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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1922年—1945年),安徽省来安县施官乡周
桥村人。

王超出身于贫苦农家，自幼聪颖，为人忠厚老实。
读书期间勤奋好学，成绩突出。1939年，失学后他被选
中到家乡耿郢教学。这期间，他逐渐接触了进步书刊，
阅读了他所能得到的马列论著和进步书刊。这些书刊
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使他在迷惘中看到了
希望和光明，对黑暗的社会、腐败的政治有了清醒的认
识。从而使他明白了为什么父老乡亲终年脸朝黄土背
朝天，没日没夜地苦干，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那些
地主官僚从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明白了造成
这种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他在上课时，经常联系实
际，向同学们阐述先进思想，指出社会的种种弊端，在同
学心里播下了一颗立志图新的种子。就这样他在如饥
似渴的阅读和思考中，确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一
年，他怀着强烈的愿望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一有空
闲便拿起书本学习。1943年，他随军驻防在安徽省来
安县水口区，并任区委委员。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
降以后，王超受党组织派遣，接收水口区日伪政权，驻守
该区，任驻军政委。当时社会比较混乱，环境险恶，工作
千头万绪。王超没日没夜地工作，维护社会治安，严防
敌特侵扰，帮助城市居民恢复生产和生活；向群众宣传
党的政策等，使他在斗争中又一次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9月，按照党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要求，
王超随军挺进东北。10月到达沈阳、齐齐哈尔，被东北
局分配到嫩江省委白城子地委。11月，被任命为中共
辽北省安广县人民自治军独立团政委并赴任。

王超生活俭朴，工作扎实。他经常走乡串户访贫问
苦,与群众谈心，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无论走到哪
里他都步行来去。饿了,吃点自带的干粮；渴了，捧起河
水就喝。无论什么场合，他都穿着那身单薄的便衣。团
长刘玉堂张罗要给他做一身衣服，可他却婉言谢绝了，
只说了句：“东北老乡穿啥我就穿啥吧。”

“八·一五”光复后的安广县，形势极其复杂。一些
伪满残余份子、土匪地主气焰嚣张，为建立国民党反动
派的统治政权，纷纷出动，紧密勾结在一起，猖狂地进行

反革命活动。在这种险恶形势下，王超不畏艰险，不怕
牺牲，积极筹建地方人民政权，扩大人民武装，开展群众
工作。

他不分昼夜地工作，每到夜晚他都阅读文件、学习
政策理论、写材料。第二天白天还要开大会部署工作，
深入群众，掌握情况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对党的认
识，积极参加各级政权建设。很快，群众发动起来了，纷
纷参加独立团，使独立团很快扩大起来。王超在原来独
立团编制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组建和完善，使独立团机构
有政治、宣传、参谋、公安、军需、军医六个处和团总警卫
班、公安队及六个直属连队。在平安村组建了自治军第
三营，将在舍力村收编的第三骑兵连改编为第二营。从
而壮大了军队力量。但是，由于匆忙扩军，难免鱼龙混
杂，使刚刚建立的武装队伍组织不纯。

这时，国民党频频调兵东北，抢占大城市，向周围地
区渗透。地方上的敌特蠢蠢欲动，内外勾结，企图将刚
刚建立的民主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国民党在长春21
师师长刘景兰、何化辛、逃匿在长山安广县的国民党部
书记陈纪哲等8人先后到安广县伙同大地主、日伪残余
闫尚甫、王忠尉、罗亚浓等人暗地串通独立团二营长毛
贵生(日伪白城国通报社分社长)，并委以国民党21师六
旅旅长，三营营长孟广才（伪警察署长）、三营副营长张
伯然（大地主）等人，勾结土匪先后在荆家岗子、含力等
地多次密谋策划叛变事宣。同时，他们还积极串联步兵
连长骆俊（地主）、骑兵连长胡振国(地主)等叛变投敌。
唆使土匪分别串联县城的我军三连副连长杨玉春(伪警
察)等人叛变作内应。

