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0月 1日将迎来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金秋国庆亿万同胞共

同为祖国母亲贺岁祝福。生逢盛世

举国同庆，一想到这里心中的那份喜

悦与自豪之情便不由自主荡漾开来。

家国情怀的大课堂

正如一提到春节便令人自然而

然联想到阖家团聚辞旧迎新，国庆

让人最先想到的是金灿灿的国徽和

五星红旗，以及国庆庆典时天安门

广场的旷世盛况。想到国庆，我的

脑海里立刻出现的画面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那一天毛泽东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第一

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

起，宣告了东方大国的崛起。从此，

这一天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精神

家园记忆中最值得铭记和纪念的时

刻，国庆日由此诞生。

很荣幸，我自己曾经在 1999 年

（50 周年）、2009 年（60 周年）、2019

年（70 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

证了国庆阅兵庆典。阅兵仪式上，

整齐划一的方阵、先进的武器装备

和人民军队的飒爽英姿，以及震耳

欲聋的掌声呼喊声，无时无刻不在

向世界展现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

每一次的国庆大典都令人心潮澎

湃，威武雄壮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

众队伍声势浩大，带着压倒一切困

难昂首前行的力量和震撼，带来独

属中华儿女的家国归属感。这样的

时刻任凭经历过多少次都还会心潮

澎湃激动不已，仿佛整个人置身于

一个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大课堂，

见证国家军事现代化及各个领域取

得的建设成就，生在盛世中华，中华

儿女何等荣耀！这一刻，缅怀先烈

坚定信念，见证国家发展强大意气

风发。回顾历史愈发珍惜和平，深

刻地感受到要将爱国情怀和民族自

豪感都转化为平日里的实际行动，为

祖国母亲更加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博弈比拼的忙赛季

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十月的风

吹开了眉间的慵懒和烦恼，带给人们宽

广而深远的心境。十月是体育赛事活

动举办最为密集的月份，在自己的国际

象棋运动员生涯当中，很多次重大的比

赛都是在发生在十月，因此用“秋水共

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来

描述自己的十月心情特别贴切。

我首次出征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八

强赛是在十月，那时候欧美国家还牢

牢垄断着国际象棋这项世界流行的智

力运动项目的桂冠，历史上从来没有

一名亚洲棋手能够在八强赛当中赢得

优异成绩，获得晋级到更高层级比赛

的资格。仍记得那次比赛我们中国队

直到临开赛前一晚才舟车劳顿风尘仆

仆抵达赛地格鲁吉亚，比赛一波三折，

经历了并不顺利的开启阶段之后，我

及时稳住阵脚获得连胜战绩，却在出

线资格似乎触手可及的倒数第二轮遭

遇挫败，最后一轮棋必须绝地反击获

胜才能得到晋级的机会。决战前临出

发去赛场的时候，我破例走到阳台，窗

外是高加索山脉郁郁葱葱的树木，在

缓缓秋风的吹拂下轻轻摆动反射出金

色暖阳照射的星星点点光芒。那一

刻，自己忘记了比赛决战的紧张，深吸

一口带着浅浅秋意的凉凉空气，整个

人仿佛一下子变得放松和通透起来，

我知道自己找到了最佳的竞赛感觉。

成功冲破世界八强赛晋级到世界

冠军挑战者赛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

次比赛的考验，终于在第二年的十月

登顶国际象棋女子个人世界冠军，成

为中国也是亚洲首位打破欧美国家对

该项目垄断格局的棋手。那一次比赛

是在位于热带位置的菲律宾马尼拉举

办，比赛从九月开始持续到十月，其间

已经顾不上把十月一日这一天当成是

节日来对待，但中国队上下还是坚定

地认为全力以赴打好这场具有历史突

破意义的决战，胜利就是给祖国母亲

最好的节日献礼。

或许因为国庆是开启十月第一天

的缘故吧，所以每逢十月的国际赛场出

征都更具使命感。身着中国队队服出

征，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比赛

结束登上领奖台时，只会短暂地感受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喜悦，随

即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勇气激励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

