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

民族，中华民族需要保持一个文化

谱系的完整和延续，需要持守独有

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文化需要

有自觉的守望者、自信的传承者和

勇于担当的志愿者。李城外用了十七

年的时间去探索一段尘封的历史，

堪称向阳湖文化和“五七”干校研究

的“第一人”。

兜里揣着一个向阳湖

上 个 世 纪 九 十 年 代

初，李城外风华正茂 ，任

职 咸 宁 地 委 机 关 。 一 个

偶然的机会，他在《咸宁

市志》“大事记”上读到一

条 记 载：“ 文 化 部 到 咸 宁

向 阳 湖 创 建‘ 五 七 ’干

校。一大批著名作家、艺

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

部及其家属六千余人在该

校劳动锻炼……”普普通

通几行字，使李城外震撼

了：六千文化名人汇集，这

是怎样的风云聚会？李城

外意识到，这段历史足以

抒写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

宏伟史诗！

激动之余，李城外挥

笔 写 下 散 文《向 阳 湖 走

笔》：“向阳湖的价值，不仅

在于它土地的富饶、风光

的秀丽，更在于有一大批

文学大师、艺术巨匠曾在

这里劳作生息……我们朝

花 夕 拾 ，让 历 史 告 诉 未

来 ！”李 城 外 希 望 请 老

“ 五 七”战士回忆昔日生

活，反思历史，促进“干校

文学”的形成。

一 九 九 四 年 伊 始 ，

李城外开始书写他一个人

的“文化苦旅”，利用业余

时间挖掘和宣传向阳湖文

化。为了向阳湖，李城外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辛。早在一九九六年，李

城外的友人就称他是“向

阳湖中一尾鱼”：“为了宣

传向阳湖，他节衣缩食，无

怨无悔；为了研究向阳湖，

他夙兴夜寐，乐此不疲。”

他的心里装着向阳湖，无

论走到哪里，言必谈起向

阳湖。他的兜里装着向阳

湖，每逢出差，肯定拎着大

包 小 包 有 关 向 阳 湖 的 资

料，走到哪里发到哪里。

二 〇 一 一 年

十月底，湖北省省

委书记李鸿忠考察

向阳湖时，充分肯

定 了 李 城 外 的 工

作，对鄂南在全国

率先研究干校文化

取得的丰硕成果给

予了高度赞扬，热

情 称 赞 李 城 外 为

“文化李向阳”。

写就人生
这本大书

一 九 九 七 年，

李城外编著的《向

阳情结——文化名

人与咸宁》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

部综合性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回

忆录和散文集。许觉民先生认为：

“要不是李城外不辞辛劳地采访、组

稿，我们这些干校的当事人想到却未

必有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萧乾先

生抱病给李城外来信说：“我相信它

们不但当代必拥有众多读者，将来也

会有历史价值。谢谢你不辞辛劳的

努力。”原《读书》杂志主编倪子明来

函：“像你这样以两部大书，从各个方

面反映咸宁干校历史沧桑，使之成为

干校典型的著述，至今还是绝无仅有

的。”李城外还主编出版了“咸宁文史

资料”“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

“向阳湖文化”等专辑。

文化、教育界也越来越关注李城

外的“向阳湖文化”研究。二〇〇六

年，《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重点介

绍了“向阳湖文化”；二〇〇七年，湖

北省作协“文学湖北”实施工程将“向

阳湖文学”列为鄂南最有影响的文化

品牌之一，《向阳湖文化人采风》被列

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研究生书

目。武汉大学文学院正积极参与向

阳湖文化研究。李城外以中国作协

会员和大学兼职教授身份，应邀到首

都师范大学等省内外大中院校和中

国文化管理学会年会、全国民间读书

年会作学术报告，并先后在文化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电影公司主持

过老“五七”战士座谈会。

二〇一〇年冬，武汉出版社隆重

推出由李城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

书”，计有《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

名人访谈录》、《向阳湖纪事——咸宁

“五七”干校回忆录》（上、下）、《向阳

湖诗草》、《向阳湖文化研究》、《城外

的向阳湖》（上、下），共七本，达三百

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套综合性反映

干校生活经历的大型丛书。不久，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出版座谈会，

金冲及、宋木文等文化界老领导和专

家学者高度评价该丛书的出版。他

们认为，咸宁将向阳湖“五七”干校视

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加以发掘研

究并成书、成史，对研究当代政治史

和文化史尤其是“文革”史极富参考

价值。

作 为 向 阳 湖 的 守

望者，李城外说，有一种

力量始终在鞭策自己前

进。他坚信梁启超的一

句名言：“天下事业无所

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

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

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尽

自己的力量去做，便是

第一等人物。”

