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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一片人迹罕至的雪原，我大
步行走。直到力不从心，我才回望身
后长长的足印。

这皑皑雪原，真像一张硕大的白
纸，铺在天地之间。我这一刻留下的
足迹，更像两行刚刚开篇的文字，是否
还要进行新的行走，我需要蓄势待发。

母亲常说，心累了，烦了，就去
能留下脚印的地方走走，然后回头再
认认真真看看，会明白许多道理。

这是我第一次走在冬日的雪原
上，本以为这个季节的草原早已静静
地睡去，暖暖的阳光折射在雪被上，
风儿带走的鼾声回响在天地之间。经
历了春的蓬勃、夏的热烈、秋的忙
碌，像产后一样休养生息的大地，该
是这般宁静安详。

我曾在小城飘飘洒洒的雪花中漫

步，仰望老榆树的枝条垂下晶莹璀璨
的树挂，亦或伸展双臂拥抱清新的暖
阳，然后在某一个雪后的清晨早早起
身，在睡意朦胧的路灯下，回望第一
行脚印留在上班的人行路上，坐在电
脑桌前，在雪原般的屏幕上敲打一行
行文字，也不失暂时的闲情逸致。

当我站在这冬眠草原的深处时，
一种强烈的震撼撞击着心。此刻，我
眼前这片白雪覆盖的雪原已经没有了
生命的迹象，只有无遮无拦的风卷起
阵阵连天的雪雾，搅得阳光迷茫，山
川静默。俯下身来，看到几棵钻出积
雪的小草在风中顽强地挣扎，倒伏站
立，再倒伏再站立，任凭风的摧残，
也不甘于夭折。它们是在等待春天
吗？我想起了舒婷的《致橡树》。

我突然发现地平线上有一匹垂首

的蒙古马，走到跟前我才看清，这枣
红马披着一层白霜，长长的睫毛上挂
着冰凌，偶尔抬头时马儿的目光格外
明亮。它不时地用前蹄扒开积雪觅
食，一声声低沉的响鼻表达着对陌生
人的警觉亦或是欢迎。在它的身后，
被扒开的雪地一片凌乱，露出的牧草
与积雪掺杂在一起，散发出原始清香
的味道。我知道，草原上的牛马骆驼
羊，在吃草时从不连根拔起，嘴唇下
总要留下二寸长的草茎，为的是来日
再生。我感叹这不畏寒冷的精灵，更
感谢这紧紧相拥在一起的一棵棵、一
片片牧草，是它们日复一日地托着喷
薄上升的红日，托着英雄驰骋的马
蹄，托着牧人年复一年的渴望，抗击
着风沙干旱，抵御着冰雪严寒，在倒
伏中站立，在绝望中再生。铺满新绿

的一望无际草原上，连天起伏的是草
浪，引人注目的花海，而这一棵棵纤
细的草叶上，在夜色里又悄悄缀满了
露珠，镶嵌在太阳的拖地长裙上。

我走进一处避风向阳的冬营地，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棚圈，显示着牧场
合作社集约经营的气派，接羔棚里待
产的一只只母羊正沐浴在晨光里，“咩
咩”欢叫像是经久不息的涛声，在寒气
升腾的雪原上回荡，我知道，这是草
原的接羔季节，温暖的棚圈里最先透
露出春天的讯息。你看，那在羊群里
不断吆喝的老额吉，是在一遍遍安慰
着躁动的母羊，因为，她知道，草原
等待了一冬的希望就要降临了。

迎着初升的太阳，我在欢腾的冬
营地行走，看不见脚印，只有一地暖
暖的阳光。

一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

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
买酒白云边。”

