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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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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文化访谈

为满足广大群众阅读需求，宁陵县委宣传部精心组织工作人员积极开展 2021 年全县农家
书屋出版物补充更新工作。图为 11 月 3 日送书的同志来到阳驿乡玉皇庙村，与村民一起分享
阅读的快乐。 吕忠箱 摄

为 了 正 在 编 纂 的《商 丘 当 代 诗 人 档
案》一书的序言，10 月 20 日上午，我随商
丘市诗词楹联协会的终身名誉会长、商丘
梁园词赋社社长朱昆良先生前往商丘师
范学院拜见了在商丘文学界德高望重的
现当代文学评论家何思玉教授，再次得到
了他的熏陶和教诲。

因为来之前朱会长已经和何教授联
系过，我们在商丘师范学院的成人教育学
院一栋单面楼的四楼刚敲响何教授的书
斋时，他很快开门把我们让进屋里。我发
现这一间显得陈旧的房间完全成了书籍
的 天 地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的 老 式 书 架
上、案子上，甚至是床上都是摆放的书籍，
室内几乎没有转身的地方。他日常的办
工桌上除了书籍、刊物、稿纸外，我发现还
有新出版的《文学报》。

我们落座后并没有马上提起请他写
序言的事，何教授气色很好、谈锋甚健，还
是以当年教学时那种如清风般入耳润心
的语调，徐徐谈起了文学理论的事情。何
教授和朱会长是多年的朋友，二十年来一
直是商丘市诗词楹联协会文学顾问，为本
会出版的七八部诗词专著作序或者评论，
深 受 商 丘 诗 人 与 文 艺 家 的 爱 戴 和 好 评 。
今天，两位皆为年逾八旬的老人，一个是
商丘文学理论界的泰斗，一个是商丘诗词
歌赋界的巨子，以如此高龄而谈文学理论
和创作、而致力商丘诗词事业的繁荣和发
展，实在是一件幸事、一件要事、一件趣事。

在谈起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时，
何教授说了作为作家、诗人应该具备必要

的理论素养，他反复强
调一个“深”字，一个作
家、一个诗人，在写东西
时，首先要培养自己的

“深”，也就是思想内涵
要 深 ，文 化 涵 养 要 深 。
他联系到商丘的一些作
家、诗人、杂文家的创作
实际说，有时候作品虽
然发表的很多，但是在

“深”字上达不到。文学
有时候是需要悟性的，
思想的深刻不是装出来
的。他谈到了鲁迅，在
现代、当代的作家中，鲁
迅的“深刻”是很少人能
够企及的。将何教授所
说的“深”的问题，对照我自己乃至商丘诗
坛的创作普遍存在的诗歌作品平面化，深
度不够、个性不足现象，我深感他的批评
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说到做学问，何教授感叹现在年轻人
太浮躁，功利思想太重，想出彩想晋升而
又不愿静下心来做学问，不愿在自己选定

的知识领域深耕。他说到一些年轻教师
晋升教授一事颇多慨叹，一些人竟然出现
拿钱请别人代笔或者在网络上购买论文，
而不是真正沉下心来写出属于自己思想
的论文现象，这样的学风真是令人担忧。
蜗居斗室却担忧世上学风、文风，何教授
的胸襟令我钦佩。

在谈到商丘文学界一些名家、老师们
的近况和文艺创作的现状时，何教授一一
道来，悉如掌指，就在昨天他还和商丘一
位老作家电话交流各自情况，这位老作家
和 何 教 授 、朱 会 长 是 同 龄 人 ，写 有 多 部
（篇）有影响的作品，也是很受何教授称赞
的，一位作家、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珠联
璧合，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商丘文学界的
一到靓丽风景。说到年龄问题，何教授对
朱会长说，现在我写东西也少了，看书也
不能连续时间长，如今我们都是八十多岁
的人了，年龄不饶人，这是自然规律。他
那豁达、释然的心态令我崇敬。

