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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路与海明小
学的由来

白城市洮北区海明路原
名为中央大路。1946 年 1
月3日，嫩江军分区团政委
刘海明在掩护白城子地县党
政军机关突围时，不幸被“光
复军”匪徒冷枪击中，壮烈牺
牲。为纪念刘海明烈士，
1947年洮安县政府决定将
中央大路正式命为海明路。

海明小学位于白城市洮
北区海明西路13号，始建于
1946年，原名白城子第二平
民小学。1947年为纪念刘

海明烈士而更名为白城子海
明小学。

海明路与海明小
学现状

海明路主要包括海明东
路和海明西路两部分。海明
东路位于市区中心，西起长
庆南街和海明西路交汇处，
东至解放广场，长1500米，
宽16米。沥青路面，属城市
次干道，与青年南大街、明仁
南街、金辉南街、长庆南街相
交。海明西路东起长庆南街
和海明东路交汇处，西与棉
纺路相接。长 2500 米，宽

20米，沥青路面，与长庆南
街、幸福南大街、瑞光南街、
光明南街相交。

白城市洮北区海明小
学占地面积 7333 平方米，
建筑面积 5277 平方米，教
学楼1栋，教室47间。现有
150 名教职工，42 个教学
班，2182 名学生。该校始
终秉承“以德立校、依法治
校、科研兴校、质量强校”的
办学理念，坚定“为学校可
持续发展铺路，为教师专业
化发展导航，为学生终身发
展奠基”的办学宗旨，突出
以明志教育活动为载体，培
养学生树立崇高理想的办
学特色。

刘海明烈士的故事

刘海明原名刘中华，中
共党员，原是中国工农红军
的干部。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后，随冀热辽部队
从关内来到白城子(今白城
市)开辟工作。白城子是西
满根据地的一部分，是连接
西满南北部的纽带，战略地

位十分重要。刘海明来到白
城子时，白城子军分区刚刚
建立，刘海明担任人民自治
军骑兵团政委，主要负责白
城子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剿匪
工作。1945年 12月，国民
党纠集镇东等7县土匪万余
人组成“光复军”攻打白城
子。当时，白城子只有3支
武装力量：一是人民自治军
骑兵团，有550余人；二是人
民自治军步兵团，有1000余
人；三是铁路护路团，有700
余人。这与敌人兵力相差悬
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白
城子军分区司令员夏尚志指
挥守城部队奋力反击，阻击
匪徒，控制城防。

与敌连续激战三昼夜
后，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
决定突围。刘海明在掩护
队伍沿着戏院子胡同向外
突围时，被敌人冷枪击中，
壮烈牺牲。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
究室供稿）

编者按
红色七月，党旗飘扬，红色印记，闪耀荣光。
红色地名，纪念英烈，红色故事，代代传扬。
回望白城党的历史，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

上洒下鲜血和汗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可歌
可泣的英雄赞歌，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红色印记，勤劳善
良、感恩质朴的白城人民为了纪念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用烈士的名字命名了一批红色地名。即日起，中共白城市
委党史研究室与白城日报社联合推出——“红色记忆，地名
故事”系列报道，与大家共同开启寻根之旅，重温光辉历程，
讲述红色故事，庚续红色血脉，传承革命精神，汇聚起白城
人民建设家乡、振兴白城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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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
耘，徂隰徂畛。”田间地头，人们各司其
职、相互协作，翻掘土壤，去除杂草，好
一派热闹的农忙景象。品读《诗经》，
在竹木简牍的记忆传承中，可以领略
中华民族古老的人间烟火。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与土地为伴
的人们谨记天道酬勤、力耕不欺的道
理，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冶炼农具
的发明，每一个进步都体现着为文明发
展所做的努力。为大力提倡农业生产，
自周朝始，便出现籍田礼，即天子率诸
侯亲自耕田的礼仪。古人还立社稷坛
祭祀土地及五谷之神，社、稷分别指土
地神和谷物神，土地为农之本，粮安天
下，此乃一个国家安稳的基石，社稷便
逐渐有了代称国家的义项。有土地，有
粮食，繁衍生息，滋养百姓，绘成风调雨
顺的“千里江山”社稷图。

“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这是
西周百姓在春天播种前向社稷祈祷丰
收时唱的歌谣。古时，繁重的体力劳