迎接更多的挑战。

继往开来的黄金月

一年四季最喜欢秋天，告别了夏

日的燥热，迎来了晴空万里的神清气

爽，仿佛整个人都自内而外变得豁达

起来。秋天当中特别钟情十月，因为

无论当运动员时要迎接十月的重要赛

事繁忙季节，还是退役转型到高校从

事教育管理工作之后，十月意味着新

学期一切纳入正轨后各项工作亟待发

力冲击的最佳时间段，所以十月这个

月总是过得特别忙碌且充实，多少有

点时不我待向着目标冲刺的感觉。

仔细想来，自己同十月好像确实

有些不一样的缘分：开始学习国际象

棋引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棋结缘在十

月，自己的生日在十月，学习或工作面

对的任务和挑战最多的时候在十月，

自己行动的自驱力最强在十月（因为

这个月假日比较多，总担心时间不够

用）……难怪，一想到“十一”国庆，自

己的心情总会产生一点微妙的兴奋，

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大概是因为过往经

历带来的一种情感烙印吧。

对了，喜欢十月还有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这是北京一年当中最美的

季节，正如著名作家老舍在《四世同

堂》中描述的那样，“天堂是什么样子，

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

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在一年四季

当中衣食住行最适宜的时候，做喜欢

且有意义的事情，找到努力学习工作

与从容生活相伴而行的节奏，十月的

每一天都是好滋味。

十月，充满事业动力和生活诗意，

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充满了对祖国的

深情，怀揣着过去岁月的美好回忆，跟

随着脚踏实地的前进步伐，收获着迎

风远航的未来希望。

满心欢喜拥抱十月，今年的秋天

格外美！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北京市政府参

事室特约研究员）

满心欢喜拥抱十月
谢军

外孙女“小豆包”今年一年级，

作为外祖母的我在她领回的新书里

看到了书法课本，这不禁让我再次

想起了生活中、工作中一位良师益

友——苏士澍先生，正是因为苏先

生等人多年以来奔走呼吁“写好中

国字，做好中国人”，书法教育才得

以走进中小学课堂，每念及此，总有

些饮水思源的感怀，也总会忆起苏

士澍先生的点点滴滴。

苏士澍先生，中国著名书法家，

历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国书

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他的书法作

品，笔法自然，既有着传统书法美学

的格局和内涵，又呈现着吐故纳新、

青出于蓝的时代气象。苏先生曾先

后师从金石篆刻大师刘博琴和书法

大家启功，可谓名师高徒。

2003 年非典暴发，启功带头向著

名学者和书法家组稿，为抗击非典捐

赠了一批书法作品。苏士澍和出版社

的同仁一起，将这批作品编辑成书。

启老长期关注书法教育，苏士澍后来

也一直提倡书法教育……言传身教，

如春风化雨，榜样的力量，从来都是在

无声中影响一个人。

1980 年，30 岁的苏士澍就曾编辑

出版了《历代碑帖法书选》，这本物美

价廉的书法范本，成为几十年间广大

书法爱好者和学生的必备之书。

1981 年，他就随启功先生呼吁加

强小学生书法教育，在他多年努力下，

一套关于书法教学参考的丛书《汉字

书法通解》终于问世。

2009、2010 年 的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

苏士澍两次呼吁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

教育并提交提案，在他和其他政协同

仁的一致努力下，2011 年，教育部出

台《关 于 中 小 学 开 展 书 法 教 育 的 意

见》，2013 春季学期开始，书法教育被

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

2014 年，经过多方调研，苏士澍

再次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

提交提案《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这件提案再次成为大会发言。苏士澍

认为：“随着书写工具的发展，毛笔逐

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每天

看的、读的，都是电脑打印的印刷体、

美术字，与书法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书

法的审美能力随之退化。很多人接触

的经常是电脑字体，少见古代书法经

典，很难懂得书法的形线之美、节奏之

美、中和之美。”他认为，“中国文字和

书法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意蕴和风格，

代表了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根。”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这是

