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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永恒的，人生是短暂的。谁留住了青春，谁就
永远年轻率气。王猛舟现在已是“知天命”的人了，但是读
他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娘妮》，当年他年轻、率气、活泼、聪
慧的形象，就像他书中的那些朝气蓬勃的主人翁一样永远
年轻的出现在眼前，让你和他一起回到从前，又年轻了一
回！文学之树常绿，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从1981年到1989年，省民委和省文联连续在花溪等
地，每年举办一期民族文学讲习改稿班。每期三个月，对
全省少数民族青年文学爱好者进行培养，帮助他们提高创
作水准。

回想起来，王猛舟是改稿班的“小不点”，刚从师专毕
业出校，但他的观察力较强。这是他今天创作收获的第一
个原因。

说猛舟的观察渗透力较强，有这么一个例：改稿班分
组到全省各地体验生活和采访，我们组被派到册亨县。在
册亨县的那些天，我们除了完成体验生活和采访任务外，
还给册亨县师范的学生和县直机关文学爱好者在师范学
校里举办了一次文学创作讲座大课。这样做的结果，不仅
开启了册亨县文学创作史上的新篇章，还让每个去册亨县
体验生活的学员长了见识，多了一份收获。而能把见识和
收获在当时就创作出文章的只有猛舟和我。我们在采访
了竹林寨之后写了《边陲风彩》的散文，并发表在《贵州日
报》上。更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猛舟还不到20岁，就发现
了“册亨睡美人”！他把对女性的美，升华运用到了对自然
界的观察，巧妙地进行比拟，使自然物体像人之体，赋予了
鲜艳美丽的大自然的灵性，让静物活了起来。这就是高，
是文学创作拟人手法的正确运用，恰到好处。

那天我们从册亨县城乘班车返回贵阳，车到冗度区兰娥
寨路口时抛锚了，大家下车休息，站在路边等司机修车。几十

个人，谁也没有新鲜的发现，唯独猛舟，他发现了册亨睡美人
这座美丽的山峰！这本是地球原有的东西，但从来没有人发
现她的存在和赋予她以美名，而王猛舟独具慧眼发现了她。
借用文学批评家的话说，“生活处处都是美，就怕我们眼睛缺
乏美。”王猛舟何许人?应该是不言而知。

至于他的刻苦嘛，罗吉万有个精彩的描写：“我记得，
大家还在七嘴八舌地说话，一旦灵感袭来，猛舟就谁都不
理，旁若无人，自顾进入用功状，端的是心鹜八极，神游万
仞。有时思路中途受阻，那鬼样子就特别搞笑。”有一回，
我到他的房间去，一推门，见他像驼鸟一样把头低进被卷
的折缝，屁股冲天花板高高撅起，两手摁在肚皮底下。还
以为他肚子痛，一问才说是“思路不通”。

猛舟除了有文学天赋之外，其人脉关系也不错。这是
他今天创作、为政双丰收的起点。我记得，他在改稿班上
人见人爱。他最密切和尊重的除苏晓星、伍略两位老师
外，就是我和王安。一有闲我们就在一起聊天，谈创作，谈
工作，也谈官道。天南地北，任由神飞。尤其谈官道，小小
年纪的他，兴趣不低。谈到髙兴时，猛舟就去买酒来请我
和王安三人一起把盏。王安酒量不行，醉了脸就青，走路
脚也不灵活，我和猛舟扶他过花溪大桥，就像扶一根硬木
棒棒。猛舟就说话逗他，他就“谈文学”。猛舟亦真亦假的
佯装“领导”口气说：“您作报告吧，我来主持会议。”

改稿班到南方考察，猛舟和我形影不离，分开后，书信
不断。至今他写给我的信我还保存着一大沓，装钉成册藏
在书房里。今天他的仕途亨通，就像他从事文学创作一
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也。

猛舟在他小说集里共收录了十篇文章，除了两篇是写
“老者”外，其他八篇都是写年轻人。把每个主人翁写得年
轻力壮，活泼可爱，青春燃烧，楚楚动人! 就是书中所写的
两个老者，他也把老者的思想和思维，写成了年轻人般可
爱、可敬可尊。人可老去，精神不衰，青春就长驻。所以

