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 0 2 1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二 本版责任编辑 邱杨 流冰 版式设计 张丽书与人·古韵新声

书
与
人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邱邱 杨杨
邮邮箱箱：：qqiiuuyyaanngg116644@@112266..ccoomm

阅阅 读读 空空 间间
中学时代，我们读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文章。作为深

受鲁迅思想和精神影响而成长的一代人，对他却有很深
的感情。我不敢妄加评说这位大师的卓越成就，也不能
再深入大师的心灵探幽发微，单看他苦苦求索的生命萍
踪和不苟于世的情怀，就足以唤起人们对他深切的怀
念。

去年，有幸到绍兴，我再次走进位于朱家新台的鲁
迅故里，那一幢幢粉墙黛瓦的古老建筑和川流不息参观
的人群，给我留下了久久难忘的印象。站在鲁迅铜像前，
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似乎一一闪现在我的脑海，勾起了
我对他的许多追忆，许多崇敬的遐思。“横眉冷对千夫
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你会在心底里吟诵着同样的诗
句，在那静默的时光里，鲁迅先生凝视着人们，目光亲切
而清明。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鲁迅一
生报效国家民族，追求真理的誓言。他生活在那个“风雨
如磐暗故园”、“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黑暗社会里，父亲
的早逝，祖父受科举案的株连，终于使他的家境“从小康
人家而坠入困顿″，为寻找新的生活，他“走异路，逃异
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日本仙台学医期间，深受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目睹国民愚弱的现状，他果断
地弃医从文，试图以文艺唤醒民众。辛亥革命期间，他回
到祖国，辗转于各地广泛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发表了我
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地揭
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成为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先驱。

“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之先鸣”，鲁迅的一生是勤
劳努力的一生。13岁的他过早地挑起了家庭重担，“几乎是每天都要出入于当铺
和药店之间”，为使上课不迟到，他在书桌的右下角刻了个“早”字，以此时时提醒
自己。鲁迅离世后，许广平来到绍兴，特地去了三味书屋，当她抚摸鲁迅少年时刻
下的这个字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这个小小的“早”字，成了鲁迅一生的座右
铭，她是见证之人。鲁迅还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对下层劳苦民众充满了同情
与关怀，看到车夫的脚被碎玻璃划破不能行走，他就亲自为车夫洗脚包扎。回到
故乡见到少年伴友闰土和乡亲们时，对他们的生活境况痛心不已，坚定了他为

“改变深受压迫剥削的贫苦群众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而努力的决心。
鲁迅是一代文学大师，他的许多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属开山之作，作

家柯灵说“治新文学史，不能没有鲁迅”。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语句深沉，寓
意深远，让人百读不厌。回故乡时他写道：“时候既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
晦了，冷风吹进船舱里，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
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
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寥寥数语，
把当时中国农村破败、凋敝的场景写得淋漓尽致，读后曾令我拍案叫绝。在参观
鲁迅故居时，我还下意识地向屋脊瓦楞上瞟了一眼，似乎在寻找当年那些“当风
抖着的枯草断茎”。

鲁迅一生不仅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还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介绍了
很多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他尤擅于版画宣传。他的作品集《呐喊》《彷徨》《野草》

《朝花夕拾》等，被译成许多国文字，深受世界人民的爱戴。鲁迅晚年的作品文字
充满了凄凉和愁苦，他仿佛是在荒漠里跋涉却不知所向的独行者。家道中落，兄
弟失和，好友反目等，使他茫然。正当他处于彷徨时，到达陕北的共产党人向他伸
出了橄榄枝，而他却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几十年来，仍有人对他不停地非议，
说他的作品文辞偏狭、刻薄、晦涩难懂等等，不知有的人是在借名人炒作自己呢，
还是真的在为民族利益代言。众所周知，鲁迅生活生长在那个时代，求索在那个
时代，他的思想观点在当时是很进步的，他为改变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做了大量开
拓性的颠覆性的工作，人们不会忘记他。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大师风范永驻，鲁迅精神长存，鲁迅不会离我们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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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第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不大爱“追剧”
的我，却从头“追”到尾。剧情以《新青
年》创刊为线索，展示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段
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在黑暗而漫长的
革命道路中，大浪淘沙，有的人脱党，有
的人分道扬镳，有的人变节……剧中人
物群像个性十足，栩栩如生，是精神和
视觉上的一次盛宴，看得十分过瘾。

