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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文联红色采风作品选登启东市文联红色采风作品选登

八项规定正党风
（音乐快板剧）

甲乙：打竹板、响连天。
丙丁：义务宣传走上台。
甲（表）：朋友们，我们都是义务宣传员，今

天准备什么内容。
乙：来来我把中央八项规定来宣传。
丙：对对八项规定有内涵！
我先说……
丁：你别争，他甭抢，老李说了我来讲。
合：好，好！我们把中央八项规定再次展开

来。
甲：八项规定第一款 领导基层搞调研
了解真情办实事 干部群众把心谈
学习实践相结合 总结推广好经验
剖析典型理思路 共谋大计求发展
乙：八项规定第二款 会议活动要精简
改进会风讲实效 短会短话省时间
剪彩奠基庆祝会 未经批准莫去参
领导干部作垂范 党员干部走在先
丙：八项规定第三条 精简文件和简报
改进文风关把好 杜绝文件漫天飘
丁：八项规定第四条 规范出访要记牢
随行人员和车辆 严格控制不超标
甲：八项规定第五条 警卫工作要变样
领导视察到地方 减少交管路通畅
不得闭馆不清场 不造声势不声张
联系群众距离近 倾听意见架桥梁
乙：八项规定第六条 新闻报道求质量
注重价值和效果 压缩字数与时长
丙：八项规定第七条 文稿发表严格管
个人讲话和著作 未经批准不出版
公务活动少露面 不题词题字揭牌匾
甲乙：八项规定第八章 勤俭节约不铺张
领导配车和住房 生活待遇不违章
廉洁从政为民想 两袖清风美名扬
立党为公胸坦荡 重塑公仆新形象
丙丁：八项规定正党风 丰碑树在民心中
八项规定顺民愿 筑起反腐防护线
合：春潮涌动润心田
纪委组织宣传不一般 神圣使命挑在肩
组织党员和干部 学习领会发号召
甲：遵照中央文件办 精心部署环连环
结合实情定方案 传达落实大宣传
电视广播设专栏 八项规定大家谈
乙：各部各委和机关 纠风整顿严查办
精简会议和文件 反对铺张讲勤俭
公务活动上规范 接待工作从简严
丙：新闻报道抓改进 领导电视画面短
监督检査刹歪风 真抓实干上水平
丁：工作重点八方面 各项制度把的严
社情民意装心间 惠民服务争奉献
合：廉洁自律讲节约 “十条禁令”内容多
甲：严禁公务收证券
乙：严禁领导驾公车
丙：严禁公款买烟酒
丁：严禁宴请和拜年
甲：严禁跑官和买官
乙：严禁突击乱花钱
丙：严禁公车私家用
丁：严禁干部参赌博
合：严禁公款大吃喝 严禁消费搞娛乐
还有哪——
整治会风和文风 部门信息一律停
以往超过无其数 如今保留仅三五个
甲：推倒文山填会海 集中精力搞工作
乙：几年减会知多少 节约经费很多万
丙：干部职工许承诺 廉洁自律讲自觉
丁：八项规定责任落 部委局运筹帷握
甲：纪检干部建五强 吃透精神勇开拓
公款宴请不再见 外出考察严守限
乙：五一中秋国庆节 礼金礼券说再见
周末公车全封存 节假值班守的严
丙：干部纪律来垂范 深入调查不停歇
丁：路线教育掘深层 触动灵魂头脑清
甲乙：贯彻规定不停步 反腐倡廉警钟鸣
丙丁：严明纪律改作风 提升服务上水平
合（表）：同志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这真是
展望未来幸福景 中华民族再复兴
实现美好中国梦 五彩盛世享太平
实现美好中国梦 五彩盛世享太平！

王晓东、石永明

七绝三首
樊惠彬

祭悼先烈
拜祭先贤久有哀，慨殇泪洒雨花台。
云天敬仰苍松翠，欣慰新苗浩荡来。

雨花石
石磐质地彩颜芳，入水萦纹似玉妆。
亘古深埋甘寂寞，一朝出土亦无彰。

石头城
燕王河畔石城根，弹洞青砖绿盖痕。
旧事云烟谁忆梦，夏风垂柳拂穹门。

自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筑“越城”
起，雨花台就成为江南登高揽胜之佳地。
因其是南京城南的制高点，成为历代兵家
必争之地，连天烽火将此地变得一片荒
芜，后世多半选择这里做法场，自1927年
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先后在此杀害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0万之多。1950年，
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南京人民在此修建了
雨花台烈士陵园。