说不尽的向阳湖

从 一 九 九 五 年 到

一九九七年，短短三年

时间，李城外陆续采访

了 两 百 多 名 京 城 文 化

人 。 在 后 来 十 多 年 的

时间里，他又陆续采访

了好几百人。在采访对

象中，九十岁以上的有

十余人，八十岁以上的

有二十多人，其余基本

上都是花甲、古稀之人。

令 李 城 外 倍 感 欣

慰的是，随着时光的流

逝 ，向 阳 湖 文 化 人 的

“ 咸 宁 情 结 ”从 未 流

逝 。 不 是 每 个 人 都 愿

意回忆那段岁月，但是

一 旦 知 道 李 城 外 是 咸

宁来客，他就会受到热

情接待。

“ 文 坛 祖 母 ”冰 心

老人以九十五岁高龄，

欣然题写了“ 向阳湖”

三个大字；老诗翁臧克

家不顾年事已高，与李

城外促膝长谈；萧乾、

文 洁 若 二 老 不 仅 多 次

接受采访，还热情介绍

新 的 联 络 线 索 。 在 采

访过程中，臧克家、王

世襄、史树青、刘炳森、

佟韦等名家深情题 写

干 校 诗 。 许 多 文 化 人

泼墨挥毫，写下题词。

他们还不断来信来稿，

给予 建 议 和 鼓 励，成 为 李城外行走

“文化苦旅”的不竭动力。

一九九四年咸宁开发向阳湖文

化资源以来，每年都有许多“五七”战

士和“向阳花”重返干校，重续“向阳

湖情结”。这些老“五七”和他们的子

弟为李城外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

文字资料。

宣传向阳湖文化，大大提高了咸

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二〇一〇年

底《人民画报》重磅推出有关向阳湖

的 专 题 ；尤 为 难 得 的 是 ，呼 吁 重 视

向阳湖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提案、议

案，还登上了“国是论坛”——全国

“ 两 会 ”。 各 地 文 化 界 名 流 和 湖 北

省委、省政府，咸宁市委、市政府都

日 益 关 注 和 支 持 向 阳 湖 文 化 的 保

护和开发。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湖北省政府将

“ 向 阳 湖 文 化 名 人 旧 址 ”列 入 省 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积极申报

