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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信大楼（钢笔画） 林春

“青春并不是鲜花的代名词，也不是

一个人生长的时间段， 而是一种灵魂裂

变和心灵洗礼的过程……”

从医院出来后， 部队发给陆志刚一

个残疾证，恋恋不舍地送他走出军营，复

员回到原籍。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伤心处。

离开连队的那天，大个子陆志刚无法止住

自己的眼泪，索性放开嗓子嚎啕起来……

这天离陆志刚当兵走进军营的时间是九

个月零九天。 他带着战友们的深深不舍

和无限遗憾的泪水， 背负着排长对他的

舍身救命之恩，一步三回头，拖着一双像

灌了铅的脚，沉沉地走出连队院门，告别

了他的侦察连，回到生养他的上海。

一位诗人这样说：“痛苦是有限的，而

我们的心胸可以无限扩大”。 陆志刚复员

回到家的前三个月，闭门谢客，对政府、对

乡亲， 从不诉苦提要求和表功炫耀讨掌

声。 他觉得做“祥林嫂”式的人无济于事。

“一日为兵，终身为荣。 一个战士，要么战

死沙场，要么站成一棵树，绝不可苟且一

生！”他没有拿着部队发给他的残疾证，向

政府讨价还价， 而是遵照政府的安排，很

快到吴淞饮食公司春光饭店报到去了。

一双操枪弄炮的手，一下子让他走进

厨房学做饭菜做糕点，一时间觉得笨手笨

脚。 加上胳膊上的残疾带来工作上的不

便，一开始他做啥啥不像，甚至还恨自己

手脚笨不争气，偷偷发狠摔锅摔盆……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 坚持一

下，再坚持一下。 播种与收获，本来就不

在一个季节”。陆志刚学会用这样的方式

暗示自己， 他天生就是一块不服输的硬

骨头。 也就在他被分配进公司食堂不到

一个季节的时间， 他的刀功火功已经开

始有模有样了。尤其是在面点方面，已经

与外面有名的糕点师手艺不分高下。 公

司领导发现陆志刚这方面的天赋， 很快

又将他调至老字号乔家栅食品店， 成为

店里的一名糕点师。

人生的路无法预测，“世事难料”总

是与之相随。遇到暴风雨时，你必须咬咬

牙挺过去，或许前面就是一片艳阳天。就

在陆志刚在乔家栅这家名品店干得风生

水起的时候，一股经济寒潮袭来，乔家栅

无情地被卷进了海底。 陆志刚也被瞬间

拖进那波汹涌的下岗潮。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陆志刚记

起了当侦察兵时学会的一句俗语：“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 这时候，生性要强的

他，不愿站到政府门口加入到“要工作要

饭吃”的工友上访队伍里，而是决定自谋

生路，开起了“残的”。

陆志刚的“残的”一开就是七个春秋。

开“残的”的陆志刚，又想起了舍命

救他的老排长。 于是， 他把自己驾驶的

“残的”不仅看作是谋生的工具，更多的

是把他的“残的”当成一个“助人为乐”的

助手。从驾车上路的那天开始，他就给自

己立下一个规矩：“送医院急诊搭车的病

人不收钱；送腿脚不便的老人、残疾人不

收钱；送考场赶考的学生不收钱”。 七个

春秋寒来暑往， 风里来雨里去，“残的哥

哥”陆志刚，三分之一的时间几乎都是在

做“义工”。 陆志刚的事迹甚至传到了时

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冯国勤的耳朵里，

并被他的义举所打动。直到 1999 年的某

一天， 冯国勤副市长在街头视察工作时

偶遇陆志刚， 冯副市长对残疾军人陆志

刚嘘寒问暖之后对他说：“你去找区劳动

局，他们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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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伤残军人陆志刚印象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是一本由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大校军衔刘统先生所写的一本历