在国民党建军分子的唆使下，毛贵生、张伯然公开
叛变，先将我党到平安执行任务的公安队缴械。12月
21日夜间，毛贵生、张伯然联合“双阳好”“双合”等土匪
300多人趁我军连长刘长运结婚之机，向安广人民自治
军指挥部发起突然袭击。战斗打响后，叛变作内应的杨
玉春等人分别下令不准抵抗，并宣布投降光复军，同时，
抽出一部分人配合土匪攻打军团指挥部。这时,大部分
连队已叛变,部队不听指挥，无法调动。在敌我力量悬
殊的情况下，叛匪很快占领了县城并包围了团指挥部。

当时，在团部的仅有王超等10多人。当听到枪声

突然大作时，王超断定是三泰栈方向，面对突变的形势，
王超沉着指挥，立即命人打电话联系，但电话线早已被
敌人掐断。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王超奋力组织突围，
向路南公安局转移。这时,埋伏在附近的“双龙”股匪向
团部发动猛烈进攻。团部到公安局的道路已被封锁。
王超和刘希平率领数名战士与敌人展开激战。经过一
段激烈的战斗，我军终因寡不敌众而退守屋内。

团部为工字形房屋，面积大，门窗多，人少难于防
守，而土匪则从各个方向朝屋内猛烈射击，情况越来越
危急。这时，团长派人接应王超等人向公安局撤退。叛
匪们听见枪声渐稀，就砸开临街的前门冲进屋内。危急
关头，王超掩护隐藏在一间小屋的战士打开窗户跳到后
院越墙突围。在敌人逼近、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王超带
领其余战士手持煤块向外突围。敌人发现后立即向他
们开枪射击。王超的胸部和肩膀中弹，转眼间鲜血染红
了军衣，很快就昏迷不醒了。由于天色漆黑，和战友们
相距较远,故无人发现王超负伤。不久土匪发现了他，
但见他满身血污生命垂危，又不知他是何人，就把他拖
到团部屋内丢在走廊……数小时后，前来救援的医护人
员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王超，便立即进行抢救。此时他穿
的军衣已被血水浸透，经过紧张的抢救和治疗，王超脱
离危险。撤退时，因担架短缺临时用医院的门板抬着他
去车站撤离。当时他们来到车站前时，由于土坡陡峭和
门板平滑，上坡时王超突然从门板上滚翻在地，摔得伤
口血流不止。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王超当场牺牲，
终年23岁。众官兵围着王超的尸体失声痛哭,痛惜他
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因为时间紧迫，县长刘希平和战士们匆忙买来一口
棺材，将王超烈士的遗体用被子裹起来放进棺材里，安
放在车站附近的大庙里。

为了纪念王超烈士，中共安广县政府于1950年将
王超烈士遗骨安放在烈士陵园，永志纪念。 （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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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
术博物馆举办的年度大展“千山
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汇
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等 11家单位的共 70件 （组）
珍贵文物，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
厚重历史。其中，出土于吐鲁番
阿斯塔那墓地187号墓的“托盏
仕女图”，十分吸引眼球。

画面上的侍女发束平髻，扎
两根十字红头绳。浓眉，额间描
花钿。身着圆领蓝印花袍，腰间
系黑带，内穿晕裥布裤，足蹬丝
帮麻底鞋。双手托茶盏，小心翼
翼为对弈的主人进茶。图画是屏
风画《弈棋图》的一部分，形象
地表现出唐朝时，新疆社会生活
以及居家布局已深受中原文化影
响。

屏风是分割室内空间、障目
挡风、美化室内环境的家具。先
秦时代，屏风就已见诸文献。《仪
礼·觐礼》记载，“天子设斧依于
户牗之间”，“依”就是屏风。天
子的屏风上绘就黑白相间的斧形
器物，以彰显君主的威仪和庄
严。至今，民间也还流传着三国
时代的曹不兴在屏风上“点墨成
蝇”的故事。到了唐代，屏风走
入寻常百姓家。

屏风作为集实用与装饰为一
体的日常器物，走出宫墙，得到
各界喜爱。堂屋内设屏风，已成
时尚。加之唐代小木作、金银、
漆工、螺钿镶嵌等手工艺的发
展，绘画艺术也于此时进一步繁
荣，屏风画便在唐代走向创作鼎
盛。

壮阔的山水、优雅的仕女、
精致的花鸟，都成为屏风画的表
现主体。仕女画尤值得一提。

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
赋》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
本），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仕女画。
其间对洛水女神的描绘，轻云蔽
月，流风回雪，依稀可见魏晋时
代美女的清瘦形象。到了唐朝，

