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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青春迷茫的伟人
! 周荣跃

前些天，听了一堂有关周恩来总理
生平事迹的报告会，心中不由勾起对这
位历史伟人的追思。多少年来《八个铜板
的故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夜的
工作》《十里长街送总理》《周总理你在哪
里》等经典课文，一直记忆犹新。后来随
着对伟人的了解不断增多，不禁深深地
为他高山仰止的风范久久感佩，我们敬
佩他有指挥若定失萧曹的战略智慧、有
博学多识的出众才华、有慑服人心的倜
傥儒雅的风范、有极善于团结人爱护人
的人格魅力、有鞠躬尽瘁的无私奉献精
神。稍有些年纪的国人，都能信手拈来讲
述有关他的故事，全国人民为拥有这样
一个伟人而倍感骄傲。

对于这样一个睿智、刚强、坚韧，近
乎完美的伟人，若撷取他青涩的青年时
代的一缕脚印，我们会发现伟人原来也
同你我一样，曾有过青春迷茫；也和千万
个普通青年一样，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
徊。但不同的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
在于他重使命担当、重后天努力、重改过
自新、重自强不息，从而走出了迷茫、摆
脱了平凡、建立了丰功、完满了自我。

也曾为屡试不中而迷茫。1917年
秋，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他国文成绩
甚好，乃至蔡元培亲临南开为其颁奖，可
就是理科成绩不好，未能如愿考上大学，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时兴东渡扶
桑求学，1918年初，他到东京花了一年
半的时间，在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刻
苦努力补习日文，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周
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来日本已经4个月，
日文无任何长进，眼看春季高考将至，不
由得心急如焚。他的最后一句是：“用功
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但是很
遗憾的是，他两次入学考试的结果是日
文、口语都没有及格，未被录取。1918年
7月 3日日记：“早赴一高（东京第一高
等学校）试验，上午考英文、物理、化学，
下午会话、读写，余会话成绩甚劣，更没
有被取得矣。”后来，又曾计划入京都大
学政治经济科选科，但也未能实现。其他
数十位同学考取了“官费留学”的资格，
而周恩来屡考屡败，未能如愿。应该说周
总理少年时代资质不占优势，而后来能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展现博学多才、精通
几国外语的风采，主要源于日后在长期
实践中的不懈努力。

也曾为思乡思亲而困扰。1918年1
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道：清晨，焚好香，
翻看妈妈的手抄诗遗墨，反复念了几遍，

感到非常难过。周恩来妈妈去世
时，他只有 9岁，想着九泉下的妈
妈是否还记得人间的儿子，他忍不
住哭了。几天后，最关爱周恩来的
八伯父去世，日记中，周恩来写道：

已经3天没睡好，不知家中乱成什么样
子，恨只恨身在海外，不能立刻回国，帮
四伯父做事。但是转念想，如果不来日
本，只有中学文凭，能做什么大事，恐怕
于家无补。他最后安慰自己，家事放在心
上，时刻用功，争取当年考上大学，然后
一步步向上，“有个报恩的日子”，而现
在，横下一条心，什么也不用管。由此可
见，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多愁善感，甚至情
感是脆弱的。他一生留恋的故乡，在他参
加革命后，再也没机会回去看一眼。最令
人动情的一幕是，有一次外出视察，飞机
正好飞临淮安上空，他只让驾驶员在家
乡的上空盘旋三圈，噙着泪说：“淮安，有
我三个妈妈（生母、嗣母、乳母）的坟墓
啊！”青年时代的思亲思乡之情在其时被
一种伟大深沉的无私情怀挤到心里最幽
邃的角落。我们可以想象在他晚年心灵
最深处的那种痛。

也曾为一事无成而懊恼。离开了父
辈、师长时刻在耳边的训诫，就会想着怎
么舒服怎么过。同大多数青年一样，周恩
来也有这样的经历。“来日本3个月，因
为没有约束，人变懒了，1月的早晨很
冷，便懒得早起，睡过10点才起床。”在
1月 3日的日记里，他发誓，一定要把

