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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8 日，是伯父周恩来逝世
45 周年的日子。在他离开的这段岁月里，
人们没有淡忘心中的怀念，反而随着时间
的流逝，对他的回忆越来越深厚，对他的
认识越来越深刻，对那一代人的奋斗和付
出愈发心生敬意。

不久前，我受邀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经典咏流传》第四季的录制。伯父
于 16 岁时写下的 《春日偶成二首·其
二》，被节目改编成了一首非常优美且打动
人心的歌曲。1 月9日节目播出后，我发现
不少年轻人都在传唱和品读这首充满理想
信念和少年朝气的诗作。“燕子声声里，相
思又一年”，我很高兴这首作品能被演绎并
得到年轻朋友的喜爱。我想，这首《春日
偶成》也为大家打开了一个认识他的全新
切口。

这首诗选得很好，因为这是我伯父正
式发表的第一组诗，是在他和同学们春游
时写的。16岁的春天，应该是每个人一生
中最美好的时光，但伯父眼中的那个春
天，并不只是“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
边”，祖国的春光引发了他关于国家命运的
感慨和思考。《经典咏流传》 在改编的时
候，更为直白地袒露了伯父彼时复杂的心
境：“青葱少年，陌上春光正如烟。朗朗书
声里，乘风待何年？山河凋残，神州何处
安放书卷？烽火狼烟里，叹问又一年。”

隔着百年光景，我们似乎仍能感受
到，当年和伯父一样的许多年轻人，心中
都蕴含了一团憧憬美好未来的巨大的能量
火苗，以至于他们在日后的烽火硝烟之中
一往无前，成为开拓新中国的一份子！

提到伯父周恩来总理，很多年轻人首
先想到的可能是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誓言。有人问，一个年仅13岁的孩
子，怎么就能讲出这样的话？我伯父那一
代的革命者，出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
代，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饱受屈辱。伯父
从小就受到父母的教育，也在家乡听到很
多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当他目睹神州处

处烽火、百姓水深火热，内心充满了激
愤，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热爱的祖国
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
少年，他不能不思考国家的出路到底在哪
里，所以他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初心在奋斗。

191 4 年，伯父还写过一篇文章，叫
《射阳忆旧》，文章中说：“吾将公之天下，
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
16岁，他就立下了这样远大的志向，要做
全国人民的公仆。19岁，他从南开中学毕
业以后，要去日本留学，途径他曾经上过
小学的沈阳，在给一位叫郭思宁的同学写
字留念时，他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

世界时”。那个时候我们是个积贫积弱的国
家，他一个19岁的青年能够讲出这样的“临
别预言”，也说明他对我们国家的信念是多
么的强烈。

从日本留学回来，伯父走上了职业革命
家的道路，因为日益繁忙的工作，人们已经
很少再看到他写诗了。新中国成立后，伯父
更是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践行到底，
为了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不停奔忙、夙兴夜
寐。我看到他时，他总是在通宵达旦地工
作，事情太多了，他经常半夜里头忙到很晚
很晚，一直到清晨都不肯去睡。因为时间紧
张，他经常在汽车里面拿两块饼干垫一下，
就是一顿饭。有时候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只
好在他的茶杯里面盛上玉米面糊糊，别人以
为他在喝水，实际上他是在填肚子……就是
这样的工作态度，完全忘我。

由于长年累月地过度操劳，1972年，伯
父不幸病重。病魔无情地侵袭着他的肌体，
却没有动摇他忘我工作的精神。这期《经典
咏流传》向观众分享了一组数据，每一个数
字都让人心痛——从1974年 1 月 1 日至6月
1 日，在这住院前夕的 5 个月里，伯父除了
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总共抱病工作
139天。在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
的有 130天。在这期间，他接受手术 13次，
输血89次，体重降到只有61 斤……

1975年 5月20日，我在西花厅最后一次
见到伯父。当他走进来的时候，我只觉得眼
前是个“衣服架子”，人特别地消瘦，但两
只眼睛还是很有神的。最令我遗憾的是，在
他临终前，我们没有留下一张合影，这一
见，竟是永别。

伯父生前一直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
的胸章。参加录制本次《经典咏流传》，我特
别戴上了这枚胸章来跟大家见面，和大家一
起怀念他。“大地重生沃土，沧海化为桑田，
燕子啊，唱着迟来的答案：中华崛起，盛世
如愿”……全新改编的歌词，像是对伯父发
出了跨越时空的讯息，他用自己的一生兑现

