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7月19日 星期日

编辑：应艳 电话：87138737 Email：ykrbwhzk@126.com 07五峰走笔

读书不忘抗战
□徐天送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新诗
看台

电话：0579-87117752养生热线：0579-87126908
地址：城北西路220号（火车站前天桥向东100米）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菇尔康，浙江省灵芝专家
倡导健康养生新理念

Tel：87035316 13626795758（615758）

市作家协会、浙江菇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办
“菇尔康”杯短散文征文

灵芝破壁孢子粉、养胃猴头菇、食用菌粉

（特约组稿 陈星光）

诗六首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尽管有

许多影视、图片供我们重温历史，

但作为永康人，重读一下当年永康

中学学生饱蘸激情写成的抗战诗

文，仍不失为一种较为真切的纪念

方式。

永康百年中学生作文选——

《笔尖下的青春》选载了 1939 年间

永中学生诗文12篇，这些诗文从不

同侧面真实地再现了 70 多年前日

寇侵犯永康，屠杀永康百姓的滔天

罪恶，也彰显了我市青年学生奋起

抗日，献身祖国的奋勇精神。捧读

再三，令人激奋不已，仿佛穿过时

光隧道，重回当年战火纷飞的年

代，耳边犹闻枪炮声。

下面摘录几篇：

黄嘉璠的诗《警报》：

铛铛敲得心头跳！

微笑的脸色变白了。

争先恐后霎时挤满了街道；

妻离子散各处跑，

小孩子凄惨地在哀号。

更悲哀——

一般劳工者！

东奔西跑，劳资减少——

嗡嗡隆隆声到了，

格格枪声也响了，

轰轰炸弹降落了，

一片通红，看自家的房屋燃

烧，

唉！完了，完了，什么都完了。

可恨啊！

疯狂的敌机任意地肆虐。

同胞们！

这深仇，这大恨，

永远记着；

卧薪尝胆，戮力同心，

终有一天歼灭了倭寇，荡平了

三岛。

读到这样的诗句，回想起老一

辈谈到永康县城被炸的情景，令人

义愤填膺。不知解放街重建之际，

可否保留一两处日寇轰炸的遗址？

汪良佐的《一个爱国的童子

军》，描写的场面更是惨不忍睹：

“他走到一个炮弹恩赐的地狱，人

类公敌造成的血池中，看到横着许

多尸首，那时月亮虽比先前明亮，

终觉阴阴凄惨。又听死尸堆中，发

现微微的呻吟——那是最后的呻

吟，也是临死的惨声——有的头在

东 ，脚 在 西 ；有 的 头 已 不 知 去 向

了。离此十几间房间远的地方正

在着火，一大帮人，男女老幼在街

上拉着，拖着，跑着，叫着，满街乱

窜。”

面对日寇的烧杀抢掳，当年永

中学生没有被吓倒，而是奋起反

抗。方子建同学的《发》就通过理

发一件小事，极为细腻地刻划这种

心情：

“提心吊胆了长久的‘剃光头’

厄运，终于开学时在布告板上宣布

了出来，每个同学的心中都感到非

常 惋 惜 ，心 思 都 集 中 在 头 上 的

‘发’。

‘ 我 是 要 多 留 几 天 再 剃 。’

‘为什么这样严，未上课就要刨清

了。’⋯⋯ 同学们的抱怨声，不

时有所闻。

拖到今日下午，不能再拖了。

没办法，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着，

目标是大桥背的一家小理发店。

徘徊着，徘徊着，鼓起勇气跨

进店门。

终于，在理发匠殷勤的笑脸

下，软禁似地坐在椅子上，这时心

中感到的是说不出的异样。当然，

相随将二载的发，一旦要别我而去

了，虽然不敢一定说是可惜，但，至

少总有点留恋吧。为了服从校规，

为了整齐一律，而牺牲了发，这我

当然很愿意，然而，对于发，还是留

恋啊！

‘稍微修一修吧？’理发匠的问

话，惊醒了沉思的我。

我想点一点头，可是想起布告

板和校长的面，自己的前途，还有

⋯⋯

‘刨一个光头。’我终于鼓足了

勇气高声地说着。

‘什么？剪一个光头，不可惜

吗？’

‘你不用管它，我是有原因的

呀！’