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大为
提高，特别是生活在都城长安的
贵族妇女，表现出远不同于其他
朝代女性的自由奔放和热情勇
敢。她们修仪容，理丝竹，在错
金粉彩里雕画美丽人生；她们舞
文墨、弈棋局，于博古雅好间完
成身心修养。《弈棋图》就是其中
代表。

丝绸之路开通，来自中原的
器物、文化、礼仪、审美、风
俗，一一跨过高原、雪山、戈
壁、荒漠，来到新疆。画面中，
仕女浓丽丰肥，耳朵的颜色染
白，耳根略染檀色，同面颊颜色
一致。这种画法，是唐朝善绘贵
族仕女、宫苑鞍马的宫廷画家张
萱所独创。在张萱的《捣练图》
《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另一仕女画
名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
仕女图》 中，这种特点都有所
见。这说明，张萱独有的画技也
已从都城流传开去，被别地画家
习得。

画幅虽小，但背后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信息。透过它，我们可
以看到，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终与
中原文化息息相通、血脉相连。

《弈棋图》蕴含的历史信息

●康岩

托盏仕女图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
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
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
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
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在《游褒
禅山记》中，以自己亲游褒禅山的经历
启示世人要有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坚
强意志，方可收获人生的“非常之观”。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
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据史料记载，西汉
末年，当时年仅 21 岁的耿弇投奔了刘
秀，并且口气不小地向刘秀建议，先收复
河北，再平定山东，最后一定能安定天
下。那时候刘秀的势力还很弱，耿弇更
是名不见经传，所以谁都觉得他这个说
法太夸张了，不可能实现。但耿弇坚持
这样的志向，以拼命三郎的勇气，作战身
先士卒，不惧生死。正是因为有这样舍
生忘死的勇气，耿弇真的成了大名鼎鼎
的常胜将军，而他原来预设的目标，也都
实现了。刘秀对他刮目相看，很感慨地
说了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也。”

有志之人不为外界所扰、直面各种
挑战，自始至终坚韧不拔、一如既往坚
持到底。此志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定力，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是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坚毅。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无数
华夏儿女正是凭借着这样的定力、决
心、意志，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开发壮
美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波涛万顷的壮
美海疆，开垦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建
设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在历史长河
中汇集出来的思想认知和卓越成就，也
成为了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建功。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人民数
学家华罗庚，一生致力于数学研究和发展，他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因病致残后立誓“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经过长期
刻苦钻研，他率先提出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
数论等许多富有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解决了许多关键
性难题，为我国数学研究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即使到了晚年，在
学术界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他仍然手不释卷，勤奋钻研，
组织带领一批批青年科学家勇攀科技新高峰。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
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立志是事业的开始，也是基础，任何谋
事创业有作为者，应志存高远、坚定信念，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做
到底、做成功。回顾党近百年历程，我们是靠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
意志走过来的；今天，当我们身处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新长征路上时，同样需要依靠这种信
念和意志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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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始于五代，盛于清，本质是一种对

偶文学，从骈文、律诗、词曲的长河中不断采
撷浪花而成，形式更加灵活，其议论性、实用
性也更强。楹联文辞精炼、言简意深，内容丰
富，流传下来很多经典名联，深具中华美学
精神，至今读来口齿生香，心神激荡。

楹联之美，在于如画如诗。“青山不墨千
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有色有声，极富想
象力，让人觉得山高水长，如在眼前。“室雅
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此联乃郑板桥所撰，
其从容淡泊，颇得刘禹锡《陋室铭》之神韵。

“清风明月不论价，红树青山合有诗。”这是
副集句联，上联系北宋欧阳修的诗句：“清风
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下联系南宋
陆游的诗句：“晚来又入淮南路，红树青山合
有诗。”大意是说自然界的清风明月所带给
人心旷神怡的感受，是金钱无法买到的，所
以无价。两者相隔百年，经后人妙手剪裁，勾
勒出一片心境澄清的图画。很多楹联都是送
给大自然的一枚书签，“绿水本无忧，因风皱
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白鸟忘机，看
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
开。”物即是我，我即是物，绿水流淌，带走的
是岁月，青山矗立，留下的是逸情。

