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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敲响历史警钟
金克义

1937年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大举进

攻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爷爷当年在国

民党二十九路军宋哲元部下当兵，亲眼见证过卢沟桥事变

的全过程，并与日军进行了激战。后来爷爷因不满蒋介石

不抵抗政策，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

成为129师的一名战士。

一次，部队奉命阻击一股日军的进攻，爷爷当时在距

离阻击日军最近的前沿小分队。日军来犯时，爷爷看见走

在前面的那个日军指挥官，正张牙舞爪挥舞着东洋刀，气

焰非常嚣张，怒火顿时从全身的每一个血管燃烧起来，爷

爷便将枪口紧紧瞄准着他。待开火的命令一发出，爷爷的

第一枪就让那个指挥官从马上跌落下来，接着便是枪声大

作，整个日军在八路军的伏击下，全线崩溃。在打扫战场

时，爷爷想将被自己打死的那个日军指挥官的东洋刀收藏

起来作个纪念，待到抗战胜利后，再捐献给博物馆。但经

反复寻找，却怎么也没找到。

抗日战争后期，爷爷被日军的一颗子弹打伤了腿，无

法再上战场了。解甲归田后，爷爷对那段与日寇殊死搏斗

的战争岁月念念不忘，讲起那把东洋刀总有一种扼腕叹息

的感觉。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又到那个战场所在地寻找了

多次，依然一无所获。

后来，爷爷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幅已裱好的书法作品，

上面题着朱德在太行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写的一首诗：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

行当可慰同仇”。没文化的爷爷在听了我给他朗读这首诗

之后，便爱上了诗。我因此也多了一项生活内容，发现写

得慷慨激昂的抗日诗词，都要读给爷爷听。爷爷说，听到

这种诗词就像听到了军号声，又有了回到抗日战场的感

觉。前几年爷爷的听力大不如前，他偶尔也会嘟嘟囔囔地

提起那把东洋刀，我们只把他当做爷爷的自言自语。

有一次，一位朋友用 A4纸给我复印了 80页他认为国

内诗人最好的诗，我在反复翻看这些诗时，忽然发现了一

首诗叫《东洋刀》，作者好像叫于贵锋，诗的大意是在太行

山旅游，发现一把东洋刀，刀上的锈已结痂为历史的血，这

把刀可以做成锄头，去除草，也可做铁锤生产日常用具，当

然还可以做成钟，挂在小学的门口，让小孩子们去敲。读

了这首诗，我觉得这正是爷爷反反复复所要找的那把刀。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爷爷，爷爷马上要动身去找那个作者，

看看那把刀什么样。我告诉爷爷不要去找了，说那把刀已

经铸成了钟，挂在小学门口，让现在的孩子们天天去敲。

爷爷很高兴，他后来明白了我给他解释的意思，这就是历

史的警钟，孩子和大人都应该去敲一敲。如果日本人不懂

得敲警钟，那么他们下次来的结果，将和当年的“八·一五”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

巴西世界杯正轰轰烈烈地激情上演，观众数亿。但是每个人眼里看

到的世界杯不尽相同。

球迷看到了激情。喜欢的球队每攻入一球，顿时情绪沸腾，仿佛大

热天喝了一罐冰镇冷饮般浑身舒爽。2006年世界杯上，身为解说员加

资深球迷的黄健翔因为自己钟爱的意大利队最后关头点球成功，一时将

解说员的身份抛到脑后，球迷的身份“灵魂附体”，于是有了那毁誉参半

的“激情解说门”。

职场人看到了职场道理。有人说公司如球队，老板如教练，员工如

球员。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职责。无论你是前锋、中场还是后卫，如

果你胜任不了你所在位置的职责，就得换人。一旦你不行了，随时会有

替补上场把你换下来。

美女看到了帅哥。当男人们为心爱的球队疯狂时，女人们正好可以

堂而皇之地为心仪的球员痴迷。帅到没有天理、让无数女人为之着迷的

贝克汉姆退役后，球场上又涌现了新的一批帅哥，从德国的克洛泽、西班

牙的卡西利亚斯、皮克，到葡萄牙的C罗，再到阿根廷的阿奎罗、加戈，都

有型有款，赢得了不少女性观众的喜爱。

商人看到了商机。精明的商人从世界杯中敏感地捕捉商机。开幕

前各家电卖场的大屏幕高清彩电纷纷进入世界杯促销季。世界杯期间

一些大商场和专卖店销售世界杯球服，因为球迷往往都是疯狂的，恨不

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是某某球队的拥趸。德国食品工厂甚至推出了一

款可供家庭自己制作的足球蛋糕，该蛋糕一经推出，就特别受到球迷的

青睐。

善于思考的人看到了人生。足球场上变化莫测，就算是“传统豪门”