我 说 ， 我 还 是 您 的 学 生 呢 ， 何 教
授，八五年到八八年我在市工人俱乐部
参加成人高教自学考试，我学的是汉语
言文学，那时有幸聆听您的文学理论讲
课，受益终生啊。他笑啦，谈到了当时
办班的情况，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他仍
有清晰的记忆，一位八十多岁整日埋身
书籍里面的老人有如此的记忆力，着实
令我赞叹。

朱会长将《商丘当代诗人档案》一书
的编纂情况给何教授作了介绍，何教授向
朱会长征询了在序言撰写方面的要求后，
很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我看到商丘
文学界两位老师，还在为商丘文化建设殚
精竭虑、倾付心血且乐此不疲，深为感动，
这是商丘文学之所幸，这是商丘诗词繁荣
发展历程中的动人一幕。

为了不过多占用何教授的时间，我们
和他相谈一个小时之后依依道别。

拜访何思玉老师
□ 王克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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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历史博大精深，殷商文化源远流

长。
周朝时期的宋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

主要诸侯国之一。
周朝灭掉商朝以后，封微子启于睢阳

（今商丘），建立宋国，以承续商朝的祭
祀。

宋国从微子启建国开始，经历了西
周、春秋和战国，历 32 君，计 754 年。公
元前 286 年，齐、楚、魏三国攻伐宋国，
杀宋康王戴偃，三国共分宋地，宋国灭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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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国的 32位国君中，有一个承前启

后的国君，叫宋桓公。宋桓公是宋国的第
18位国君。

宋桓公，宋庄公的儿子，宋湣公的弟
弟，名御说，公元前 681—公元前 651 在
位，在位 31年。宋桓公在位期间，宋国政
局开始稳定，国家实力逐渐增强。宋桓公
一生可谓威名赫赫，他随齐桓公东征西
讨、南征北战，为齐国称霸之左膀右臂。

宋国为殷商之遗民。春秋以来，诸侯
争雄，战争频仍，过去的“礼乐征伐自天
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列国逐步
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政治结构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许多诸侯国纷纷打破以血缘
宗法关系为纽带的贵族世官制度。但宋国
基本上是恪守殷礼和周礼，比较保守，不
见大的革新，仍然是任用公族执政，宗法
制度稳固，官职因循守旧，由强宗大族擅
权。宋国的宗族与政权密切结合，政权始
终为华、乐、向、皇、老、鱼、鳞、荡等
大族所把持。华、乐、皇、老是宋戴公的
后代，向、鱼、鳞、荡是宋桓公的后代，
势力都很显赫，合称“戴桓之族”。“戴桓
之族”以外，还有宋庄公之后的仲氏和宋
文公之后的灵氏。由此可见，宋桓公在宋
国历史上不仅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国君，而
且其宗族势力也很强大。

齐桓公死后，中原霸主暂时空缺，宋
桓公的儿子宋襄公便想接替齐国称霸的余
续，开始了图霸大业的准备。从这个意义
上说，宋襄公实行仁义战，并不是后世所
谓的“愚蠢”，而是他为了达到称霸诸侯
的目的，显示其大国的气势和姿态、效仿
齐桓公做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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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庄公十一年》 记载：“禹汤罪

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
焉。”《新唐书》 卷 115 也有同样的记载。
意思是说，大禹和商汤都是明君，励精图
治，心在人民，在国家发展遇到困难时，
怪罪自己，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现了