苏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短短十个字，

寄托的却是书法家饱满的文化自信和

强烈的文化使命感。2015 年 12 月，苏

士澍当选中国书协第七届主席，他更

是担当起为中国书法教育事业奔走疾

呼的重任。60多个地、市，上百所中小

学校，都留下过苏先生的足迹和墨香。

今天，书法已正式进入中小学课

堂，书法教育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这让

我一个曾在政协工作的老兵心绪难

平。回过头去看看政协委员们的建言

献策，我为苏先生坚持不懈，奔走疾呼

的使命感钦佩有加，作为书法爱好者、

作为书写汉字的中国人，我更为他传承

民族文化薪火付出的努力而感动。

这些年，我耳闻目睹着苏先生的

一桩桩闪烁着人性光辉和艺术家境

界、品质的善举——2003 年“非典”、

2008 年汶川大地震、2010 年青海玉树

地震……苏士澍用墨书情，以笔写爱，

以多种方式捐助、支持同胞；多年来，

他捐款捐书，热心于公益，身体力行地

在书法界带动着一股“写好中国字，做

好中国人”的德艺双馨之风。

苏士澍一直在摸索中国书法艺术

和当代生活的契合。一直以来，送书

法到人民中去，同样成为他工作的重

点。在大江南北、从边陲到海疆，他和

同仁们沿着密如蛛网的铁路线，为旅

客、职工、老人、孩子书写充满喜庆气

息的“福”字和寄托美好祝福的楹联，

这是一次次温暖的春意之旅，也是一

次次生动的传统文化普及。

作为文化界的名人，作为共事多

年的好友，苏先生也一直鼎力支持我

的工作。2017 年退休以后，我有幸参

与中央新影集团系列重大题材纪录电

影的创作中。众所周知，中央新影的

大型纪录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是中国当

代史的“影像纪年”，而我直接或间接

参与了多部纪录电影、电视系列片，在

这些影片中，苏士澍先生都拨冗题写

片名，为影片增光增色。

每次看到他的书法，回忆他的点

点滴滴，我总会想起古人一句话：“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苏先生无愧于时代。

（作者系全国政协新闻局原副

局长）

忆政协委员履职风采
张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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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烟火人间

■我见我闻

九月花开满苑香，

追寻共识话沧桑。

同心水漾波澜远，

帆挂东风万里航。

九月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

周文彰

Z 名家名笔

2024 年 9 月 的 上 海 ，依 旧 滚 滚 热 浪 。

南方的炎热，带着无边无际的潮湿，从你的

皮肤爬进身体，此时，正是傍晚，大地吸收

了一天的炙烤，不紧不慢地往外倾吐热情，

知了还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挥之不去的热

流似乎要烤化一年四季。

抬眼一望，在朱家角镇的一家“小杨生

煎”，只见灯光大亮，客人很多，这给人安心

的感觉。推门进去，扑面而来的凉气将你

无处安放的燥热妥贴梳理，服务员微笑：需

要什么吗？

我定定心神坐下，要了一碗小馄饨，一

杯 冰 镇 绿 豆 汤 ，再 要 一 两 四 只 的 小 杨 生

煎。这会儿心里很踏实，还有点期待，透过

透明厨房，看见厨师忙忙碌碌，一锅生煎正

要开锅，厨师锅盖一揭，热气腾腾，好戏开

场！刚刚出炉的生煎们圆滚滚胖墩墩地拥

挤在锅中，锅底刺啦刺啦的声响诉说着山

水有相逢的缘分。于是，四只滚烫烫的生

煎被装入盘里摆在我面前，倒好醋，将粗大

的吸管扎入装有绿豆汤的塑料杯里，馄饨

碗再摆摆正，一切就绪，摩拳擦掌，生煎第

一口，软的面皮微微张开，丰盈饱满的肉汁

呼之欲出，墙上的海报写道“是汤不是油”，

贴心提醒此时此刻的肉汁是经过四小时熬

制的皮冻所成，与肉馅合二为一互相成就，

当然，生煎的精华在褶子朝下的底板，金黄

金黄，你小心翼翼咬一下，咔嚓，脆生生，灵

魂顿时出窍。这个时候，应景周杰伦歌的

词：“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

这是万千宠爱的老味道。此时此刻，

不是在吃生煎吃馄饨喝绿豆汤，而是寻着

记忆的通道走向你熟悉而遥远的小时候。

我的家乡在杭州，南方人对生煎、馄饨、绿

豆汤的热爱自然天成，与生俱来。夏日很

清爽的早晨，我跟着妈妈去劳动路菜市场，

摊头有好婆坐在那里，我们都叫她好婆。

只见她的面前放着馄饨皮，皮子光滑体面，

还有一碗肉馅，清清爽爽，上面小葱点点；

好婆的手灵巧且利落，左手摊开馄饨皮，右

手用竹签粘点点肉馅，馄饨皮上那么一刷，

然后一捏，娇小的馄饨生机勃勃林立在盆

子里。妈妈站在好婆身边，不多买，买十

只，好婆通常会多放一只……当我写电视

剧《错爱一生》的时候，剧里的外婆，我就写

大家叫她“好婆”，就是源自记忆里的这部

分。当年郑振瑶老师在剧中扮演的好婆，

真是让人过目难忘。2023 年 5 月的一天，

我接到《错爱一生》导演梁山的微信，告诉

我郑振瑶老师去世的消息，导演说：“优雅，

大户人家出来的外婆，无出其右。”