西班牙队、英格兰队、意大利队，也会在小组赛中意外出局。令人唏嘘不

已又不得不感叹人生无常，这世上什么都可能发生。你永远无法断言强

者恒强，更无法小觑弱者在逆境中爆发出的惊人能量；你也许猜对了比赛

的进程，但你或许很难料到最终的结果。而这，也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世界杯是全世界的，也是每一个人的。啊，你在世界杯上看到了

什么？

在世界杯上看到了什么
张 云

荷 韵
闫成军

绿茵逐梦（外一首）

胡巨勇

相约午夜

曾继祖（左）采访原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右）。

用火的热情

点燃青春放牧的笑容

用风的脚步

追逐汗水浇灌的梦

请相信，绿茵场上

碰撞的激情

是六月最狂欢的盛宴

与时间赛跑，信念在

迈过风雨的磨砺

就能拥抱未来

与心跳合拍，肩并肩

经过苦辣酸甜的洗礼

就能书写辉煌

别在意，出线和回家

仅在一线之间

一场足尖上的游戏

一场精彩的梦

秀出真我风采

你就是舞台上的主角

当足球的魅力

遇上桑巴舞的激情

在午夜，与一场球赛相约

睡眠沦陷成为眼睛里的光芒

捕获着破网的球

尖锋破门，鱼跃冲顶

有时候，奇迹的诞生

也是乱世出英雄之时

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

绿茵场上的杀伐之气

出自足尖上的舞蹈

在六月，心跳

与巴西的脉搏同步

出淤泥而不染（水墨画） 李沛霖 作

谢
汝
平

听

荷

在夜晚听荷

听到月光倾泻而下的声音

整个夏天为之一振

星星们跳到池塘里游泳

像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在睡梦中听荷

听到梦想开花的声音

白衣飘飘的仙子对我微笑

一贫如洗的岁月里

那就是母亲慈祥的面容

在最感幸福时听荷

听到秋天来临的声音

青春已经卸下盔甲

中年像一匹识途的老马

等着生命再次扬鞭进发

1949年 8月 4日，湖南和平解放。8

月 5 日，解放军 138 师在长沙举行入城

仪式。时年 15 岁、走在进城部队最前

面，精神抖擞地打着军鼓的一位小个子

战士被记者抢拍下了镜头，过了几天，

这张照片便在新创刊的《新湖南报》上

登出，后来这张照片被选入长沙历史经

典照片集。照片上的小个子战士就是

现在已年届八旬，仍在新闻战线上忘我

工作的曾继祖。

因姓名被打成右派

曾继祖 1934 年出生于长沙贫苦家

庭，幼年经历了灾难深重的八年抗战，

深深感受到国弱便受欺侮的道理，在他

幼小的心田里深深刻下了要当兵的愿

望。1949年夏，曾继祖因在长沙妙高峰

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反战的学生运动，

遭到反动派的迫害，便和同学一起爬火

车跑到武汉。正巧解放军横渡长江打

到武汉，早已耳闻共产党是人民救星的

他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刚满15岁的曾继

祖因年纪小，被分配到四野的 46军 138

师文工团，后随军南下又回到了湖南，

并参加了湖南和平解放的入城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生

产建设。1952年，领导上觉得曾继祖年

纪还小，便保送他去东北地质干部培训

班学习，那时新中国还没有地质大学，这

个培训班就是最早的地质学院。1955年

毕业后，他被分配回湖南衡阳水口山矿

务局任助理工程师。在这里曾继祖以满

腔热情投入工作：他深入矿山，下矿井，

和矿工打成一片，为矿山建设立下汗马

功劳。他本是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到了

地方单位后，便大展其文艺才能，不仅参

加话剧、歌舞等文艺演出，还喜欢舞文弄

墨写些诗文，因此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

赞赏。

1957 年，全国开始“反右”，到处抓

右派。勤勤恳恳埋头工作的曾继祖，做

梦也没想到噩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水口山矿务局因为上半年抓右派任务

没有完成，要补抓一个右派。在讨论

时，有人说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曾国

藩的孝子贤孙，他要继承的是曾国藩的

反动祖业，他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于

是，曾继祖就这样因姓名被莫名其妙地