全 国 重 点 文 保 单 位 。 咸 宁 市 也 成

立 了 向 阳 湖 文 化 名 人 旧 址 保 护 与

开发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向阳

湖 旧 址 保 护 与 开 发 的 上 下 衔 接 和

具体工作的落实。

在李城外看来，“向阳湖”是说不

尽的，他会穷极一生研究向阳湖和“向

阳湖”里沉淀的文化内涵。李城外响

亮地提出：“‘五七’干校发生在中国，

‘ 五七’干校研究成果在咸宁、在湖

北、在中国。”他发起成立的湖北省

向阳 湖 文 化 研 究 会 和 咸 宁 市 中 国

“ 五 七”干校研究中心，积极为促进地

方文化旅游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摇

旗呐喊。在他的努力下，从咸宁到湖

北，从湖北到全国，一批有识之士吹起

了嘹亮的集结号，共同研究探讨“向阳

湖文化”，成果日丰，声誉日隆……

从成都以南的眉山市区出

发，入境青神县，一块大幅形象

宣传牌扑面而来，蓝天白云映衬

的“ 青神——苏东坡初恋的地

方”十个红色大字，赫然夺目，同

样引人留意的是牌上两行橙黄

色署名：“中共青神县委、青神县

人民政府（立）”。

岷江之滨的青神，笔者曾经

多次到过。在此之前，同一个地

方，树立的是“开明、诚信、高效

的青神欢迎您”的广告语。在更

早之前，这里或大或小的广告、

标语是统一的中国造：招商引

资、计划生育、“文革”、大炼钢铁

之类。

“东坡初恋”广告牌已经树

立多年，出品者是青神县委宣传

部。二〇〇七年初，当该县决定

设立形象广告牌后，

宣传部组织一帮秀

才煞费苦心，想要推

陈出新，突破常规，

吸引眼球。在全县

公 开 征 集 广 告 词

后 ，从 几 十 条 中 筛

选 、加 工 ，将 包 括

“ 青 神 —— 苏 东 坡

初恋的地方”在内的三条报送县

委领导。各位常委细加斟酌，画

圈表态，“初恋”方案脱颖而出。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广告牌

被有目的地拍照上传互联网后，

热议、跟帖不断。这年五六月

份，在百度可 搜 索 到 相 关 信 息

达二十余万条之多。网上“窜

红 ”之 际 ，其 他 媒 体 也 迅 速 跟

进 ，海 内 外 近 百 家 报 纸 、台 相

继 报 道 。 央 视 二 套《马 斌 读

报》对 此 事 的 关 注 和 评 论 ，更

引 起 强 烈 反响。一时间，网上

的点击量超过一千万！

骤得大名，赚到如此之多的

注意力，于青神史无前例，当时

在四川也属罕见。

在此之前，青神人还总为在

外地常常被当做“青城”人苦恼，

处在川西坝子和丘陵交界处的

青神县面积不足四百平方公里，

人口近二十万，曾经的繁华随着

岷江水运的衰落而荡然无存。

如今，聚光灯下，舆论在称道青

神的开放、开明、聪明、有创意、

会打“名人牌”营销地方之外，

“善者不来”的网上口水、砖头却

让 青 神 人 多 出 若 干 不 快 与 委

屈。这种状况，持续至今。

种种 讥 讽、恶 搞 归 纳 起 来

大致有两类：一是认为拿苏东

坡的“初恋”来“说事”，尤其以

政 府 的 名 义 来 做 ，是 无 聊 、媚

俗、作秀、炒作、没文化。另有更

多人认为，打历史牌不是不可

以，但“苏东坡的初恋”子虚乌

有，莫名其妙。

作为东坡先生多年的忠实

“粉丝”，本人也有话要说。

在我看来，反方网语，实是

无根枉言。不识东坡初恋事，只

缘身在青神外。当然，也该怪青

神人，把他们习以为常、熟视无

睹的东西误以为天下皆知，一股

脑儿端上桌来，让客人一时间消

化不良。

作为与孔子一道在二〇〇〇
年被公认为“十大世界人物”的

苏东坡，其千古风流，既在其丰

功伟绩，也在其传奇人生。近千

年来，甚至派生出了“景（仰）苏”

