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脉明

“妈，我们来看您了，您还好吗？您放心，您保存
的那件粘满了赵尚志将军鲜血的毯子，那只将军临
终前喝过水的碗，李敏阿姨已经捐给了梧桐河抗联
纪念馆。 现在，咱家那片菜园子里已经新建了一座
‘赵尚志将军遇难地’的纪念碑……”

卧龙岗公墓的一块墨玉色墓碑前，一男一女两
个中年人跪在碑前，告慰逝者。

“这一家人是不是吕振清老人的后代呢？ ”我满
怀疑问，不由地抬头看向墓碑，上端是一位银发慈
面的老人照片，下面镌刻着：慈母吕振清大人。

吕振清老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
志将军临终前的见证人之一，于 2007 年离世。 没想
到在公墓遇到了她的后辈，待对方祭奠完毕，我不
禁走上前去，说明身份和来意后，吕振清老人的女
儿讲述了母亲一家人遇到赵尚志将军的往事。

在黑龙江省鹤北林业局尚志林场 （原先进林
场），有户吕姓人家，吕仙龄和老伴儿，以及新婚的女
儿吕振清、女婿孙可茂，都是老实厚道的种田人，靠
给附近的金矿种菜为生。

1942 年 2 月 12 日凌晨，吕家人被几声震耳的枪
响惊醒。 不一会儿，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面
闯进来四个人，两个人浑身鲜血，两个人没有受伤。
看到其中一位浑身鲜血的短发男人身着日本军用
呢大衣，一家人顿感惊恐。

据资料记载， 当时浑身鲜血的赵尚志对吕家
人说：“我们是抗联的，你们不要怕，我们不会伤害
你们。 ”他看了看吕仙龄老人的老伴儿，有气无力
地说：“大娘，你给我捂捂手吧。 ”几句话说得吕
家人消释了惊恐，赶忙把他扶到炕上，躺在了一
块更生布编织的毯子上。吕仙龄的老伴儿用手捂
着那人被冻得冰凉的手，还与女儿吕振清将面糊
在他的伤口上，再用布条缠了两圈止血。 女婿孙
克茂很快点着屋里的火炉，给受伤的人烧开水喝
并暖身体。

过了一会儿， 重伤的人慢慢地将自己身上的皮
囊交给背他进来的人说：“这是部队的生命，一定要
带好，你们快走。 ”背他的人哭着说：“军长，对不起，

当初我不该把刘德山这畜生带进咱们的队伍，不
该为他说情……我们用门板抬着你走。 ”重伤的人
坚决不同意，并严命他们立即转移。 无奈之下，两
名战士洒泪离开了吕家。

时间不长，在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中，冲进来
十多个日本兵，他们把两名伤员抬到爬犁上，拉走
了， 还顺手将吕振清的新婚被褥盖在他们身上，
把那件更生布毯子扔在了一旁。 日本兵一并带走
了吕仙龄等人， 但严刑拷打后未得到有价值的信
息，又放他们回了家。

吕仙龄回家后才知道， 那位浑身鲜血的人就
是曾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
军长赵尚志。 赵尚志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坚贞不
屈，并拒绝医治，最后壮烈牺牲。 另一位受伤的人

是他的部下王永孝，当晚在吕家时就已牺牲。
从此以后， 吕仙龄老人就把赵尚志将军临终

前盖过的更生布毯子和喝水用过的碗保存了下
来，一存就是 60 多年。

我曾在梧桐河抗联纪念馆看到过这毯子和
碗， 当日的鲜血已被岁月沉淀成暗红， 壮烈又凝
重，见证并寄托着普通百姓对英烈的追思和敬仰。
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战士李敏曾多次看望吕振清
老人，老人去世前，把赵尚志将军用过的碗和毯子
赠予了李敏。 2008 年，梧桐河抗联纪念馆成立时，
李敏又将更生毯和碗捐给了纪念馆。

历史不容忘记，英雄必将被铭记。 那些默默无
闻，用实际行动敬仰和爱戴英雄、传承英雄精神的
人，同样可敬。（作者供职于黑龙江鹤矿集团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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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帅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缘于母亲当年的坚定。
当年，父亲虽说是水利部门的正式职工，但因

从事的是地质勘探工作， 工作地点大多在荒郊野
岭，晃荡到 30 多岁，婚姻大事始终没有解决。

后来， 工友给父亲介绍了自己家乡村庄里的姑
娘，一次介绍了三个，让父亲挨个去相看。 父亲相
看的头一个姑娘就是母亲，当年的母亲正值妙龄，
眉目清秀，洋溢着青春的风采。 相看完母亲后，工
友想带父亲再去相看另外两个姑娘， 母亲勇敢地
拦住他们，并直视父亲：“我对你没意见，我同意跟
你处对象。 你要是不同意，算我没说。 要是同意，那
另外两个人你别去相了。 ”那一刻，父亲被震住了，
面对母亲勇敢而真诚的目光，父亲打消了再去相亲
的打算。