补打成了右派，开除了党籍、干部籍，遣

送回家乡长沙，当时他年仅23岁。

回长沙后没有了工作，他只好在城

里做零工，不管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

因为他有学问，又特别聪明，许多没有

做过的事他一学就会，所以，他后来被

某职校找去当老师，给那些比他年纪大

得多的工人上课。他还在当时的湖南

最大的娱乐场所大众游艺场当过美工。

1961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一家工人报的

总编见他诗文写得不错，人又年轻活泼，

便邀他到报社工作，27岁的曾继祖从此

在该报社当了十几年的记者、编辑，也由

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再度与新闻结缘

1979年党中央给大部分右派平反，

曾继祖才拨开乌云见青天，当了 22年右

派的他被重新安排到水口山矿务局工

作。这时，本是朝气蓬勃的曾继祖被耽

误了 22年大好青春，已进入了中年人行

列，他曾赋诗感叹：“不羡鸳鸯不羡仙，

只叹无功逝华年。借得东风三丈力，再

为神州舞翩跹。”在水口山矿务局工作

几个月后，他又调到长沙三汊矶锌厂。

后因当时电视刚刚进入人们生活，电视

人才奇缺，加上他念念不舍新闻工作的

情结，1980 年他来到湖南电视台工作，

成了湖南的第一批电视人。那时，曾继

祖已年近半百，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

好时光，拼命工作，走遍了三湘四水，拍

摄了大量有影响的电视新闻片，还培养

了不少新手，现在的许多著名电视人都

是他当年的学生。

1994年曾继祖退休后，湖南日报社

又聘请他去工作。那时，他因为在长期

的难苦磨炼中锻炼出一副好身体，虽然

年过花甲，仍精力充沛，经常带着年轻

记者顶烈日冒严寒去采访新闻，写出了

许多有影响的文章。2004年，长沙市老

龄委需要与媒体合作办一个为老年人

服务的阵地，因此前曾继祖曾多次采写

过与老年人有关的新闻，老龄委的领导

知道他的能力，因此特地邀请曾继祖来

主持此工作。于是，2004 年春，曾继祖

来到当代商报社，促成报社与长沙市老

龄委合作，开辟了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晚情》专版。10年来，《晚情》采访报道

了多位离退休老干部以及老红军、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授、老学者、老作家、老

画家、老演员、老书法家、老诗人、老报

人、老工程师和百岁老人。

由于日益市场化，有些媒体对没有

经济效益的老年版面失去了兴趣，纷纷

撤换了老年版面。曾继祖也为自己的

《晚情》专版有过迷惘，可是他经常接到

一些老年人的来信，纷纷反映《晚情》专

版办得好。一个住在天心阁的90多岁的

老人说：你们的《晚情》专版我是每期必

看。只要到每周三你们出报的日子，我

就会亲自拄着拐杖去报摊买你们的报纸

看。曾继祖当时也已年逾古稀，能深深体

会老年人的心理，他便在报社领导和省市

老龄委的支持下，把这个深受老年人喜

爱的专版办了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这个倾注了曾继祖全部心血的

专版中，曾先生带领一批年轻记者采写

了大批优秀稿件，每年都得到省市老龄

委的表扬，《晚情》专版还入选了长沙市

志，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奖。其中曾先生

亲自撰写的《长沙商业老街》、《长沙故

事老街》等栏目更是成了名牌栏目，除

了大批老年人爱看外，就是许多中青年

及干部群众都特别喜爱这些充满故事

性和知识性的栏目。一些网站也连续

转载，也扩大了《晚情》专版的影响力。

多干实事越活越年轻

《晚情》专版在注重故事性和知识

性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服务性，为维护

老年人的权益做了不少实事。2009 年

时，长沙曾有部分公交车不准老年人持

“老年人优待证”乘车，许多老年人专门

就此事到报社向曾继祖反映。他多次和

省市老龄委反映沟通，并多次发表读者

来信和报道，要求保证政府给予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不流于形式。还通过自己是

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会上发表提案，

呼吁全社会要尊重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后来有关部门特发专文，决定持“老年人

