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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好读书，春节也宜读好
书。这是我的体会。在职时，春
节可以放下工作；退休后，春节不
用带孙，可以静下心来读书，自然
要挑几本好书读读。

今年春节读的几本好书中，
最吸我眼球的是《三闲集》。熟悉
的书名，这不是鲁迅先生的杂文
集吗？可定睛一看，竖排书名的
左侧，一列小字告诉我，书的作者
是杨建新。

翻开书，扉页上“请扬桂同志
雅赏”几个潇洒的钢笔字映入眼
帘。我想起了，这是市政协原副
主席、市党史联络组常务副组长
杨建新同志年前送给我的书。

这回有空拿出书来读，自然
先看前面的序言。作者在自序中
称，此书是他多年来公开发表的
文章选集，分成“闲谈”“闲记”“闲
诗”三部分。我明白了书名的来
历，也决计掏出一片闲心，来读读
这本“闲书”了。

然而，一篇篇读下来，方知此书
并非作者用闲情逸趣写出来的“闲
书”，而是一部颇具思想深度、理论

功底和文学水平的力作。杨建新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写出了
题为《用人也是导向》的论文，阐述了“为党管干部”“凭实绩用人”

“按程序办事”等一系列有思想、有见地的观点，指出“用什么样的
人，干部们就会思考应当做什么样的人”。与《用人也是导向》一
块选编在“闲谈”部分的近40篇文章，无论扬善惩恶、针砭时弊的
言论杂谈，还是剖析事理、阐述观点的理论研讨，抑或读书札记、
生活感悟，篇篇都闪烁着作者思想的火花、智慧的光芒。

编入“闲记”中的文章，多为记人记事之作。其中写到作者的
父亲母亲，写到老八路、原邵阳地委书记谢新颖，以及为邵阳铁路
建设奔走鼓与呼的市政协原副主席严农等可亲可敬的人物，也写
了他在知青农场劳动锻炼、在硅谷考察学习的场景。这部分文章
语言生动传神，所写人物栩栩如生，所记事件细致真切。

有一位朋友说到杨建新时，称他干事有情怀，说话有激
情。读了“闲诗”中的10多首诗作，无不感到其激情满怀、文思
泉涌的才情。中文科班出身的杨建新，工作之余，不跳舞打
牌，不喝酒闲聊，唯一爱好是读书。书读过之后，便写起文艺
批评文章来了。这类文章多为二三千字的“短评”，但也不乏
上万言的“长评”，如《〈春蚕〉〈丰收〉和〈多收了三五斗〉的比较
研究》，就主题开拓、人物塑造和艺术风格的异同，对三篇“丰
收成灾”题材的经典小说作比较研究，显示出作者不凡的文学
功力。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或许是为了平衡“三闲”的篇幅，把
这些文艺批评文章编入“闲记”而未编入“闲谈”。当然，我的
这个想法，无异于鸡蛋里面挑骨头。

总之，杨建新的《三闲集》，是我今年春节吃过山珍海味之
后，品尝到的一道精神珍味。读完此书，我由衷地感到，过年有
好书，而且能够静心专心赏读，确是一件舒心惬意的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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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一个学生的故事。
那时，我在某小镇中学担

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记得当
时刚接手一个一年级新班，每
天和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斗智
斗勇，苦乐参半。

大概是10月份，一个周日
下午，我正在宿舍里备课。这
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的
声音有点苍老，也有点气急：

“老师，你有个姓 kāi 的学生
在我工地偷东西，你过来处理
一下！”放下电话，我急急忙忙
往镇东头的建筑工地赶去，一
边走，一边心里嘀咕：“姓 kāi
的学生，班上没有啊？难道是
小亓？”

说起小亓，开学才一个来
月，我还是印象深刻的。首先
是他的姓，亓，我少见多怪，拿
到学生花名册翻了字典才知道
读qí；其次是他的人，三个字
可以概括：矮、黑、瘦，一副营养
不良的样子。他是留守儿童，
父母在广东打工，跟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不行，不能就这么
让孩子毁了，我得“高高提起，

轻轻放下”，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当务之急，是把这孩子从
保安大爷手里“捞”出来。

