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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是麻木的
后来还是麻木的
我站在病着的地方

看不见远方
看不见黎明
看不见你的手

暮色在大地蔓延
你来了
我们在暗夜里宽衣
把彼此放进怀里

她看书的样子真美
□ 徐光惠（重庆）

菜店不大，只有十多平方米，就在我居住
的小区门口转角处，左边是一家火锅店，右边
是烟酒店。女人打理菜店已有好几年，三十
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长相平平，鼻梁上还
有小雀斑，她化着淡妆，喜欢穿裙子。见惯了
大街上卖菜的商贩，大多穿着灰不溜秋的衣
服，系一根难看的围裙，但她却给人一种不同
的感觉。

女人家的菜，不但卖相好，摆放整齐有
序，还比菜市场里的菜新鲜，价格也合理，当
天的菜基本都能卖完，第二天一早又补充新
菜，所以小区及周边居民都愿意来她的店里
买菜。

女人从来不大声吆喝，有人来买菜，便起
身淡淡笑着问：“今天买点啥菜？”然后等着大
家挑菜、捡菜，她有条不紊地称菜、收钱、补
菜。没人时，就打扫一下卫生，整理、收拾摊
上的菜，更多的时候，她则安静地坐在一排排
菜后面，捧着一本书专心地看。

第一次去女人店里买菜，是在几年前。
以前买菜都喜欢早上去菜市场，有一些附近
的菜农担菜来卖，比菜贩子卖的要新鲜。那
天家里的菜吃完了，天上下着雨，菜市场离

家有一段距离，我便来到她店里，打算买点
小菜。

店里敞亮干净，货架上是油盐酱醋，菜摊
上整齐地摆放着芹菜、大葱、莴笋、白菜、四季
豆等十多种时令蔬菜，绿油油的，甚是新鲜。
女人正在看书，见到我连忙把书合上放下，问
我需要买点啥。

我挑了两根莴笋、花菜和小葱，她分别称
好递给我：“八块两毛，就八块钱吧。”

我看了一眼柜台上的书，“你喜欢看书
啊？”我有些好奇。“我没事的时候看看。”女人
莞尔一笑。

如今生活节奏太快，人们都忙着挣钱，空
闲时间几乎也被手机占用，每天抱着手机刷
抖音、抢红包、追剧，读书看报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很陌生。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看书、写东
西，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不时的在杂
志、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我不由对她生出莫
名的好感。之后，我便经常去女人店里买
菜。久而久之，就和她熟识了。

那天，从街上办完事回家，正好是饭点
儿，路过女人的菜店，打算买点蒜苗炒回锅
肉。走到店门口，女人又在埋头看书，看得很

专心，并没察觉到我，一缕阳光照在她的长发
上，她看书的样子真美。我不忍心打搅她。
我拿了蒜苗，轻轻朝她走过去，瞟了一眼她看
的书，这不是《读者报》吗？她连忙起身，不好
意思地笑笑。

“又在看书？真巧，我刚收到一本《读者
报》样刊，上面有我的一篇文章。”我笑着说。

“真的啊？姐姐你叫啥名？哪篇是你写
的？”她一脸惊讶的表情。我拿过书，翻到写
有我名字那一页。

“哎呀，徐姐，原来你还是个作家呢，写得
真好。”她说。“我不是啥作家，只是业余爱好，
没事写点东西。”我说。

女人告诉我，她从小喜欢看书，高考那年
差3分考上大学。她和爱人都是附近村的村
民，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几年前，村里土地被
政府征用，虽然买了社保，但家里上有老下有
小，没事做也不是个办法。他们就盘下这个
小店卖菜，爱人负责进货，她则守店、卖菜。
刚开始生意不好，起早贪黑忙碌除了房租所
剩无几，每天守店卖菜枯燥乏味，空闲时她便
看书充实自己。

她把店内布置得整齐有序，菜品保持新

鲜，诚信经营、薄利多销，赢得了一些回头客，
小店慢慢有了人气。几年间，火锅店和烟酒
店都换了老板，只有她的菜店坚持了下来。

“每天守着这菜摊，很累吧？”我问。“嗯，
不轻松，一步都离不开人。”她点头。

“现在像你这样喜欢看书的可不多了，你
哪来时间看书？都看些啥书？”我问她。

“抽时间呗，你一定看过很多书，才能写出
这样好的文章，以后我要看更多的书，虽然看
书不能挣钱，但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让人的内
心变得富有而强大。其实，看书是一件特别幸
福的事，徐姐，你说对吧？”她笑了，很动人。