2015年底，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作
家协会决定书写部分雨花英烈纪实文学。
接到约稿，我一眼就选了英烈金佛庄。

金佛庄烈士拥有四个“第一”：中共
在军人中的第一个党员，牺牲在南京雨花
台的第一个中共烈士，在雨花台烈士英名
录上名字排在第一个，在雨花台烈士纪念
馆中位于进门右手第一位置。

杀害他的人是军阀孙传芳，当时北伐
军的讨伐对象。

他是浙江东阳横店良渡村人。生于
1897年，1918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警卫团少
将团长。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和滇、
贵军阀杨西闵、刘震寰叛乱及讨伐广东军
阀陈炯明部队的两次东征。1926年12月
初，请命秘密赴杭州，策动江浙地方军队
起义。9日晚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轮船出
发，11日在南京下关码头被捕，未经审讯，
次日便被秘密杀害，时年29岁。

早在1926年12月，中共组织尚处在
初始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建档立卷的制
度；国民党正处在连年战争中，也没有很好
地整理档案。绝大部分材料都随历史销遁
无踪。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奔走于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江苏省党史办、南京市档
案馆、苏州市档案馆、东阳档案馆、金佛庄
烈士陵园、良渡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
等地，辗转于大江南北，行程上万公里，收
获很少，只找到3000多字的小传。

俗话说“故事好找，细节难寻”。面对
一位英烈，姑且可以作为我的优势的虚构
的本事基本上用不上。金烈士参加革命很
早，牺牲也很早，跟他发生交集的同期人
物很少很少，即使是名人，也很少提及金
佛庄。我是不是就真没办法复制出金佛庄
光辉灿烂而短暂的一生了呢？

经过多少个夜晚琢磨，我终于找到突

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从不
缺乏的信仰。正面角色有正面角色的信
仰，反面角色有反面角色的信仰。用今天
的话来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心中普遍都
怀揣着一个“中国梦”，他们一生奋斗的过
程，就是圆梦的过程。只不过有的人走对
了，有的人走到历史的反面。

金佛庄从事革命的时期，主要是共产
党诞生和国共合作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
风向是耐人寻味的，有的人像墙头上的青
草，东吹东边倒，西吹西边倒，选取利益的
最大值，跟着最大公约数走。可有的人，比
如金佛庄，不管政治风向往哪边吹，他们
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动摇，越是纷繁复
杂、瞬息万变，越能考验一个人的信仰的
坚定性。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
毛泽东被免去国民党宣传部长职务，回湖
南做农民运动考察，次年写出《湖南运动
考察报告》；周恩来退出第一军，到上海组
织工人武装斗争；金佛庄被解除团长职
务，蒋介石很赏识他的杰出才华，企图利

用“浙江同乡”的关系拉拢他，暗示要他脱
离共产党，予以重用，但他忠于党的事业，
毫不为之所动。

写作过程中，我的思维常常在切换，
我把自己切换成金佛庄，这样，在面对大
是大非的时候，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符
合金佛庄身份的选择，为了心中的信仰
至上，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能为了信仰
而慨然担当。

从信仰入手，打开一片写作天地，写
作的视野豁然开朗。

金佛庄的信仰，是那一代人的信仰。
金佛庄的慨然担当，是那一代有为人

士共同的慨然担当。
金佛庄的信仰，未必不是第一代共产

党人共同的信仰。
经过半年多采访、查阅史料和写作，

到2016年5月6日下午2点半写完最后
一个字。我用他一生的故事，诠释了十六
个字核心要义：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
为民，矢志兴邦。

我把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命名为《风向

与信仰：金佛庄烈士传》，凡15万言。2017
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后，从各方
反馈的信息看，反响良好。有记者在采访
我时说，你这部作品是订单创作。

我回答说，对，又不全对。早在文艺复
兴时期，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达芬奇
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椅中圣母》等
等，都是教堂订单，借助教堂的力量，这些
伟大的作品不仅流传至今，而且还将流传
下去。