史书籍。

本书所述， 是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

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历史。

历史上，庚子国变、辛丑国耻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劫难：清政府的屈辱求

和，使中国的尊严丧尽、主权丧尽。改良派

性格刚烈，大义凛然，企图推翻清政府、打

倒帝国主义，改旧制度为新制度，但清朝

的立宪和袁世凯的称帝，使他们的梦想破

灭。 直到 1911 年的武昌起义， 清朝被推

翻，民国建立，可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无法

组建一个坚强的政党， 导致军阀割据，战

乱依旧。 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

义的洗礼，他们提倡新思想、传播新

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民

众。 1921 年，在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

代表的帮助下，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

开。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的道路焕然一新。

结合近期热播的《觉醒年代》，书

籍的描写与电视荧幕的还原，一幕幕

重现历史， 一个个人物活灵活现，剧

中太多的人物让我们肃然起敬。 马克

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南陈北李的知识

分子相约建党， 毛泽东、 周恩来、李

达、李汉俊、陈延年、陈乔年、邓恩铭、

邓中夏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之风骨，

为天下苍生之担当，着实令人钦佩不

已。

在我看来，刘统先生的《火种：寻

找中国复兴之路》有以下特点：

首先，《火种》史料翔实、真实生

动。 在写作时，刘统教授尤其注重一

手资料。 正如他的另一著作———《战

上海》一书，无一字不无来历。《火种》

一书也一样。 作者多次前往事件发生

地点进行实地考察，从当事人和大量

的原始档案中爬梳史料、挖掘真实的

历史，洞察被人忽视的历史细节，感同身

受地还原当年的场景。 在写作过程中，他

还运用了海外采集的新史料， 以及回忆

录、传记等，将其与档案资料相印证，使叙

述更为真实、使人信服。

其次，《火种》的叙事风格独特。 全文

以叙事为主、议论为辅。运用历史的语境、

真实的叙事、平民化的视角，生动刻画出

革命领袖和将士们的光辉群像，能够更加

贴近以青年为主的广大读者，介入面向公

众的历史书写这一全新领域，故此深得读

者的喜爱。

最后，《火种》 采用了全新的历史分

期。 本书以世纪初的《辛丑条约》、庚子赔

款为开篇起点，以 1929 年古田会议结束，

突破了传统党史、 革命史著述的分期节

点。 而这一历史分期遵循的主题则是“寻

路”二字，中国的复兴、“寻路”的前提与核

心是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此让读者

感受到历史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凭

空而降的，是中国的历史进入该时代的必

然产物。作者为此在目录设置了大题目和

若干小题，具有强烈的指引和导读性。 例

如从上海建党到古田会议这一时期的探

索，与该书“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主题相

映衬。 这就是该书的重点所在。

迢迢复兴路，熠熠民族魂

———读《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有感

筅 上海市第二中学 谢嘉曦

“适老”二字，好生奇特让人咀嚼

回味。 老实在不是罪过， 人人回避不

了，与其惆怅感叹，不如心如止水的坦

诚面对。近在咫尺、须臾不离的手机如

此，不远处，天天要出入的楼宇更是如

此。 怎么说呢？ 五六年前，倘若出差外

地、短途旅游，我们还在为自己熟记口

诀暗自高兴“身、手、钥、钱……”有身

份证、手机、钥匙，钱包，我们纵横天

下，毫无障碍。 眼下，如果停留于上述

认知，显然落伍太甚了，随着智能手机

升级换代，步入老年一族，如果依然抱

残守缺，显然难以融入现代生活洪流。

别人微信、支付宝转账、购物，你却摸

摸索索，掏出钱包，找零，数钱。大把时

间耗费，却还遭来个别人的不屑或“卫

生球”鄙夷。

约摸十年前，举家迁来这个小区，

没隔一年半载， 选房时的疏忽顿时显

露无疑：也是百密一疏，这个开发于上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楼盘， 缺少无障

碍设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逼近，

修建“斜坡”呼声有增无减。春去秋来、

暑热炎寒， 时常见步履蹒跚的邻友或

身有肢障的面熟陌生客人进出楼宇，

面色上难以遮掩的苦楚，修建斜坡，似

乎成了人们日思夜想的一个头等要

事。 面对 12 个台阶、高约 1.4 米的平

台，按照规范，必须有 14 米的长度与

之匹配，那就意味着 6 幢楼，要压缩掉

至少好几个停车位……历经 9 年大声

疾呼，在几届“三架马车”辛勤努力下，

“事缓则圆、民心所向”工程终于八字

有了一撇，热心人凭借自己理工背景，

“雷公打豆腐”，先从最软处着手，画出

了施工图纸、做好了比例模型，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了。

适老，就要在最尖锐处着手，让全

体业主感受切实的关爱和方便。

助老路上行善忙

筅 江妙春

鸽翔毡绿托雄姿，

玉盘锦袍映通透。

仰观苍穹电波稀，

俯瞰申城光网稠。

数字底座蕴硬核，

流量平台惠神州。

峥嵘岁月历历目，

而今同道共相谋。

上海电信大楼

筅 林 春

筅 文 / 何秋生

题图、题字 / 黄珈玥、相海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