“老者”也像年轻人一样，给读者留下了思想青春。我的感
觉是，书中的主人翁，无论老少，由于他们都在追求新生
活，每个人的生命青春也就光彩无限。

拿《娘妮》、《我们场上的吴老者》两篇文章来说。
第一篇《娘妮》。说的是娘妮姑娘和阿茅后生的婚姻

纠葛。他两个是两老庚的后代。两老庚为延续情谊，“更
加亲上加亲”，就把两个天真活泼的、还不醒世的小孩拜堂
成亲。两个孩子长大后，在初次的男女群体唱歌寻偶的活
动中，阿茅认为娘妮在场丢了他的面子。由此两人的婚姻
起了裂缝。但阿茅家父母按照族中风俗，用强行戴假壳的
方式逼娘妮“坐家”。娘妮宁死不屈，奋起反抗，用头撞击
为她戴假壳的妇女，“又乱抓乱踢、拼命挣扎，如烈马脱
羁。”终于她用反抗摆脱了农村封建礼教清规戒律的束缚，

背乡离井，独自一人跑去城里……
第二篇《我们场上的吴老者》。文中的吴老者，他

是乡下场上写对联、印球衣、搞缝纫的艺人。他平时
为人做事循规蹈矩，很古板。但经过范仲俺“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启示后，一改常规，免
费为青年篮球队员印了“外国字”（实际是汉语拼音）
的球衣。吴老者跟上时代潮流进步了，在年轻人眼睛
中从此高大起来。

文中人物的年龄不同，各人所从事的活路不同，环境不
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但每一个人物都被猛舟写活了：娘
妮的青春在于她保住了自己的贞洁和自由，而让她的青春更
加靓丽和鲜艳；《我们场上的吴老者》，吴老者的青春在于“枯
木逢春发新芽”，他融入了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

猛舟这样写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话题：青
年人的青春固然美丽鲜艳，而老年人精神上的青春更不能
或缺。“人活一口气，草活一滴水”。人，只要具有“老骥伏
枥，志在千万里”的理想，他的生命，就会焕发出精神青
春。这样的青春就会更加灿烂辉煌！

猛舟是布依族，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布依人生活。他所
写的布依族的生活故事，无论是人物形象、风俗文化、地理环
境，都比较符合客观事实。这与闭门造车的创作方法完全不
同。所以，读猛舟的小说，我们有亲临感，亲切感和可信感。
比如：“小妹娘，小妹娘，摇脚摇手走哪方？摇脚摇手走哪去？
等郎一路配成双。”“过来玩哦过来玩，过来达哥坐一盘，过来
达哥一盘坐，不得当家要得玩。”这是猛舟在《娘妮》这篇小说
中描写布依族男女青年在恋爱交往过程中的一个片段，男生
约女生去玩唱的歌。这个歌叫邀约（请）歌。女生应答过去的
歌，叫应答歌。比如：“正月喊妹是新年，妹在妹家心不闲，
若是真心喊妹去，好玩好耍在花园。”只要你是布依族，只
要你在布依族当中生活和长大的，你读到猛舟的这些文
字，我们当年男女青年在场坝边、在大路上、在寨子边的

“布依族凉亭”里，甚至在人家户的火坑（堂）边，唱歌交友、
谈情说爱的画面，就会一一展现在眼前，让你进入到布依
族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去感受布依族居住在依山傍水、大
田大坝、粮丰鱼肥的村寨里，看他们是怎样在“山美、水美、
人更美”的环境中，怎样唱歌跳舞，如何勤劳敢拼，怎样热
情待客，如何诚实守信和怎样自由自在地在那片神圣的土
地上过着祥和、幸福美好的生活。

读猛舟的小说，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都令读者深深
思考——进步了的，不能停步，还需要继续迈进，狭獈沉没
的思想和行为更应大胆抛弃；落后了的，就应改革开放，加
大步伐赶上去！这是猛舟全部小说的生命所在，是难能可
贵的亮点！这是他对同胞的真爱和希望。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留住青春的歌
——读王猛舟小说集《娘妮》

□韦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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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七十八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燃起
了全面侵华的狼烟。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
严酷战争在持续八年之后，正义的中国军民
取得了最后的完全胜利。

当时，贵州是抗战后方，平坝亦然。但
关于抗战，仍有激动人心的故事。

2015年7月7日，怀着对历史的敬重和
对现实与未来思考的冲动，笔者再次到天龙
镇二官村瞻仰“抗战胜利纪念塔”。

“抗战胜利纪念塔”塔基是标准的正
方形，边长均为4.8米，高60厘米，四平八
稳地端坐在山顶上。位于塔基之上的塔
身，包括顶端的塔尖，共八层，形状为六棱
六面。第一层每面宽为 160 厘米，高为
145厘米。第二层开始，整个塔身呈等差
均匀缩进和降低了层高，塔高约10米。塔
身正对二官村的一面阴刻有“抗战胜利纪
念塔”七个大字，楷书，每个字约为 50厘
米见方；其右款小字为：“民国三十四年十
月觳旦集贤村全体居民建”，左款小字为：

