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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月 27日，是闻名全国的赵梦桃
小组命名 57 周年纪念日。57 年沧桑，57
年辉煌。

4月 17日下午，在社区党员会议室，我
见到了梦桃生前五位老姐妹梁福云、郭淑
贞、郭小兰、陈淑华、李玉兰，她们是赵梦
桃小组的第一任组员。

围着方桌刚坐定，满头银丝的 83岁梁
福云就拿出一张 1963年 4月 27日表彰命
名赵梦桃小组全组成员的合影。这是一
张 6寸黑白照，照片中的人分两排而立，每
排 12人，共 24人（其中两位男士，分别是
小组修机工和辅助工），身后幕布正中央
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侧垂直悬挂
着两面国旗，庄重气派、吸引眼球。

“这张照片我珍藏几十年了，赵梦桃
纪念馆里的影印件就是我提供的。”话匣
子自然从这张老照片打开，我对应照片
前后排，逐排逐人道出尊姓大名。虽然
历经沧桑、图片泛黄，你一言、她一语，很
快确认出 24名小组成员。老照片是真实
的记录。当年小组共有 25 名成员（赵梦
桃因病住院未参加）。

我急切询问那年表彰命名大会的详
细情况。

梁福云说：“先一天就听说，省上要在
咸阳专署礼堂召开‘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表

彰命名赵梦桃同志和赵梦桃小组先进事
迹大会’，全厂上下欢欣鼓舞，我们小组更
是人人兴奋不已。车间领导说全员参加
并要求每个人穿得好一些。记得当天，我
穿的是梦桃送给我的绿毛衣，李桂英上身
穿的是借小组郭淑贞的衣裳。”

在座的郭淑贞点头道：“别看我们是
纺纱织布的，那会儿，没有统一工装，正赶
上‘国家三年困难’恢复期，物资紧缺，布
匹一律凭票供应，不少人穿补丁衣，小组
人难得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一旁的陈淑华也插话：“我的衣服是
借二组一位姓刘的工友的。”

一个多小时的面对面访谈，几位老组
员、亲历者为我打开了那页泛黄的日历，真
实还原了赵梦桃小组命名日当天的情景。

1963 年 4 月 27 日下午 2 点 30 分，“陕
西省人民委员会表彰命名赵梦桃同志和
赵梦桃小组先进事迹大会”在咸阳专署礼
堂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市各
条战线上的干部职工代表、原西北国棉一
厂部分厂级领导、中干和赵梦桃小组全体
成员（受邀坐会场前排）等千余人。大会
议程三项，一是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
记、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代理省长李启明宣
布授予赵梦桃“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共青
团员、先进工人典范”的荣誉称号，并命名

赵梦桃所在的小组为“赵梦桃小组”；陕西
省委号召全省各行各业“学先进、比先
进、赶先进，向雷锋同志学习，向赵梦桃
同志和赵梦桃小组看齐。要学习赵梦桃
一贯听党的话，对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
性；忘我的工作，创造性劳动的工人阶级
主人翁态度；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
给别人，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不
骄傲、永不满足、虚心学习、天天向上的
革命精神；学习赵梦桃小组思想政治工
作好，完成国家计划好，团结互助好及学
习文化技术好”。二是大会播放了正在
西安军大医院住院、难以赴会的赵梦桃
同志的录音讲话，她表示：“今天陕西省
人民委员会召开这个隆重的命名大会，
我本来应该赶来听取首长们的指示，学
习同志们的经验。因为我身体有病，不
能实现这个愿望，就写这封信谈谈我的
心里话。我在医院里听到召开这个大
会，感到非常光荣，同时也激动不安。感
到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不配接受这份荣
誉。党和国家用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名

字，来命名我们的小组，使我们得到这么
大的荣誉，这是亲爱的党十多年来辛辛
苦苦培养的结果，是我们厂里的各级领
导不断教育的结果，也是我们小组每一
个同志年年月月辛勤劳动的结果。

党给我们的荣誉，就是党交给我们的
任务。现在我们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相信，全组同志一定会团结得像一个人
一样，每时每刻都听党的话，永远不骄傲
自满，勇敢、坚强、愉快地把这副光荣重
担，挑得稳稳的，不换肩、不歇气，越挑越
有劲，用最大的决心一直挑到共产主义！