值得自豪的是《觉醒年代》人物中
有族人高一涵。因同宗同祖，所以我对

《觉醒年代》中的高一涵格外关注。家谱
载：名永灏(1885——— 1968)，别名涵庐，
号一涵。六安东河口茶冲人。安徽高等
学堂预科毕业，后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
经济学，国立北大、清华大学教授，曾任
民国湖南湖北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
等。

高一涵在《觉醒年代》出现的镜头，
都是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起，他们
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高一涵分别与李
大钊、胡适在北京的皮球胡同、竹竿巷
合租房多年，无话不谈，是陈独秀《新青
年》的二把手，为《新青年》撰稿28篇。与
李大钊合办《晨报》，协办《每周评论》等
进步刊物。

《觉醒年代》第1集，就是一
出重头戏。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李大钊和日本明治大学的高
一涵站在一起，发动日本留学
生，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
21条，割让山东青岛。李大钊、
高一涵气得连饭也不吃了，即
兴发表演讲。保皇派张丰载、
刘一品极力阻止，双方发生激
烈争辩。高一涵指责他“言辞
荒谬，是开历史的倒车”。高一
涵和李大钊并肩战斗开展“倒
袁、废除21条”爱国行动，并表
示愿随李大钊回北京发动讨
袁运动。

鲁 迅 与 高 一 涵 从《 新 青
年》杂志社的小巷出门，道路
泥泞，鲁迅问高一涵，“《新青
年》怎么能让适之(胡适)一个

人编辑呢？”高一涵说：“适之谨慎，不会
出纰漏”。鲁迅说：“大错！”他举了一个
例子点拨高一涵。他说：韬略好比是一
座仓库，仲甫(陈独秀)会在门前竖一杆
大旗，写八个字：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他又说：胡适会在门前贴个小纸条，也
写八个字：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一个是
一杆大旗；一个是小纸条；一个是“内皆
武器”；一个是“内无武器”。当高一涵以
试探的口气问道：你的意思是仲甫靠谱
了？鲁迅答曰：“你自己琢磨吧？”

人物性格形成鲜明对比，为胡适以
后的人生转折埋下伏笔。

第3集和第6集中，李大钊因长期缺
课，被早稻田大学除名。高一涵得知后
立即前往，聘请他担任《民彝》杂志主
编，《民彝》是留日学生的机关刊物，是
海外反对专制，呼吁共和，倒袁的号角。

时为《甲寅》编辑高一涵去拜会陈
独秀，邀请陈独秀有空去他的编辑部看
看，陈独秀爽快应允，立马就要去。一旁
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笑了笑，他理会陈独
秀的意思。在第6集中，高一涵给陈独秀
提建议，《新青年》应该招募更多更优秀
的编辑，以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阅读需
求。高一涵这个建议非常重要，得到了
陈独秀的认可，《甲寅》杂志的编辑高一

涵、李大钊、白沙、刘文典，后来都转身
为《新青年》的写作班子。

在第8集和12集中，鲁迅看到菜市
口屠杀革命党人时，麻木愚昧的百姓拿
着铜板塞给警察，说要用馒头蘸烈士的
鲜血给儿子壮胆治病。可见那个年代要
百姓觉醒起来是何等的不易？连鲁迅都
是这样认为，他常常以酒消愁，当钱玄
同要他为《新青年》写文章时，鲁迅说：

“你要请我喝酒我才写。”黎元洪大总统
下令对进步刊物《甲寅》封刊时，陈独秀
立即聘请《甲寅》总编高一涵为《新青
年》当编辑，并推荐他当北大教授，可见
陈独秀对高一涵的信任。

族人高一涵也是很幽默的人。在第
12集中，陈独秀召开《新青年》编辑会议
时，高一涵调侃胡适，说他风流倜傥，是
文艺女青年的“梦中情人”。

第35集中，陈独秀与高一涵在北京
城南游乐园散发传单，陈独秀要高一涵
在楼下散，他自己到楼顶散，高一涵劝
道：“到楼顶没有退路，不可取。”他径直
跑到楼顶，后被军警按在地上，当他用
余光看到一角的张丰载时，什么都明白
了，他藐视地笑了。我在敬佩陈独秀之
余，也敬佩族人高一涵当时的正确判
断。