去工地的路上，我一脑门
子的“官司”，但我还是迅速冷
静下来，快速地想好了应对之
策。一见面，果然是小亓。“小
开啊小开（小亓对看门大爷说
他姓开），你脸丢大了！”我顺着
看门大爷的话，一进门就大呼
小叫，指着小亓的鼻头，作愤怒
状。幸运的是，没费多少口舌，
我就从守门大爷手里“捞”出了
他。我对大爷千恩万谢，一再
表示会对小亓好好批评教育，
严肃处理。

回校路上，我和他谁都没
有说话。但我知道，他很是惶
恐不安。我甚至能感觉到，他
的呼吸都是颤抖的。

带他到学校办公室，我命
令他面壁思过。“老师，我错
了！”小亓声泪俱下。“错哪里
了？”“我……我……”他嘴唇直
打哆嗦，“我不该去工地偷东
西！”“嗯，能认识到这一点，不
错！”我抽出餐巾纸，擦拭他脸

颊的泪痕，说，“你今天其实犯
了两个错，还有一个是撒谎，改
名换姓，变亓为开，在老人面前
耍小聪明！”

见他情绪平稳了下来，我
递给他一杯水，让他坐下来。
了解到他平时经常帮爷爷捡拾
垃圾，我表扬他是一个勤快、能
干、有责任心的好孩子。

“老师，今天的事，你莫告
诉我爷爷，好不好？”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说：“好，今天的事我不告诉你爷
爷，我还不会告诉其他人……”

我和他“约法三章”：一、今
天的事，就我们两个人知道；
二、老师负责资助小亓所有的
学习费用；三、小亓负责认真专
心学习，每学期给老师写一封
汇报信。我还煞有介事地把这
三条写在一张纸上，两人签名

按指模。我说，拉钩上吊，一百
年不变，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约定。

整个下午，我和他促膝长
谈，直至华灯初上。送他回家
的路上，我顺手买了箱牛奶
……

从此，小亓像变了一个人
似的，让人刮目相看。

15年后，小亓重点大学毕
业，在沿海城市谋得一个不错
的职位。但他每年仍坚持给我
写信。在一封信里，他说：“老
师，我永远都记得您和我的秘
密约定。当年，您用您的仁慈
和智慧，呵护着一个少年的脸
面和自尊，让我迷途知返，找到
了正确的成长方向！”

人生路漫漫，秘密知多
少？诗人说：“多少秘密，都深
埋那海底，如何探寻，才能将它
看清？”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
就是，打捞起这些秘密，并小心
翼翼地收藏着，让它能够成为
孩子前行的“动力源”、成长的

“加油站”，而不是奔跑的“绊脚
石”、飞翔的“阻拦索”。

秘 密 约 定
彭真平

安徽黄山的迎客松，是一棵千年古
松，苍劲秀拔，生机盎然，给人以美的享
受。著名漫画家李滨声在赏景之余，深
有感悟，创作了一幅题为《迎客松》的漫
画。这是一件获得“中国漫画金猴奖”的
作品。漫画中的“迎客松”非常简洁，并
不具备迎客松的形象、风骨与气质。所
以，此“迎客松”并非彼迎客松。它只是
巧妙地借用了“迎客”与“松枝如手”这两
点作为寓意，将“迎客松”那一根根伸展
的枝条画成一只只贪婪的索钱之手，从
而尖锐地讽刺了某些景区乱涨价、滥收
费的歪风。

在漫画创作的表现手法中，有一种
“拟人法”，还有一种“拟物法”。所谓拟人
法就是将物比作人，将动植物以及一些无
生命之物“人格化”，让它们有人的言语动
作与思想感情。拟物法则与此相反，把人

比作了物。拟人法与拟物法统称比拟
法。漫画《迎客松》就是运用拟人法创作
的一个范例。

我曾经画过一头牛，它在课堂上大讲
“土是生命之本”与“耕者有其田”的道
理。听课者是一些乱占耕地（比如用于建
房屋）的人。我还画过在山林中，一只老
虎对一头狮子惊恐地说：“它一来，咱们便
无家可归了！”老虎在这里说的它，就是指
滥伐林木的斧头，所以这幅漫画的标题是