“有作为、敢担当”的精神，所以，他们
的兴盛就很迅速，势不可挡；而夏桀和商
纣王是著名的残暴之君，整日沉湎酒色，
不理朝政，还往往怪罪他人，推脱责任，
所以，他们的灭亡就很迅速，突如其来。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十个
字，出自 《左传·庄公十一年》，原文内
容所表达的意思是：鲁庄公十年，鲁国与
宋国发生了战争，结果是宋国军队大败。
第二年夏天，宋国为了报战败之仇而侵犯
鲁国，鲁庄公率兵迎战。宋国军队还没有
摆开阵势，鲁军就已经逼近了他们，结果
把宋军打败了。宋国连续打了两个败仗，
这年秋天又遇上了大水，可谓雪上加霜。
在此情况下，鲁庄公派使者前来慰问宋
国，并且说：“天降大雨，使庄稼受到危
害，我们怎能不来慰问呢？”宋湣公回答
说：“我对上天不够尊敬，所以上天降下
来这场灾难，现在又让贵国国君来替我担
忧，实在是让我担当不起啊！”来慰问的
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看来宋国就要
振兴了！禹、汤勇于自我责备，他们的兴
盛就很迅速；桀、纣却怪罪他人，所以他
们很快就灭亡了。而且，国家发生灾荒，
国君说话很谦虚，这也是合乎礼法的。说
话诚惶诚恐，自我称谓又合乎礼法，宋国
大概就要兴盛起来了！”不久，又传来消
息说这是宋庄公的儿子宋湣公的弟弟公子
御说讲的话，是他让哥哥宋湣公那样讲
的。臧文仲的孙子臧孙达评论说：“公子
御说这个人适合当国君。因为他有体恤百
姓之心。”第二年，宋国南宫长万作乱，
平定之后，公子御说被立为国君，就是宋
桓公。

后人在讲这段话时，往往加个题目：
“桓公罪己”，与“禹汤罪己”一脉相承。
这段文字中讲到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是中国历史“周期律”（也称“兴
亡圈”） 的最早文献记载。意思是说任何
朝代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
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
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
复始。商朝代替夏朝，周朝代替商朝；陈胜
吴广起义反秦，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腐
败—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再腐败—再起义—再建立新王朝……周
而复始，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历史呼啸向
前。

《左传·庄公十一年》 的这段记载，
以及他们几个人的对话和评论，很有价值
和意义。鲁国大夫臧文仲根据宋国的这件
史实，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周期律评论，是有独到眼光的。而
臧孙达的评论“公子御说这个人适合当国
君”，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体恤百姓之
心。”这“恤民之心”，是中国“民本”思
想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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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是孔子经常称道的君王楷模和道

德典范，与尧、舜、禹、周文王、周武
王、周公并提。他曾“网开三面”，将仁
爱思想及于禽兽的做法，在附近 40多个部
落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这 40多个部
落纷纷加盟商部落，为灭掉夏朝集聚了人
气和力量。商汤又“选贤人，远小人”，

“选贤与能”，用伊尹为右相，于是，伊尹
死心塌地辅助商汤，帮助商汤打败夏桀，
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论语·尧曰》 篇第一章，讲述了古
代圣王的治民之道。不仅记载了商汤是一
个仁爱之君，而且是一个有作为、敢担当
的开国之君：“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
罪，罪在朕躬。”这一段话记载的是商汤
伐桀的告天之词。商汤又名“履”，他以

“予小子”自谦称，用黑色公牛作牺牲祭
祀上天，表示自己不敢擅自赦免有罪之
人，如夏桀有罪，也不敢隐瞒，请上帝来
鉴察。又说：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
天下人；天下人若有罪，都归我一个人来
承担。这是一种担当精神。

商汤在“桑林祈雨”时也说：“余一
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
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
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
牲 ， 祈 福 于 上 帝 。 民 乃 甚 悦 ， 雨 乃 大
至，天降甘霖。《吕氏春秋》 的这段记
载，也证明了商汤的仁民思想和担当意
识。

这些内容，讲的都是治民之道，其基
本思想是敬天爱民。爱民是为了敬天，敬
天必须爱民。而爱民必须为民担当，所以
无论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还是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所表现出来的都

是为百姓担当的精神。中国的民本思想，
坚持的是道义原则，这原则上合于天理，
下顺乎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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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7 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到红色

之都延安考察，与毛泽东长谈历史的“周
期律”问题，即著名的“窑洞对”。黄炎
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彻夜长谈历史的

“周期律”，认为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
亡周期率。现在，共产党将要执政天下，
怎么做才能跳出这“周期律”。谈话坦
诚，言辞真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
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
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找到的这条“新路”和“法
宝 ”， 就 是 共 产 党 人 的 “ 人 民 观 ”——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我们党百年
历史的宝贵经验。