“肖学伦题字”。紧临塔身正面的左侧一
面刻有碑文曰：

“ ……同盟胜利，举国腾欢。一方祸
平，万世怡然。国家抗战八载，今始复兴，吾
村匪乱四年，亦随国家之胜利而平靖。乡人
有双庆之感，爰建抗战胜利纪念塔。其意义
之深，盖欲使后来者有所警惕，戒慎恐惧，树
立良好乡风，人人以四维为心、八德为志。
从兹文……起，日新又新，庶几成一模范乡
村，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矣！中华民国三
十四年，肖学伦谨撰并书”。

这段碑文，将修建“抗战胜利纪念塔”的
背景、缘由及其意义和愿望都作了明确的叙
说，极大地方便了后人对于纪念塔，包括对
于二官村那一段历史的解读。

此段碑文之后，是修建“抗战胜利纪念
塔”时捐款人姓名及捐款数额的记刻。

紧临塔身正面的右侧一面碑记是修建
“抗战胜利纪念塔”时捐款人姓名及捐款数
额的续记。

分别镶嵌于塔身正面左右两侧的这两
块碑记，系小楷书写阴刻而成。由于年久及
风雨侵蚀，已显斑驳状态，所以，个别字迹模
糊，已难辨认。按碑文记载，捐款人数为
103人，共捐法币壹拾壹万叁仟元。

据有关资料及知情人士提供，二官村有
着较为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村寨背靠的
大箐山腰，有一座“明皇诰封车骑将军三世
祖考肖公印镇、祖妣肖母詹夫人之陵墓”，墓
前石柱上刻有对联：“调北征南源溯吴西宏
支派（后改为‘继往开来户守国门捐躯著’），
光前裕后籍发黔疆振家声。”这座坟墓墓
碑首次立于1821年,后于1903年和1987
年进行了两次更换修整。碑文记载墓主是
1430年阵亡的，说明此墓已有585年的历
史。这是二官村历史一个有力的注脚。相
传明清时期，村里曾出过不少的举人和贡
生，清光绪年间吏部正七品文林郎肖世贤便
是其中之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肖世贤之孙肖玉
春（又名肖学仁）积极倡导改变村中只有
零散私塾状况，兴办新学。1933年，在贾
国佐、肖学伦等人支持下，二官村创办了

“集贤小学”。由此，二官村曾一度有“集
贤村”之谓。二官村形成了重视文化教
育、培养人才、关注国家政治的传统风
气。缘于这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当1945
年 8月 l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
二官村时，村中有识之士肖学伦、汪文明、
贾国佐等满心欢喜，迅即在村中奔走相
告，传递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肖学伦及时
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建一座抗战
胜利纪念塔的倡议。这一提议得到向万清、
汪文明、贾国佐、肖量衡、王登华等人的积极
支持和全体村民的响应后，肖学伦、向万清、
肖量衡、王登华等即组织勘察选点、设计制
图、筹集资金、选聘石工等筹备工作。纪念
塔修建地址确定在村对面的小箐山上，图纸
由向洪浩负责设计。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后，是年农历九月中旬，庄稼基本收完，纪念
塔即开工建设。一个多月后，“抗战胜利纪
念塔”在小箐山顺利建成。这座纪念塔，是
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见证，是当时二官村民
关心国家命运、欢呼胜利、欢呼和平的见
证。同时，如碑中所言，“盖欲使后来者有所
警惕，戒慎恐惧”，也是对后世子孙留下的深
刻教训。

初夏的上海，骄阳似火。为提升政协委员、政协机关
干部的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安顺市政协委托上海复旦大
学举办了为期一周的政协委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委员
们通过专家授课、参观考察、主题研讨、现场教学等的学习
内容，受益颇深、启发很大。

作为49名学员之一，几个现场教学点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红色的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一直萦绕在心中。

一大会址 觉醒奋进的见证
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现望志路）76号，一

处普通的石库门两层老楼，会址两旁栽满梧桐的马路见证
了来自全国的13位代表在这里初创伟业。就从这幢青墙
红砖的石库门里，跨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历史性
的一步。