动浸透着岁月的沧桑，这些优美的文
字仿佛来自祖先皱纹的沟壑，人们满
怀深沉爱恋和赤诚之心，讴歌身下这
片土壤，世代以继。

“春华灼灼，秋实离离。”这是对粮
食生长过程的概括，也是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的真实写照。猗猗嘉禾，今盈
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和安。如今，盛
夏的阳光下，水田波光粼粼，插秧机不
停运转，村民们有的在修整田埂，有的
在运载秧苗；田野上，高效种植的旋耕
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农业植保无人
机运转不停……千百年来，中国人民
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以勤劳与智

慧建设大好河山，每一个奋斗者一锄
一犁的耕耘，终将美好愿景绘成新时
代朝气蓬勃的小康蓝图。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亿万颗饱
满的谷粒，充盈着一个个高大的粮仓。
乡村的空气里，似乎都孕育着丰收的浓
香。一方方水塘和水中的倒影，将天地
连成一体，平添了几许水光潋滟的神
韵。一条条小路，将农舍连成村庄，房
前屋后，翠竹葱郁，苗木成片，瓜果累
累，那是最抚凡人心的人间烟火。

其实，秧苗、稻花并不香，所谓“风
吹稻花香两岸”“稻花香里说丰年”是
人们美好的艺术想象。但此刻，沿着

田间阡陌缓缓而行，我们能看到稻田
那整齐划一的和谐，感到土地那质朴
自然的神韵。希望，在盛夏的田野上
升腾；梦想，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激荡，希望的田野积蓄着乡村振
兴的无限动能与浓浓希望。

人们享受着田塍给予的幸福，农
耕也为文学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
感。陈晓光在《在希望的田野上》里，
尽情抒发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
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
动中变样……”闪烁着时代风采的歌
曲，穿过草原和田野，传遍城市和乡
村，成为一个时代的心声。

广袤田野，生机盎然，美丽乡村的
美好画卷徐徐展开。对于今天的人们
来说，丰收的含义不仅仅单指粮食丰
收，而是要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有长足
发展。忽想起布莱兹·帕斯卡尔所说：

“人应该诗意地活在这片土地上，这是
人类的一种追求理想。”

其 耕 泽 泽
●尚文

民族英雄林则徐，是讲求廉洁自律、注重
家风家教的典范。他继承父亲林宾日“不妄取
一文”的优秀品德，做官几十年，任职多省，但
尚德重廉，生活俭朴，绝不贪贿，在历史上留下
了卓卓声名。

《说文》：“妄，乱也。”具体到言行上，就是
乱思、乱想、乱行。试想，一个人如果与“妄”相
伴相随，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对党员干部来说
更是如此。

用“静”摒除“妄念”，修身养性，一直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老子说：“致
虚极，守静笃。”孔子说：“仁者静。”这其中蕴含
着奥妙无穷的人生哲理。诸葛亮在《诫子书》
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
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
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两
句话中用了三个“静”字，无论是修身、为学都
与静心养性、摒除妄念密切相关。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出自宋代大儒朱
熹的《朱子语类·学六·持守》。其意是在内做
到不妄思，即心中没有胡思乱想，在外做到不
妄动，即行动上没有非分之举。在大儒的教化
下，“内无妄思，外无妄动”逐渐成为后人修身
立世准则之一。

由此可见，有志者必须坚决摒弃“妄”字。
如果“妄”字当头，必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出现了偏差。而要校正人生的总开关，把握

好前进的航向，必须坚定理想信念。
“妄”字作祟，很大程度上是患得患失心理

严重，放不下“小我”，忘不掉私利。对新时代共
产党人来说，无妄思、无妄动，就要牢记宗旨意
识，践行为民初心。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
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
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
不会患得患失。一个人真正把时间、精力、热情，
投入到伟大事业中，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就
会收获到幸福感、成就感，自然与“妄”远离了。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妄取一文
是应有之义。

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绝不
能为了一己私利，做“既当官，又经商”的“买
卖”。同时，不光要严守自身防线，还要管好身
边人，培育良好家风。谷文昌担任福建省林业
厅副厅长多年，他的二女儿谷哲芬结婚时，曾
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被他严词拒绝：“我管
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
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
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
直！”不妄取一文的谷文昌没有给家人留下什
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更有警醒意味的是，“妄”是“亡”的通假
字。这给人深刻警示，如果妄思、妄行，则祸不
远矣。勿用、远离“妄”字，多亲近、自觉运用

