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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1943 年出生在上海徐家汇原赵巷

10 号，并在这祖辈世居之地成长和生活了

整整五十年。 从小在学校受的是革命传统

教育。 由此，我对那些为民族前途和国家

命运而出生入死与敌对势力斗争的革命者

心怀敬佩。

随着岁月的增长，我还有幸接触到赵巷

里一些革命者和街坊老人，聆听他们讲述当

年参加进步组织“蚂蚁社”的经历、查阜西

的传奇故事、关露在赵巷办的识字班、艾寒

松与“新生事件”、赵敬耕“失踪”之谜、穆汉

祥与赵维龙的“生死劫”……就萌发了将这

些生动的故事整理出来的愿望。但由于我从

事的上图讲座工作繁忙，实在无睱顾及。

2012 年我“第二次”退休了，时间是有

了，但当年参与或知晓本土革命历史的老

人大都已作古；又由于动迁，赵巷弄堂已

不复存在，人员散居各处。 况且我已年届

七十，势单力薄，故对赵巷红色文化的挖

掘曾经犹豫过。 然而，我已了解的那些人

和事时常在我的眼前萦绕和映现，让我激

动不已。 这时，党和国家又号召要挖掘好、

传承好、宣传好红色文化。 于是我鼓足勇

气，在赵巷后人和朋友的指点帮助下，通过

采访、查询、研究，爬梳剔抉，历经几个春

秋，终于让地图上已消失、尘封了近百年的

红色赵巷，渐渐露出水面。

原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我党就有

一批富有学养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聚焦赵

巷，播撒火种，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 其中

有航空专家、古琴大师、后为“两航起义”

策划者的查阜西，有左翼女作家、后为“红

色特工”的关露，有著名社会活动家、抗日

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柳湜， 有邹韬奋的

唯一助手、因发表《闲话皇帝》而引发“新生

事件”的艾寒松，有上海交大学生运动优秀

代表、交大民众夜校实际掌门人穆汉祥等。

在他们的精心培育下，这里的新苗茁

壮成长。 赵巷青年一波又一波地踏上革命

征途。 其中有经邓颖超亲批奔赴革命圣地

延安的徐鸿，有遵照周恩来指示去太行山

八路军总部创建华北书店的赵子诚（刘大

明），有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推荐去苏北抗大

五分校的赵敬耕……延河水畔、太行山上、

苏北阜东大地， 都留下赵巷革命青年的英

姿和足迹！而更多的赵巷儿女如赵子云、赵

维龙等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 直至迎来

申城的新生。

在解放战争时期， 赵巷还曾是我党两

个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点。 以艾寒松为代

表的地下党市文委在赵巷 7 号“密室”坚持

战斗近千天， 将这里秘密办成市文委地下

活动据点和《民主》《新文化》等进步刊物的

地下编辑部，来往的革命文人有梅益、陈其

襄、丁之翔、郑振铎、唐守愚、周建人、王蕴

如等； 以穆汉祥为代表的交大民众夜校地

下党组织活动和《民众报》编辑印刷点均设

在赵巷 19 号赵维龙家“小阁楼”上。

我在写作过程中， 时为家乡赵巷所蕴

含的丰厚的红色基因和涌动的红色血脉所

自豪，更为众多革命先辈遵循党的指示、用

血汗和生命所演绎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

剧所震撼，同时我在思索，是什么力量催使

他们不避艰险、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是什

么精神鼓舞他们不怕流血流汗、坚韧无比，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奋斗？！

啊！ 那是因为这些革命者有着不灭的

理想信仰，他们对祖国、对人民有着深深的

血肉情怀！他们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坚

信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带

领全国人民一定能战胜国内外敌人。

《星火赵巷》即将出版，《星火繁花》红

色赵巷展也已分期在上图和徐家汇街道首

次公开展出。 我坚信它会再次给我们以信

仰的力量， 鼓舞我们去夺取第二个百年的

辉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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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星火赵巷》 感受信仰的力量

