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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剧《地雷战》有感
张盘龙

湖南卫视热播电视剧《地雷战》是发生在胶东半岛海阳

县上真实的抗日斗争故事。

电视剧围绕着民兵连长赵化龙、国民党委任团长行志

远、绿林好汉三炮等爱国人士在日军侵华时灵活巧妙地运用

地雷战术抵制日本侵略者展开叙事。赵化龙、行志远、三炮是

师出同门的三师弟。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赵化龙从一个

不识字、思想单纯、行事简单、满腔热血的农村青年，逐步成

长为有勇有谋、敢于担当、群众心目中的主心骨——民兵连

长。行志远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有一个死心塌地、甘当日

本人走狗的汉奸父亲，有一个民兵连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

妹妹汪缜。行志远虽然出身特殊，又是国民党委任团长，但他

从小就有一颗爱国、救国的赤子之心。但他站错了队伍，入错

了组织。虽凭一己之力尽力杀鬼子，但往往事与愿违。最后，

单枪匹马杀敌抗日的行志远为国捐躯！三师弟三炮，占山为

王。虽为绿林好汉，但他行侠仗义，关键时刻，他一次次伸出

援手，为民兵连化解危机。但个人主义作风终究成不了大器，

仗义的三炮，为了红颜知己，最后还是惨死在日本鬼子的枪

弹之下。事实再次证明：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只有初心不

改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未来才是光明的。

电视剧《地雷战》还注重在浓浓的烟火气息中塑造英雄

主义。赵化龙是英雄，但同时也是一个凡人。在血与火的抗日

战争中，在实现理想信念的同时，也有对现实的依托。首先是

对文晓博至死不渝的追求，文晓博牺牲后，与汪缜并肩作战

的日日夜夜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两位革命青年培育出了

纯真的革命爱情。战火纷飞里成长起来的革命爱情，并没有

矮化赵华龙的英雄形象，反而在烟火气息里折射出“伟大出

自平凡”朴素道理。给观众一种十分接地气的感觉。这正是新

时代文化强国的使命所在。

兴趣爱好能给人带来愉悦，给生活带来浪漫与激情。说

起我的书法爱好，还是始于欣赏故宫楹联。故宫内楹联的书

法风格多样，既有端庄大气的楷书，也有潇洒飘逸的行书，还

有苍劲有力的篆书、隶书。宫殿、阁楼上的楹联除联意深远

外，还端庄大气，每一笔都极尽风骨韵味。我在浏览故宫、颐

和园景物的同时，更被园林阁楼的楹联所吸引，北京之行让

我增添了书法一大兴趣爱好，此后一有机会便欣赏名家名

帖，仔细玩味揣摩，悉心临摹。只要听到哪里有带特色字体的

石碑，不管走多远的路，都要赶去鉴赏。用手机拍下，带回细

细观摩。后来有了电脑，便在网上观赏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

练书法可以陶冶性情，集中注意力，有益身心健康，提升

审美能力。为练习书法，我做足了功课。准备了笔墨纸砚，特

备了各种类型的字帖，伏案书法一切准备就绪。闲暇时，只要

书写兴趣上来，就用小塑料桶装上水，以水代墨在地上书写。

无翰墨之飘香，却也环保卫生。进入书房以及大厅，地面光滑

平整，在上面练书法，最恰当不过了。独处一室时，似与外界

隔绝，可充分享受独处的妙处，注意力高度集中。

写那大开大合行云流水般的草书，手随心动，兴之所致，

将笔伸进桶里，水浓笔饱，顺势恣意挥洒，运笔带着无拘无

束、信马由缰的快感。手下只有字，我酣畅淋漓地挥笔书写，

一个个字如美妙动听的音符在笔尖下跳动。心中无杂念，物

我两忘，心灵似得以净化而变得特别纯洁起来，进入了一种

“激扬文字”的神秘境界。

我练写的字体有多种，唯独对魏碑体情有独钟。这种字

体刚劲挺拔，灵动有力，字形美观。其次也练写方正的黑体

字，这种字厚实端庄。如果说在地上练行书带点随意性，那么

伏案临帖练正楷则需高度严谨，执笔坐姿书写都得规范。稳

而正，一笔一画讲究一气可成，流畅自然，点、横、撇、捺笔笔

见锋。上下左右结构匀称，用笔轻重有度，粗细疏密有致。结

构紧凑，字体重心力求平稳。书法作品务求呈现出字的个体

美，更具整体美的审美效果，努力追求书法的最高境界。一松

一紧交替，宽严相济，行书、楷书两种书法形式变化着进行，

可让兴趣处于持续状态，坚持天天如常，持之以恒。

记得当年校长见我爱涂鸦，学校一旦要写什么东西，他

便找上我，我也乐于此道，毫不推辞。那年月为了引起社会对

教育的重视，各校在校门口和墙上书写“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扫除青壮年文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等一大堆标语。这书写的差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身上。