“我这懒病”去掉。“要硬起来，炼铁石心
肠、钢硬志气，不为利动，不为势屈。”可
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和后来的人
们熟知的坚忍不拔、鞠躬尽瘁的周总理
判若两人。在阅梁启超文集时，读到“十
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
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他又快哭
了。他推算梁启超写诗的年龄，不过 28
岁，联想到自己已经 19岁，怎么也挤不
进大学的门，不禁自惭形秽。那段时间，
他常常觉得前途未卜，愧对死去的爹娘、
伯父。可想而知，看到自己天资平平、感
情脆弱、慵懒懈怠、一事无成，在这样的
时刻，人极易怀疑自己———志大才疏，一
无是处，对前面的人生路一片迷茫。这大
概就是周恩来在“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最
酸楚的感受。

不过，大家也不要忘了青年周恩来
的“偏科”问题，主要不是偏在“文理”上，
而是偏在这样一个大课题上：是以一技
之长报亲恩，做一个小家庭的好儿子；还
是以一腔热血报效国家，做中国人民的
好儿子？显然他更倾心忠实于做后者。在
日本高考失利后，同学们都笑他不务正
业、不脚踏实地，热心于社会革新理论，
想的讲的都是忧国忧民的事，学习上分
神，那是自然的事。他 1919年回国，参
加了五四运动，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成
为青年领袖，自此走上了属于他的人生
之路。一个人若是在自已不愿意、不擅
长的领域里苦苦挣斗，不是一事无成，
就是枉活一生。

边缘·中央
———读倪文才先生近作有感

! 韩粉琴

《故事里的故事》《跨越国界的
爱》《中国邮文化》《高邮文化概论》
《驿站风云》《高邮姓氏文化研究》《思
想的足迹》，蓦然回首，倪文才先生第
七本书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倪先生 28岁出任县市领导干
部，从宣传部长到副市长、常务副市
长、副书记、政协主席，在政务繁忙、事务繁杂的情况下，为
官亦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层从政者业余写作
的样本。

为官者写作，源远流长，有着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仕
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历史上很多留下名字的人物，他们
的政治主张、治理政绩已如过眼云烟消逝而去，但他们的
文章却千古流传。从政者写作，文化底蕴深厚的高邮有着
宝贵传统，政去文名留的大小官员不胜枚举。从政者写作，
也已成为今日高邮文坛一道亮丽风景。我到文联工作以
后，稍一留神，发现从市领导到机关各部门、各乡镇园区、
各单位，都有热爱文艺创作的爱好者，大树新苗，你追我
赶，好不热闹。他们写作的动因，正如倪先生在《思想的足
迹》后记中所言，自己写文章可以促进自身学习，可以提高
自己的语言表达和文字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更深入
地研究一些问题，找到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好地
推动工作。

研读倪先生及身边从政者写作现象，我认为，当下基
层从政者写作有很多优势。我们现在的党政干部大都经过
良好教育，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文学素养，不是附庸风雅，
而是才华横溢挡不住流淌。从政者写作，其工作阅历丰富，
接触面广，视野开阔，思维有广度有深度，写文章言之有
物。他们写作，多年体制内培养锻炼，写作态度严谨、文字
干净，注重传播正能量。从政者写作，将工作生活中的思想
碎片系统化、理论化、文艺化，更好地指导实践、丰富体验。
同时，写作也是他们作为一个人表达思想、分享观点、缓解
压力的一种渠道。总之，基层从政者写作为文坛吹来清新
之风，也为政坛增添文气。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政者写作，因自身工作繁忙，
从事业余创作十分辛苦，在工作重心上不是焦点，而处在
边缘，要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要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
和良好的心态。

我们看倪先生，处在基层领导岗位上，却能放下身段、
眼睛向下，关注本地、关注身边，选择乡土性、贴近性的素
材，深耕乡土文化、草根历史，淡泊名利，宁静致远，反而能
不断写出有益一方、可传承后世的文字。

倪先生的近作体现了一种深入基层、扎根人民的创作
态度。2013年6月，高邮姓氏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倪先
生作为市政协主席，出任姓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当时

很多旁观者还不以为然。倪先生早已
思考清楚，做这件事的意义、研究的
方向等，换一个角度研究高邮历史、
弘扬传承高邮文化。两三年时间，一
部五大章、32篇、16万字的《高邮姓
氏文化研究》出版。正如该书序言作
者———省文化厅厅长、教授徐耀新所

