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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广 告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初冬时节，我与同事来到广
州，几经波折，找到了广州东郊的黄花
岗烈士墓，猛然想起了这句歌词，想起
了哪些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英
勇献身的英烈们。

公元 1911 年 4 月 27 日，孙中
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
的广州起义，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热血青年及海外留学生和归国华侨，
在黄兴的率领下，冒死强攻两广总督
署，经过一昼夜血战，以失败告终。事
后，革命党人冒险收殓烈士遗骸 72
具，葬于广州市东郊的黄花岗。

当我们沿着红铁门走近 72 烈士
墓道时，顿觉一股庄严肃穆的氛围环
绕左右，墓道两旁，花草树木丛中，耸
立着一排由海内外各界捐建的碑廊、
龙柱等，碑廊内容多为四个大字，如：
“崇拜英雄”、“此心此志”、“碧血黄
花”、“精神不死”、“自由之魂”、“虽
死犹生”等，碑文与书法媲美，英烈与
日月同辉。立碑者有全国教育联合会、
广东海军协会、福建海员同仁、潮州海
员同仁等。

再往前走，一汪清水，人称“默

池”，当游人走上跨越默池的拱桥时，由
于斜坡作用，便会不自觉地把头低下，似
低头默念状。跨过默池，一路慢坡，进入
72 烈士墓区，墓前有一祭台，祭台上摆
着一束鲜花，烈士墓处于黄花岗的最高
处，墓上是一行隶体大字：“七十二烈士
之墓”。墓碑之上是一个四角亭，亭上有
一平台，平台上是一个圆柱，圆柱上镌刻
着国民党党徽。烈士墓后是一个方形的
由花岗岩垒成的纪功坊，纪功坊底座墙
上是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贴
金大字。纪功坊平台上部由著名的革命
党人章炳麟手书的 12 字篆文：“缔结民
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纪功坊上方由
72块青石叠成崇山状，象征着 72 烈士，
最顶端屹立着自由女神像，表达出英烈
们为建立自由平等的国家而英勇奋斗的
革命理想。纪功坊旁边矗立着一座高约
七八米、宽约一米，专门介绍 72 烈士生
平事迹的花岗石。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他还活着”。广州黄花岗 72烈士，
虽已远去 104 年，但他们那种为了理想
和追求，以一当十、飞蛾扑火般的献身精
神，至今还在激励着海内外炎黄子孙。我
在黄花岗勒石碑旁，仔细观摩，慢慢品

味，久久不忍离去，通过研读 72 烈士生
平事迹，我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72 烈士的身份五花八门，他们之中有 9
名热血沸腾的青年“海归”，有愿为祖国
献身的爱国华侨，有舍生忘死的年轻军
官和士兵，有见多识广的新闻记者。还要
一批工人、农民、商人，以及中小学教师、
武术拳师和部分在校学生。他们的籍贯
以广东人偏多，还有一批福建人，以及少
量的广西人、四川人和安徽人。他们牺牲
时平均年龄只有 29 岁，正是风华正茂、
为国效力的年华。

在这批牺牲的英烈中，有几个人值
得永久铭记。他们是“福建三林”，暨林
觉民、林文、林尹民。三人同年生、同年
死，都是“富二代”，都是留日学生。林觉
民可谓大名鼎鼎，他从香港回广州参加
起义前，已做出必死的决心，他在《禀父
书》中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
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补于全国同
胞也……”。他在《与妻书》中说到：“吾
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
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
而不辞……”；又写道：“吾与汝并肩携
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林
觉民慷慨赴死的豪情壮志与对妻子百转

千回的柔情似水相互交融。我辈百年后
读之，仍百感交集。生命虽有限，千载留
余香。

黄花岗 72 烈士中有一个奇人，他
叫喻培伦，四川内江人，1905 年东渡日
本留学，先后入日本 4 所高校学习，专
攻化学。在学习中深感祖国积贫积弱，决
心科学救国，经过无数次试验，他成功研
制出一种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广州起
义爆发当天，喻培伦身挂一筐炸弹，一马
当先，用炸弹将围墙炸裂，攻入总督府。
后弹尽力竭，英勇就义，时年 25 岁。
1961 年，喻氏牺牲 50周年之际，老同盟
会员吴玉章写诗怀念：“当时年少正翩
翩，慷慨悲歌在入燕。几尺电丝难再续，
一筐炸弹奋当先……”。

回铜后，我反复翻看在黄花岗 72
烈士墓拍下的照片，想起辛亥革命元
勋—黄兴，1911 年秋填写的一首词《蝶
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转眼黄花看
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
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
三月暮，血肉横飞，气直吞狂虏；事败
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我以
为，黄兴的词恰恰表达了我拜谒黄花
岗 72 烈士后的万千感慨和凄苦心境。