我利用课余休息时间，提上装有调制好的石灰水的桶，带上

排笔和直尺，选取大路边显眼的墙壁，一条一条用黑体字体

写下来，白字印在红砖墙上，很醒目。他人是褒是贬我不计

较，总之收获到书写的快乐。快过年时，好多文士在大街上摆

摊写对联，当中不乏书法行家，令我仰慕，很想与之交流书法

感受，但因担心影响人家工作或有班门弄斧之嫌，只得作罢。

当然我最欣赏的首推攸县教师进修学校的一位邓姓老师写

的对联，他的字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而且瘦硬苍劲韵味十

足，颇具大家风范，据传他的书法作品远销日本等国。羡慕归

羡慕，见人家写对联挣钱，我何不也尝试尝试。于是过年前写

了些对联，摆在门口，不知何故问津者多而买者少。也许是过

年的对子应与喜庆福禄财运相关联，而我偏偏却未注意这

些。不过我也不气馁，我写对联纯属兴趣使然，加入书法协会

或以字卖钱求名求利并非我的终极目标。

1994 年建好新房，大门上的对联是：逢盛世开鸿泰人兴

财旺添富贵，创伟业启安康喜到福满多吉祥。1995 年建了围

墙，大门上的对联是：铸就辉煌，再创佳绩，都是我自己写的。

对联见证了我家的发展历程。经过长时间的书法练习，我也

逐渐积累了一些方法心得：练书法如同做事，要持之以恒，不

可半途而废。通过练习书法还可学习做人，练字悟道。字要方

正，做人又何尝不是要堂堂正正呢？

我深切感受到，练习书法能帮助人们修心养性，有益身

心健康。重拾书写的乐趣，丰富自己的老年精神生活，也有利

于调整好心态，让生活充满朝气与活力。

一幅双鱼图惊现在茶陵县湖口镇寒江

村雷坪组。

这幅由山水构成的天然太极双鱼图

以 完 美 圆 形 为 边 界 ，两 条 灵 动 的 鱼 形 首

尾相逐，洣水在此以特殊的 S 形曲线实现

空间分割，既对立又交融，双鱼图在这里

并非静态对称，更似永动循环。玄鱼是由

青 黛 的 山 脉 组 成 ，郁 郁 葱 葱 的 树 木 自 发

形 成 了 玄 鱼 头 部 昂 扬 向 上 ，鱼 尾 劲 扫 带

动 气 旋 的 奇 观 。素 鱼 则 是 雷 坪 组 生 活 居

住的场所，那错落有致的民居，黄色的油

菜花，让素鱼拥有了渐变色的鱼鳞，背鳍

如火焰升腾，腹鳍如流水蜿蜒，鳞甲边缘

泛 着 微 光 ，仿 佛 一 条 吸 纳 着 天 地 灵 气 正

在俯冲潜游的鱼。

这幅双鱼图已形成几千年了。被县文

联组织前来采风的摄影协会所发现。在无

人机的镜头下，双鱼图整体画面既有金石

篆刻的刚劲，又含水墨渲染的氤氲，这种既

象征着日月盈昃、寒暑更迭的自然规律，亦

隐喻刚柔相济、虚实相克的生命智慧的大

自然奇观，不知是如何形成的。

雷坪是茶陵的最南端，与炎陵交界。据

村中老人介绍，当年炎帝因尝断肠草而亡

之，初拟葬在露岭。因挖到溶洞认为“不

吉”，而灵柩顺洣水而下，经过此处时天象

异变。在老人的讲述中，在几千年的传说

里 ，这 是 炎 帝

老祖宗遗留下

来的宝物，是对生活在这

里人民的一种庇护。

心 有 山 海 ，静 而 不

争。雷坪正在菜花金黄、树木吐秀的季节，

渔夫晒网，农夫扶锄，老幼负暄献芹都怡

然自乐，这种宁静和谐的生活，不正是双

鱼图阴阳相生的寓意吗？

听聂鑫森细说湘潭故事
——读聂鑫森《湘潭故事》有感

姜满珍

结识鑫森老师近二十二年了，记

得2003年下半年第一次见聂老师是在

株洲市第十三中学，三十有余的我见

到陌生的老师还有几分腼腆与几分紧

张，多接触几次，感觉聂老师就像自家

兄长一般平易近人。读了聂老师的美

文，听了聂老师的文学课，让你会佩服

得五体投地，无论为文为人都是我终

身学习的偶像，也是让我受益良多的

良师，给予了我不少的支持。

品读《湘潭故事》感受老师知识

的渊博。虽然只有 38 篇小小说，透过

这 38 篇文章，不难发现聂老师博古通

今，各行各业都描述得惟妙惟肖，活

灵活现。透过《戏衣》讲述什么是检箱

人？读过《脸谱》知晓聂老师懂得与戏

曲有关的大量知识；《鸽友》一文里写

了鸽子名品的名称、鸽哨的分类等；

《暗记》里描述裱画的专业术语：石丁

对于衬裱的色调，木轴的装置……

《鲜于先生汤》《口戏》中对美食原材

料的搭配；《归隐录》中对修复工作中

十几道工序的描写。所有这些专业知

识的获取，我想聂老师一方面是源于

生活中的真实积累，更重要的是阅读

过程中各种知识的吸取。聂老师读书

经常做读书笔记，家中的读书卡片、

读书摘抄本不计其数，“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人之差异在于业余”，这是

聂老师常劝诫后生晚辈的话语。

品读《湘潭故事》领悟人生真谛。

《唐琴》描述古城闻名遐迩的琴人秋一

江与城里老字号“医琴坊”的老板班师

捷的故事，赏琴、诽琴、剖琴、修琴、重

归于好，后来成了来往频繁的好朋友。

文中秋一江游夫人是一个非常明事理

的老婆，一语道破丈夫的缺点：“可怜

你知音难觅，可惜你明理太少，可叹你

矜狂忤人”。劝丈夫待班师捷不必粗言

粗语以拒，没有必要得罪人家。“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人活在世上，图的是一个“和”字。《面