在最美的季节，最好的天
气，来到齐鲁历史上最为悠久的
湖。当游艇徐徐离港，向着寿光
巨淀湖心驶去的那一刻，想起李
白的这首诗。夜无烟，是指湖面
的澄明。巨淀湖的白天，水面依
然是碧波通透。不必抬头看天，
那妩媚的太阳，那牛羊龙凤样的
洁白的云，以及有些凌乱的湛蓝
的天空，以及迅捷的飞鸟，没有
一丝遗漏地映现湖水里。游艇过
处，水中的天空激动得一阵簌
簌，金辉迷离，接着就复归安祥
了。幻想着假若在夜晚，轻舟轧
碎一湖的星月，听不尽的珠玉飞
溅，必定更让人乐而忘返。巨淀
湖十里微澜，给人的感觉浩渺无
际，收纳了整个宇宙。这样的感
觉，源于她的纯净幽邃，也源于她
的数不清的苇田。苇田大小不一，
把巨淀湖分割成数不清的宽河窄
汊。艇到中途，豁然醒悟：巨淀
湖，不正是一个迷宫吗？宇宙就
是一个迷宫，巨淀湖是造物主有
意镌刻在大地上的一个精致的迷
宫模板，警示人们认识人生的玄
机和与生机，唤起进取的激情，
感知探索的乐趣。

迷宫之美，当是巨淀湖的大
美所在了！

时近中秋。巨淀湖的芦苇还
是葱郁碧绿，挺拔昂扬。不时见
单只的水鸟从苇丛中溜出，给游
艇打个照面又溜进苇丛。亦有胆
小的鸟群从苇田飞出来，只在这
块苇田上方翩跹盘旋，上演出

“惊起一滩鸥鹭”的场景。壮观的
是一支鹅队从一条小汊子游出
来，队列笔直庄严，朝着游艇齐
齐地叫了几声。游艇过去十几米
了，鹅队整齐依旧。不知鹅们是
在接受我们的检阅，还是在检阅
着我们，显然这是一支训练有
素、见过大世面的队伍。巨淀湖
常年驻有丹顶鹤等 3 种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二级保护及重点保护
的鸟类多达30多种。湖中最醒目
的就是观鸟台，是一个硕大无朋
的金属材料编织组装的笼状建筑
物，从一方苇田中拔地而起，笼
顶敞着口，可以抚摩收留四季流
云，笼身承接着八面来风。巨淀
湖正处在西伯利亚到澳大利亚的
候鸟迁徙线上，是候鸟的最佳驿
站。每年的秋末冬初，南迁的鸟
儿成群结队，以至遮天蔽日，来
到巨淀湖休养生息。这样的时
节，登上观鸟台，朝晖或者晚霞
是最好的灯光，水天之间是最大
的舞台。耳之所闻，是鸟儿们的

《欢乐颂》《蓝色多瑙河》《彩云追
月》，声声洗心，句句夺魂。目之所
见，是鸟儿们的古典舞芭蕾舞爵士
舞，是《采茶》《天女散花》《清明上
河图》。眼见得三两只上下翻着筋
斗嬉戏，倏忽间千万只聚成一个似
可托起一座山的圆盘；眼见得衔起
一幅水帘送上云霄，倏忽间又从
空中扯下几朵白云藏在了水底
……此时此际，才知道世间无可
比拟的表演就在这里，也理解了
李白“耐可乘流直上天”的羽化
遗世的心愿，甚或也有了“身无
彩凤双飞翼”的遗憾。

二
木栈道的尽头，凌云屹立的

是“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纪念
碑”。

白云苍狗，时代更替，所有的
山川河流都收藏了无数的故事，所
有绚丽缤纷的美景，都是仁人志士
用血汗护卫与滋养而成。抗日战
争中的巨淀湖，经历了无数次血与
火的考验。

英勇的人民不畏牺牲，斩木
为兵，铸锅为剑，举家上阵，众
志成城。湖畔王高乡王鸿烈五
子，人称“一门五英”，威震敌
胆。生长在牛头镇的马保三，曾
经是东北抗联赵尚志将军的部
下，他屡建战功，回到故乡寿光
后，更加展现出智勇双全的英雄
风采，担任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
击队第八支队队长。他与儿子以
及年仅12岁的孙子，一同上阵杀
敌，成为湖区抗日的表率。寿光
一带，像王鸿烈“一门五英”、像马