胡适向陈独秀建议，欲将《新青年》
从上海重新迁往北京，主张不谈政治、
主义，陈独秀坚决反对，他认为北京是
政治中心，管的太严。双方互不相让，也
成为以后分裂的导火线。

《新青年》于1926年7月因经济等原
因，被迫停刊。当时有个镜头，有李大钊
和北大的几个教授在场，高一涵说：“与
仲甫在一起的日子，感觉是最充实的一
段时光，谢谢仲甫兄！”陈独秀说：“该说
谢谢的应该是我，自从我们《新青年》创
办以来，一涵撰写了数量众多，分量极
重的文章，你是科学与民主理念最积极
的宣传者之一，也是我们《新青年》当之
无愧的功臣。”

除了陈独秀对高一涵评价如此之
高之外，再看看其他名人对高一涵的评
价：

胡适多次赞道：“高谓皖士高一涵

也。”章士钊曾说，“高李(李大钊)齐名，
海内号甲寅派”。吴汉全说：“高一涵是

‘五四’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
对推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展，
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筑尤其是政治学
的建立有着突出的贡献。”

播放《觉醒年代》时，我有时没赶
上，看得也不连贯，总觉得高一涵出现
的次数不是很多，可能是导演不太了解
他。高一涵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一个
想绕也绕不过去的人，和共产党的创始
人“南陈北李”交往甚密，他们之间书信
往来和照片很多，这点可阅《高一涵传》
和《高一涵文集》。

《觉醒年代》在其谢幕时这样写道：
“高一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政
治学家，1968年病逝于北京。”蒋介石败
退台湾时，向高一涵抛来橄榄枝，邀请
高一涵去台湾任教育界要职。他严正拒
绝，与党组织保持秘密联系，为迎接南
京解放，保护民主人士和挽留知识分
子，为建立新中国做了大量工作。高一
涵还是一位很开明的人，全国尚未解
放，他就从北京写信回老家，动员家人
把田地分给农民，自家能解决温饱就
行。全国解放后，高一涵历任南京大学
教授，法学院院长，江苏省第一任司法
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等职。

我作为高一涵的家乡人和晚辈，只
是粗浅地把高一涵在《觉醒年代》出现
的镜头梳理一遍，加上一点我个人的浅
薄见解，以期望大家了解高一涵，走进
高一涵。

《觉醒年代》中的高一涵
高大新

高一涵(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抗疫新咏
朱善云

影楼新冠散传频，万众争当抗疫人。
决胜无需询秘笈，兵戈指处比精神。

六安速度：
三天核酸检测八十六万人

杨传连
八皖驰援防病毒，核酸检测惠民生。
三千天使施仁术，一扫凶魔奏鼓笙。

六安抗疫吟
史红雨

六地平安汉武称，而今抗疫验其真。
一人感染吹军号，万众寻源觅病因。
上下同心成铁壁，干群合力战瘟神。
青山绿水蓝空净，岂让邪风布垢尘？

六安战疫
袁孝友

忽如风浪起，冠毒犯皋城。
号令中枢出，全民万巷征。
小区皆堡垒，单位尽兵丁。
雄壮围歼战，凯旋歌太平。

感八方支援检测核酸
何晓明

闻到新冠祸六安，核酸检测八方援。
皋城日夜传征讯，六十万人齐过关。

鹧鸪天·六安抗疫战歌
胡传宏

突降灾星岂奈何，皋城奋起踏凶波。逆
行险境披征甲，勇斗瘟神亮戟戈。
消病毒，遏邪魔，周边天使善心多。杏林
八皖添新秀，大爱无疆舜壤歌。

破阵子·六安抗疫
郭元勋

冠毒皋城兴浪，军民鼓角齐鸣。截断病魔
传染链，救治排查夺秒行。志同铁壁成。
核检速神高效，控防级别提升。各地驰

援天使助，强将精兵各显能。霾消玉宇
明！

西江月·又战新冠
祝家明

忽报新冠来袭，警钟响彻城垣。小区门
外夜灯悬，正作核酸检验。
号令风云雷动，几家星火驰援。毒氛散
尽淠河湾，依旧水明花艳。

[小石调·青杏儿]·骤雨有
感六安战新冠
洪祖美

风雨洗尘埃，净山林绿韵新裁。人间一片安然
貌，乡间如画，城中如画，紫气东来。
[幺篇]皋地战新灾，四方援感动江淮。街头处
处真情见，官家忙碌，白衣忙碌，日夜当差。

