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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每逢国庆节，武

汉的重头戏就是国庆游行；而我们

这些小伢最快活的也是去看游行。

每年十月一日那一天，在中山

公园大门前，搭上巨大的主席台和

观礼台。10点钟一到，市长宣布国

庆游行开始，首先放礼炮，同时由

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少年先锋

队员们放飞和平鸽，然后鼓乐喧

天，游行开始，一排排由各个战线

组成的方阵队伍开始沿着解放大

道缓缓前行，一直游到下午一、两

点才结束。

游行的那天，武汉三镇可以说

是万人空巷，沿着解放大道，从中

山公园一直到解放公园门前，街两

边看游行的市民人山人海，大家都

怀着十分激动和幸福的心情看游

行，一直到游行队队伍全部游完

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

我的父亲记得他参加最早的一

次游行是1951年，那时他还年轻，

还没参加工作，是由街道组织的。

前半个月，他就被抽到腰鼓队练习

打腰鼓、走队型。到了国庆节那天

早上的六点，他们就在青岛路集合，

然后由游行指挥部安排，出发到解放大道青少年宫门口，等

着游行开始，在他们的前面和后面，等着游行的队伍一眼望

不到头。那一次游行的队伍最长，一直游到了晚上。

1952年，父亲到武汉美的食品厂（后改成武汉食品厂）

参加工作后，由于他在单位工作积极，又是个爱好文艺的

活泼分子，每年的国庆游行厂里都派他参加。一直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上动乱不安，指挥游行的市长副

市长们都靠边站了，那一年的国庆游行才终止了。文化大

革命乱了几年后，1969年，各地的革委会相继建立，为了庆

祝中共九大的召开和共和国成立20周年，当时的市革委也

组织了一次国庆游行，那一次游行当然是一片红海洋，主

要是宣传文化大革命打倒封资修，树立八个样板戏的成

果。那是我父亲参加国庆游行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在武汉

看国庆游行的最后一次。

从我开始记事起，每年的国庆节我都要到解放大道去

看游行，记忆最深的当数1965年，因为那时我也有12岁了。

国庆那天，我早早就爬了起来，趁街口还没有封锁，早

早来到了解放大道。我们在武汉剧院门口等啊等啊，也不

知盼了多久，终于听到礼炮响了，终于游行的队伍开过来

了，每一个队伍前都举着数面大旗，醒目地标着哪个战线

或哪个单位，有的一路走一路打着腰鼓，有的一路走一路

载歌载舞，在每个战线游行队伍的当中或后面，会有几辆

彩车，上面载着本战线或本单位的成就展览模型或实物，

有的则由人扮成钢铁工人在炉前挥铲，或纺织女工在机器

前巡回劳作的模样，唯一反映农村面貌的是打着“东西湖

农场”旗号的游行队伍，在他们的彩车上，有着大南瓜、大

西瓜、棉花、谷物、鱼、猪等农产品，那些实物比平常人们所

看到的要大得多，引得观看游行的市民“啧啧”惊叹！

整个游行就是武汉建设成就的活动展览，游行的人个

个激动万分，表现出无限的荣光，而观看的市民也是兴致

勃勃，泛着幸福的红光；整条解放大道上只有歌颂声和赞

叹声，可以说听不到一句歪腔怪调，真正的一派歌舞升平

的景象。那个时候的人们啊是那么的单纯，似乎心跳的节

奏都是一致的。

多壮观的游行啊！他至今仍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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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困难事，必有所得。”这是金一