黄花岗上英雄血
□王征社

连日阴雨，昨夜大风突起，气温骤
降。呜呜的风声里，我正在读郁达夫的
文字。读到《故都的秋》，顿觉心中凉
意生，竟有了不相宜的感觉。节气已过
小雪，也该寻一点能够温暖自己的文
字来读，在冬夜里，用文字取暖。

冬宜读史，史书中那些热闹纷繁
的文字，是温暖的。读史，大概需要冷
的氛围和静的心思，宜于冬，宜于老
成。年少时，大约是不宜读史的，你读
不出史的厚重与沉淀的感觉。如我，刚
上班的那年冬天，捧着一本 《史记》
读，囫囵吞枣，一个冬天，没读出什么
心得，没读懂人，也没读懂势，只是读
了一肚子的不相宜。读得伤了情绪，到

现在，对史书仍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我的一位老师，酷爱读史、谈史，也

喜欢与同好者一起评史、辩史，听他论史
时的纵横捭阖，暗地里就十分佩服他的
博学善辩。老师读史，也多在冬夜，半碟
花生米，一茶杯白酒，一卷在手，常忘记
了时间，读得东方初现鱼肚白，方才惊
觉。罢手一看，杯中酒已干，花生米却未
动。对我的老师而言，史是可以佐酒的，
也是可以温暖漫长冬夜的文字。

冬天，喜欢读一些字面温暖的文字。
如读杜耒的《寒夜》诗：“寒夜客来茶当
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便喜欢那样的氛围。
寒夜，主人可能正在夜读，忽有客来，只

能煮一杯清茶待客了，寒窗月影，雪梅暗
香，火红汤沸，多么温暖。也许主人正读
到一段温暖的文字，此刻围炉，与朋友谈
起，多好。朋友夜访的深情，是温暖的；汤
沸火红茶香，是温暖的；朋友间的喁喁私
语，也是温暖的。

冬夜，爱读一些情深意长的文字，有
情有意的文字总是温暖的。十几年前，读
杨绛的 《我们仨》，感觉到那份亲情的
重，心里瞬间温暖。杨绛和钱锺书把记下
家中琐琐碎碎小事和彼此思念之情的文
字称作“石子”，比作潮退潮落后遗留在
海滩上的石子。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如
潮有起有落，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一些可
供品味的或多或少的“石子”。世间好物

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钱瑗、钱锺书
的相继离世，一个知性、快乐的家庭还是
在人世间走散了。在杨绛的眼中，锺书爱
喝的混合了滇红、湖红、祁红的茶叶还
在，香溢满室；阿瑗画的副院长暑读书图
还在，而那些“石子”留给杨绛的，是她
一个人的漫长思念。百岁老人杨绛用她
的从容优雅，将思念变成了沉郁智慧、温
情蕴藉的文字，温暖着我们每一颗柔软
的心。

冬天昼短夜长，可读书的时间也长。
长读，就有漫漫长夜的冻饿难捱，读到倦
意沉沉时，翻开周作人、汪曾祺、逯耀东
的饮食散文，续一杯热茶，找一点消闲的
零食，边翻边读。不在意是谁的书，不刻
意找喜欢的篇目，随翻随读，就可以把手
中的零食当成是周作人的羊肝饼、汪曾
祺的草炉烧饼、逯耀东在路上买的酱牛
羊肉，自会读出一番别有的滋味，用文字
的馨香温暖自己的辘辘饥肠。

喜欢用文字取暖，温暖漫长而又寒
冷的冬天。

用文字取暖
□章铜胜

正义必胜（显图形局）

着法红先胜
1、炮六进五 马 3退 4
2、兵五进一 士 6退 5
3、车九平四 将 6进 1
4、兵四进一 将 6 退 1
5、兵四进一 将 6退 1
6、兵四进一 后马进 6
7、车八进六 士 5退 4
8、车八平六 炮 4退 5
9、炮七进一
点评：此局着法精彩，炮显神威，

弈至终局呈现左右对称画面，寓意正
义必胜，点题深刻。

和平必胜（显字形局）

着法红先胜
1、马五进六 将 6平 5
2、马六退七 将 5平 6
3、前马退五 将 6退 1
4、马七进五 将 6 退 1
5、前马进三 将 6进 1
6、马五进六 将 6进 1
7、马六进五 将 6退 1
8、马三退五 将 6退 1
9、炮六进六
点评：此局着法精妙，弈趣浓厚，

结局左右对称，双方不吃子，和平取
胜，和平必胜，点题精彩之极。

人民必胜（显字形局）

着法红先胜
1、车六进一 士 5进 4
2、马三进五 马 7进 5
3、兵八平七 将 4平 5
4、兵七平六 将 5 平 4
5、车七平六 将 4平 5
6、兵四进一 将 5平 6
7、车六进一 将 6进 1
8、马五退三 将 6进 1
9、车六退二
点评：如图着法精彩有趣，结局经

典，展现“人民”字形，意指人民必胜，
点明主题。

象棋排局
□曹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