沁园春·皋城抗疫
高明华

八皖名城，皋封圣地，大美六安。恨新冠病
毒，兴风作浪；太平盛世，顿起狼烟。淠水龙
山，吴疆楚域，党政军民齐动员。凝众志，看
红旗漫卷，蔽日遮天。
英雄共赴时艰，引万马千军竞着鞭。有
英明领导，从容决策；白衣战士，奋勇争
先。强将精兵，星夜驰援，遍撒天罗擒毒
顽。红土地，奋先贤余烈，指日凯旋！

为六安抗疫题赞
解林

天地四方合六安，皋陶汉武始开端。
缘何冠毒来胡速，合力围歼不用宽。

有感各地驰援六安检疫
杨绪银

今朝疫怪欲重来，众志成城卫九垓。
自古炎黄同命脉，情牵一脉共排灾。

破阵子·新冠来袭
喻廷海

忽报新冠潜入，闻风大众惊心。每日传言
情绪坏，一罩遮颜眉眼颦。耽心处危城。
检测核酸千帐，针医防疫连营。政府指挥
天若定，勇士执戈魔必擒。六安享太平。

浣溪沙·赞抗疫天使
傅绍江

冠毒皋城又现踪，一声号令动山容，四
方天使急冲锋。

遍测核酸忘寝食，排查病疫立勋功。平
凡岗位亦英雄。

浣溪沙·六安抗疫有感
张家田

疫患来时不用慌，案头早备有良方。一
声号令各奔场。
几例呈阳先阻断，全员检测不商量。齐
心防护筑铜墙。

忆秦娥·致白衣战士
张兆田

疫情袭。白衣战士群情激。群情激。舍弃
生死，逆向迎敌。
金戈铁马劈荆棘。英雄赴险拼顽疫。拼
顽疫。悬壶天使，功垂如日！

读六安抗疫新闻报道感怀
周月友

危难之时众志遒，白衣天使至情柔。
凛然慷慨纾民困，抗疫潮头砥中流。

有感各地医疗队驰援六安
杜昌海

皋城现疫情，牵动四方兵。
欲把幽灵找，除尘八皖清。

六安抗疫
涂家修

时逢五月艳阳天，忽报疫情重反弹。
党政军民齐踊跃，定教六地保平安！

清平乐·赞核酸检测医生
二阕
严家国

阳光灿烂，飞鸟枝头啭。蓦地新冠重又现，
一夜皋城云卷。街闾检测排查，白衣天使
如花。驱散阴霾见日，爱心照亮千家。

闻新冠袭皋城
张世芳

二度妖风起，淠滨愁雾浓。
全民凝众志，魅影自无踪。

皋城抗疫信心坚
汪吉利

恶疠从天降，皋城遭祸殃。
全民凝众志，万众核酸量。
闹市红灯亮，小区共设防。
四方天使助，百姓乐安康。

六安抗疫有感
俞士骧

皋城起瘴烟，六地欠平安。
天使施援手，淠滨捷报传。

抗疫情
张先连

对抗新冠志不休，居家小隐慢消愁。
归闲避疫心何怯，煮酒寻诗梦影柔。
六地人声趋短夜，百年淠水泛轻舟。
疾除烟障原无事，共展蓝图绘九洲。

行香子
张庭清

病毒潜行，暗袭皋城。使江淮，暂失安宁。严行
预案，火速雷霆。要合群力，驱疫瘴，早归零。
溯源流调，三城共享。一时间，石破天惊。瞬间
引爆，掌上荧屏。用指间赋，抒胸臆，诉衷情。

