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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亮的晨曦中， 我彳亍走

进了龙华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处，

青铜铸就的雕像永远保持着冲锋

的姿势， 先烈们那年轻的面庞被

雨水洗得发亮， 那伟岸的躯体永

远守在这块土地上。

初夏的雨丝斜斜掠过青石甬

道， 在梯田式花台台阶上洇开点

点墨痕。 我数着阶前被岁月磨得

浑圆的卵石， 像是数着时光长河

里那些支离破碎黑暗前的黎明。

这里安眠着二十四位平均年龄不

足二十五岁的青年， 他们曾用火

热的诗句点燃暗夜， 将秘密传单

折成纸飞机投向晨曦中的上海弄

堂。 看守所斑驳的墙皮上， 至今

仍能辨认出指甲刻下的诗句：“墙

外桃花墙内血， 一般鲜艳一般

红。 ”字痕深深浅浅，仿佛要将整

个岁月的血色都摁进青砖里。

1931年 1月 7日， 王明主持

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在共

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授意下通过了

王明主张的路线计划及以王明为

首的新党中央， 这引发了诸多争

议，何孟雄、罗章龙、林育南等人对

此表示反对。 1月 17日，国民党出

动军警特务，联合上海公共租界巡

捕房的巡捕，对中共的几处会议地

点进行包围，何孟雄、林育南、殷

夫、李求实等 24 名中共领导人和

左翼作家联盟干部被逮捕， 在狱

中，他们忠贞不屈，经受了各种毒

刑拷打，保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

党的组织。 2月 7日夜晚，林育南

等 24 位同志被龙华淞沪警备司

令部秘密枪杀。 烈士的鲜血洒满

了黄浦江畔，我肃然起敬，面对着

烈士的墓碑深深地三鞠躬。

雨歇微风起， 忽见些许红枫

树叶和松针跌落在烈士碑前。 陵

园里以松柏树为主，也有红枫、黄

杨树种等， 那殷红的花片打着旋

儿， 与碑文间斑驳的金漆交叠成

时光的刺绣。 那松针的气息混着

潮湿的泥土味漫上来， 我恍惚看

见长衫少年们拖着镣铐走过这条

甬道， 铁链与卵石相击的清响惊

醒了沉睡的雨露水。

我蹲下身， 把黄白菊轻轻放

在“龙华二十四烈士” 的合葬墓

前。 花岗岩墓碑沁着凉意， 指尖

触到的刹那， 分明有滚烫的温度

从地底涌上来。 远处纪念馆的钟

声恰在此时响起，惊起几只白鸽，

扑棱棱掠过刻满一千七百名字的

英烈墙。 那些名字在雨雾中泛着

微光，像银河里永远年轻的星辰。

蓦然，我看到了一块墓碑，钦

家俊烈士， 那是谁？ 与我同名不

同命。 碑上并无铭文， 查资料方

知是“法电（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

司） 六烈士” 之一的中共地下党

员， 他们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战

斗力最强的一支工人队伍， 始终

奔走在上海工人斗争的前列。 站

在烈士碑前，我浮想联翩，想起我

也曾经是一名钢铁工人， 想起我

在党旗下的宣誓， 我虽然党龄已

经 43 年，但是，如果我生在腥风

血雨的年代， 我会不会向先烈们

一样， 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与敌人

的战斗中去？ 能不能经受得住敌

人的酷刑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

切如果和豪言壮语都不能证明什

么，唯有用我的余生去实践“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以

党建为引领， 做好徐汇康健一社

区党总支成员和业委会的工作，

做一个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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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给子女们的印象