就这样，20 岁的母亲毅然嫁给了 30 岁出头的
父亲，并一路追随父亲回到了他的故乡。 在那个相

对保守的年代，为避免被人说长道短，母亲主动托人
更改了出生年月，缩小与父亲“悬殊”的年龄差距。 这
个秘密不仅家乡人毫不知情， 就连我也一度蒙在鼓
里。 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一直显“年轻”的秘诀。

父母结婚后，父亲依然在外工作，母亲留在农

村侍侯公婆，抚养子女。 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
总有争吵，母亲年纪轻，有时难免任性，两个人新婚
燕尔的激情过去，自然要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可毕
竟出生的年代、 成长的背景和所受教育不同，处
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常常大相径庭。 可令人奇怪的
是 ，母亲头一天还吵着要离婚时 ，转天照样早早
起来为全家准备早餐，仅仅一夜，他们就合好如初
了。有时，母亲和父亲刚吵完架没一会儿，父亲躺
在炕上睡着了， 母亲会小心关好父亲头顶的窗
户，再悄悄为他盖上一条毯子……

时间久了，我总算明白了，虽然母亲和父亲之
间有代沟，可是时光弥合了他们年龄上的差距。 婚
姻让母亲成熟起来，不再一味地对父亲任性，她渐
渐学会了忍耐和包容， 将一份爱深沉地藏在生活
的细节中。 慢慢地，我也发现，父亲和母亲的争吵
其实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因为每次争吵过后，
总有一个人的意见被采纳， 而采纳的意见是经过
“论证”的。

父母争争吵吵、磕磕绊绊了一年又一年，相互
关爱、彼此珍惜，相携相偎着走进了人生的黄昏。 我
想，即使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先去了，留下来
的一方，哪怕只靠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来度过余
生，也是一缕值得品味的暗香吧！

（作者供职于中金财富证券）

时光弥合

■邱俊霖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创作的写实生动的
市井风俗画长卷， 细致展现了寒食节后第一天，汴
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 作为
“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清明上河图》代表
了中国古代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清明上河图》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摹本、仿本
层出不穷， 在世界艺术史上都难有出其右者。 但历
代以来的仿摹， 有的只是单纯模仿而已， 因此也有

摹本和伪造本，但由于其篇幅之巨，大部分摹本都
是在原图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

不同时期的《清明上河图》摹本虽多，艺术水准
却有高低之分，其中明本《清明上河图》和清院本《清
明上河图》最为出众。

明本为明代画家仇英所创作，相传仇英曾在收
藏家项元汴处见到过一幅宋本 《清明上河图》，随
后决定以苏州为背景，创作一幅类似题材的画卷。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在画作的总体布局上沿袭
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的结构 ，但他所画的是明

代中期的苏州， 可以说完全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
拥有独特的风格。 画山水部分时， 仇英表现出了最
擅长的青山绿水画工，同时将建筑物自然融入山水
之中，线条流畅明快，画面整体华丽端庄。

而进入城内，仇英在图中再现了明代苏州地区商
业、手工业的发达景象。 当时的苏州集市贸易日趋
繁盛，城中大街小巷都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其中裱
画店、银楼、古玩瓷器店等代表的是明代江南地区
最兴旺的行业，体现出明代苏州的独特风雅。

明清时期，由于宋本《清明上河图》难得一见，仇
本《清明上河图》引领了一股潮流，备受收藏界的追
捧，当时的仿作也多以“仇本”为基础，有人甚至将仇
本《清明上河图》尊为“鼻祖”。

到了清朝，各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引起统治者
的极大兴趣。 不过，当时真迹行踪成谜，各种摹本鱼
龙难辨， 于是乾隆皇帝集合当时宫廷内五位一流
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共同完成了
一副新的《清明上河图》，该版本便是“清院本”。

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没有明确点明所绘城市，
但街道人声鼎沸， 各种车辆络绎不绝， 各行商贩神
态各异，同时增添了宫廷、池塘的景色，还有踏青、
表演、戏剧、猴戏、特技等明清时代的特殊风俗，画
面更加丰富多彩，凸显出清代的社会风情。