南教授的人生信条，亦是他的躬行实

践。《苦难辉煌》便是金一南教授啃下

的一块“硬骨头”，呕心沥血十五载完

成的纪实文学巨作。

2006年，已是少将的金一南，坚持

参加中美联合军演，历经34天跨越太

平洋。当时，军舰遇到了自下水以来

的最大风浪。锚链仓被打碎，信号灯

被打得踪影全无，机关炮的炮衣被撕

成碎片，2厘米厚的钢板弹药箱都被打

弯曲……而《苦难辉煌》便是在这样苦

难的环境中定稿。洋洋洒洒60万字，

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在内外交

困、苦难深沉的时期，带领人们走向光

明的过程，让无数读者心潮澎湃、热血

沸腾。

这本书强大的感染力，离不开它

的语言艺术。比如“历史不论多么精

彩纷呈、惊心动魄，一旦活动于其中的

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也就逐渐

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我

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所问像生

命一样久远和古老。不仅是未来对过

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

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限的寻

问”“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

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或生动，或

深情，或睿智，都让人回味。

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告诉

读者：“我们曾经拥有一批顶天立地的

真人，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

怕死，只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

仰。”所以他摒弃了正襟危坐的官方

话，用散文的笔法刻画人物跌宕起伏

的命运，把历史的真实和客观藏于字

里行间，赋予会议、政策、方针、路线更

贴近肌肤的温度，让党史有声有色、有

形有象。

这本书是从十月革命传入中国开

始，一直写到西安事变前，为读者展现

了一幅中华民族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

兴的历史全景图。其中，中国工农红

军的长征是这幅画卷中最浓墨重彩的

一笔。从瑞金到会宁不是一气呵成，

而是红军进行了一次一次的英雄抉

择，彰显了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实事求是精神；四渡赤水不是遵义

会议后设计好的，而是边打边改，灵活

行军，是一次一次的化险为夷，彰显了

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只是苦尽甘来，

更是红军自始至终一步一步的坚韧不

拔，彰显了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

合上书，开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的发问依然掷地有声。为什

么？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如磐

石，炽如烈火；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大

义的追求、坚守与践行，让渺小的星火

汇聚出燎原之势；因为中国人在苦难

中磨砺出的血性与骨气，如一面旗帜，

在再深的黑夜里都能撕开黎明。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如今身

处和平年代，不变的是坚定的信仰继

续支撑着孜孜不怠的共产党员砥砺前

行。不论是“邃密群科济事穷”的仁人

志士，还是“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战士

英烈，不论是“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建

设大军，还是“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创

新先锋，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都以

集腋成裘的爱国之情，以枝叶关情的

为民之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而奉献着青春。历经挫折而踔

厉奋发，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今天，

信仰的内涵没有改变，信仰的意义更

为突出。“同心同德一戎衣”，那段慷

慨激昂的浴血奋斗史被继承、续写，

成了锐意进取、前赴后继的新征程奋

进史。

把民族的命运置于个体的生命之

上，把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人生的最终

信仰，我们获得的不仅是最正确的方

向，还有最充足的动力，以及最深刻的

意义。回眸历史，求索不息；展望未

来，信仰恒在。

卢剑青

“吹叶为声”的草木音乐，2000多年前

在华夏大地就出现了。这种别具一格的吹

叶音乐，用具构造虽简，但符合乐器原理,

以某些合用的树叶作簧片，同口琴利用金

属簧片吹奏出音调一样的道理，把口腔作

为共鸣箱，运用熟练的技巧，控制气流，吹

动叶片，使它发出抑扬顿挫、婉转嘹亮的声

音。

据考证，秦汉时期就出现了原始的胡

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乐器），将芦苇叶卷

成双簧片形或圆锥管形，首端压扁为簧片，

成为簧、管混成一体的吹奏乐器。后来的

胡笳形似笛子，可独奏也可合奏。《太平御

览》（卷五八一）载：“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

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胡笳在西汉时流

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西汉名将李陵在

《答苏武书》中，描述了身居异邦、听胡笳而

泪下的场面：“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

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

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相传是才女

蔡文姬所作。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蔡文姬

流落塞外12年，并在当地结婚生了一对儿

女，却一直思念故乡。曹操统一北方后，重

金赎回了蔡文姬，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

十八拍》，感叹人生。

汉魏时，在鼓吹乐中常用胡笳。魏晋

以后，皇帝出行随驾的卤簿（仪仗队兼军乐

团）也有胡笳演奏。东晋时，著名爱国将领

刘琨善吹胡笳。《晋书·刘琨传》载：“在晋

阳，尝为胡骑所围，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

月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长叹……中夜奏

胡笳，贼又流泪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

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这里讲述了刘琨

在晋阳曾被胡人骑兵包围数重，刘琨半夜

邀会演奏者齐奏胡笳，让对方听到流泪、思

念家乡，天亮时再次集体吹奏，敌军撤围而

去。

到了唐代，胡笳更为盛行，在皇家的宫

廷乐队中占有一席地位，唐诗中常见。杜

牧的《边上闻笳》诗曰：“何处吹笳薄暮天，

塞垣高鸟没狼烟，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

禁十九年……”当胡笳吹奏起来，戍守边疆

的将士动了望乡之思，身在边塞的游子头

发都会变白。岑参的《酒泉太守席上醉后

作》：“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

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在欢

乐的华筵上，奏一曲胡笳，竟然气氛骤变，

使听者为之断肠、泪如雨下。

历史悠长的吹叶为声，还蕴含了有趣

的习俗和感人的故事。湘西等地少数民族

在对歌娱乐活动中，喜欢用树叶作乐器，传

递心声。例如踏青之时，年轻男女用树叶

吹奏出悠扬婉转、柔美动听的曲子，清脆明

亮的乐声，配上情深意切或大胆询问的歌

词……小小的树叶，竟成了传递心声缔结

姻缘的重要媒介。

大诗人白居易的《杨柳枝词》八首，第

六首描写了吹叶音乐场面：“苏家小女旧知

名，杨柳风前别有情，剥条盘作银环样，卷

叶吹为玉笛声。”有观点认为，“苏家小女”