优待证”可继续免费乘坐公交车。

曾继祖不仅关注老年人，对一些不

良的社会现象也非常关注，发现问题时

他总是不顾年事已高，身先士卒带领年

轻记者到一线采访。

长沙北郊三汊矶曾发掘出汉代古

城——北津城，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

点。虽然城已不存在了，但城郭还在。

后来这段古城墙被周围居民滥挖土石，

损坏了 80 多米。为此曾继祖亲自前往

勘察，并连续在自己工作的《当代商报》

上率先发文呼吁保护北津城，并引发了

省市电视台和报纸参与报道。这些报

道引起了省市文物部门的重视，制止了

破坏行为，并把这些城墙遗迹建成了公

园，使北津城得到妥善保护。

曾继祖在北津城采访时，还发现附

近有几座工厂在大量排放污水，严重污

染了湘江。他经过几天调查后，又率先

在《当代商报》上发表跟踪报道，呼吁：

“何时再喝上沁甜的湘江水”，其他媒体

也纷纷跟进，终于引起省市环保部门重

视，关停了污染排放严重的长沙造纸

厂、长沙铬盐厂和长沙锌厂，终于让湘

江水变清了。

现在，已到耄耋之年的曾继祖仍然

精力充沛，不但主持当代商报的《晚情》

专版，还主持富有特色的《旧货市场》专

版及《福彩天地》专版。在这几个专版

中，曾先生每周最少有 5 篇自采自写的

稿子发表。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这

位八旬老人会有这么大的干劲？曾继

祖笑呵呵地说：人要有一股精气神，有

了精气神做事就有了干劲。我虽然年

纪大了，可我在干我喜欢的事，在干对

社会有益的事，在干受老年人欢迎的

事，我就心情愉快、精神十足，越干越觉

得年轻，我怎么会觉得累呢！

一个耄耋老人的新闻情结
柳建球 田立宪

嫩荷在明媚的春天轻轻露出水面。平静的塘面，热闹起

来，荷叶慢慢舒展开来，静横在水面。清晨，七彩的霞光一缕

一缕地、缓缓地流淌在荷叶上，与荷轻轻地吟唱，唱起一簇清

新，唱起满池新绿，唱起娇艳妩媚。

荷花是夏的风采，鸣蝉是夏的消息。“六月荷花荡，轻扰返

兰塘。花娇映红雨，语笑熏风香。”荷花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水

灵灵，光亮亮，花大色艳，绿波翠盖，风流妖娆，美妙绝伦，怯怯

绽放着，争奇斗艳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风

光了农家的日子，明朗了乡村的浅唱。“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头”。荷摇蜻蜓舞，轻盈潇洒，风姿绰约。

细雨朦胧，万千柄荷叶撑起或高或矮的伞盖，弹奏着或强

或弱的音符，雨丝亲吻着嫩绿的荷叶，一种迷人的音乐把你融

入荷叶。雨后，一弯彩虹横于荷塘。荷心的水珠，听风跃动，

捕捉着一种清新的动感。雨中的荷花，似成群的仙女出浴，亭

亭玉立，妩媚多姿。

夜幕降临，清新的荷塘掠起一绺微风，沁香淡淡，暗香浮

动。月光融融，倒映在一泓墨蓝色的天水中。荷塘月色，一朵

荷花，仿佛开在梦里，一叶一叶的花瓣，挤开浓浓的黑夜。蛙

鸣一片，荷塘喧闹。借着月色，荷叶依然清脆、碧透。水一样

青嫩的荷绿仿佛一池易碎的翡翠，一缕清香掠过，沾在衣袖

上，挥之不去。荷在宁静的夜色中，浓浓地抒情，于恬静的田

园岁月是一个精致的点缀。荷塘月夜隔绝了尘嚣，隔绝了喧

闹，只有这时，我才走进了荷花的幽微世界。

莲子熟时，一条窄窄的小船划破荷塘，采莲女藕节一样的

手像一尾鱼，在碧绿的荷叶中游动。于是在画家的笔下描绘

出一幅玉女采莲的画卷。碧的水、绿的叶、红的花、白的手、戏

荷的鱼，无一不成为夏日荷塘采莲的主题。

秋风萧瑟，金黄满地，“一夜绿荷霜剪破，满池荷叶动秋

风”。荷塘里叶枯藕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

那是荷留给人间美好的纪念。老荷在寒冷的冬天孕育新的生

命，是在延伸着春天的嫩荷春天的绿，繁衍着扩张着荷塘永恒

的美！

荷花亦称为莲花，是水中的君子。它映入我们心田的是

周敦颐笔下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把莲牢牢定格在了它的品格

上，有傲骨而无傲气，有傲骨而又不露，玉洁冰清，只把淡淡的

美丽无私地奉献给大自然和人类。莲的外貌姿容固然美丽，

尽管美得如越女之腮，足以影乱秦台之镜，但是却远远比不上

它那不染不妖不枝不蔓的品格之美。

画荷是一种高雅意境；唱荷是一种悠悠的“荷风渔歌”，把

人们的生活打扮得温馨而纯净，伏案写荷，纸上的荷渐渐地醒

了过来，便有了香远益清，轻轻的摇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