“为中华之崛起”的理想，奉献给我们伟大的
祖国山河无数个明媚灿烂的春日。我想对伯
父讲，今天，咱们的祖国是这样的强盛，请
您放心，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在这期 《经典咏流传》 的开头，四位央
视的主持人还集体演唱了李大钊先生写于27
岁的《青春》。节目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推出

“致敬英雄”主题，回望百年峥嵘，铭记不朽
精神，对于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意
义独特。

我深深感受到，节目所翻开的，正是百
年前的“青春”宣言。老一辈革命家为青年
成长树立了光辉榜样，他们志存高远，心怀
祖国和人民，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力挽狂
澜，为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谱写了彪炳
史册的青春之歌。我相信今天的年轻人必将
接力续写奋斗的篇章，创造一个又一个灿烂
又明媚的新的春天。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新
社原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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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感受到，节目
所翻开的，正是百年前的

“青春”宣言。老一辈革命
家为青年成长树立了光辉
榜样，他们志存高远，心
怀祖国和人民，于民族生
死存亡之际力挽狂澜，为
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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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创造一个又一个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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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

没想到更好的词儿。
“惊惧”，这儿不过是“惊喜”“惊奇”“惊

叹”……仍不足以的表达。
不久前，偶然翻看见诗句，就循迹买到这

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打开便不忍错过
段行，还每每回味沉思。这些年怎就没留意到
其他诗作？外行的疏漏必然如此？

何以为诗？按“凡一切抒情和人类思想主
观对客观事物的描绘以及价值观，都属于诗的
范畴”的说法，则诗者多多。但若要表达得

“情真、意切、灵动”，成为“人类观照世界的
一种方式，人的灵魂的栖息方式”，则佳作难
觅。而《摇摇晃晃的人间》却总能扣人心弦。
比如:

——“生命之扣也被我反复打过死结，然
后用了整个过程，慢慢地，慢慢松开”；

——“从前，我是短暂的，万物永恒。从前，
他是短暂的，爱情永恒”“现在，我比短暂长一
点，爱情短了，我记得的是消逝的部分”；

——南风吹过“你看见秧苗矮下去，白杨矮
下去，茅草矮下去，炊烟也矮了，屋脊没有矮，
有飘摇之感”“一个村子没有那么容易倾塌，一
个村民没有那么容易交出泪水”；

——杏花“孤单。热闹。一朵试图落进另一
朵蕊里，用去了短暂的春天”“不关心一条鱼会
把一个岛屿拖到哪里”“出了村子，太阳就从不
同的方位升起来”；

——“黄昏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去河床
上，看风里: 一一龟裂的事物，或者，一一还
原的事物”。

……
至于其他呢，诗人自序:“诗歌一直在清洁

我，悲悯我”“诗歌把我生命所有的情绪都联系
起来了”“坚持、感恩、期待”“诗歌能来到我的
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

还说什么呢？特别是想到诗人是位脑瘫的农
村妇女，是“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
最大力气让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

曲地写出来”。最想的表达，便是深切的理解和
敬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驻会副主任）

“ 惊 惧 ”的 诗 情
杨小波

真的要离别吗
我不愿相信
四十四年的以身相许
浑身上下都留下了
紫外线的痕迹
还有脸膛上
那抹不掉的高原红
您的身上也留下了——
我给您的亲吻
那是一串串坚毅的脚印
一行行幸福的眼泪
一滴滴能托付终身的
——心血

噙泪回眸
我为之倾心的土地
心灵深处砰然轰鸣
难舍难分
依依不舍
又不得不离
在您的时间长河中
我只是一位匆匆过客
是您温暖的怀抱
让我成为一个
高原上的无名生灵
您给了我——
领悟人生的平台
我为您奉献了——
宝贵青春
我陪您一天天变美
您伴我一日日老去

啊
四十四年了
当年青春焕发的我
走进藏王的故乡
拥抱那肥美的土地
我的身心就和您——
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我在藏文化的发祥地
学会了第一句藏语——

“突击其”
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
我又多了一群——
藏族亲人
我在猴王洞里穿越时空
同众猴嬉戏
看它们甩掉尾巴
到雅砻河谷
开垦出第一块耕地
我与松赞干布会面