我相信，全组每一个同志都会齐心合
力，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做坚强的突击队
的旗手，把这面红旗一直扛到共产主义！”

三是由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吴桂贤
代表赵梦桃小组表态发言。

2013年 4月 26日，在原西北国棉一厂
纪念赵梦桃小组命名 50周年大会上，时年
77岁的吴桂贤女士发言中深情回忆了 50
年前与梦桃一同工作和生活的往事。她
说，当年在省上召开的赵梦桃小组命名大

会上曾代表小组的姐妹们向党宣誓，要不
换肩、不歇气，把赵梦桃小组这面红旗一
直扛到共产主义。她殷切希望新一代组
员要珍惜和保持党和人民给予的来之不
易的荣誉，要勇敢担当起企业发展和振兴
的重任，让赵梦桃小组这面红旗在我国纺
织行业更加鲜艳，永不褪色。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五位梦桃生前老姐妹告诉我，当年
命名大会前后历时 40多分钟；她们上的中
班，本应下午 4点接班，厂里怕开会耽搁，
事先就安排上早班的小组晚下班半个钟
头，确保大家开好会；合影照是会后在舞
台上拍摄的，前排正中手持奖牌的两位，
左边是陈淑华，右边是郑秋月。此时，83
岁的陈淑华就坐在我对面。

我忙问：“当年也是您二位上台领的
奖牌吗？”

陈淑华答：“是。”
历史由亲历者、见证者口述最为鲜活

生动，因为历史对于旁观者而言是一段故
事，而对于亲历者是切身的喜悦和感
伤。她们还告诉我，表彰命名会后不
久，厂里专门组织她们小组全体组员乘
大轿车，前往医院探视病中的赵梦桃，开
始住院部是不允许 20 多人一起进病房，
但又怕分批次进人时间太长，梦桃卧病
在床吃不消。最后，还是同意大家一同
进入病房。走入病房，只见梦桃艰难地
由平躺硬撑着坐起，还未等大家开口，她
先打起精神说：“那天命名大会，我从收
音机里听了实况广播，记者也让我看了
照片，你们一个个精神得很，穿得都好！”
大家看到梦桃身体消瘦很多，也听得出
她语调微弱。大家纷纷叮嘱，积极治疗，
早日出院。

忍是一种情愫，忍是一种胸怀，忍耐
和坚持有时候真的很纠结和痛苦。在返
咸的路途，带队的车间团总支书记李爱玲
终于忍不住道出实情：“这……这次可能
是大家最后一面见梦桃了……”

车厢不知谁抽泣道：“梦桃，才 28
岁呀！”

一语道破，犹如五雷轰顶、万箭穿
心。顿时，车厢里哭声一片……

□张翟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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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梦桃小组命名记赵梦桃小组命名记赵梦桃小组命名记

早春烟柳笼长安？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云：“天街小雨润如

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这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诗。诗中言早春，故

句句是早春。小雨早春之雨也，润如酥，形容雨细滑
润也。与杜甫写春雨的“润物细无声”同义。早春之
时，天气寒冷，百花尚未绽开，而草色冲寒而出，最富
生机。最后两句，说的还是早春。其中的“绝胜烟柳
满皇都”该作何理解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
《唐诗选》中说：“末两句言此时春色最美，美就美在烟柳
笼罩全城。”唐时长安广植柳，其八景之一就是“灞柳风
雪”。是说暮春柳絮飘飞，与雪花相仿佛。然而柳眼初
醒，在初春也。“草色遥看近却无”紧随其后，杨花（柳絮）
漫天飞时，是仲春，温庭筠《长安春晚》诗云：“四方无事
太平年，万象鲜明禁火前。九重细雨惹春色，轻染龙池
杨柳烟。”是说寒食节（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杨柳烟方
轻染，待到“杨柳堆烟”时，那就是“三月暮”了。所以这
两句的解释与诗的前两句，时令并不一致，此乃可商榷
者一也。韩愈诗中赞颂的是早春，并以之与暮春作比，
因之突出一个“早”字，便见了欣欣生意，这就是敢为天

下先所擅的大美。最是“草色”一句，写出人人眼中所见
而口不能道出，写出遥近所见的“有无”之别，非观察细
致不能道，非大手笔不能道，而一经道出，炼成七字，遂
擅千古之奇。黄叔灿《唐诗笺注》云：“‘草色’一句，写照
甚工，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