在家里整理书柜时，杂志社寄来的样刊
已堆了高高一摞，我取出几本下楼送给她。

“谢谢你，徐姐，有书看真好。”她接过书，
一脸欣喜。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听着
纸张翻动的声响，细嗅油墨散发的芳香，徜徉在
温暖的文字里，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感悟人生
哲理，平淡的生活就会变得充实而幸福。我深
信，爱上看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路过那个菜店时，又见女人坐在店里低
头看书。她看书的样子真美。

赤身裸体的活法
钢铁浇铸的骨感
从疲惫烟火中抬头看见的人
憋着唐诗宋词的意境
一双双尘世睁开的眼，再没闭上

潜伏于石沸腾的翡翠绿
筑巢于心燃烧的胭脂红
拽住了七月一身狂风暴雨的衣袖
在转身忽闪的人间，停下脚步
一片片高楼在一滴滴晨曦的露珠间
弯腰，大喊了一声美

烈日狂风暴雨撰写的三伏天
花团锦簇的景象，唱诗和远方的戏曲
一枝枝绿一树树红，把蓝天白云都喊来
布置一座喧嚣的城市
示威游行，澄清天上人间的云雾

被紫薇花救活的正午

那不由分说层层叠叠滚动的花朵
镶嵌于钢筋铁骨般的枝头
炎炎烈日的暴晒，狂风暴雨的肆虐
翻腾着把人间虚无的梦境
兑换了一个夏天

天空翻腾的云，突然停下脚步
翻阅审读盛开的紫薇花，临时解散了
一场预定的狂风暴雨
光滑的杆，弯曲的身，挺着红色的花朵
剪裁、圈养三伏天的火爆脾气

此时满天翻滚的云，怂恿着
一树树羞涩卑微的紫薇花
解襟似的舞动一条大街的红头巾
站在楼顶的天空，喘一口气
俯身低垂，亲吻一个紫薇花救活的正午

满大街的紫薇花

紫薇花开了，一片小暑的伏
一团团灼热爆裂的云，鼓胀的天空

一座城市的大街，舞动着红头巾
随一个季节的风飘荡起来

紫薇赤身裸体的绿，意会天的蓝
紫薇赤身裸体的红，写意云的白

如此活着，心灵的紫薇
戏说一树绿叶红花的人间梦

茶几上
精美的藤编果篮里
几只红富士苹果被落地窗
透进的阳光照耀
粉红的光芒

突觉饥肠辘辘。不由得
拿起一只苹果，洗净
一把精致的小刀
轻轻，螺旋状

削去孤独和曾经的雨水
咬一口， 汁液流出
松又脆。慢慢咀嚼，陷落
移走味蕾上苹果的微粒
嗯，细嫩而质感
多么美好

紫薇花开三伏天
（外二首）
□ 黄官品（云南）

陷落美好
□ 王景云（重庆）

旧欢
□ 红线女（重庆）

一个舍生取义的革命战士，却有一个身
为大地主的母亲；一个富甲一方的财主，却
甘愿为革命捐尽家产，成为一名无产者，最
终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王朴（1921—1949），重庆人。在复旦大
学新闻系求学时就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刊物
《中国学生导报》的工作，承担办报经费，成
为活动骨干。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
中共北区工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
1948年 4月 27日被捕，1949年 10月 28日牺
牲于大坪刑场。

金永华（1900—1991）原名纫秋，又名建
华，四川省巴县人，革命烈士王朴的母亲。
1926年春至 1927年冬随丈夫王莲舫在日本
经商。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通过王朴动
员她于 1945年 7月在江北县复兴乡李家祠
堂创办了莲华小学（后改为莲华中学），成为
党地下活动的据点。1947年秋根据革命需
要，金永华毅然将王家全部家产交给了党，
并于 1948年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为川东地下党提供了活动场所和活动
经费。解放后，她把人民政府偿还王家变卖
家产支援革命的巨款 2000两黄金全部交给
了党，用作发展妇女儿童福利事业基金。

1945年1月28日，党中央针对国民党统
治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面临的深重
危机，致电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工作的重心
从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动员一批党的骨干和
进步知识青年到农村，利用各自的社会关
系，利用各种方式，为农民服务，联络、发动
农民以及民团等组织，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斗
争并努力获得成绩。