人雷》讲述了捏面人技艺精湛，擅长捏

活人画像，没事时捏了好多“坏人”画

像，协助车站铁路警察破了好多案件，

从而得罪了三条大汉，一个晚上三条

大汉要用青于（刀）做了他，面人雷临

危不惧，借为自己捏像给老家儿孙留

个念想的工夫，将三个凶手捏到了手

中，底座边刻上一行字：“手中有乾坤，

面人雷自捏像。”很快被刑侦队队长用

放大镜发现了凶犯，并抓捕归案，大智

大勇的面人雷被追认为烈士，追悼会

开得隆重，挂着面人雷自捏面人的放

大照片，配上了“手中有乾坤，小技大

道，心中明善恶，虽死犹生。”读完这篇

小小说，无不让人佩服面人雷临危不

惧、机智聪明的精神。

《湘潭故事》一书中还有好多读

了让人联想自己的工作、生活，指点

自己如何为人处世的经典之作。《圆

月桌》《暗记》《盛记裁缝店》等佳作读

来都让人遐思良久。

品读《湘潭故事》感受词语的灵动

鲜活。《客栈一夜》文章里草药郎中叫

画院的帅哥测村字，“木以长材为贵，

一‘寸’之‘木’亦何所用？但于你则可

以‘寸木’高接岑楼，长此下去，必有造

化也。”男子眉眼间溢出许多喜悦……

这个“溢”字让我心生欢喜。《郁剪剪》

中描叙：随即，郁剪剪从堂屋后面走了

出来，紧接着，红着脸的田谷生也醺然

而出。这个“醺然”二字太形象了。类似

这类型的词汇还有很多，可见鑫森老

师学富五车、才华横溢。

品读《湘潭故事》，感受故事中的

哲理，让人意犹未尽。《客栈一夜》等有

些故事留一些悬念，余味无穷，情趣盎

然。《口戏》中讲叙 1969 年冬为了忍受

饥饿的煎熬，靠乐众的口技来描述大

快朵颐的盛餐，满足饥荒年代的耳福、

眼福、口福。此文没有抨击年代的是非

对错，看过后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须写

得清清楚楚。《圆月桌》里七十岁的和

乐明老伴撒手而去后，他独守一个圆

月桌吃饭，常常愁得眉毛打结。一次偶

然的一天，圆月桌被市博物馆当馆长

的宗学鉴定为价值百万元以上的宝

贝，后来儿子媳妇轮流陪伴，“……和

家庭院盈满了脚步声、说话声、笑声。

宗学每当吃饭的时候，望着桌子边的

家人，总会想到邻家那张围满了人的

圆月桌，圆圆满满，快快乐乐，于是，欣

然举筷。一句话就让孤苦伶仃的老人

晚年生活幸福无比，你说还有比这更

有味道的传奇故事吗？

鑫森老师是一位饱读诗书、笔耕

不辍的大学者、大作家，数年来每日

坚持读书两个小时以上、写作四五个

小时。眼睛疲劳了，站起来写写画画，

舒筋活骨。他在诗书画印等艺术门类

皆有造诣。出了几十本散文集、短篇

小说集，获过“庄重文文学奖”“湖南

文学奖”等十多种奖项。对年轻人常

常鼓励提携、诲人不倦，言谈举止皆

是满满的正能量，用虚怀若谷来形容

是再恰当不过了，鑫森老师是我们值

得终身学习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读《钗头凤》有感：
叹相离不如相忘

张洁

在浙江绍兴这座水城，有一处极

富江南特色的私人花园——沈园，这

里，流传着一个让人唏嘘感叹的爱情

故事。隔着 800多年的时光，那一声声

叹息，似乎还在沈园里流转。

相传南宋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本

是青梅竹马，成年后两人结为夫妻。婚

后，他们恩爱有加。但陆母不满儿子沉

溺于温柔乡中不思进取，误了前程，再

加上唐婉又始终未能生养，于是逼迫孝

顺的儿子休妻，终致二人劳燕分飞。

其实换一种思路来理解，如果不能

自始至终坚定地选择，或许就是不够

爱。那放手后，各自开始新的人生，或许

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有的人偏偏就是

做不到。十多年后，陆游和唐婉在沈园

再次重逢。那是怎样的一次见面？相顾

无言，默默垂泪，沈园的风如当年离别

之际的寒风，吹得人心里更加凄凉。

这次分别后，陆游提笔，在沈园写

下了千古绝唱“钗头凤”：红酥手，黄藤

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

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

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样痛