于是我披上了白布，带上了颈

套，我是在‘断头台’上了。在明朗

的镜中，我瞧见理发匠在扮鬼脸。

我知道，我相信，他一定笑我是傻

子呢。其实我有说不出的苦衷，自

己知道罢了。

的确，剪光头比剪西发是畅快

多了，痛快多了！在不知不觉中，

大功告成，我抬起头来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光头，觉得很有趣。我

呆呆地望着，脸上浮出一丝苦笑。

踏进校内，无意地将帽子摘下

用手摸着头，仍是那么光光的一

个，到自修室里拿着镜子一照，我

对着自己微笑，觉得自己是‘新生’

了！镜里的笑脸，仿佛在赞美我的

光头！”

那时剃光头，可不是赶时髦，

那是准备“上战场”的。万一弹片

飞 来 ，光 荣 负 伤 的 时 候 ，便 于 抢

救。学校发布剃光头的校规，是为

了应对战事的需要。与头发的“决

绝”，是一种义无反顾的决绝！是

一种与敌人拼死一战的决绝！

应水清的《励志》诗，就斩钉截

铁地表现了这种“决绝”：

头可断，志不可屈，

死便死，虚生宁可歇。

坚决意志——意志坚决，

积累千万年如一日

反正如是，

决心就死。

抱着必死的决心，

和敌人搏斗！

“读书为了抗战，抗战不忘读

书。”这是当时永中校长胡子康先

生对学生的号召。李高昌同学的

《第一次野外自修》描绘了“抗战不

忘读书”的情景：“学校当局为了避

免同学们之无所谓牺牲起见，特地

把上课时间更改到早晨与傍晚，将

日中之时间由导师率领到野外自

修。”

学生作文中对国情的反思也

颇为深刻，至今还有醒世的作用。

应徐庆同学的《警报声中》写道，

“清脆的警钟声冲破了周围沉静的

空气，接连不断地钻进每个人的耳

中⋯⋯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挤出

了狭小的厨房门口，直奔到一棵大

樟树底下躺着，那前面跑来跑去的

黄衣服者，和东钻西跑的小学生及

大群民众，任你教师大嗓子喊，但

一点也没反应，跑的照样跑着，叫

的照样叫着，小贩们更提高喉咙叫

卖，拿着食物，四处找寻买主⋯⋯”

70 年后的今天，国情已今非昔

比，但是，我们能保证世界永久和

平吗？能保证国土不会再受侵犯

吗？能保证在遭到外敌侵略之际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

城”吗？怎样继承我们的光荣传

统，记取历史教训？⋯⋯重温抗战

历史，对这些问题冷静想一想，并

不多余。

□韩高琦

春

解冻了，一条河流像扫帚一样弹奏起来⋯⋯
我们被告知，
许多过期的人和诗将被清除。

山丘，村庄，一棵站了百年的槐树
都抖动了一下身子。

鸟和花朵开始大声争论。

一行去年的脚印湿润起来，
里面蠕动着数不清的阳光蝌蚪。

鬼的故事

我在夜里遇见了鬼：身高不过二尺。

这鬼看到我，渐短渐灭。
最后，仅剩下两颗眼珠
旋转于地上。
如此可爱的一幕，宛如蒲公英留住了风的行踪。

一到夜里，我就希望遇见这样的鬼。
在白天，我是人群中最孤单的一位。

朗诵与听众

我朗诵：寂寞无人的大江横在眼前。

我朗诵苇莺的眉纹，和汉字的关系。
我朗诵少女如水的形体，静静
长出了睡莲：一对交媾的红蜻蜓停在上面。

朗诵！朗诵！
一群小鱼斜立在波际，嘴巴嚅唼不已。
它们吸收着我的声音。

午睡时间

一杯苦茶浅下去，谁开始变得寡言？
大地渐渐浓缩成一个名字：中国。

旧式屋顶上，太阳收敛着章鱼的触须。
知堂的文字正好适宜，
那股涩味。

大境界：不惑之年的一次回首或张望。

谁穿上鞋走了。
留有体温的凉席上，猫的懒腰藏起一张弓。

童痴

夏日的傍晚放下了天梯，
一位五岁孩童爬上屋顶：他用竹竿去挑星星。
人生的第一首诗就这样诞生。

星星，星星，像草莓，可以充饥。
星星，星星，像灯盏，可以照明。

一位五岁孩童爬上了屋顶，
他用竹竿挑星星。

大风

大风从平地刮起，
三个行人抱成一团，
在陀螺里打转。

三个人谁也不认识谁，
他们在大风里抱成一团。

风走了，三个人松弛下来，随即分开。
依然，谁也不认识谁。

——重读抗战时期永中学生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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