楹联之美，在于奇思妙构。楹联是汉字
文化运用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不仅要对仗

工整、平仄协调，而且衍生出一些趣巧联，
使文人在出联对句的“交锋”中平添了难
度。有谐音对，“因荷而得藕，有杏不须梅。”
看似四样植物，却暗含因何，有幸，得偶，不
须媒的语意双关，道出了缘分的喜悦。还有
无情对，“三星白兰地，五月黄梅天。”风马
牛不相及，既莫明其妙，又妙趣横生，“树已
半寻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字字工稳，
却出其不意，这也许就是国人含蓄的幽默
吧。最难的是字形对，“烟锁池塘柳，桃燃锦
江堤。”上联五字偏旁是“火金水土木”，下
联五字偏旁是“木火金水土”，五行相生相
克，意境美不胜收，可谓巧妙至极。

楹联之美，在于情志寄托。楹联相对
于诗词而言，比较短小浓缩，且要挂在楹柱
之上，更需直抒胸臆，提炼“金句”。朱熹曾
撰联：“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
心。”纳天地古今于联内，表达修身治学的

志向。明朝大臣杨继盛在诏狱里写下名
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他一
生报国为民的诠释，“铁肩”与“辣手”，足见
一个人的担当与无畏，这种疾恶如仇、横眉
冷对的浩然正气所包裹的，是一颗炽热的
丹心。清朝林则徐有一副自勉联：“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有容
乃大，出自《尚书》，无欲则刚，出自《论语》，
被林则徐以海与山喻之，顿时觉得生动妥
帖，这也是林则徐一生的写照。“有志者、事
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
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一
长联为蒲松龄所撰，整副对联张弓如满月，
气势磅礴，更催人奋进，蒲松龄屡试不第，
但他笔耕不辍，终以《聊斋志异》名垂青史，

“有志者事竟成”和“苦心人天不负”已成为
无数人的座右铭。“浮舟沧海，立马昆仑。”
是周恩来早年的一副自勉联。虽只有寥寥

八个字，但却豪情万丈，气贯长虹，我们能
感受到他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英雄气概。

楹联之美，在于哲思论道。对于古代文
人来说，撰写楹联也是总结个人体悟的过
程，留心者，处处皆学问，处处皆楹联。有一
副楹联从竹梅中寻到做人的道理，“虚心竹
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将天然景物赋
予可贵的品格，给人以启迪。成都武侯祠诸
葛亮殿正中有一副楹联，向来被推为武侯祠
诸联之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
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
思。”在对诸葛亮一生用兵和施政的功业进
行高度概括的同时，也有“讽谏”之意，此联
叙事寓情，怀古喻今，甚有哲理。河南南阳内
乡县衙三省堂悬挂着一副楹联天下皆知：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
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
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此联语言朴
实，感人肺腑，很有辩证思维和爱民情怀，劝
诫为官者要摒弃特权思想，以廉政勤政、为
民造福为己任，值得今人借鉴沉思。

楹联文化是中华国粹、民族瑰宝，广受
人们喜爱，群众基础深厚，只要楹联爱好者
孜孜不倦地钻研学习，善于品味和挖掘楹
联之美，就一定会有更多脍炙人口的佳联
涌现出来。

楹 联 之 美
●相龙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传统诗词流派众多，汪洋恣肆，气
象万千，今天单说活法诗。

所谓“活法”成于江西诗派的吕本中，曾提出官箴“清
慎勤”，他对诗论亦有创新，号召“学诗当学活法”，其意是
为了弥补江西诗派生硬造作之弊。何谓活法？就是既遵
守规范又超越规范，既富于变化又不离本宗。一言以蔽之，
要活用诗法。

吕本中虽有倡导之功，但将活法诗发扬光大的，则是
出自江西诗派，又“跳出”江西诗派的江西人——杨万里。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南宋诗人。小学课本里“接天莲叶
无穷碧”“早有蜻蜓立上头”便是他的诗句。早年，杨万里先
学江西诸君子，又学晚唐之诗，谁知越学越苦闷，到后来竟
诗情枯竭，笔纸生尘。一日，他不思古人古句，口占数首，若
有所悟，于是开始抛开古人窠臼，转而师法自然，诗情诗材
竟如泉涌，接踵而来，从此，迎来了一片新的天地，直至去
世，杨万里作诗两万余首，被誉为一代诗宗，后人推崇他的
诗为活法诗、诚斋体。