彻心扉的词，无异于在人的心上狠狠扎

了一刀。时隔一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

看到这首词，顿时潸然泪下，往年情景历

历在目。原以为已忘却，不料却藏在心

底，埋的越深伤害越大。于是，她回了《钗

头凤》做呼应：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

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

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

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

泪装欢。瞒、瞒、瞒！原本身体孱弱的唐

婉，在回了这首词后，似乎已经耗尽了所

有的心力，不久就郁郁而终。

有人说，一首《钗头凤》，误了唐婉

一生。在这段不明不白的感情中，是这

首词将女主推向绝路。但一些历史学者

也认为，故事中的一些细节，可能是后

人为了渲染悲剧色彩而添加的。不知真

相到底如何。那些生死两隔的憾恨，最

终只是泛黄书页中的篇章。

每次读到这首《钗头凤》，我都会感

慨，既然相离，为何不能相忘？既然相

离，就该相忘。不够坚定地选择，摇摆，

犹疑，本身就是答案。已经选择了，就该

理智放手。别让那些放不开的执念，误

了一个人的一生，唯留无尽空叹。

鲁迅的诙谐幽默
王厚明

谈及鲁迅形象，很多人的脑海里

会浮现一副冷峻孤傲、爱憎分明、愤

世嫉俗的面容；回顾鲁迅一生，又常

常会想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的自白。

其实，鲁迅也有诙谐幽默的另一

面。夏衍就曾感叹：“鲁迅幽默得要

命。”还有人评价：“就文学论，就人物

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鲁迅与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每每

大家一起聊天，钱玄同不仅善谈，还

喜欢在席上爬来爬去，鲁迅便给他起

了个绰号叫“爬翁”。常被鲁迅调侃的

还有同乡、《语丝》撰稿人章廷谦，由

于他留了一个很酷的学生头，鲁迅亲

切地称他为“一撮毛哥哥”。

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南中国”文

学社，希望鲁迅给创刊号撰稿。鲁迅

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

后再写，免得人说。”青年们说：“我们

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

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

迅风趣地回应：“要刊物销路好也很

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

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鲁迅从上海回到北平，看望生病的

母亲。其间，北京师范大学请他去讲演，

题目是《文学与武力》。消息一出，便遭

到一些人的攻击。对此，鲁迅并不气恼，

还在讲演中调侃道：“有人说我这次到

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

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

许广平写了一篇自认为还不错的

论文，题为《罗素的话》。鲁迅看后写下

一句评语：“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

分（抄工三分，末尾几句议论二分），其

余的八十五分给罗素。”许广平看到评

语后，只得认认真真地再作修改。

这种深刻的幽默，是一种清醒与

觉醒，折射出豁达与担当。

剧评

艺谈

我的书法爱好
周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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