清院本出现后，当时的宫廷画家沈源也模仿了一

幅，但他的版本是在各种明本和清院本基础上绘制而
成， 因此在构图与场景的安排中与清院本基本相
同，只有店名、建筑结构与画法上有细微改变 ，整
幅画表现了安定祥和的社会面貌。

作为中国画中的超人气作品，《清明上河图》 摹本
众多，其中不乏名家之作。 有专家研究过，现存的各
种摹本、 异体本和新创本便有一百余本之多， 而北
京故宫博物院编纂的 《清明上河图 ：珍藏版 》则认
为，世界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有五十余种版本。

然而 ，后世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本图甚至是摹本
基础上再创作的， 这就造成各版本间的差异很大，
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 因此，大都数《清明上河图》
摹本并非刻意仿制，更不是伪造赝品，而是采用了同
一题材，参考其构图结构创作，反映的是当时社会
的生活状态。 所以说，《清明上河图》不仅创造了世
界名画“被模仿”次数最多的纪录 ，而且开创了以
描绘民俗生活场景为主的长卷式艺术表现手法 ，
成为后世画作的模仿对象 ，如明清时期的风俗画
卷《南都繁会图》《姑苏繁华图》等作品。

透过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人们依然能领
略到古时的人间“烟火气”，虽然不同版本具有各自
的风格与特点，但回过头来，《清明上河图》本“图”
依然最受人瞩目，模仿众多却从未被超越。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画画中中““烟烟火火气气””

一一甲甲子子的的珍珍藏藏

■王永航

那天 ， 偶然翻出去年自己写给自
己的一段 话 ， 简 单 的 句 子 组 合 在 一
起 ，心底泛起一阵涟漪 ，一闪一闪 ，一
圈一圈 ，荡起回忆 ，漾出激情 。

早起，清水洗净了昨夜的尘土，额头
上显出来的一行皱纹， 像岁月留下的三
言两语。 梳妆完毕，镜子里的自己略微
又胖了一点，想起刚刚来到煤矿时的青
涩，一切仿佛都在眼前。

2008 年 5 月，我来到煤矿，重新接上
了第二代煤矿工人的接力棒。 父亲是煤
矿工人，我在煤矿长大，对煤矿的感情就
像是春天爱上了蝴蝶，夏天爱上了清风，
秋天爱上了果实，冬天爱上了白雪。 父亲
爱了一辈子煤矿， 就这样把这块乌黑发
亮的“金子”送到了我手上，那是一份的
真挚的传递。

第一次步入属于我的煤矿，眼前翻
滚着的不是煤海桑田 ， 也不是绿意葱
茏，呛人的黄沙在戈壁滩上警惕地望着
我们这群青涩的少年。 没有想象中的那
般美好， 也没有梦里遇到的鸟语花香，
除了贫瘠和荒凉，好像找不到适合的词
语说出点煤矿有什么好处，心中充满失
落惆怅。。

小伙，熬过了整日蛙跳和鸭子步，以
及五公里越野跑的军训， 熬过了那一年
最热的夏天， 熬过了从白嫩向黝黑的转
变，也熬过了一天十五块钱的囊中羞涩。

离开的人越来越多， 留下的人越来
越少，小伙心里也有过迟疑，有过沮丧，
有过因为扛不动工字钢而想要“逃跑”的
念头，也有过想出去闯荡江湖的冲动。

小伙，最终选择了忍耐，学会了一个
人默默承受艰难。 下班以后，同龄人会抽
烟、喝酒、打扑克，可小伙却喜欢读《平凡
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他觉得自己总有一
天也会成为孙少平一样的煤矿工人。

小伙 ，除了上班下班 ，满脑子都是
些 “胡思乱想”， 这和孙少平还真有点
像。 同样是文质彬彬，同样是胸怀梦想，
同样也都是一个学历证书，既然孙少平
都能够写下自己平凡的世界，小伙心里
何尝没有过这种念想。

转眼 ，三十而立 ，小伙身材有些走
样 ，没有了十来年前的纤细 ，瘦瘦的身
体厚实了许多，口头禅早已不是之乎者
也，最喜欢听的话就是别人称呼他为矿
山作家。

矿山作家，嗯，就是矿山作家！ 小伙
打心里喜欢这个称呼。 当然，想要保持
这个称呼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小伙时而痴痴地望着月亮，时而平
静地伏在桌上写字 ，时而眼神呆滞 、头
发蓬乱 ， 思维却异常活络地穿梭于时
空之间 。 如今 ，小伙的故事还在继续 ，
矿山作家的梦也在悄悄地开花 ， 等待
春天来临，等待秋风洗礼……
（作者供职于宁夏煤业公司梅花井煤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