有时候，有时候……“相聚离开都有时

候”，不免遗憾以及想念。

我家有四个兄弟姐妹。妈妈护我，每

次家里要下馄饨，她都会悄悄跟我说：我先

给你下，你要快点吃。等哥哥姐姐回来你

就吃不到了。我拼命点头，顿时饥肠辘辘

狂咽口水。妈妈的厨房小而挤，我喜欢挤

在那里看妈妈操劳且快乐的样子，记忆里

妈妈做饭做菜从来都是快乐的，这使我一

直相信美好的对面是美好。

那个时候，绿豆汤已经煮上，煮到一定

辰光，绿豆的沫沫粘在锅边，一圈一圈地，

十分有趣，也令人翘首以待。妈妈下馄饨

的时候，没有现在那么讲究，水滚开，往锅

里丢馄饨，馄饨与水交相辉映，不一会儿，

馄饨们漂浮上来，再倒一碗水，稍后沸腾，

捞起。淋点酱油。妈妈赶开我：走开走开，

烫死烫死。一路飘着那点猪油的香气与热

汤的锅气。当我目不转睛盯着那碗馄饨

时，哥哥姐姐们已经猫了过来。很快，一哄

而上，一抢而光！

绿豆汤一般会让它们自然阴凉，我跟

妈妈去我家后面小巷的井里打水。小时候

的我们，觉得那井真是万丈深渊，大人们怕

我们掉下去，说了很多可怕的传说、故事，

井底深渊的种种恐怖传说至今挥之不去。

可是越害怕越靠近，越恐怖越好奇，当我渐

渐长大以后，常常跟同学们坐在井边玩耍

……这当然是后来的故事了。

我跟着妈妈来到井边，只见妈妈将一

个水桶丢下去，听见下面晃荡晃荡的声响，

片刻，妈妈两手将水桶摇摇晃晃提上来，那样

子，真有种世界在我手里的豪迈感。井水冰

冰凉，妈妈将井水倒入一个大盆，再将盛绿豆

汤的锅子放入井水里冰着，那一天都充满了

愉快与期待。我们时不时要过去看看，生怕

绿豆汤变着戏法消失了。黄昏的时候，我等

在门口，远远看见爸爸下班，我上前跟他讲：

绿豆汤冰着呢！爸爸哦一声，算是回应。我

跟在他后面继续：绿豆汤冰在井水里。爸爸

看看我，知道了。我再走到爸爸的跟前：我们

有冰绿豆汤吃。爸爸怒喝：“就知道吃！没出

息！”

今年 8 月的一天，我给我大哥在杭州过

70 岁生日，谈起从前往事，说起那遥远的冰

绿豆汤和馄饨，真是几多感叹十分感怀。那

天晚上，我跟哥哥散步，在一个摊头上看到有

生煎和馄饨，我们顿时来了热情。坐下，在夏

日的夜空下享用路边摊的烟火场景。灯光点

点，人影绰绰。不一会儿，老板娘端上馄饨，

现在的馄饨，汤的表面浮着油光，那是一汪猪

油的贡献。勺子一舀，汤里五花八门，有鸡蛋

丝、榨菜粒、小虾皮、还有一点点紫菜，一口汤

下去，千滋百味之感，而馄饨个头比从前大，

馅儿却比从前少。哥哥说起他当年工作以后

拿的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生煎到家里请我

们吃。他说买回家来的生煎已经冷掉，还有

点瓤，粗糙地挤在饭盒里……

穿过记忆的生煎与馄饨，在小街小巷里

相遇又分开。这些年我南来北往写作，心里

最踏实安宁的，就是在结束一天工作的黄昏，

不经意地漫步走进步行街边的小店，在一个

靠窗的位置上坐下，从容点一碗馄饨，一两生

煎，然后静静等待。窗外星星点点，屋里人声

鼎沸，不远处，开锅了，热气腾腾的生煎与馄

饨争相辉映，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让人安心与

踏实的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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