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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捧读那本绿色的小书——
《飞向世界》，白色的和平鸽在云朵上
飞，我的心儿也在飞……那是朱子奇先
生在 1992年 4月亲笔题签送我的，又在
我笔记本上题下“难忘的延安情”的温
暖话语。看着封面，不由联想到年少时
那风靡全国的和平鸽，我与那位可敬可
亲的老人的心血仿佛融合在一起。

那是 1992年 4月 16日，魏巍、朱子
奇、马烽、邹荻帆、丁宁等中国作协老作
家访问团来延安，我奉命负责陪同接
待。从车上走下一位硬朗的老人，他自
我介绍：“朱子奇，我是延安人！”

啊！他就是朱子奇！闻名的“国际
诗人”。诗人臧克家曾十分称赞子奇的
诗，认为他的诗作独树一帜，尤以政治
抒情诗驰名于世。诗人贺敬之曾说，子
奇是一位早于我的“老延安”，是一位永
葆青春的革命诗人、人民的诗人。

我激动地反复打量他，高大的身躯
透出矍铄，一句“我是延安人”让人在尊
敬中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此后几
天的共同生活中，多年养成的记者习惯
让我见缝插针地与他攀谈，挖掘那些尘
封的往事。

他出生于湖南汝城，曾亲眼目睹了
姑母朱春荣（中共党员）被敌人押赴刑
场时宁死不屈的形象，又亲眼见到朱德
将军过汝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
朱氏祠堂挂匾“天下一家”。这两件事，给他一
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他 1937年带着徐特立老
人写的介绍信和几首诗到延安，1938年入抗大
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知道，那时延安十
分困难，就问他：“你们那时写诗在那里发表？”

他笑了笑说：那时没有报刊，我们抗大爱
好诗歌的魏巍、胡征、周洁夫、梅行、张沛等教
职员成立了“战歌抗大分社”，主要负责人是
柯仲平，编了一个大型诗歌墙报，自己写、自
己抄，贴在球场旁的墙上，吸引了许多人来这
里参观。1939 年，我和郑律成创作的悼念白
求恩的歌，就发表在党校的墙报上，同时在追
悼会上演唱引起轰动。毛主席在抗大作《论
持久战》报告时，专门看过我们的墙报，称赞

“好得很！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
从此，街头诗、朗诵诗闹得热火朝天。 1939
年，萧三从苏联回来，主编出版了铅印的《大
众文艺》，毛主席题写了刊名，我的第一首国
际题材的诗《十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
的，延安成为诗的圣地。

说老实话，之前我对国际题材的作品兴趣
不大。一是觉得有些遥远，二是像我这样的普
通人出国是不敢有的奢望，因而曾幼稚地问他
怎么不多写些国内生活的诗呢？他意味深长
地说：“我的诗是我的武器，诗和我的工作联系
在一起。”一句话 20多年来常浮现脑海中，也融
化在我的行动中。

为了深入地了解他，我努力搜寻他的作
品，知道在延安八年，他发表了《延河曲》《杨
家岭出太阳——毛泽东颂》《我歌颂伟大的七
月》等，其中不少是反法西斯的战歌，如：《飞
蛾扑火的故事》《起来！保卫莫斯科》《反法西
斯进行曲》《百团大战进行曲》《我的心飞向莫
斯科》……他被大家称为“反法西斯诗人”。
1945年 10月间，朱子奇奉命单独带发报员赶
往苏联红军前线指挥部，配合我地方武装，追
歼顽固日伪残余的最后一仗。1946年 2月，他

回到张家口，把苏军赠送
的大量俄文书交华北联

大，并协助成仿吾校长创办大型刊物
《北方文化社》。他在该刊物和丁玲
约稿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系
列介绍苏联文艺创作主流近况，他带
回的 100余首苏联革命诗歌和反法西
斯战歌，如《红军之歌》《和平颂》《卡
秋莎》《青年近卫军歌》等，很快唱遍
各部队和各解放区。

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
常务书记、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
但实职是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
席、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
员会副秘书长。他是一位出色的社会
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交流工作，
多次肩负重托，足迹遍布 40 多个国
家，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扬友谊的声
音，讲述中国的故事，结识文学的友
朋。毛泽东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任
弼时躬行不辍的骆驼精神，给予他文
艺创作以灵感和情绪。他是革命诗
人，也是爱好和平、传播和平的使者。
他曾坦言：“我首先是战士是共产党
员，然后才是一个写诗的人。”在莫斯
科、维也纳、柏林，在伦敦的马克思墓，
在法国的巴黎公社墙前，在布拉格、哈
瓦那，每到一地，都印下他奔忙劳碌、
稳健深沉的足迹，都留有他才思横溢、
热情激昂的诗篇。他把革命工作予以
诗意的升华。那些诗句如鲜花一般，
盛开在和平的星球上。他著有诗集
《春鸟集》《春草集》《友谊集》，散文集
《十二月的莫斯科》《和平胜利的信号》
《北京·莫斯科》，译有捷克涅兹瓦尔长
诗《和平歌》等。他的诗歌《致英勇的
越南人民》获胡志明朗诵诗荣誉奖，
《莫斯科·北京》等三首译诗获苏联加
强友谊奖，《忆毛主席访苏片断》获纪
念毛泽东百岁诞辰荣誉奖，还荣获国
务院颁发的文学艺术突出贡献特殊
奖，荣获俄中友协颁发的加强友谊 50
周年奖章和证书等。