的诗文书画专类，以及遍布神州

的“苏景（观）”名胜。东坡行迹，

可谓举步皆芬芳。

作为人气从未衰减过的中

华大名人，苏氏其人其事其作

品 ，基 本 上 是 清 晰 明 白 的 ，无

须 引 经 据 典 加 以 太 多 考 辨 。

苏东坡一〇三六年生于眉山。

一〇五四年与青神乡贡进士王

方之女王弗结婚，婚后三年内相

继考中举人、进士。夫妻离乡赴

京，王弗陪伴初出茅庐的丈夫在

官场小心应对、艰难奔波，六年

后，于一〇六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去世，时年二十七岁。次年，苏

东坡千里扶柩返乡，将王弗葬于

苏坟山老翁泉旁。

苏东坡与青神的缘分并不

仅止于此。

实际上，青神可以称得上是

苏东坡的第二故乡，这里留下了

他少年青春人之初、文之始、情

之花无数难忘的印记。青神与

眉山一道，奠定了苏氏金字塔的

坚实底座。

流传已久并被地方史志采

纳的东坡初恋的青神版本是：

一〇五一年，十六岁的苏东坡游

学于青神中岩寺，拜在此主讲的

王方为师。求学期间，通过“唤

鱼联姻”，于一〇五四年与王方

十六岁的女儿王弗成亲，传为千

古佳话。中岩是佛家第五罗汉、

青神人诺巨那的道场与圆寂地，

俯踞岷江之滨，气度不凡，宋代

便有“ 西 川 林 泉 最 佳 处 ”的 美

誉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被 列 为

省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至

今，中岩上寺尚存东坡读书楼

遗址，下寺摩崖壁上仍留有苏

东 坡 亲 笔 题 书 的“ 唤 鱼 池 ”三

个大字，池畔相依着青年苏东

坡与王弗的塑像。

苏、王之恋，更为确切的地

点，是在中岩一江之隔的瑞草桥

与程家嘴，这里分别是王弗家和

苏东坡的外婆家。史料上以贤

良 著 称 的 东 坡 之 母 是 程 家 嘴

人 、大 理 寺 丞 程 文 应 之 女 ，在

素有“郊游”之风的当地，每年

带 着 小 东 坡 从 二 十 八 公 里 之

外 的 眉 山 ，回 他 那“ 外 婆 的 彭

湖湾”去撒把野是轻而易举的

事。而桥、嘴一衣带水，两家的

炊烟也连在一起，苏、王二人青

梅 竹 马 的 耳 鬓 厮 磨 也 不 言 而

喻，他们之间的缘分可以说是

与生俱来。苏、王的婚姻，纵有

父母、媒妁的形式，也是他们相

互 倾 心 的 结 果——这便是“东

坡初恋”所以存在的原因。

苏、王之恋的意义，还是让

苏学权威来评说吧。

苏轼诗文集编校、《苏轼年

谱》撰写者孔凡礼先生认为：“王

弗在‘少相弟长，老相慈诲，肃雍

无间’（苏文）的良好环境中成

长，苏轼对这一点了解甚透”；

“苏东坡在和夫人王弗结合以

前，当有过直接接触”；“东坡和

王弗的结合，自主因素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十分不

寻常的。”

专家之言，与青神版本不谋

而合。

有网友说初恋是个人隐私，

不该用来张扬。其实，最早公之

于世并因此让苏、王之情流传千

古的恰恰是苏东坡本人。王弗

去世十年之后，那首表达对亡者

之恋难以割舍的中华第一爱情

诗《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

记梦》终于喷薄而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

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

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

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

夜，短松冈。

这首词惊天地，泣鬼神，让

一代又一代国人“不思量，自难

忘”，为之感动，它定格了青神这

片美丽家园上东坡初恋、苏王爱

情的经典地位。

皮之所存，还用得着对“东

坡初恋”吹毛求疵吗？

需要提及的是，早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乐山（当时青神隶属

乐山市）、青神便有了为苏、王建

楼（中岩读书楼）造像（唤鱼池塑

像）的“组织”行为，分别由团委

集资和政府拨款。如今的“初

恋”广告牌，无非是青神人承传

开拓的正常举措。始料不及的

轩然大波，既说明网络的影响力

不可小视，也表明好些人（哪怕

是资深网民）思想深处，并未如

青神人那样与时俱进。

“初恋”广告耐人寻味，它所

依托的新观念、新内容、新传播手

法值得宣传、营销同行仔细咀嚼。

三苏文化是人类精神财富

的瑰宝与奇葩，“孕奇蓄秀”（陆

游诗句）的东坡故里建设是四川

对外文化旅游、交流极具升值潜

力的“绩优股”。青神有理由后

来居上，从“初恋”人性化、人情

化的视角进入，开发好“只此一

家”的独有东坡资源，正当其时，

得其所哉！

当然，题材好未必就是文章

好。在钩沉、梳理有关文史资

料、民间传说的基础上，需要规

划与“打造”的大手笔，否则，冲

着“初恋”充满憧憬的游客乘兴

而来，会找不着北。

思蒙河汇进岷江入口处的

瑞草桥、程家嘴，是东坡夫妇留

给青神百姓的绝佳风水宝地。

笔者曾专程前往探寻，大为所

动。斯桥虽逝，而伊人宛然“在

水一方”。延绵的河滩草地、竹

盘茂林，远近的数只渔舟，俨然

东坡笔下的不朽时光重又一一

闪回。

这处旧貌依然的岷江江岸

田园，具有塑造历史文化生态休

闲区（而非一般农家乐）的高品

质资源，它包括历史遗存、自然

景观以及与之相融的民俗风情，

小心开发，大

美在其中。

苏 学 研

究 的 新 成 果

也值得吸纳：

长 期 被 视 为

定论的“明月

夜 ，短 松 冈 ”

