾您，您就答应吧！”

大姨眯缝着眼，一个劲儿摇头。
三哥站起身，“扑通”跪在大姨

面前，哽咽着哀求：“妈，您要是不
答应，我就不起来了！”“大姨，您咋
不答应他啊？”哥也急了。过了一会
儿，大姨慢吞吞地说：“叫我答应可
以，不过，你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妈，您尽管说，啥条件啊？”三
哥抬头注视着大姨。

“去年，你大哥和二哥想从你家
宅子西边修条路，你死活不同意。你
看他两家子年年拉庄稼多费劲啊！你

咋不能帮个忙呢？”
“妈，都怪我受了看地先生的

骗。我错了，我一定改！马上，我就
去找挖掘机来，修一条八米宽的路，
可以了吧！”三哥声音洪亮地回答。

“唉，我一点也不想来这儿住，
我怕弄脏了你这地板！”大姨皱着眉
头嘟囔。

“妈，盖楼房就是留住的，俺不
怕弄脏！”三嫂立即解释。

“好，我过来！”听了大姨这话，
我们都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我给三哥打电话，问
他大姨的状况如何，三哥回答：“妈
一顿只能喝一碗稀饭，还能忍住疼。
你别担心，我会尽量减轻妈的疼痛，
实在受不了，就去城里住院。”

放下电话，想着三哥的一言一
行，我深感愧疚，不禁提醒自己一定
要像他那样孝敬好咱妈。

姨哥的孝心
□汤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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