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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花般的刚柔
——读阿城的小说《赵一曼女士》

近日，读到阿城的小说《赵一曼女
士》，了解到抗日英雄赵一曼在1935年
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受伤被捕，后在哈
尔滨市立医院被监视治疗，但仍坚贞不
屈。我的头脑中立即涌现出哈尔滨的
市花——“丁香花”的形象，与赵一曼品
格有异曲同工之美。她气质高雅，有着

“天国之花”的美誉，虽性格温柔，但也
不乏热烈，她柔中有刚、刚柔并济。

小说《赵一曼女士》通过讲述赵一
曼被捕受审的过程，表现了抗日联军女
英雄赵一曼热爱祖国、忠于革命、顽强
斗争的精神气概。小说以史料为实，经
艺术加工，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
物，荣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
奖。

小说从史实出发追求文学的形象
和升华，既让人们记住英雄赵一曼的名
字，又展现了血雨腥风年代里女英雄的
魅力。小说开头“伪哈尔滨市的市立医
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
曼女士在日伪统治时期曾在这里住过
院，我便翻阅了有关她的一些资料。”哈
尔滨这座城市，有许许多多的教堂，被
人称之为“教堂之城”。作者遥想“赵一
曼女士能够清晰地听到从这三座教堂
的钟楼上传来的大大小小的钟声。”小
说的主人公出场写了“赵一曼女士，是
一个略略瘦秀且成熟的中国女性。在
她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
军人的冷峻。”日本军“认定自己捕获了
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重要人物。”

女英雄的浪漫和爱美之心由“丁香
花”来衬托。躺在医院里的赵一曼女

士，被南岗警署的警察昼夜24小时轮
流看守着。“病房很干净，挡着乳白色的
窗帘。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
里面插着丁香花。”哈尔滨市民历来把
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插入千家
万户的花瓶中。“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
韩勇义摆放在那里的。”字里行间表达
了英雄城市的人民十分爱戴和支持抗
日联军革命义士。

小说接着描写了赵一曼被捕过程
和被残酷审讯的一幕。“她是在山区中
了日军讨伐队的子弹后被抓获的。”赵
一曼女士流了很多血。在审讯赵一曼
女士时，日本鬼子“不断地用鞭子把儿
捅她手腕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
往里拧。并用皮鞋踢她的腹部和脸等
部位。”尽管一而再地“严刑拷问”，但

“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女英
雄坚守信仰、坚强刚毅的一面让读者为
之敬佩！

在准备逃离魔窟继续抗日的进程
中，赵一曼理智温情的一面在小说中活
灵活现、娓娓道来。住院期间，她对年
轻的警士董宪勋劝说道：“七尺男儿，为
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使役，不
是太愚蠢了吗？”她经常对董警士讲述
山区抗日联军的战斗和生活，从而使董
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和她一道上
山。女护士韩勇义对赵一曼讲述了自
己幼年丧母、恋爱的不幸、工作上的受
欺负等等。半年多的相处，使韩护士对
赵一曼十分信赖。

不料，赵一曼刚逃走，日伪军就从
白俄司机处发现了线索。又从太古街

的栅铺主人那里得知，赵一曼是由他们
抬到荒山嘴子附近去的。“松本英雄和
千叶警官等几个人，马上乘车去追。”鬼
子兵从路边的田地中包抄合围，用手枪
逼迫着，将赵一曼他们逮捕。留下了千
古遗憾——“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
日本宪兵枪毙的。”

小说的最后以赵一曼留下的两份
遗书作结尾，荡气回肠，催人奋进。“宁
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
亲!”“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
继续斗争……”遗书作为史料，真实可
信，一方面表现了母亲对孩子的恋恋不
舍和深切期盼；另一方面表现了革命战
士为民族大义而牺牲的无畏，也表达了
小说作者对英雄赵一曼的崇敬之情。

共和国元帅聂荣臻这样评价赵一
曼：“她的伟大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业绩
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坚毅不拔开拓前
进，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不息！抗日民
族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

赵一曼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花
镇，中共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
莫斯科中山大学。她1935年担任东北
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在与日寇的
斗争中于1935年11月被捕，1936年8
月就义。2009年9月，她被评为“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之一。

小说作者阿成，原名王阿成，1948
年出生于哈尔滨市尚志市，曾获得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
奖项。代表作有：《赵一曼女士》《年关
六赋》《马尸的冬雨》等长中短篇小说。

枕边有书梦不同

我读小学时，父亲因脑出血突然而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母亲及长我7
岁的兄长的扶携下，我读完了初中。命
运弄人，中考结束，我因一分之差无缘
再读高中，便听从兄长的建议，去了远
在南方某山村扎营的三堂兄的瓦工队
做“火头军”。