是诗人的家伎樊素和小蛮，他赞美这两人

的音乐才华，也写出了她们的媚稚、憨态可

掬。唐代诗人郎士元的《闻吹杨叶者二首》

中，有“妙吹杨叶动悲笳，胡马迎风起恨赊

……天生一艺更无伦，寥亮幽音妙入神

……”，更是大大赞扬了吹叶音乐高手的神

妙绝艺。

李商隐的《柳枝》五首背后，有一个悲

伤的故事，诗人是为了纪念一个擅长吹叶

的姑娘柳枝所作。据说她是商家之女，擅

长吹叶，伴以弦管，能作“天海风涛之曲，幽

忆怨断之音”。有说她是诗人的初恋，也有

说她是歌女，爱慕李商隐的才华，曾托友人

约李相会并乞诗。诗人还未兑现写诗的承

诺，她就嫁人了，于是李商隐惆怅中作诗

《柳枝》五首，以寄托他的思念和“心中亦不

平”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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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佐民

毛泽东对秋天情有独钟，有多首写作秋天的

诗词，他创作的“秋”意象不同凡响，可谓气势磅

礴，胸襟开阔，意象万千，充满着异样的风采和神

韵。

1925年9月，毛泽东重游橘子洲头，面对如

诗如画的秋色和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回忆过去

的峥嵘岁月，他不禁心潮起伏，纵笔写下了《沁园

春·长沙》。秋色壮美，毛泽东的胸襟更是壮阔。

全首词写景、叙事、抒情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无

论是数词还是动词的选用，呈现的都是一种豪迈

的气势。写秋景而不衰飒，忆往事而不惆怅，景

情交融，大气磅礴。当毛泽东伫立橘子洲头，眺

望岳麓山枫叶秋红的景象，凭吊爱晚亭杜牧《山

行》遗曲，目送滚滚北去的湘江水，举目仰观天空

展翅的雄鹰，俯首察看碧水跃动的游鱼，感天地

万物生生不息的竞争，涌发了“谁主沉浮”的感

喟。

《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秋收时节暮云愁，霹

雳一声暴动”，“暮云愁”并非个人愁苦，它是毛泽

东发动秋收起义的诱因，也是意欲彻底改变的社

会现实。《清平乐·六盘山》是红军翻过六盘山峰，

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追剿”，胜利到达陕

北，毛泽东在瓦窑堡，回顾这段坎坷征途，瞻望革

命前景，诗兴勃发，挥笔所作。词中的“天高云

淡，望断南飞雁”，表达红军过了岷山之后“柳暗

花明”的心境。为我们勾勒出仲秋天宇一幅清新

景象：碧空如洗，纤云点缀，雁阵的迁徙。随着浓

郁的秋意渐次宕开，感情的波涛由微浪转而激

越。“望断”精辟且富深意。望雁群不堪北方渐来

的严寒而南飞，望长征途中的红军将士不畏艰难

险阻而北进，望南方还在激战的勇士。下文自然

一转“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诗人将

驰骋的想象猛然收回现实，把气势一下推到顶

点，为下半阕作了铺垫。“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

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现了

红军的英勇气概和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

心。全词意境高远，兴于秋景，终于意志，有景有

情，情景交融，雄浑豪放。《五律·喜闻捷报》中的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西北野战军连获大

捷，秋风淡定，秋景壮美。《浪淘沙·北戴河》中“萧

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见半点悲凉凄怆，

只有新社会日新月异的豪迈与激越。最美的不

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最珍贵的不是终点，

而是一路行走的过程。《采桑子·重阳》中，毛泽东

以乐观的情怀告诉人们，秋天是壮美无限的，那

层层红叶，似乎预示着新的希望……

毛泽东写秋景的诗词，波澜壮阔，气势恢宏，

饱含着民族情怀、政治情怀、人民情怀和山水情

怀，是一幅党领导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

画卷，是长征路上凝聚力量、激发士气的战斗号

角。毛泽东对待秋天、秋景、秋色、秋风的态度始

终如一，都摆脱了悲凉之意，体现了毛泽东的博

大胸襟、伟岸人格、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今天

读来依旧让人神清气爽，备受鼓舞。

“萧瑟秋风今又是”，面对换了人间的秋天，

我们既要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激越，也要有“而

今迈步从头越”的壮志豪情。走在新时期的长征

路上，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

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感恩

回报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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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中的秋天

苦难是辉煌坚硬的骨头
——读金一南《苦难辉煌》

古今文人学士皆有自己的

姓名字号，有的把鸟名入名。

除此而外，后世人还根据他们

的兴趣嗜好、性格脾性、居住处

所、诗文等为其冠之于一些以

鸟名为奇趣的诨号、雅号等。

如用鸟名入姓名者，后汉名士

梁鸿、唐代诗人杜荀鹤、清代小

说家刘鹗。写入书中的人物有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红楼

梦》里的紫鹃、鸳鸯、鹦鹉、春燕

等。用鸟名入诨名者，“猫头

鹰”是鲁迅，因其不修边幅喜凝

神静坐。富有艺术才华的法国

罗曼·罗兰为“凤凰”。用鸟名

入雅号者，唐代的郑谷以《鹧鸪

诗》闻名，故称“郑鹧鸪”。崔钰

因赋《鸳鸯诗》，人号“崔鸳

鸯”。明代的袁凯因《白燕诗》，

而获称“袁白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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