是形象高大无比， 象一座山

能让你依靠； 像一把伞给你

遮日避雨。 父亲也是一棵参

天大树， 他的成荫庇护子女

们的成长，守护你茁壮。 父亲

还是家里的万能钥匙， 包括

邻里的琐事无所不能。 他的

口袋是个百宝箱， 里面有许

多叫不上名字的零食和你想

要的东西。

我的父亲身高 1.82 米，

瘦长的面庞嵌入两道剑眉，

他是个话很少的手艺人。

父亲在乡下做木工，16

岁就经人介绍去邻村的老匠

人拜师学艺， 那个时候有句

谚语“要想手艺会，就跟师傅

睡”。 其实就是在师傅卧室门

口的厢房搭一个临时的床

铺，师傅的洗脚水、剩茶水，

还有早上的尿盆都要徒弟来

打理。 听母亲说，当年学手艺

的时候还要从家里并不富裕

的粮仓里担上几担粮食送到

师傅家里，类似现在的学费。

五十年代的家具流行的

是画板也就是现在说的雕

刻， 在木板上刻画出吉祥如

意，早生贵子的图案，寓意着

美好的生活，幸福美满。 父亲

在师傅的教诲下， 也许是天

赋， 他画板制作的手艺青出

于蓝，栩栩如生，一个个场景

刻画得让人惊叹， 方圆十里

八村出了名， 以至多年以后

说到还让人交口称赞。 那些

做嫁妆的人家都要早早排队

相约， 当一件雕龙刻凤的柜

子摆在男家一屋子的家具中

间，女方的身价无形之中抬高

了许多。其实此时的父亲已经

撑起了师傅的半边天，他承担

了主家家具的全部责任，师傅

年纪也大了， 体力不行了，平

时在边上掌掌眼，看看下面两

个小徒弟的出手就行了，最多

也就划道线什么的。随着时间

的推移，看到一件件家具做成

摆设出来， 东西山墙围摆一

圈，高矮错落、特显气派。

父亲还是一个敢于担当

的男人， 同时他的执着也是

附近乡亲人所皆知的。 附近

十里八乡至今还传说的一个

故事： 父亲带几个小师弟去

一家做活， 由于师弟手艺还

没成熟， 在下料的时候把尺

寸算错了，料下来了，相差几

十厘米，造成很大的失误，吓

得师弟脸都白了， 父亲以宽

广的胸怀全部承担了责任。

主家不依不饶， 以致束手无

策的父亲连夜步行 20 里路

把家里留给哥哥结婚家具的

一根大料头扛了去， 得到了

主家的谅解。 事情过去了一

年多那个主家才从别人的嘴

里得知此事的真相， 特意提

礼上门道歉， 此时师傅才知

道有这回事。 父亲的人品也

获得了乡亲们的赞许。

父亲就是你的靠山也是

你的后盾， 也是这个家庭的

一片天，请多给他一份关爱！

在大众的谈资里， 中国男足与 A 股市场，

堪称一对令人又爱又恨的“难兄难弟”。它们的

表现常常让人摇头叹息，可即便如此，人们依

旧对它们怀揣着一丝期待，希望能等来逆袭的

那天。

男足的困境像一坛陈年苦酒，越品越觉涩

味难消。技术短板、青训断层、体制积弊如同缠

绕在绿茵场上的藤蔓，让每一次“突围”都显得

步履维艰。 记得去年世预赛失利那晚，朋友圈

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感慨。

而 A 股的波动，更像年轻人成长中的青春

痘，虽不美观却透着生命力。 近两年在“东强西弱”的结构

性行情里，当外资持续通过北向资金布局核心资产，当科

创板企业的专利数量三年翻了十倍，当新科技产业链在全

球竞争中崭露头角，这些变化让我意识到，A 股的震荡并非

根基崩塌，而是从“散户市”向“机构市”、从“投机市”向“价

值市”蜕变时的必经磨合。

为什么对男足的失望容易滑向绝望，对 A 股却总能保

留期待？ 关键在于“改变的可能性”是否可见。 男足的问题

难在“积重难返”，当青训体系落后国际水平二十年，当职

业联赛的商业价值被畸形生态透支，个体努力很难对抗系

统性沉疴。 就像球迷调侃“换帅如换刀”，但刀鞘若已锈蚀，

换再多刀刃也难改钝态。 而 A 股的希望，却扎根在“看得见

的进步”里———监管层对财务造假“零容忍”，退市新规让

劣质公司加速出清，机构投资者占比逐年提升，这些改革

举措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切切实实在优化市场生态。

当然，肯定 A股的潜力，并不意味着忽视它的瑕疵。市场

里仍有内幕交易、机构抱团等现象，就像阳光下总有阴影。

站在 2025 年上半年的节点回望，A 股的“东强西弱”或

许只是长牛行情的序章，就像中国经济在转型中难免经历

增速换档，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从未偏移。 而男足的重建，

或许需要放下“速效救心丸”的幻想，用培育树苗的耐心去

深耕青训土壤。 对我而言，偏爱 A 股的希望，并非盲目乐

观，而是看见一个市场在挫折中自我革新的生命力。 就像

我账户里的持仓，每一次波动都是对认知的检验，每一次

坚持都是对趋势的信任。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让人沮丧的“男足时刻”，但也

会邂逅带来希望的“A 股瞬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

吐槽之后保持理性思考， 在失望之余

寻找破局路径，毕竟真正的希望，从来

不在空想里，而在那些一边抱怨、一边

却默默深耕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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