言：将理性分析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有嚼劲、有看点，易
记易传……对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倪先生的近作体现了深入调研、坚持不懈的精神风
貌。为了写好一篇篇姓氏文化研究文章，倪文才先生每到
基层调研工作之际，总不忘与当地干群探讨各地典型姓氏
的来龙去脉，广泛收集资料进行研读论证。每篇姓氏文化
研究文章，从立题到调研、写作、修改、定稿刊出，他一般要
花一个月的时间，为此他给自己订下一个规矩：每晚 8点
半前必须回到书房，每个周末都“躲”在办公室写作。为了
写《汪广洋后裔寻访记》，他收集汪氏家谱、走访山东临清
等处，与汪氏后裔交流，广泛了解汪广洋文化研究现状，道
出了许多我们应知欲知而未知的史实，文学性、史料性俱
佳，《扬州日报》“梅岭”副刊整版刊发该文。《僧人的名号与
宗源传承》一文，对我市寺庙僧人的名号、传承、含义等进
行解读，不仅知识性、趣味性强，而且端正宗教认识、启迪
智慧。

倪先生的近作体现了一种学以致用的家国情怀和严
谨认真的学者风范。他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高看一眼、深
挖一锹，与时俱进，像《双凤堂王氏家乘中的文化信息》《族
规与家训》，姓氏堂号中的励志故事、廉政故事等，都顺应
时代潮流，从古老的族谱中发掘遵纪守法、爱国爱乡、和宗
睦族等正能量，对传承好家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核心价
值观，大有裨益。

以倪先生为代表的基层从政者，他们写作以清晰定位
找准方向，并不盲目追求宏大叙事、热点题材、华丽词藻、
文本技巧，而是我手写我心，我笔写我思。正如鲁迅先生名
言，“小溪虽深，但浅得澄澈；泥沼虽不见底，但未必深。”我
们宁愿做一条小溪，保持本色，不故作高深、云遮雾绕。

钱钟书先生出了一本书《写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也
写了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
屑”，他们写得越边上越打动人心，他们走了，仍然活在人们
视线中央。沈从文先生为时事所迫，从文学创作转向冷门的
学术研究，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受到专家赞誉和读者
喜爱……冷寂与热门有多远？边缘与中央有多远？一念之
间。倪先生以笔为新起点，从为官到为文，从工作中的副业
写作到退休后的主业创作研究高邮历史文化，正在走向人
生舞台新中央！

洬洬
! 朱延庆

2015年 6月 1日 21时 28分，隶属于重
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客轮，在从南
京开往重庆途中的湖北省监利县大马洲水
域，突遇龙卷风翻沉，船载 456人。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
批示：全力开展翻沉客船搜救。6月 2日一早，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急飞
至事件现场，冒着洬洬大雨，指挥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洬洬，《集韵》：色角切，音朔，大风雨貌。这一词在
江淮方言中会用到，用来形容雨大、风大，大雨伴有大
风，单独下大雨时可从用到，而单独刮大风时一般不用。

洬，以 AA式重迭，不单用。可以说“洬洬大雨”，也
可以说“大雨洬洬”。

李克强总理在现场见到打捞上岸的遇难者的遗体，
在洬洬大雨中向遇难者遗体三鞠躬，致哀，充分体现国
家领导人对人命关天的大事的高度重视和对生命的尊

崇。
交通运输部组织的专业救援人员，中国

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官兵以及湖北省相关
的工作人员在洬洬大风雨中展开了紧急救
援，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友

善、担当以及仁爱之心的褒扬。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非常注重自己身体的锻炼，

健强的身体是革命的资本。遇到刮大风时，别人往家跑，
他却往外跑，且疾走，这叫“风浴”。遇到大雨洬洬时，别
人往家跑，他却在暴风雨快跑，这叫“雨浴”。这样，不只
是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磨砺了精神、意志。

法国大作家大仲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的
智慧可以集中于四个字上：等待、希望。一个有远大抱负
的人，等待出现洬洬大雨，希望在洬洬大雨中磨砺自己
的精神、意志，将来成就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