至今，我仍记着 1986 年他献给国
际和平年的诗集《爱的世界》中铿锵
的话语：“我是用生命写诗，写生命的

诗。这些，都只为着：让爱，能一点点挤走恨；让
喜，走一步步占领愁。”他的视野里，有风云舒卷
的变幻的现实，也有并未远逝的沉重的历史，这
也成为我后来写作域外题材的航标。

重读《飞向世界》——记第一次参加国际笔
会、记巴黎国际笔会，访罗马尼亚、西欧三国、美
国、日本、高尔基、斯特朗、尼扎姆丁、古丝坦·伏
契科娃……异国的见闻、浓浓的情谊，主题都凝结
成“和平——星球的希望”。正像著名作家康濯
在“代序”中所说：“我认为作者所记录的国际风
云的变幻与文学交往的浓情，既同时代紧密相
连，又将中国与世界贯串一体，目光朗朗，感情真
挚，知识也较丰富，特别是记事与抒情结合交融
之处，更不乏引人、动人、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平
是他终生追求，爱与喜是他生命的动力。我
想，如若他看到叙利亚战火和乌克兰骚乱，
肯定又该写出憾人肺腑的诗篇。 □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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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 之 爱 鹅
大书法家王羲之爱鹅，喜欢这高雅

的“曲项向天歌”灵物，鹅头高昂鸣唱，正
如羲之握笔“入木三分”手势。练字累
了，羲之便领着宠物鹅一摇一摆一唱一
和去散步。

羲之曾去寺院静修，抄写经文。离
开时，和尚怀抱大白鹅气喘吁吁追来，羲
之以为静修期间违反戒律，和尚却腼腆
说，想拿大白鹅换羲之抄写的经书，羲之
欣然应允，双方皆大欢喜。

羲之欣闻山阴有道士养霸道“夺
鹅”，见人拿东西就眼红，扑上抢夺，甚是
有趣，便商议购买。“夺鹅”主人沉吟片
刻，恭敬提议：“麻烦您抄写《道德经》交
换吧。”羲之随陶然抄写，易之。“夺鹅”临
行前，愣是“嘎嘎”振翅，欲扑抢新抄书，
道士哈哈大笑，怀抱《道德经》匆忙离
去。又闻老妪养怪鹅，鸣唱声音高亢婉
转，羲之寤寐思之，择日前往欲购买。老
妪乐呵呵，烹鹅待贵客，羲之望着热气腾

腾一盆鹅肉，摇头叹息弥日。
羲之爱鹅，文人雅事，陶冶情操，传

为佳话。他从鹅态、行走、游泳等姿势，
领悟执笔姿势，体会运笔奥妙。他执笔
时，食指像鹅头昂扬微曲，运笔时像鹅掌
拨水，精神贯注于笔端。“羲之爱鹅、渊明
爱菊、茂叔爱莲、和靖爱鹤”并称“四
爱”。“四爱”题材常现明清、民国瓷器绘
画中，彰显文人高士风雅清逸，迥出尘俗
超然情志，热爱自然和谐相处。 □曹锋

作者与魏巍作者与魏巍（（中中）、）、朱子奇朱子奇（（右右））在一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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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
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十
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这是 1935年 3
月 20日，刘伯坚烈士就义前写给妻子王
叔振的最后一封家书，字字句句，感人肺
腑、催人泪下，字里行间浸透着家国情
怀、民族大义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

刘伯坚 1895 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
县。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和周恩来、赵
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
年底，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被推
举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
人。1926 年 8 月，刘伯坚按照中共中央
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
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大革
命失败后，刘伯坚于 1928年重返苏联学
习军事，期间出席了中共六大。学习结
束后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
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革命
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 3
月初，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在战斗中
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3月 21日，刘
伯坚英勇就义。

刘伯坚在狱中共写下四封家书，其
中三封写给妻子的兄嫂，一封是写给妻
子的绝命书。在他留给家人最后的书信
中，言词间饱含拳拳父爱、鹣鲽情深，真
实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
舍小义取大义的情怀，充分展现了一名
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一心报国为民的坚
定信念和赤胆忠心。

不怕牺牲、一心报国为民，为民族复
兴大业而慷慨赴死，刘伯坚用生命践行
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
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始终代表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拥
护、支持和信赖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因
为这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党
心民心的巨大力量，领导革命、建设、改
革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追求

由于工作需要，刘伯坚不得已与家
人分离，舐犊之情更是让他对三个年幼
的孩子非常想念。在写给妻嫂的家书
中，刘伯坚多次提及孩子，信中详细描述
和记录了两位幼子托付的地方和人家。
这背后是一位身为革命者的父亲的深深
牵挂，也表明斗争形势的艰难。

刘伯坚的家书不仅饱含牵挂，还对孩
子们提出殷切期望：“诸儿受高小教育至
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
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