历代统治者都用“殷鉴不远”来警醒
自己。有商一朝，始治终乱，汤罪己，纣
罪人，最后被周朝所推翻，历史呈螺旋式
上升，在兴亡圈内发展。殷商的兴亡史，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当年毛泽东和
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中共历史“周期
律”的对话，并指出这番对话至今对中国
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掩卷沉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殷
商文化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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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

察调研时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
兴盛于安阳”。这是习总书记对商朝历史
文化、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同和高度概括。
河南是殷商文化的重要诞生地，商丘是殷
商文化之源。

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成果相互印
证，商丘是商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商朝
的第一个都城，也是中国商业的发源地，
被称为“三商之源”。好田猎尚武功，重
农业尚饮酒，重鬼神尚占卜，是商人的习
俗和特点。

殷商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殷商文
化，其内容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精神
内 涵 ， 并 在 今 天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时 代 价
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治国理政和育人
功能，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
神源泉。

“桓公罪己”的启示
□ 李可亭

11 月 3 日，夏邑县音协组织文艺志愿者到太平镇龙港湾养老院义演。文艺志
愿者程芳手握萨克斯吹奏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常回家看看》《我们走进
新时代》 等歌曲，受到老人们热烈鼓掌。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何思玉 （左） 与朱昆良在审读书稿。 王克启摄

国庆节期间，我去看了期盼已久的电影《长津湖》。电
影里，一幕幕壮观又残酷的战斗场面再现了志愿军战士舍
生忘死、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看着《长津湖》里激动人心、
让人热泪盈眶的画面，我不由又想起了父亲，想起参加过朝
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他跟我讲起的那些难忘的战斗。

我父亲叫吴德宝（后来名字被写成了吴德保），老家在
山东的单县。在淮海战役中随部起义后，父亲被编入华东
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1949年 2月，部队改称为第三野战
军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当时父亲在一八四团三营七
连一排，担任副排长职务。随后，父亲在河南永城的驻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渡江战役，又随大军一路南下，解
放了浙江及部分沿海岛屿，父亲在追击国民党残部的战斗
中，作战勇猛顽强，曾被评为三等功。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在后方的父亲也摩拳擦掌，积极要
求参战。终于，机会来了，1950 年底，华东军区发出了征调
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号召，作为一名党员，父亲踊跃报名，加
入了由两千多名战斗英雄与骨干组成的二十一军抗美援朝
先遣团，乘火车到了安东（现丹东），跨过鸭绿江后，到了二
十军在朝鲜东北部修整的咸兴地区，先遣团先改名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暂编二团，不久暂编二团并入了第二
十军五十八师一七四团。

志愿军的五十八师在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战斗中，在
下碣隅里与美军陆战第一师搏杀，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激
烈的战斗和严重的冻伤让部队减员也很大。父亲与新战友
们的加入，再加换上的新冬装与一些新的苏式装备，让志愿
军五十八师的面貌焕然一新。父亲说当时大家都情绪饱
满，斗志高昂，准备瞅机会狠狠揍一揍美军。

父亲把第五次战役中从咸兴到打过三八线的作战历程
称为南下。南下之路充满艰辛，父亲说经过山谷里的村庄
时，眼前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几乎没有一座像样的
房子，全被美军飞机炸得一片瓦砾，不少朝鲜百姓都惨死在
瓦砾里。行军途中，白天有美军飞机贴着树梢飞，途中不能
生火做饭，怕引来敌机轰炸，路上只能吃小麦、大豆、高粱炒
熟的炒面，吞雪团，雪融化了就喝山涧与溪水，找不到溪流
就吃树枝上凝结的霜露。