场景，已有考

辩认为不在苏坟山而在昔日王

家大院一带，那是两位少男少女

春心萌动的定情约会之所。苏

东坡在《江城子》中将悼亡的悲

凉与青春幸福时光的回首冰炭

交融，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冲

突。而同首词中的“小轩窗，正

梳妆”，更有学者研究得出新论，

它不是夫妻生活的写照，而是少

男东坡由屋外向房内看到少女

王弗，深深烙在心目中挥之不去

的美好意象。换言之，“小轩窗”

就在瑞草桥边王弗的闺房墙上。

大江东去，小桥流水，豪放、

婉约，各显风流。“青神——苏东

坡初恋的地方”，值得钩沉，广而

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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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乌有的“东坡初恋”
伍松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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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定犹风定犹闻碧玉香闻碧玉香
——忆诗人郭小川

周 明

除夕夜。窗外，寒风瑟瑟。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街头巷尾孩

子们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

偶尔还有那火箭式的爆竹嗖的

一声蹿上天，放射出五颜六色的

光焰，划破寂静的夜空。“爆竹声

声除旧岁”，它向人们宣告：新的

一年即将开始了！

就在这岁末的除夕夜，当家

人都围拢在电视机旁欢快地观

看精彩节目时，我却习惯地走进

里屋，从书柜里取出一摞又一摞

旧的报纸、刊物、书籍和笔记本，

翻检着一年来的工作和生活记

录，回顾着……

我正翻着几本采访笔记时，

突然，一张不大的折叠起来的宣

纸条幅从几年前的一册笔记本

中掉在地上。拾起一看，呀！是

郭小川同志的墨迹！

我把它珍惜地捧在手上，仔

细端详。啊，这是诗人为我书写

的 鲁 迅 先 生 的 诗 作——《莲 蓬

人》的诗句：

芰裳荇带处仙乡，

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

苇花伴宿露瀼瀼。

……

小川山人

立 时，我 停 止 了 胡 乱 的 翻

检，面对这小小的条幅，陷入深

深的回忆中……

我记起这大约是小川同志

在一九七四年春末夏初的三四

月间为我书写的。那次我去看

他，并送还他的一本已经排版而

未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革命风云

录》，就 在 他 居 住 的 永 安 路 家

里。见面后，我们照例热烈地谈

起干校的一段生活，谈论着这本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掀起而未能

正式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中的文

章。作为一个晚辈，一个文学编

辑，我从他多次的无拘无束的亲

切谈话中，受到很大教益。的

确，凡是经常同小川同志接触的

人，都会有这么个感觉，即不管

你是年纪多么轻，职位多么低，

学识多么浅，他都乐于同你交

谈，同你平等地交换意见，甚至

展开同志式的争论。同他接触，

会使你感到他既是一位长者、一

位老同志，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

知心朋友。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无

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困苦，他总

是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对前途始

终充满信心。这个时候，他已经

被国家体委颇有胆识的领导同

志批准借调到体委去工作一年

多了。

这 期 间，我 曾 多 次 去 过 他

家。每次去，都见他戴着老花眼

镜，伏案写作。即使一篇特写，

他都极为严肃认真地反复琢磨、

反复修改，一遍又一遍地把排好

的小样，用剪刀和糨糊，剪剪贴

贴，修修补补，一丝不苟。

他干起工作来总是拼着命

的。被借调到体委后不久，他的

反映运动员生活的特写和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在一九七三年

相 继 发 表 ，引 起 了 强 烈 反 响 ，

许 多 读 者 为 读 到 诗 人 的 新 作

而高兴。谁知，这却招来了飞

天横祸！

先 是 反 动 文 痞 姚 文 元，继

而 江 青 、张 春 桥 、王 洪 文 几 个

丑 类 ，利 用 他 们 篡 夺 的 职 权 ，

大 动 干 戈 ，左 一 个 指 示 ，右 一

个批示——恶毒污蔑郭小川同

志是“反动文人”“修正主义分

子 ”，眼 看 一 场 不 可 避 免 的 灾

难又要临头。

这时，关于郭小川同志“又

出了问题”等等流言蜚语、“小道

消息”已广为流传，小川同志本

人也早有所闻。但他对此却并

不看得太重，他忍受着，思索着，

并顽强地抗争着，仍然更加勤奋

地写作。他总是胸怀坦荡地说：

“我是坦然的。心中无鬼，没啥

了不起的！”