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重庆地下党组织决
定调上海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毕业学生王
朴立即回重庆江北县开展农村工作。地下
党为什么要调王朴回重庆江北县呢？原来，
王朴的母亲金永华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地
主。早年，金永华随丈夫在日本经营生丝企
业，赚了大笔钱财，后落户重庆江北老家，收
购大量田产，成为当地的首富。

1945年 7月，王朴回到重庆江北。每次
他从城里回到江北家里，总是给母亲带回几
本新的进步图书、刊物和《新华日报》。母亲
金永华在儿子的影响下，逐渐对这些进步刊
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把共产党的《新华日
报》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对比起来看，通过
比较，对时局和时事有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为了使农村革命工作有合法的掩护并
形成据点，地下党组织向王朴提出，希望王

朴利用她母亲在当地的影响和财力在老家
江北静观为地下党办一所学校，一来为地下
党领导干部提供公开合法的教职身份，二来
为地下党到农村工作的同志提供掩护之所，
为开展农村工作提供支持和方便。

当儿子王朴提出希望母亲出资办学的
时候，金永华二话没说便表示同意。她认为
办学校是对社会有功德的事情，很快便买下
了复兴乡李家祠堂，创办了一所莲华小学
（后改为莲华中学），作为党在农村的一个工
作据点；后来又扩大办了一所志达中学。金
永华担任学校的董事长，王朴担任校长。

从 1945年秋到 1949年秋，为了加强莲
华小学、志达中学据点的建设和领导，南方
局组织部、青年组、新华日报和育才学校的
党组织以及四川省委青年组、川东临（特）
委，先后调派了黄友凡、王敏、黄冶、齐亮、马
秀英、李青林、褚群等党员干部共 30余人来
校工作，充实了革命力量。从创办莲华小学
到解放时为止，江北党的领导机关、指挥中
心一直设在学校里。

1947年秋，川东地下党决定发动游击骚
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为了组织发动武
装起义，重庆地下党组织向王朴提出：能不能
说服动员其母亲金永华借给党一大笔经费！
王朴因此数次与母亲谈及需要筹集一大笔经
费，要办对国家、对社会非常有利的事情。其
实这个时候，母亲金永华对儿子王朴所做的
事情也略知一二，她认为自己的儿子是一个
对社会、对人民有责任心的人，所以当地下党
与金永华当面洽谈以后，金永华先后三次将
家中田产土地变卖，折合黄金2000两交给王
朴借给地下党。凭借着这笔经费，地下党购
买枪支弹药、医疗器械、药品连续三次发动武
装起义，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兵力出川，有效
地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行。

王朴动员母亲大量卖田产的举动在当地
引起很大的震动，为避猜疑，王朴对外解释是
城里做生意需要钱，同时，党组织为了充分用
活这笔经费，决定由王朴出面于1948年春在
市里开办了南华贸易公司，一方面为了掩饰
钱的去向，另一方面为了让有限的“死钱”活
起来，增加经费的来源。不幸的是，1948年4
月，特务从一个被捕人员的包里查到一张公
司的支票。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立即顺藤摸
瓜，发现公司的经理是王朴，且有明显的“共
党嫌疑”！王朴被捕了！在狱中，特务提出两
条选择道路：一条是悔过自新，一条是长期监
禁。王朴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愿选择后一

条。”为了让王朴招供和转变立场，特务将叛
徒刘国定带到狱中与王朴对质。刘国定试图
以现身说法要王朴“识时务”，得到的却是王
朴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怒斥叛徒刘国定是

“灵魂肮脏、人格下流”！
1949年 10月 28日，王朴被公开枪杀在

重庆的大坪刑场。金永华从报纸上得知了
这个消息，她用颤抖的手拿着登有儿子被处
决消息的报纸，一个人在王朴的办公室里静
静地坐着流泪。其实王朴被捕的消息她早
就知道了，为了不影响老师、同学们的情绪，
她骗大家说王朴去香港做生意去了。然而
现在报纸上都刊登出来了，说儿子是共产
党！是政治犯！他被处决了！一切都真相
大白了！她反复回忆儿子所做的事情有什
么错——拿钱办学、开公司资助学校，宣传
和平民主、帮助穷人孩子上学、为社会自由
幸福而奔波！儿子没有错，儿子的选择是对
的！想到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被残忍地杀害，
金永华心中万分地悲痛；但想到学校老师和
同学们对自己、对儿子的尊敬和爱戴，她的
身体中似乎又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她决心要把儿子创办的这两所学校继续办
下去，而且要办得比以前更好！金永华从王
朴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看见全校的
老师和同学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金永华非
常激动地对大家说：“你们的校长王朴他不