刘伯坚为三幼儿所设想的人生之
路，不是追求大富大贵、功成名就，而是
希望“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
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
的光荣事业”。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刘
伯坚亦不忘嘱托把孩子养育成人，希望爱
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
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多年后，刘伯坚的二儿子刘豹生仍
能回忆起自己被送走的那个夜晚，腿部
受伤的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漆黑的山间小
路上，他哭喊着不愿离开的情景。他也
曾埋怨过父亲的“狠心”，但在一遍遍重
读父亲的家书后，渐渐读懂了父亲的赤
子之心：有国才有家，父亲的爱是大爱，
是一种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家国情怀。

刘伯坚用行动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
追求，不仅为他的孩子示范了一名共产
党员应有的使命与情怀，也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和楷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继承和发扬红色
革命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革
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大任。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在家书中预见到了人生即将
终结，但他坦然接受这一杀身成仁的结
果，并拒绝家人设法营救自己。他在信
中特别叮咛亲友们不要将他被捕之事告
诉曾经的“友人”——原西北军高级将领

冯玉祥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于右任等
人，更不要请他们出面营救。主要原因
在于，他深知自己“与他们走的道路不
同”，不愿“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刘伯坚
的这种向死而生，书写出一个大大的

“人”字，彰显了伟大的人格力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保持了

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以大无畏
的革命勇气写道“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
遗恨”，表露出“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
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他相信“不
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

刘伯坚“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
私产”，四川的家“又被抄没过，人口死
亡殆尽”。鉴于三个幼子的养育还需要
累及兄嫂，为此他信中恳请兄嫂的明达
和理解，“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
个人”。刘伯坚等革命先烈身上展现出
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奉献牺牲精神，
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
懈奋斗。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是刘伯
坚对自己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刘伯坚
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相连，毕生不懈追求
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便为此付出生命
的代价亦从不后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不
忘初心，全中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
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
革命前辈、革命先烈。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懈奋斗，书写无
愧革命先辈的精彩
华章。 □董洁刘伯坚与王叔振合照刘伯坚与王叔振合照 钩 沉

投身革命舍小家 报国为民取大义
——读刘伯坚烈士家书

“在我而立之年，我们为之奋斗十余年
的新中国诞生了。从参与成立建设，到见证
祖国成长强大，风风雨雨 70年。如今，我已
经 100岁了，唯愿我们的祖国明天更美好，
我们的人民文明、健康、幸福。”说此话时，
周令钊与朋友们的画展正在北京展出。这
个画展是庆生，是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更是一位百岁老人献给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的生日贺礼。

周令钊是谁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戴八角
帽的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
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甚至人
民大会堂的“满天星”穹顶等等，都是他亲
自绘画或参与设计的。而这，只是他众多
作品的“冰山一角”。人民解放军“八一”
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大型历史
油画《五四运动》、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
团结》、油画《韶山》，记录反映新中国不同
时代气息的招贴画、邮票、徽章，以及一些
现在还随处可见的已深入百姓生活的各种
标识……

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这样评价周令钊，
“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
家形象，使国家意志视觉化，反映了人民当
家做主的精神风貌。”

“山那边的好地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周令钊
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
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
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画水
彩、绣样，并喜作诗。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

小就喜欢画画。13岁进入长沙华中美专，期
间参与国货公司广告设计，贴补家用。后从
湖北武昌艺专毕业，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
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
的社会实践为年轻的周令钊在实用美术方
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8年，在同学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
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第三厅”。当时，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
曾在此供职。那年 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
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

也是在那时，美术科隔三差五便会“少
了几个人”，周令钊一打听，说去了“山那边
的好地方”。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无数知
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一天，当听说冼星海也要“去北边”时，
周令钊坐不住了，请求他带上自己。冼星海
告诉周令钊，“去找田汉批‘路条’，到‘八办’
换‘通行证’，才能买票。”那个夜晚，周令钊
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田汉。
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周令
钊在创作第二套人民币时，跟随印钞厂去延
安宝塔山采集设计素材时才得以释怀。

设计国家形象

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年轻的周令钊参
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1950

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
张仃、张光宇，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
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
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
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自己当时
提出“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
的建议被采纳。“五颗星给天安门赋予了
新含义。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向
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地方；是新中国国家标志性建筑，又曾是
旧时代皇城的建筑，在天安门上空升起新
中国国旗的五颗星，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
新中国国徽中的最基本的图形组合。”女
儿周容说父亲不止一次跟她交流过国徽上
五星设计的深层意义。

一次，当听说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
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时，周容才知
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
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韩美林在一篇文章
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 1958 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在紧张
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
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
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
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
中，按时抵达的周令钊便主动向周总理询
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
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施工中，吊灯因承重
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

“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
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按照比例，
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说。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
画速写。听了总理介绍，他说，“这个容易，
满天星，满天星嘛……”随手用铅笔在稿纸
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
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
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
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
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

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新中国成
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
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
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
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曾经一幅或几幅作品名扬天下的大家
比比皆是，如雷贯耳，然而周令钊却始终选
择默默无声。“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
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
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
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
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如此评价
老朋友。 □强晓玲 魏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