我们也尽可能宽慰他。此

时的他虽说是一个乐天派，但种

种无端的精神摧残，使他身患多

种病症。他过早地苍老了。看

到这种情况，大家的心情都异常

沉重，也暗暗为他担忧。他自己

呢，也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

你们还年轻，日子还长哩。我老

头子了，要抓紧时间，用自己有

生之年，再为人民努力唱几支赞

歌啊！

诗人的这种急迫为人民歌

唱的心情，还是在湖北咸宁“五

七”干校时我就深有所感。那

时，就连我们这些年轻人，每天

干完繁重的体力活儿回来，也累

得要死，恨不能饭也不吃就睡大

觉。可是郭小川同志晚上却常

常坐个马扎子，趴在床上写作。

有时我们劝他：休息吧！他总是

微笑着说：我要多写点东西。党

培养我多年了，交给我的任务就

是写作。我丢不下它（指手里握

的钢笔）啊！

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他当

然要更顽强地写、写……

我记起就是在这一次，我们

大约长谈了一个下午，彼此都很

愉快，而我更是受益匪浅，就是

在这一次，临告辞时，我忽然发

现他的书桌上摆着许多张大大

小小不同规格的宣纸，上面凌乱

地涂有墨迹。砚台里还散发着

一股墨香。

“你在写字？”我好奇地问。

“练练。”他笑着说，“写着玩

呢。”

我因喜欢字，就随口说：“你

哪天给我写一张吧。”

他立即高兴地回答说：“现

在就写。”

他顺手挑选了一张光滑点

的条纸。握起笔杆，仿佛不假思

索、极为流畅地书写了这么一

条，并郑重其事地落款署名，以

作纪念。

自然，现在看起来，他自称

“山人”，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但

何尝不也是诗人当时所处的犹

如山人般生活苦闷心境的真实

写照？！

我问他：“你特别喜欢这首

诗？”

“是的。”他郑重回答我说，

“现在我特别喜欢它。”

我说：“那为什么？”

“你带回去琢磨吧！”他意味

深长地说。

说实在的，当时我并不理解

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鲁迅先生

的这首诗，那一阵儿最为流行的

是鲁迅先生的名句“横眉冷对千

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

直到几个月后——一九七

四年八月，“四人帮”滥施淫威，

郭小川再次被宣布为“审查对

象”，二番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

校去时，我才稍有所悟。后来，

当他又被下放到天津南面的静

海干校，几乎是过着被软禁的非

人生活时，我更恍然大悟！

《莲蓬人》这首诗是青年鲁

迅一九〇〇年所作。一八九八

年，鲁迅离开绍兴故乡，到南京

求学，两年中，他目睹帝国主义

列强横行中国，清王朝腐败无

能，官僚阶级骄奢淫逸，人民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暗现实，忧

愤之中，他思索着：自己应该做

一个怎样的人？他想起了故乡

莲蓬的高洁形象，巧妙地借对莲

蓬人的赞颂，表明自己决不和恶

势力妥协，立志做一个纯洁、高

尚的人！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

宿露瀼瀼”。啊，在秋风落叶的

季节，在萧瑟的秋天里，鹭鸶鸟

也不再飞来了，田野里一片寂

寞。然而莲蓬人却把身边怒放

的苇花作为忠实伴侣，依然傲然

挺立，坚强地抵抗着寒露的侵

袭。多么坚强的性格，多么顽强

的意志哟！这不也正是当时处

于逆境的诗人郭小川同志所崇

尚的精神么？！

我说，诗人的行动正表明了

这一切。请再读读他在这一时

期写下的火一般炽烈的诗篇《团

泊洼的秋天》、《秋歌》吧！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

哪怕是一分钟；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

哪怕面对刀丛。

啊，亲爱的诗人，亲爱的郭

小川同志，你，人虽然去了，然

而，风定犹闻碧玉香！

李城外在向阳湖

唤
鱼
池

郭小川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