仅是我的儿子，而且也是我第一个最重要的
老师，他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使我懂得
了怎样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真正有用的
人。”从那一刻起，金永华便下定了决心要将
儿子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事业进行到底！

金永华带着儿媳妇褚群悄悄地来到儿
子王朴殉难的地方——大坪刑场。站在一
个坡地上，远远地看着儿子牺牲的地方，她
仿佛看到儿子昂首挺胸，高呼口号，从容就
义的情景；她感觉到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值得母亲大为骄傲的
人！王朴的妻子褚群扑在妈妈的身上失声
痛哭，金永华抚摸着儿媳褚群的头颤抖地
说：“不要哭，眼泪解决不了问题，要像王朴
那样沉着、冷静、坚强。”金永华拉着褚群坐
在坡地的一块石头上对她说：“小群，不要难
过，我告诉你，从王朴被捕以后我就预感他
回不来了，他从狱中带出了几句话，你们的
组织已经给我说了好几天了，现在我把它转
告给你，你要记住，这是你丈夫给你最后的
交待。”金永华一字一句地转告说：“不要为
我的死而难过，有泪不轻弹！党还有许多任
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痛为力量’，也
就是给我报了大仇！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
路上，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给
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
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
让他真正懂得‘继志’的含义。”

一个多月以后，重庆解放。1949年 12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1950年1月，西南
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听取了
重庆市关于渣滓洞、白公馆遇难烈士被害及
烈士家属抚恤的汇报后，当即指示：重庆地下
党之所以能够生存，解放工作搞得如此出色，
完全取决于我们党的工作基础，我们过去所
说过的话，答应过的事情，今天要逐一兑现。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王朴的妻
子褚群被安排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做秘书，兼
搞常委记录，金永华被安排在重庆市妇联工
作。在军政委员会机关，邓小平同志还亲自
看望了褚群，希望她化悲痛为力量，建设新
中国。同时，重庆市政府的同志带着银行的
2000两黄金存票，到江北金永华老人家中去
归还当年的借款。手捧着烈士荣誉证书，金
永华思绪万千；看着儿子的遗像，她流出了
热泪；面对政府的慰问，这位坚强的老人却
说了这样的话：“我出生于光绪末年的 1900
年，经历了许多历史演变。从创建莲华学校
开始到迎来解放，我无时不受到党的关怀、

鼓励！特别是我儿子王朴，是他用鲜血和生
命激发了我认识共产党，了解共产党，是他
教育我跟党走！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更是
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当政府的同志拿出
2000两黄金的银行存票时，金永华将她的儿
媳褚群抱在怀里，连连摇头说：“不，不，我不
能收！”政府的同志说：“这是我们按照当时的
借钱协议归还的，这些钱也属于你自己……”
金永华松开双手，看着儿媳褚群问：“你说该
不该收？”禇群流着热泪对妈妈说：“你自己
决定吧！”金永华老人想了一下，非常郑重地
对政府的同志说：“我的儿子参加革命这是
应该的，现在要我享受组织的照顾是不应该
的；我当时把家中田产变卖，把黄金借给地
下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接受政府的归还是不
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
该的，把烈士的光环罩在自己头上作为资本
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在场的同志们无
不被金永华老人这番真诚的话语所感动，最
后他们没有再要求金永华收回这笔借款，而
是把它交给了国家。

王朴的儿子王继志大学毕业后在南京
一家科研单位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位对国家
科学技术发展有贡献的专家。他每次来重
庆的时候都要去祭扫烈士墓，他常对烈士陵
园的工作人员说：“父亲的一生给我最大的
启示是：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秤上何以为
重？钱只能为人服务，人不能为钱去服务，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金永华老人解放后一直致力于妇女工
作，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92岁高龄无
疾而终。去世后，她的子女根据母亲的遗
愿，将她保存的王朴烈士的所有物品以及老
人的一些书信、物品无条件捐献给了重庆红
岩革命博物馆。博物馆收到这些文物资料
以后，举办了一个展览，中央许多领导同志
为展览题词作画，其中有一幅题词是这样写
的：光荣的儿子，伟大的母亲！

母亲养育了儿子，儿子又教导了母亲。
在金钱与理想的天平秤上，称量着怎样一种
令人感慨的母子亲情，又称量着何等的弃利
取义的深闳胸怀啊！

现在王朴烈士的墓碑上刻写着：他以振
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一经认识革命
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持学习，
坚持革命斗争，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
自己的一切。他不愧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
士，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
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王朴

摄影：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