接订单并不丢人，但怎么干活儿，关
乎一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如果随随便便当
任务完成，只要有那么回事儿就了账，那
绝对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负责任的艺术家
绝不会这样干，他们会认真琢磨，找到最
独特、最具表现力的角度，全身心的投入，
倾尽才华，让订单作品具有自己的思想和
气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订单作
品真正成为自己的作品。

《风向与信仰：金佛庄烈士传》是一部
让我的灵魂得到洗礼和净化的长篇纪实
文学作品。 李新勇

遇见那个民国打扮的女孩，是在下午
4点50分。当时，阿旭正在南京博物院的
民国馆搜寻，因为，总有一些游客乐不知
返。

蓝衫，黑裙，白袜，两条粗粗的麻花辫
……女孩两手扶着栅栏，等在那个火车头
旁，左顾右盼，一脸的焦急：“你看见苏少
爷没？戴一副金边眼镜，眉间有颗黑痣
……”

阿旭摇了摇头：“姑娘，要闭馆了，赶
紧回去吧！”

女孩伸出脖子，望眼欲穿：“不行不
行，苏少爷还没来，我俩约好的，17点，在
火车站不见不散……”

阿旭心中暗笑，这年头，奇葩女孩真
是越来越多了！就拿来这里的游客来说，
有的穿汉服，有的穿唐装，不过，穿民国服
装的女孩，他还真是头一次遇见。问题是，
这个火车头只是个道具，虽然，它的确是
个老古董，怎么可能鸣笛行驶呢？

阿旭抬手看了看表，义正言辞地说：
“姑娘，别胡闹了！马上要闭馆了，赶紧回
去吧！”

女孩从兜里掏出两张火车票，满脸的

无奈：“可……可是，他答应我，一定会来
的，难道，他是在骗我……”

阿旭摆了摆手：“行了！你演得很棒，
但真的要闭馆了，按规定我要清场！”

话音未落，阿旭的手机开始自动报
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7点，该下班了！阿旭习惯性地低头，
看了看手机，抬起头，女孩已经没了踪迹。
阿旭揉了揉眼睛：难道，一切都是幻觉？可
找了一圈，压根就没有女孩的影子。

再次遇见女孩，是在3天后的傍晚，
整个民国馆空空荡荡的。和往常一样，女
孩等在火车头旁，一脸的期盼：“你看见苏
少爷没？戴一副金边眼镜，眉间有颗黑痣
……”

阿旭有些不耐烦：“怎么？你还没等到
他？不是说好17点的么？”

女孩有些戚戚然：“是的！我每天都在
这里等，等了100年，他都没来！他是不是
真的不来了？”

阿旭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上次是
怎样消失不见的？你是来这里体验生活的
演员吧？你觉得，这样玩真的有意思么？很
抱歉，我真的要清场了，请赶紧离开！”

女孩一声苦笑：“我只是想知道，苏少
爷会不会来？你觉得，他会来么？”

阿旭摆了摆手：“别等了！他永远也不
会来！”

话音未落，阿旭的手机开始自动报
时：“北京时间，17点整……”

阿旭将手机放回裤兜，耐心地劝导：
“真的，你别再来了，咦，人呢……”抬眼一
看，哪还有女孩的影子？阿旭百思不得其
解，心里一咯噔。

从那天起，那个民国女孩再也没出现。
几天后的下午，阿旭正在上班，一个工

作人员匆匆跑了过来：“阿旭，来帮个忙！”
阿旭不解地问：“什么事？”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搬着一个相框，

说：“刚收来的老物件，100年了，是一位
外国友人的后人无偿捐赠的。馆长说，把
它挂在民国馆，你说，挂哪儿合适呢？”

阿旭低头一看，愣住了：那是一张装
裱过的民国时期旧报纸，已经泛黄，不过，
依稀可以看清上面的一张旧照片。照片
上，是风流倜傥的男青年，正满脸焦急地
站在大街上，戴一副金边眼镜，眉间有颗
黑痣……