和文成公主拥抱
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情谊
从此
我与您相互承诺
永不离弃

拉萨河的涛声
让我走进您的心灵
驻藏大臣衙门
一对石狮十分威仪
宣示中央政府的权威
这是祖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部分
红山上的布达拉宫
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
无论是“涌莲初地”
还是“福田妙果”
都是中原文化的点睛之笔
八廓街鳞次栉比的商铺
引来八方宾客
商品交流中
更多的是友情的传递
五十六个兄弟
在此团聚
畅谈祖国的繁荣
民族的兴盛

珠穆朗玛的雄姿
展示了中国高度
记得第一次与您碰面
我不由自主地下跪
这是对自然的敬畏
更是我对您深深的恋意
英雄之城江孜
抗英的故事映照日月
怎能忘了红河谷
那场残酷的战役
展示了人民
不畏强暴的精神
吾辈应当谨记
祖国强大
才有人民的安宁
深秋的年楚河谷
成熟的青稞把大地
染得金黄
微风吹过
麦穗碰撞出动人的歌声

三江流域的昌都
大自然硬生生在山谷中
凿出一个大大的“川”字
它们并行向东
为的是同一个志向
向大海奔去
滋润广袤土地
听，山谷中的铃声
那是运茶的驮队
行走在高山峡谷间
联结民族的友谊
沟通西藏与祖国
血脉的畅通
文化的融合
头上扎着红缨辫
那是康巴汉子的象征
他们剽悍骁勇
闯荡天下
广交朋友
为的是家人的幸福
社会的和谐

绿色瑰宝
西藏的江南
这是对醉美林芝
恰如其分的称谓
春的巴宜
桃花漫山遍野
粉色海洋漫过山川河谷
染就广阔田野
夏的色季拉
五彩杜鹃竞相怒放
映日生辉
各展身姿
慑人心扉
令人心醉
秋的鲁朗
以红黄绿为主色调
蓝天做映衬
染了林海
浸透草场
把一幅巨型油画
奉献四方宾朋
冬的派镇
南迦巴瓦峰被冰雪盖住
似一把银色的利剑
直刺苍穹

雅江被厚重的山体挡住
委曲求全
在群山中刻画出一个
巨型U字
又义无反顾向东流去

天上阿里
在冈底斯山托起的
红柳滩上坐落
古格王朝的残垣断壁
述说曾经的辉煌
吉德尼玛衮创建王国
励精图治
开疆拓土
发展经济
抵御外侵
人民生活无忧无虑
冈仁波齐
神圣而美丽的名字
在群峰中卓然而立
观日月星辰变化
俯瞰水丰草茂
牛羊欢腾
玛旁雍错
乌玛①的化身
湖水波光粼粼
清澈见底
可照见人的心灵
洗去人的罪孽
走进那神奇的土林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日月旋转的无穷神力
有人说是时间长河的
精雕细磨
是绚丽朝阳赠予您
金色外衣
您把美轮美奂展现世人
百万年娉婷玉立
迎风舞荡的红柳
偏就痴情荒漠戈壁
烈日炙烤不低头
狂风吹打何所惧
您给阿里添绿
您就是阿里的象征
您是我的榜样
看到您夏绿冬红的精神
我无怨无悔

在白云飘荡的世界屋脊
在牧歌悠扬的神奇草原
有一片圣洁的土地
那就是我的羌塘
在大地母亲的温暖胸膛
在酥油飘香的炊烟之中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那就是我的羌塘
魂牵梦萦的羌塘哟
您是我一生的最爱
高高隆起的大地
把人和天拉得如此的近
以致头顶就是彩云
我深爱着您
是因为您给了我太多启示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条件艰苦
能磨砺人的意志
工作繁重
能让人有压力
群众期盼
才能让我们更有激情
造福一方人民
才能铸就共产党人的魂
我为您流过汗
是因为使命使然
要让群众脱贫
我为您流过泪
是看着比我年轻的生命
过早地消逝
我为您滴过血
是要激励我的青年朋友
与其苦熬消耗生命
不如苦干燃烧青春
看着仍还战斗在羌塘
那众多的兄弟姐妹
我对您的爱更深了一层

西藏哟
我的第二故乡
就要说再见了
让我再一次亲吻您

①乌玛：印度教中湿婆的
化身。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政协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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