保三祖孙冲锋陷阵的家庭，比比
皆是。巨淀湖畔的几十场战斗，
歼敌无数，令日伪军队闻风丧
胆，抗日军民也作出了重大牺
牲，数千军民伤亡。

巨淀湖之所以成为日伪的心
头大患，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
无法逃离的迷宫里，藏有找不
到、摧不垮的兵工厂。1940 年，
当地抗日队伍为了解决弹药不
足，决定自己动手，建立兵工
厂。建在陆地上，难以躲避敌人
的扫荡。巨淀湖水面壮阔，无数
的苇田是天然的迷宫，是最好的
屏障。抗日军民就在芦苇荡中垒
起厂房，支起铁炉，买来旧车
床，制造炸药的原料源源不绝地
送来。起初，兵工厂只能修修枪
支，每天造出几十枚手榴弹和地
雷，只在几年后，每天居然可以
生产 15000 枚手榴弹。更大的奇
迹，是可以制造六零炮弹、八二
炮弹。不仅满足了本地抗战的使
用，还保障了渤海地区的需求。

70 年弹指一挥，祥和繁荣的
景象蓬勃盎然，巨淀湖已寻觅不到
战争的痕迹。所有的记忆都在水
下深深的泥土中，所有的故事都牢
系在虬曲坚韧、伸向地核的芦苇根
结上。

三
巨淀湖景区入口处，一组高

十多米、长约二三十米的雕像巍
峨生动，站在排头的汉武帝，左
手托了沉甸甸的谷穗，右手似在
轻捻胡须，目光远望，几分自信
几分陶醉。身后，武将开垦，百
姓或耕种或收获。这是一幅难得
一见的天子与庶民同劳同乐的太
平盛世写照。

雕像下面的介绍文字，让我
惊叹不已：《汉书·武帝纪》：“征
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钜淀。”汉
代的历史，我知之甚少，“征和四
年”，我却有着深刻的记忆。

汉武帝是中国少有的具有雄
才大略的皇帝。之前，以匈奴为
代表的“北戎”“西狄”等频繁侵
扰中原，严重影响了汉民族的生
活。汉武帝以战求和，多次派兵
进攻匈奴，所向披靡。武帝又东
并朝鲜，南诛百越，西逾葱岭，
开疆拓土，奠定了汉代最大的版
图。他又高瞻远瞩，首开丝绸之
路，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浓墨重
彩。尤难能可贵的是，武帝彻底革
除了论出身论亲疏论族类的弊
端，用人唯贤唯才，从草根中选
拔丞相，从奴仆中选拔大将军。
他乐于与正直“极谏”之士交往，每
每委以重任。正是这些国策，打
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
一。此后，武帝走出皇宫皇城，
不顾老迈，风尘仆仆千里东巡。
也许是前贤对巨淀湖“堂堂乎，
泱泱乎”的赞美成了向导，武帝
一到巨淀，就沉醉于这里的水光
物态与民风人情，带领群臣和百
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耕运动，
汉文化的精髓也在巨淀湖畔发扬
光大。

鲁迅先生用“缠绵流丽”赞
美汉武帝的 《秋风辞》 这首中国
文学史上的佳作。而今，在汉武帝
耕耘过的巨淀湖畔，背诵几遍《秋
风辞》，顿时神清气爽、胸臆豁达，
最浪漫的想法就是做一个不负天
地不负人生的知荣辱、有作为的现
代“秋风客”。

在上海，这是一栋并不太显眼的
建筑，而现在每天都有无数仰慕者前
来参观瞻仰，并在它门口留影纪念
——他们有的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
战士，有的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劳动模
范，还有各地的基层组织工作者，更
多的是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他们或
为信仰而来，或为感恩曾经的成长而
来。然而他们共同的心愿是：跟着诞
生于这座石库门内的一个伟大的政
党，永远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每
一个中国人的福祉。

或许是这两年多次来这里的缘
故，石库门的那些抹不掉的身影和声
音，总在我脑海中萦绕……

他的名字我们都很熟悉，叫邓中
夏。“五四运动”中冲在游行队伍最
前面的学生领袖、北大学生会负责人
之一、百年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重要成员……这些身份是人们熟悉
的，但他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
筹备者身份却鲜为人知。而我从党史
资料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看到了
邓中夏为了“一大”召开而在石库门
前后忙碌的身影。

1921 年六月末的一天，邓中夏
带着已经写好的准备向“一大”会议
递交的报告，来向李大钊告别，并说
明了他作为北京小组的“一大”代表
将无法参加“一大”会议的原因：一
是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
二是重庆讲学，与“一大”会议的时
间有所冲突。