筅 赵景国

一条在家存放 47 年的毛竹扁

担，勾起我 70 多年的人生记忆。

1974 年秋，我大学毕业，行李

无扁担不能运回家， 于是我跑到学

校附近一无为县老乡家借扁担，老

乡老潘慷慨相助：“我送你一条毛竹

扁担作个纪念吧！ ”那个年代，交通

很不方便，上下汽车要走很远的路。

有了这条扁担， 我一样不拉地把在

校生活用品带回了家。 我知道我今

后用扁担的机会不会很多了， 但为

了老乡的“纪念”，也为了不忘“根

本”， 我将此扁担一直存放家里，不

时还用它一下。

我家世代贫农， 打我记事起，扁

担就成了父亲劳作的主要工具。上城

挑粪用它，下田施肥用它，买卖东西

用它，乃至过年上外婆家拜年，父亲

用稻箩把我和小哥挑着也用它……

可谓扁担不离手。 父亲身材矮小，挑

重担甚是吃力，躬着腰，时常汗湿衣

衫，我看了心里很是难受，可又无力

相助。 父亲常年穿补丁衣，肩膀上补

了一层又一层，那是挑担子磨的呀。

我十四岁上县城中学， 吃住在

学校，星期天、寒暑假回家及返校，用

一条小毛竹扁担挑行李。 假日在家

帮干点活，从塘里取水回家，一人挑

不动，就同小哥用扁担抬。 我从芜湖

市一中高中毕业，作为“知青”下放老

家农村务农。 扁担也成了我的主要

劳动工具。上城挑粪，下田施肥，冬天

兴修水利挑圩堤，夏天到县城粮站送

公粮……重复着父亲的劳作， 亦重

复着父亲的辛苦。 由于表现突出，下

放四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 我被分配至家乡县

师范学校当教师， 后调至县直机关

当干部。 扁担对我来说， 是基本上

派不上用场了。 可扁担承载了我太

多的记忆， 它是那个年代人们辛勤

劳作、 艰苦奋斗的物证呀。 正因如

此，老乡送的这条毛竹扁担，放家虽

不雅观，可我不舍弃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这都离不开扁

担承载。 朱德的扁担挑起了中国革

命的火种， 张秉贵的扁担挑起了周

边百姓生活的需求， 我父辈们的扁

担挑起了中国农村生存、发展、振兴

的基石， 我们一代知青的扁担挑起

了为国分忧、 为农助力的使命……

青年朋友们， 我们今天之所认不用

挑扁担， 是因为我们前人挑起了那

个时代的使命， 挑起了我们今天乐

享生活的基石。正如 26 岁就牺牲了

的革命烈士陈乔年所说：“让我们的

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

的）的幸福吧！”今天，有形的扁担我

们可以不用了， 但无形的扁担我们

一刻也不能丢呀！ 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重担必将落在我们青年一代

身上。 我们要发扬前人勇挑重担的

精神，不怕流汗乃至流血，切实担负

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一幅摄影艺术作品

树丛上，悬挂着两个蜘蛛网

那常见的同心环状

犹如布满血丝的眼瞳

镶崁在光阴的指纹间

折射着朝阳闪耀于低处的光泽

精妙、柔韧、妩媚

瞬间与恒久相等

神秘的图案，朦胧了

醉眼的想象，蜘蛛隐匿

在时光转换的幽处

俯瞰着一个影子

享有随意的自我

成就静止的刹那

一朵远古的流云

繁衍着孪生的善恶

意念围起的圈、张开的网

投放着幻影的谎言

无尽的奢望，妄欲诱骗尊严的

生命，步入不归的陷阱

而迷一般的苍穹，总在给红尘

一个醒世的晨曦

蜘蛛网

筅 龙孝祥

扁担的记忆

筅 黄万好

一个不慌张的早上， 慢悠悠地起

床，正好天气也不错，拉开窗帘，屋子

明亮，阳光开心地跳跃着。 没什么着急

的事， 也没什么烦恼的事， 平平静静

的，气定神闲的，走进厨房，慢条斯理

地准备早饭，也不要理会时间的事，迟

一点也没关系。

打开手机，听着诗词讲座，千古不

朽的篇章在舒舒缓缓的背景音乐里像

温柔的清澈的溪水在心间流淌。 这一

刻，催人的时间也似乎沉醉了，忘记了

它的使命。

砂锅里煮着冰糖莲子大米粥，甜

蜜粘糯的粥香已弥漫。 几根小葱洗净

切碎，瓦盆里的面团和得软硬适度，平

底锅里的热油咝咝唱着歌， 香味也是

有声音的。 一张葱花饼入锅，热油香的

热情终于等来了绽放的高光时刻。

世上有味之事太多了，天上的繁星

多， 人间的有味之事也是地上的星辰，

数不胜数。 于平凡的我来说，在这样一

个平凡的早晨，一边是诗词篇章，一边

是烟火生活，心思清静，心无旁骛，就是

有味之事。

温热的粥，热腾腾的面食，萝卜白

菜，俗不可耐的热腾腾的生活，这些俗

气的和时光里永远散发着光芒的诗句

一样都是有味之事。

一个平凡的人在平淡的生活里想活

得风清月朗，想活得心平气和，想得有诗

意有味道， 那些接地气的生活智慧也许

更适合在一个人的时候静静地琢磨。

有人写道：“在顺遂时给你些许失

落，在低谷时又给你一抹荧光，这就是生

活， 所以， 她虽充满无奈， 但也可敬可

爱。 ”这样的生活智慧总结得多好，失意

时看看，像阳光一样给人温暖，不至于灰

心丧气；得意时想想，人就会懂得谦逊，

说话做事留几分余地。这也是有味之事。

世上有味之事

筅 耿艳菊

■�冬梦 杨鑫雨（徐汇实验小学 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