《谈“斧”色变》。这两幅漫画将牛与老虎
“人格化”，用的就是拟人法的创作手法。

还有一幅漫画，我画的是一条农作物
害虫与一个制售假农药的人相遇。这个
人手里拿着一瓶“坑农”牌的假农药。害
虫似乎会识字，笑嘻嘻地说：“啊，原来是
自己人！”人与虫怎么能称为“自己人”
呢？我想，制售假农药的虽然是人，但是

他的作法与害虫无异，都是坑农者，于是
我将他画成了人面虫身。这幅漫画中，拟
人与拟物二者兼而有之。

我在一幅《唾弃》的漫画中，画了一个
人拿着一封诬告信，想通过邮局发出去。
谁料他刚刚将信插到邮筒的插口，便被邮
筒“呸”的一声喷了出来。在这里，邮筒这
个无生命之物，被“人格化”成了一位很有
正义感的人士。

漫画家丁万永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
人长着人头，却是壁虎之身。他学会了壁
虎的“断尾术”，将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得一
干二净，然后逃之夭夭。这幅漫画用的就
是拟物法的创作方法。

在一幅漫画中，穿着花裙子的春姑
娘，放眼祖国大地，感慨地说：“啊，这绿水
青山真美！”著名漫画家王乐天有一幅题
为《为某些“灵魂工程师”写照》的漫画。
漫画将一个“才”字画成一个人，将一个

“德”字画成一个“球”。“人”用脚（才字的
一撇）将“球”踢了出去。此作反映了某些
人“重才轻德”的精神世界。春、才等等并
不是物，但也可以采用拟人法，将它们“人
格化”，创作出一些漫画作品来。

（李化球，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拟人与拟物
李化球

去年 12 月 12 日，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问苍茫》
登陆央视一套首播。该剧讲述
的是 1921—1927 年间，从中
共一大归来的青年毛泽东带
着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
忧国之问，如何在矢志不移地
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
中，以一个“探路人”“早行者”
的姿态，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
先行者、开拓者，并探索出中
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历史故事。

《问苍茫》，到底“问”了什
么？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
中给出了答案：“怅寥廓，问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电视剧以
多个视角，不仅讲述了家喻户
晓的著名战役，更聚焦毛泽东
的成长，演绎了革命事业星火
燎原的故事。剧中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毛泽东游湘江这一
段。渔翁让毛泽东坐船，他却
用游泳来为渔船开道。随着剧
情展开，我们熟悉的何叔衡、
杨开慧、陈独秀等一众历史人
物逐一登场，一段“开天辟地”
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在人物刻画上，此剧将早
期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形象
展现得淋漓尽致，力求人物形
象立体化、饱满化、生动化。这
正如该剧总编剧陈晋所说的：

“还原历史绝不等于唱高调，

还原历史恰恰是把历史的精髓
给拎出来，不仅要复刻历史里
的‘人’——先辈们的心路历
程，还要让屏幕外的‘人’——
观众能切真地对其有所共鸣。”
在艺术创作上，他们“小心地求
证、小心地摸索、小心地假设、
小心地抒情，在历史脉络之余
融入审美情境，让诗意表达有
空间、审美意向有空间”。

连续看了几晚《问苍茫》，
我深深地被那曲折的情节所
吸引，更为演员们精湛的演技
所折服。特别让人欣喜的是，
青年毛泽东的扮演者王仁君，
不仅在外貌上与毛泽东年轻
时相像，而且演得也非常传
神。王仁君，1983 年出生，毕
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曾在《古
田军号》和《浴血荣光》等剧中
多次扮演毛泽东。这次在《问
苍茫》中，他的一举一动都风
度翩翩，气质优雅，让观众嗅
到了青年毛泽东的气场。

《问苍茫》的播出，有助于
当今年轻一代了解那段曲折
而又辉煌的历史。此剧也将激
励年轻一代继承与弘扬革命
先辈的奋斗拼搏精神，以刚健
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挫折与困
难，脚踏实地，为国家建设、民
族崛起奉献力量。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闻香析艺

荡气回肠的红色史诗
——观电视剧《问苍茫》有感

林日新

▲早春 王岐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