而烟柳满皇州，也正是春光绚烂之时，繁花似锦，
人皆知之，已无新鲜之感。更何况在这香风艳景中，
烟柳的美便很难凸现出来。与韩愈同时的杨巨源《城
东早春》诗，可作为此诗的注脚。诗云：“诗家清景在
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
看花人。”说明此时人们出门看的是花，而不是烟
柳。所以草一发而知天下春，突出“早”字，便见了出
奇出新。“绝胜”者，绝对胜过也。韩愈以神来之笔，
摄早春之魂，遂成绝唱。而《唐诗选》中将此两句解
释为烟柳满皇都的暮春，显然是将“绝胜”解释为景
色的绝对优美，因而误作暮春最美，而予以歌颂，自然
与“草色遥看近却无”距离太为遥远，也背离了诗的
原旨。此乃可商榷者二也。

早春早春，以早见“是”，喧宾
夺主，恐陷于“非”。 □杨乾坤 语林指瑕

钩 沉

1963 年 4 月
27 日，陕西省人
民 委 员 会 命 名

“赵梦桃小组”
颁发的奖牌。

著名作家和谷先生在《路遥的脚夫调》中写道：“人
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叫得应便是。路遥——这个名
字，却让人感到空间的苍茫和生活的庄严与沉郁。”

1991年 3月，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荣获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 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改革先锋”
称号；2019年 9月，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中宣部等
授予路遥“最美奋斗者”称号。这使路遥这个名字传
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许多文学巨匠都有自己的笔名，他们的笔名甚至
比本名更出名。从路遥的简介中得知，路遥原名王卫
国，那么，路遥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

1949年 12月 2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石嘴驿
镇王家堡村，王玉宽的头生子降生了。王家的新生子
满月时，其爷爷王再朝思量再三，给长孙起了个“wei”
的小名，说官名等上学堂后让先生起吧。由于年代久
远和当时人们普遍缺乏文化，这个小名儿“wei”只留下
了个读音，至于怎么写，并无确切答案，只是传到后
来，“wei”就变成了“卫”，家里的大人都叫他“卫儿”。
这就是 8年后的王卫国、20年后的路遥，期间，卫还曾
经想用“缨依红”发表诗作。

1957年深秋，卫被过继给了无生养的大爹王玉德
家，移居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郭家沟村。1958年春季
开学，王玉德领着卫到马家店小学报名上学，在注册
学籍时，教师刘正安说“王卫儿”是个小名，太土，得起

个官名。没文化的王玉德就让
先生给起个官名。刘老师说：

“把卫字带上，加上个国字，王

卫国，将来念成书，长大了参军，保家卫国，说不定还
能当个大官、军长。”

这就是现在路遥简介中原名王卫国的来历。
1970年春天，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工作的闻频，

见到投给《延川文化》的诗稿《车过南京桥》和《塞上
柳》的作者时，指着诗稿上的署名“缨依红”说，这是
你的笔名吗？作者王卫国没说话。闻频接着说：

“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记、好念……你另想个名字
咋样？”王卫国接过诗稿，略加思索之后，断然写下
了“路遥”二字。

路遥这个名字从此诞生了。
署名路遥的诗作《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在《延

川文化》发表后，很快被《延安报》和省群艺馆的《群众
艺术》选载，这是路遥的处女作。后来，路遥又发表了
《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和《早晨从中
午开始》等大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

至于《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开始为什么署名
“缨依红”？据闻频在《雨雪纷飞话路遥》和海波在《我
所认识的路遥》中回忆，王卫国之所以取这一笔名，与
自己的初恋对象——北京知青林虹有关，取名“红”
字，有表达爱情之意。后来得知作者这点心绪的闻
频，觉得自己当初干涉得有些多了。

路遥在文学道路上的执着与坚韧，在文学事业上
的辉煌成就，再次说明了“路遥知马力”这句话能广为
传播的原因。

路遥这个名字，特别是面对路遥用“路体”签名
时，不得不佩服王卫国当时把笔名“缨依红”改为路遥
的那份果敢和潇洒。 □付海贤

1963年4月27日，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表彰命名赵梦桃同志和赵梦
桃小组先进事迹大会”上，赵梦桃小组全体组员留影。

路遥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