李大钊向邓中夏交代，上海的会
他可以不参加，但会议筹备工作还是
要邓中夏张罗。

邓中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
是革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
要可能，都全力以赴做好。此时，上
海方面已经通过秘密渠道来通知，确
定 7 月下旬召开“一大”。7 月 4 日，
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结束，邓中夏立即
赶赴上海，到了法租界白尔路389号
的博文女校。这是中共上海支部为了
隐蔽而特意给外地代表安排的住宿地
与“一大”会议筹备处。在此，邓中
夏代表北京小组向大会筹备处递交了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
告》，同时与上海几位筹备“一大”
的同志一起商讨了会务议程和会议文
件，他同每一个代表都交换过工作意
见，这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起到了很大
作用。

此时的邓中夏，虽已不是“一
大”代表，但他却把“一大”作为自
己的重要工作一一检查落实。他还与
上海的“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
悟一起，来到石库门查看会场，对会
务人员座位、会场安全和共产国际代
表的座位都具体给予了指导性安排。

1921 年 7 月 23 日，开天辟地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
海望志路 106 号的一栋石库门内举
行，13位“一大”代表以及两位共产国
际代表共 15 人参加大会。这房子的
主人叫李书城，是“一大”代表李汉俊
的胞兄。李书城带家人到外地去了，
中共秘密会议在此举行，从此也让这

“李公馆”名扬天下。
“一大”会址纪念馆老馆长向我讲

述邓中夏的经历时，若有所思地道：
“像邓中夏这样参与建党的中国共产
党人为数不少，他们虽然没有出席

‘一大’，但他们为‘一大’召开所作
出的无私奉献将永远留在石库门上。”

“来，我们一起在这儿照个相。”
那一天，我在石库门前遇见一群穿着
鲜艳、喜气洋洋、听口音是浙江人的
中年妇女，她们正簇拥着在“一大”
会址门前留影。

一打听，果然是浙江人。“我们是
王会悟大姐的老乡，从浙江桐乡来
的！”领头的一位女同志骄傲地说。

王会悟，作为中共“一大”会议
的“秘密会务人员”，她当时的任务
是 在 石 库 门 放 哨 。 1921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一大”会议还在进行之
中。当晚，突然有一个穿着灰色长衫
的陌生男人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石库门
内的一层房间，在屋内环视了一遍后，
边称“找错了地方”，边退出门外。王
会悟立即向正在楼上开会的“一大”
代表们报告了此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马上终止
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

上哪儿才是比较安全的呢？“我
想到了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
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
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
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王会悟后来
在《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一
文中这样回忆。

为此，王会悟立即启程，先一步
赶到嘉兴。她在城内包租了两间房
间，作为代表们的歇脚地，然后又委
托这家旅店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不
日，从上海来的“一大”代表们陆续
来到南湖，在细雨蒙蒙中完成了建党
大业。

“王会悟大姐的老家在我们桐
乡。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共产党建党
大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乡，我们家乡
于 2007 年在她故乡乌镇西栅灵水居
建了一座王会悟纪念馆。今天我们来

‘一大’会址，就是来感受一下当年
王会悟大姐临危不惊并将一生献给党
的事业的勇气和精神的。”

“你们在家乡都是做什么工作
的？”对王会悟的这些老乡，我怀有
特别的好奇。

她们告诉我，这次来上海瞻仰
“一大”会址的都是由当地妇联组织
的工商界女企业家代表。“毛主席
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来向王会
悟大姐学习，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也能像她一
样，发挥顶起半边天的作用。”

呵，王会悟大姐，你能听到 100

年后来自你家乡的姐妹们所发出的声
音吗？我相信你能听到，因为你和她
们在民族和党的面前，血脉永远是相
通的、相融的。

与石库门毗邻的“邻居”，是上
海有名的时尚之地——“新天地”。

这个与“一大”会址一墙之隔的
时尚世界，每天从上午开始直至深
夜，都是年轻人、时尚者、中外游客
与上海市民们最喜欢游逛的地方。在
这里，既有中国著名的时尚品牌，更
有来自全世界的顶级餐饮名店及奢侈
品牌专卖店。到过此地的人，都知道

“这里最上海”这话。确实，“新天
地”是上海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
派文化的交融地、聚集处。

“当时我们承担了这一片社区的
保护性重建和开发工作，就把它定位
为新的一片与‘一大’会址毗邻的反
映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地方，因此简
称 它 为 ‘ 新 天 地 ’ ——‘ 一 ’ 加