走进展厅，立刻被庄严的氛围所感染，鲜红的党旗像
一片火焰般布满眼球，感觉是那样的神圣和高尚。在这里
每一位参观者都放慢了脚步，眼眸中饱含着追思和敬仰，
用心去体会、去品味一件件展品中铭刻的光荣与辉煌。

屏幕上是一大会址中展出的一部分实物，从泛黄的报
纸到保存完好的旧照片，以及先辈穿过的旧外套无不让我
感慨万千。空气因为历史的重负变得凝重和肃穆，我的心
随着参观的脚步越加凝重，那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了这伟
大的时刻，仿佛又让我们回到了1921年难忘的峥嵘岁月。

纪念馆中陈列着许多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四十余年
的历史文物，是中国人民从受尽屈辱到觉醒奋进的见证。
列强侵略中国时分赃的《时局图》，复旦大学陈望道教授翻
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详本，孙中山、黄兴、秋瑾革命志
士的遗物、手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
人开展革命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物，一大会议
场景、南湖的游船……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我的思绪久
久不能平静，自己在思想上对党从发展到成熟，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岁月积淀的精神像陈年老酒在我的心中
酿出感情，成为我人生的精神支柱，不断激励着我前行。

鲁迅纪念馆 展现光辉思想和人格魅力
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在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里，是新

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1951年1月正式开放。展
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近年扩建后的新馆。新馆保留了二层庭院
式江南民居的风格，正面墙上镶嵌着周恩来总理写的“鲁迅纪
念馆”五个大字，白底黑字，鲜明耀目。走进大门是一个庭园，
右边是“百草园”，种植有许多中学课本学过的鲁迅作品中描
写的植物，如何首乌、木莲藤等，还有特地从绍兴搬移过来的
石井栏、乌蓬船等。顺着石级台阶而上，鲁迅先生生平陈列模
式新颖，采用专题陈列：新文学开山-新人造就者-文化播火
人-精神界战士-华厦民族魂五个展厅，全方位展现出鲁迅先
生的文学成就、人生历程、光辉思想和人格魅力，以浓墨重彩
展现了一代伟人的熠熠风采。

鲁迅纪念馆拥有文物文献资料二十余万件，大量珍贵
的鲁迅手稿、遗物、文献照片，使人倍感亲切。其中有《藤
野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手稿、《毁灭》的译稿等，先
生逝世前两天所写的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
事》手稿，告诉我们鲁迅先生真是用自己的笔战斗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令人肃然起敬。展厅中还有鲁迅发表《孔乙
己》的《新青中》杂志，刊有鲁迅致中共中央信件部分内容
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等珍贵报刊，有鲁迅
与宋庆龄、肖伯纳的照片合影，有鲁迅喜爱的金不换毛笔
和文房四宝、先生穿过的毛衣、长衫等遗物。……在鲁迅
世界里漫步，我的心情难以平静，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句
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旁：“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

多伦路上的“文学重镇”
上海建成最早的城市马路四川北路北段，一条几百

米长的多伦路静静地延展出去，这条幽静曲折的小街
道，曾经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时刻，被很多人
称为“现代文学重镇”。初夏太阳当顶、知了鸣叫的一天
上午，我走进了多伦路一幢英式花园别墅——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纪念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小的多伦路上一度“群星璀
璨”，鲁迅、瞿秋白、丁玲、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等30多位
左翼文化人聚居于此，不时进行频繁的文学交流。

走进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一楼展厅展现了85
年前左联成立时的场景。在这间普通的教室里，一席讲
台、一块黑板、几条长凳，当时的进步文艺作家团体，就在
此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文艺运动。与会50多位作
家济济一堂，有的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了人。

“左联”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以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作为实践，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为此作了不少
翻译、宣传工作，左联作家群始终高举“文艺大众化”旗帜，
提倡无产文艺的通俗化，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

“左联”从成立到解散，短短六年时间，留下了众多优
秀的文学作品，涌现了“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
夫、冯铿、李伟森，鲁迅先生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著名文章，“大众存
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他
预言“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现他们的时候……”左翼作
家联盟“六年坚守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化
文学传统中一直发展延续着……”。

临别上海的那天，滂沱大雨像预约好似的光临上海
滩，带走了酷热，留下了沁凉。夜晚，漫步在幽静的复旦大
学校园里，仰望深邃的夜空，白云缓缓流动，依稀可见繁星
点点……短促而难忘的一周过去了，留给我太多美好的回
忆，久久不能释怀。

上海行的
红色印象

□李宏

天龙二官村的
“抗战胜利

纪念塔”
□黄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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