无法施工的日子里，大家多半遛街
闲逛，我不愿上街，一则我性情比较内
向，二则我的日工资才二元五角钱。而
看“闲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于是乎，
金庸、梁羽生、古龙、卧龙生等武侠名家
的小说，成了我那时主要的精神食粮。
每当遇到一段精辟的论述或描写，还亲
手摘录，两年下来，笔记做了六大本。
那年上春，雨水较多，经常歇工。身为
包工头的堂兄，心中自然焦急而不快。
某日，堂兄见我独自一人在看书，便指
着我说：“人家都出去了，就你像个大姑
娘，成日里捧本破书看啥！给你念书的

时候不发狠……”我一听十分
生气，但念及他是兄长，便溜到
了一边。在好几位工友的劝说
下，我勉强做到了年底。

打那之后，我暗暗发誓，一
定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毫无意
识中，我悄悄地拿起了笔，记日
记、写感悟，因为我坚信：有压
力才能永葆恒心，才能激发动
力。现在想来，身处皖南务工
的那段时光，定格成了心灵上
的一所驿站，记忆搁浅的湾港。

又过了两年，我在家乡进了一家村
办水泥厂。闲暇时，便沉浸在各类书籍
中，并赌气地鼓捣起“豆腐块”文章四处
投稿。清楚地记得接到第一张稿费单
是在1988年8月，面额虽然只有少得可
怜的三元八角钱，但我看到了一丝希
望。此后，我便勤奋看书，同时广种薄
收，诗歌、散文、小说，包括新闻报道，稍
有感触，便进行挖掘、习作。

直到1995年9月初，时任村党支部
书记的大堂兄，帮我在村小学谋了一份
代教的职业，而其时，我已经辗转到青
岛市务工。务工生活虽然清苦，但收入
较好，代课虽清闲许多，但当时月工资
只有80元。思忖再三，想起自己曾发
誓要在文学上有一点建树，次日天亮，
我毅然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只有初中文化的我，直到站在讲台
上，才感到腹中的那点基础知识是满足

不了教学需要的。于是，我一边代课，
一边自修学习汉语言文学大专课程，偶
尔也写一点文章投稿给报纸副刊。记
得接到两门单科结业证书的那天，我同
时接到了一篇万字小说被某杂志采用
的稿费单。是日夜间，妻子搂着熟睡的
儿子，伏在我的胸前流下了结婚以来的
第一抹热泪。那感人的情景深深地烙
在我的记忆里，进一步激发了我完成自
修学习和努力习作的热情。随后，我又
自学了《教育学》《心理学》，取得了教师
资格证……

我曾经将介宾结构短语“在路上”，
视为人生的主题，并借此勉励自己，因
为我们随时处在时间的路上，处在社会
的路上，处在人性的路上。基于此因，
我在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时，将小书取名
为《幸福在路上》，而将2018年出版发
行的散文集命名为《行走的意蕴》。

因为热爱才写作，因为热爱才坚
持。37年来，阅读是我对心灵的自我充
电与训练的必要方式；写作是心怀冲动
的我最有力的应对“在路上”的方式。
于我而言，观察乡村物事，心怀文学理
想，记录那些存在的和正在发生的物
象，用文字诠释生存的必需，揭示社会
的变迁，将作品拔高到“文章因时而著”
的社会层面，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
今，读书写作不仅仅是我业余时间最主
要的消遣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的自拔与
救赎。

《看风景的心情》

作者：王水法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该书从西湖“申遗”参与者、西湖保

护实践者和西湖文化传播者的视角，生
动而不失幽默地讲述了西湖景观和西湖

“申遗”的故事，以“我”的参与，见证“我
们”为传播西湖文化做出的各种尝试和
努力，生动阐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也许有我”的理念。

《东进》

作者：叶炜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济

南出版社
该书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浓墨

重彩地书写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建立的
全过程。以八路军东进山东展开的重
要战斗和关键节点为主要线索，通过艺
术的真实塑造了政委谷四喜等多名抗
战英雄形象，从正面反映了中国全民抗
战的恢弘史诗。

《造访星辰》

作者：江波 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如何解决空间站驻留人员吃火锅

的需求；围绕空间站的一团云雾竟然是
智慧生物……该书由11篇小说构成。
在基于与中科院科学家们交流的基础
上，一批中国科幻作家以中国空间站为
起点，立足核心舱、太空望远镜等中国
航天开拓性的科技成果，将前沿的航空
知识与绚烂诗意的东方想象完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