‘大’，就是‘天’字，我们就这样定
义的。”新天地建设参与者、学者周
永平这样向我介绍。

“‘一大’会址的建筑标志就是
石库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承
担这片社区开发改造任务之后，就把
保护和重现石库门元素放在重中之
重，对旧石库门的每一块砖、每一根
梁全部编了号，再认真精细地进行清
洗处理，然后按原样砌筑上去。同时
又对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胆的时尚设
计，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旧元素、新
关系’的上海石库门地段的时尚中
心。”周永平讲述了当年他们创造

“新天地”的过程。
“在这里，整个街区，就是一个

永远敞开和开放的天地，是我们上海
人面向所有人的微笑脸庞。”周永平
富有诗意地向我介绍。

花岗石铺地的步行街穿行在石库
门建筑群中，让老上海人有了怀旧的
好去处，而就在这种怀旧中又发现了
石库门新的美。“到了石库门旁的

‘新天地’，就等于看到了中国的昨天
和今天，也就多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
当年在此诞生的原因和那一代人心目
中的理想生活。今天我们在这里都看
到和感受到了。”周永平说，常听来
此的“老外”这样感叹道：原来中国
共产党的理想和所创造的美好生活，
竟然如此打动我们的心弦。

本来就是这样嘛——中国共产党
的奋斗目标就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新天地”的世界里，容纳了
数百家各式各样的商家，而你会发
现，在这里没有一家的生意不是红红
火火的。为何？我问如今负责新天地
商务圈业务的赵列颖女士，她给出的
回答令我深信不疑：因为这里有红色
基因，因为这里有最典型的上海品
质，因为这里有不断追求时尚和新潮
的营商环境，所以人气特别旺，而且
随着建党百年日子越来越近和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受到全世
界的瞩目，新天地就像上海和中国的
发展势头一样，会更加兴旺。

在熙熙攘攘的新天地中心步行街
上，我随意走进了一家坐下来可以看
见“一大”会址的西餐厅，向服务员
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并提出希望与店
主“聊几句”。

不一会儿，一位清秀端庄的女士
坐在我的对面，笑问：“作家先生，
您想知道些什么？”

“想知道你的生意怎么样。”我直
截了当地说道。

“这儿的生意没有不火的，只有
更火的。”她回答得很艺术。

“为什么？”
“因为在这儿的所有商家与生

意，每天都是被新的潮流赶着、追
着、涌着，你不火不行啊！”

可不是！我抬头看看四周，人山
人海的观光客、购物者和前来就餐的
人。“你这家西餐厅开了多长时间？”

“有 20 多年了吧。”她说，这里早
先是一位法国人投资开的，她是应聘
来的业务经理。“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来
临，原来的老板回国时就把店‘折’给
了我。现在它是属于我的了。”

“这一年多生意如何？受疫情影
响大吗？”

“去年二三月份有影响，从四五
月份开始就基本全部恢复了。今年春
节以来的营业额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了 35%左右。”说到这儿，她的双目
开始放光，接着道，“估计到五六月
份增长会突破一倍。”

在聊天时，赵列颖女士过来了。
从她那儿了解了更多的“新天地”经
济形态：“其实，我们创造的社区商
圈经济模式，对像上海这样的旧城

‘腾笼换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新天地’模式现在已经普及到全国
各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我们
在对文物性建筑群保护开发过程中创
造的一种独特而创新的做法，同时又
通过合理利用红色文化的优势，来促
进和创造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继而
带动整个城市经济。”

我知道，区区一块“新天地”，
每年却能吸引 1500 万人次的消费
者，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我们得感谢党领导下的城市发
展过程中的开放理念，因为有了它，
才可能有我们新天地。在我们这里经
商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籍
人，他们中很多人每年都要上‘一
大’纪念馆去参观、瞻仰，从当年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身上，学习和汲
取奋斗的精神营养，这似乎已经在这
儿成为一种习惯了。”赵列颖深情道。

而此刻，在我的眼前，清晰地映
出两行醒目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从这
里出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这
儿走向未来。

巨
淀
湖
写
意

李
贯
通

巨
淀
湖
写
意

李
贯
通

石库门前
何建明

◎百年辉煌◎百年辉煌

冬日的雪原
晋 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