阿旭结结巴巴地问：“这……这是？”
工作人员笑了：“据外国友人的后人

说，先辈拍完照片，问那个男青年，他在等
谁？男青年哭着说，在等一个女孩，蓝衫，
黑裙，白袜，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可最后没
等到，是他辜负了她……”

阿旭的后背直冒汗：“为……为什么
没等到？”

工作人员说：“因为，他是富贵人家
嘛！女孩出身贫寒，门不当户不对的。得知
两人要私奔，男青年的家人就使坏，将他
的怀表调慢了一小时……哎呀，这张挂哪
儿呢？”

阿旭抬眼看了看，幽幽地说：“就贴火车
头那吧！你不觉得，这样他还有个期盼么？”

工作人员哈哈大笑：“好吧！就让这个
一动不能动的火车头，带着他去寻找爱人
吧……”挂完报纸，工作人员走了。

时针滴答滴答，即将指向17点，阿旭
最后一次清查了民国馆，一个人也没有。

在民国馆的门口，阿旭静静地等待。这
时，手机开始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恍惚间，阿旭听见了火车的鸣笛声，
还有一对青年男女的欢笑声。 张春风

当我走近南京雨花台，面对烈士就义
群雕所展示的英烈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的英雄气概，每一个细胞都热血澎湃。

信仰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在雨花台留
下姓名的1519名英烈气壮山河的事迹，
无不彰显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
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瞻仰
雨花英烈群像，缅怀雨花英烈事迹，追寻
雨花英烈足迹，我们深深感受到信仰的力
量多么伟大。

邓中夏是 1519名雨花英烈中的一
员，也是我少年时代就熟悉的一个伟大名
字。在《雨花英烈生平事迹展》大厅里，这
一个伟大的名字鲜活地展现在今已年近
古稀的我面前。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
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共
产国际知名人物，是中共二届、五届中央
委员，三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
秘书长，“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
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
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
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据
地，先后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

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委员，任江苏省委书记时兼任中共中央
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委，还曾兼任过
中央军事部代部长。1931年初，篡夺中央
领导权的王明对邓中夏进行打击报复，于
年底撤销了他全部职务。

从武汉经芜湖、南京辗转到上海的邓
中夏贫病交加。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
他只能以爱人李惠馨的微薄工资维持连稀
粥都吃不饱的一日三餐。有时，他不得不到
车站、码头做搬运工。到上海一个多月后，
组织才批准他和我党地下交通员的妻子住
在一起。在这种含冤忍辱、一贫如洗的逆境
中，邓中夏却始终表现出对党毫无怨言，对
党的事业一片忠心。无疑，是崇高信仰的伟
大力量在支撑着邓中夏的执著坚持。

匡亚明曾是邓中夏就任江苏省委书
记时的青年团江苏省委特派员，两人在上
海再次见面，看到老领导横遭王明宗派主

义打击，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并被当作机
会主义者来处理时，仍然表现出对党的事
业的无比忠诚，丝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
事业的信念，感到十分敬佩。

数月后，邓中夏被任命为沪东区委宣
传部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充满危险的全国
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不幸被
捕，后被押往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
党的不满：“你是共产党老前辈，现在却受
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
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
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
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
放风时，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接近邓中夏，
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
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就
是烧成灰，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人！”秘密
党支部负责人对此深为感动，动员狱中难

友掏钱为邓中夏买饭，并说：“他是我们党
的中央委员，不能让他最后的日子那么
苦。”难友们一听邓中夏大名，纷纷捐钱，有
的甚至卖掉衣物，托看守到狱外餐馆为邓
中夏订饭。邓中夏对此激动不已：一小盘炒
菜凝聚着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之情。

狱中生活是艰苦卓绝的，但难友们共
同的信仰，在狱中凝聚成了一股伟大的力
量，更加坚定了邓中夏对共产主义事业的
信念。就义前，邓中夏在狱中给党组织写
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
去了。你们要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
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在黎明前的黑暗
中，当邓中夏被押向雨花台刑场时，他没
有慌乱、没有惶恐，只有一个革命者的从
容和淡定。年仅39岁的生命，面对敌人的
屠刀，冷眼以对，视死如归。伟大的理想信
念，已将邓中夏锻造成了一块具有共产主
义坚定信仰的钢铁。 陆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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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馆的鸣笛声

信仰的伟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