“静”字，为人处世、干事创业，才能行稳致远。

不 妄 取
●麟泉

孙犁青年时期即以《荷花淀》成
名，但并未大红大紫；中年生病，封笔二
十余载；晚年笔耕于“芸斋”，崇尚“人淡
如菊”。青年孙犁和晚年孙犁创作旨
趣大有不同，故以“清荷”“淡菊”两种风
格名之。以往研究者更多把目光投向
青年孙犁，关注他作品中主题的独特
和叙述的诗意，即“清荷”一面。新世纪
以来，孙犁研究明显发生两个转向，一
是更为关注晚年孙犁的“淡菊”风格，二
是建构整体孙犁，阐发两个阶段之间
的关系。受各种因素影响，海外对孙
犁的评价与国内并不同步。通过对照
青年孙犁、晚年孙犁两个创作阶段，可
以看出其海外译介的情况及特点。

被广泛译介的青年孙犁

青年孙犁时期，指孙犁上世纪30
年代开始写作到上世纪60年代初搁
笔。这一时期，对孙犁作品的翻译和
介绍已经开始。上世纪50年代初，孙
犁属于被重点培养的青年作家。1951
年底，孙犁参加了访问苏联的中国作
家代表团，同行者有柳青、魏巍、李季、
康濯、徐光耀等，都是文坛青年才俊。
作家代表团由冯雪峰任团长，一个多
月时间内访问了莫斯科等地，参加多
项文学活动，受到苏联作协热情招待，
扩大了中国作家在苏联的影响。孙犁
由此走向了“世界”，近距离体验了苏俄
文学生态，回国后写了多篇访苏纪实。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积极向海外
推介优秀文学作品。古典文学、现代
文学的佳作，被精心挑选后，成规模地
译出。1951年，外文局创办了《中国文
学》，以丛刊形式定期出版，有计划地进
行外译工作，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的重
要窗口。《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索引手
册》（胡志挥编，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
中的很多作品，就来自《中国文学》。孙

犁小说颇受《中国文学》关注。1961
年，《中国文学》发表了《铁木前传》。
1964年，发表了《孙犁小说选》，收录
《吴召儿》《丈夫》。1966年，发表了《村
歌》。其时，翻译家戴乃迭正处于活跃
期，将多部孙犁作品译出，推荐给国外
读者。1962年，戴乃迭翻译了孙犁的
《山地回忆》和《芦花荡》，发表于《中国
文学》第9期。《风云初记》片段发表于
《中国文学》1963年第9期；《光荣》发
表于1965年第10期。由此可见，“青
年孙犁”被翻译推介的频率很高。

这些被选中的孙犁作品，既属于
革命历史叙事，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性。
孙犁的辨识度在于，他参与了以豪迈、
粗犷为美学底色的革命叙事洪流，又
具有独特的个人视角，显现出柔美、克
制的“清荷”风格。在硝烟炮火中，他闻
到了荷花淀飘来的阵阵花香。正如
《荷花淀》中的经典描写：“这女人编着
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
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
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
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
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
香。”这类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独树一帜
的作品，符合《中国文学》的定位，大概
也是孙犁受到遴选者青睐的原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海外研
究者将孙犁作品划入抗日小说的范
畴，而在这个框架中，孙犁作品的独特
性被忽略，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就没

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及孙
犁及其作品。其对革命作家的态度，
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
批评，后者给予解放区文学很高评价，
认为“发生在解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
种种变迁，也许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
光辉的一页”。整体来看，冷战时期的
研究者还未能认识到孙犁作品的独特
价值。

有待重新定位的晚年孙犁

上世纪70年代末，孙犁重返文坛，
出版了《芸斋小说》及大量散文。晚年
孙犁可谓“衰年变法”，知人论世，都与
此前的“清荷”风格不同，形成独立傲岸
的“淡菊”风格。如何分辨、统一两者间
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学
者杨联芬在1998年的论文中，将孙犁
定位为“革命作家中的‘多余人’”，不再
把孙犁框定在传统的叙述范畴，而是
发掘他更为独特的因素。评论家李敬
泽2002年的《半个世纪两个孙犁》，传
达了同样的研究旨趣。这一时期，孙
犁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亦有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孙犁重回出版
界视野。1982年，《荷花淀》由外文出
版社出版，《孙犁小说选》由《中国文学》
杂志社出版。1982年、1983年，《风云
初记》的英文、法文版相继出版。如此
看来，孙犁的译介与写作产生了一个