活法诗究竟什么样？打个比方，就是“流转圆美如弹
丸”。具体来讲，可表现为“趣”“活”“新”“捉”几个特征。

吟咏素材得“趣”。杨万里推开案牍故纸，推开人情世故，
敢于让心放个假，看到别人未发觉的趣事。他童心复萌，看到
舟中打着伞的小童，“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人
家是用伞当帆让舟前进哩。看到捉蝴蝶的小孩，“儿童急走追
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黄蝶与黄花已浑然一体。看到稚子玩
冰，将冰块儿作乐器不住敲打，“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
地声”，似乎可以想象到接下来的欢闹场景。杨万里不仅得童

趣，还常得理趣。别人多写登山，他偏写下山，“莫言下岭便无
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开
头便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第二句的“赚”和“空”字又让
人忍俊不禁，忽而画风又一变，一“放”一“拦”使青山化静为
动，既绘出了山中实情，又道出了人生哲理，这种曲折、跌宕的
写法正是活法诗的招牌“动作”。

眼前万物皆“活”。活法诗主要是灵活多变、别出机
杼，在杨万里笔下，世间万物一下子都“活”了。杨万里诗
中有很“机灵”的蜜蜂，“小蜂得计欺侬睡，偷饮晴窗砚滴
乾”。有很“生气”的盆花，“无数盆花争诉渴，老夫却要作
闲人”。有很“深情”的高塔，“最感横山山上塔，迎人东去
送人西”。还有很“傲娇”的桃花，“可是桃花逞颜色，一枝
穿过李花来”……无论山川日月，还是花鸟鱼虫，杨万里都
可以与之如亲朋密友般互动。这是一个多么有声有色、无
比鲜活的世界啊，一切都源于杨万里一颗对自然、对生活
充满热爱的诗心。

遣词造句求“新”。杨万里的求新，既得益其跳跃的诗
性思维，又因为其对新颖奇妙意境和物象的不断探寻。他
精于调派动词，“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岁久
树根无寸土，绿杨走入水中央”，他不避浅近口语，“低低檐
入低低树，小小盆盛小小花”“日上东窗无个事，送将梅影
索人看”。他还常有与众不同的视角，“船中活计只诗编，读
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杨万
里的求新求变，只为了妥帖表达诗意，并非求僻求怪，目的
还是不忘写诗的初心。若是溺于“掉书袋”，搜肠刮肚、闭门
造车，写出来的诗作还是欲诉的本意吗？答案不言而喻。

诗情灵感须“捉”。杨万里的很多诗，都是在细致观察
中，身手敏捷“捉”来的。“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
花”，儿童捉柳花，他却“捉”得一首好诗。有时候，真怀疑
杨万里是否随时带着照相机，“沧波万顷平如镜，一只鸬鹚
贴水飞”，咔嚓一声，画面凝固，“碧玉峰峦白银绿，峰峦暗
处绿偏明”，色彩斑斓，光线明灭。甚至，杨万里每个毛孔
都能感受到微妙变化，“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
风”“醉倚胡床便成睡，梦闻荷气忽然醒”，没有这份敏感，
又哪来首首好诗呢？杨万里写诗很“科学”，“水虫才出绿
波来，细看爬沙上石崖。化作蜻蜓忽飞去，几时飞去却飞
回。”是不是像电影画面？这也是活法诗的技巧，诗意就迸
发在事物变化的瞬间。

诗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不仅要传
承，更要发扬。而我们大多生活在车水马龙的闹市，距离大
自然仿佛很远，诗意也不自觉远了。但诗脉不绝、诗心尚存，
我们仍会不时忆起那些平仄佳句。所以，不能任由诗词栖息
在唐宋历史里，随着沧桑的变迁，感情的丰富，我们有必要从
活法诗里汲取营养，在遵循格律的基础上，状物姿态、写人情
意，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写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诗句。

杨 万 里 与 活 法 诗
●蔡相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