六安抗疫有感
李 梅

惊闻疫毒六安传，南北驰援重任肩。
老警街头吹号角，小区门外验核酸。
白衣巧手驱魔瘴，铁壁铜墙谱锦篇。
万众一心齐努力，龙山再现艳阳天。

抗疫有感
王 霞

艳阳五月起微澜，小小新冠袭六安。
百姓宅家遵号令，医生连夜测核酸。
一方有难惊邻动，众志成城阻病源。
万马千军齐上阵，拨开阴霾奏凯旋。

浣溪沙·疫情有感
蒋莉

病例增加夜未眠，阴霾遮蔽艳阳天，细
甄愁事两眉弯。
点点圈圈书上字，翻翻记记泪中寒。莫
言相思问君安。

赞支援六安的天使们
王丽

不计安危逆向行，艰难时刻见真情。
连天彻夜核酸检，速斩瘟源保太平。

皋城战疫
黄绪森

瘟神突降奈如何，军民戮力战顽疴。
疫地医疗行动快，皋城防控计谋多。
城乡联手抗灾祸，干群同心惩恶魔。
省市书记亲临阵，晴川六安唱高歌。

市诗词楹联学会抗疫诗词
红船颂
张先连

暗夜路何方，红船定四疆。
春风生紫气，晓色放精芒。
除旧乾坤转，兴邦大业煌。
倡廉彰党旨，华夏复征航。

八一颂
张先连

南昌城下起刀枪，星火燎原斗志昂。
大别山前将士勇，金沙江畔战神狂。
八年艰苦驱倭寇，三载苍凉捍四疆。
信步闲庭观世界，九州无处不华章。

南湖红船
鲍世勇

满载炎黄一小舟，百年大党尽风流。
几经浪瀑边舷断，数次滩礁甲板修。
赢得舳舻谋亿力，幸然航舵智千筹。
劈涛驶向光明处，追梦扬帆挺五洲。

老党员
鲍世勇

猎猎红旗鲜血染，镰锤高举诞新天。
每临七月生辰日，宣誓初心现眼前。
半辈艰辛耕旧岁，终身奋斗慰残年。
退休不退韶华志，宵旰挥毫护梦圆。

我对党旗说句话
彭庆辉

鲜红旗帜向风飘，惹得柔怀涌浪高。
先烈征途流热血，九泉含笑看今朝。

观中国地图有感
彭庆辉

峨冠着彩醉高粱，锦腹丰盈稻菽香。
骏马成群飞劲尾，金鸡雄起引歌吭。

独山吟
彭庆辉

独山故事几编箩，风里青春雨打磨。
忆苦当兴强国梦，全民高唱自由歌。

漫步尧岭(新韵)
蒋崇东

昔日荒岗变果园，桃红橘绿挂林间。

稻虾共育增收益，蔬菜瓜棚蔚大观。
道路蜿蜒全硬化，农家广场舞翩跹。
脱贫致富齐心干，美好乡村谱新篇。

鹧鸪天·致党的百岁华诞五首
屈成伟

(一)欲主浮沉登赤船，劈风斩浪勇当先。
踏平雪域多豪迈，横渡长江更壮观。
驱美帝，保家园。扬眉世界谱新篇。
神州自古英雄地，一曲红歌唱百年。
(二)一曲红歌唱百年，回肠荡气挽狂澜。
三军砺志民心壮，四海巡航敌胆寒。
九段线，钓鱼山。东风万里驱云烟。
中华跃马新时代，力主和平天地宽。
(三)力主和平境界宽，豪情壮志越雄关。
蛟龙潜水探深海，墨子遨游绕宇寰。
光灿路，漫云巅。嫦娥往返佳音传。
欣逢盛世开天眼，展望宏图更壮观。
(四)展望宏图更壮观，山清水秀碧连天。
繁荣经济创新路，放步康庄筑梦园。
谋并进，反单边，华光遍照世人欢。
弘扬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再举鞭。
(五)引领全球再举鞭，胸拥伟略志犹坚。
丝绸铺路连欧亚，北斗导航结五环。
办进博，抱金砖。互赢互惠尽开颜。
丰功盖世垂青史，续写中华豪放篇。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王卫军篆刻艺术

抗抗疫疫印印屏屏

立立党党为为公公大大爱爱无无疆疆 平平安安即即福福人人寿寿年年丰丰
百百年年中中国国

古古韵韵新新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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