“滞差”：写作进入晚年孙犁阶段，但译

介出版的作品，仍然是青年孙犁时期
的代表作。

在研究方面，海外学者对孙犁的
特殊性有了新认识。德国汉学家顾彬
不再先入为主地划分作家阵营，对孙
犁的评价也随之面貌一新。顾彬认
为，孙犁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
的作家”“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
之一”“写出女性战友们‘美的心灵’”。

稍感遗憾的是，晚年孙犁的作品
还较少被翻译出去。很多海外研究者
认为孙犁的创作在上世纪60年代就终
结了，这个错觉也影响了对孙犁的整
体判断。比如 Rosemary Maeve
Haddond在关于中国“乡土小说”的博
士论文中，专辟了“荷花淀派与孙犁”
（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
一节，把孙犁置放于乡土叙事传统，仍
然沿袭了以前的思路。因此，如何重
估“晚年孙犁”的价值，将其推介给世
界，形成完整的“孙犁形象”，是一个亟
须重视的问题。

孙犁青年时，“荷花淀派”与“山药
蛋派”相提并论；孙犁晚年时，曾有“南
巴（金）北孙（犁）”的说法，由此可见孙
犁的文坛地位。孙犁崇尚淡泊，自甘

“边缘”，但新世纪以来，孙犁研究一直
保持着较高热度，国内平均每年发表
百余篇学术论文。随着国际学术文化
交流的进一步增强，相信孙犁的“清荷”

“淡菊”风格都会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
注，同放异彩。

孙犁：从“清荷”到“淡菊”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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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受瞩目的中国诗词大会之第七季第
五场（2022年3月11日）上，题中出现有元稹
《小满四月中》两句诗：

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
王立群教授解道：“这两句在这儿的意思

是互文。互文的意思就是：农家关心的不光是
口粮，也关心蚕桑；地方官（方伯）关心的不光
是蚕桑，也关心的是粮食。”

既然王立群教授提到“互文”，我们不妨在
此“复习”一下。这是古代诗文中常用的一种
修辞手法，古人用它“参互成文，含而见文”。
意即：一句话的两部分或前后两句话，表面上
说的是不同的事，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二者
相互呼应，互为补充。

最为人所熟知的如王昌龄名句“秦时明月
汉时关”。这句诗绝不是说，秦朝的明月照着
汉代的关塞。而是说，秦汉的明月秦汉的关
塞。“秦”“汉”“关”“月”是交错互渗的，表达的
意思是：明月关塞依旧，却已物是人非，传达出
对残酷战争中将士悲惨命运的悲愤。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里写的已成千古绝唱的两句话，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互文”。范公显
然不是说：不要因环境优越而欢喜，不要因自
身遭遇困难而悲伤。而是说：无论环境好坏或
自身沉浮，都不应因此或喜或悲，而应泰然处
之。这其实是体现出了博大高远的情怀。

反观元稹这两句，显然不能像王立群教授

那么解说。王教授是大家认同并尊重的专家，
但这个解说却难以服人。我们先来看全诗：

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
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
杏麦修镰钐，錋苽竖棘篱。
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
显然，元稹在此是直接描绘了小满时节农

田里的情形。这时节，各种粮食作物已经长得
比较饱满了，而蚕丝却不一定与小满时节有直
接关联。“田家”自然期待农作物丰收，而地方
官却无视田间状况，想到的只是官家及商家孟
夏急需的丝绸。以元稹惯于讽喻的态度看，他
在这里其实是在嘲讽官家不懂时令，不知轻
重，不关心民生疾苦。

对古代诗人作品，我们首先要尊重原意。
如果原意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局限，我们可以
批评，但千万不可曲解原意，更不要为了今天
的某种需要去作过度阐释，这方面我们曾经有
过不少惨痛的教训。

单就元稹这位中唐才子来说，他是一位“一
言难尽”的复杂人物，无论是其后期与宦官的勾
连攀附，还是早期对恋人的始乱终弃，都让他正
直的形象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他的“主调”
还是亲民的。在《田家词》中，他借农夫之口愤
懑地喊出“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
誓不遣官军粮不足”！可见元稹还是与民心相
通的。我们不能误解和忽视这位诗人的心曲。

“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是互文吗
●朱辉军Ｂ 白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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