1951 年 4 月 22 日，第五次战役打响了。志愿军第五十
八师向机山里、抱川方向突击敌人。4月 25日，父亲所在的
一七四团切断了西坡至永阳里的公路，并与美军第二十四
师遭遇。在战斗中，父亲战斗勇敢，冲锋在前，带领全排战
士猛攻敌军高地。因美军的一个地势险要的高地火力太
猛，一时强攻不下，父亲观察了周围地形后，率一个突击小
队攀爬上一面悬崖，在密林与荒草的掩映下强登敌人阵地
的后侧，就这样，父亲和突击队员们在敌人认为不可能有人
上来的地方突然杀出，奇袭了敌军的阵地。

父亲指挥作战机动、灵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蛮干，
会用脑子打仗。运用机智的穿插方式，父亲带着战友们连
续攻占了敌人三四座山头，俘虏了二十余名敌人。在第五
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一系列战斗中，父亲凭着英勇顽强的战
斗精神，荣立一等功。

“我的这些成绩是属于党和上级领导的。”在后来记下
的一些有关朝鲜战场的片段回忆里，父亲这样谦逊地写
到。接下来的战斗中，一七四团与一七三团一起协作作战，
在永阳里附近继续追击美第二十四师。在志愿军的猛烈打
击下，敌人撤退至汉城、北汉江、邵阳江以南进行防御。

5 月 16 日，父亲所在的第五十八师一七四团涉过邵阳
江，占领敌人阵地。5月 17日，又与南朝鲜军第三师的第十
八团交上了火，通过激战，将这个有“白骨团”之称的战斗力
顽强的敌人打得丢盔卸甲，仓皇南逃。

父亲虽然没赶上第二十军五十八师打的那场著名的长
津湖战役，却经历了跟长津湖战役一样激烈残酷的第五次
战役，其中以华川阻击战尤为惨烈。父亲的面颊部位有子
弹贯穿伤疤，右腿也有一处弹孔伤痕，左手被炸伤，腕关节
强直，肌肉萎缩，后来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几年前，我一
次陪着父亲去洗澡，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就问父亲这些弹孔
是怎么回事，直到那时，父亲才跟我说是在朝鲜战场上那场
异常残酷的华川阻击战中负伤的。

父亲说，五次战役即将结束，部队奉命向北渡过邵阳
江，经华川向后方修整。当时父亲所在的连队在通过华川
时，后面的队伍遭到了追击的美军的炮击。为迟滞美军的
北进，掩护后面的兄弟部队及伤员、物资转移，师长黄朝天
命令部队立即转入战斗状态，在华川就地阻击追击的美军
和南朝鲜军。父亲的一七四团在华川水库附近抢占有利地
形，挖筑防御工事，父亲说，连队当时的任务就是负责保护
北汉江大桥。

父亲防御的北汉江北岸阵地经受着美军密集的炸弹和
榴弹炮的轰炸，随处可见的血使阵地上的泥土和碎石屑都
变成一滩滩的红褐色。战斗是那样的惨烈，父亲说白天坚
守阵地，晚上则乘敌人不备出击，涉过北汉江，突袭敌方阵
地。在伤亡极大、粮弹不足的情况下，父亲与战友们仍坚决
执行上级下达的阻击任务，后又转移至华川北面的公路两
侧的山头上进行防御、抗击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轮番进攻。
每个山头都与敌人进行着反复的争夺，父亲和战友们还要
忍受着缺水、断粮的困境。就这样，一七四团与敌军激战数
天，延迟了美军的进攻，为兄弟部队的后撤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美军和南朝鲜军猛攻了好几天，才艰难推进了两三公
里。

在战斗中，父亲左手被美军的榴弹炮炸伤，鲜血直流。
父亲强忍剧痛，坚持在阵地前沿，指挥着全排防御作战。在
朝涌来的敌军突击时，父亲的面部和腿部不幸被敌人的子
弹击中。

在后方的战地医院治疗后，父亲又被送往国内，在华东
军区后勤第三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后又转入江苏淮安
湖心公园康复医院进行休养。在康复后，组织上安排父亲
前往河南省革命残废军人学校学习。并在 1955 年退伍转
业至商丘市税务局工作。

父亲吴德宝在朝鲜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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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吴德宝与妻子在一起。 吴道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