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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影婆娑
挂在夜色缱绻的天边
云藏起妩媚
羞涩地躲进梦的衣角

灯火通明
秋蝉在寂静的夜里呢喃
斑驳的树影
在黄绿相间的枝头醉酒

古时月照今日人
秋风吹不凉
置于心上的老酒
我依旧是庭前那树丹桂
在摇落的银霜里，写满乡愁

月影悄悄爬上城墙
一团隐约的水雾飘忽
向上，化作皎洁的月光
向下，成了远方的故乡

寻

中秋月圆
穿过薄薄的云翳
缓缓地轻躺在屋顶之上
手捧一樽醇酒邀月
对饮成三人

光阴的翅膀掠过桂树
明月故意漏下花囊里的碎银
秋风携着醉人的馨香
奔赴另一场远方

月光
是一颗爬藤的植株
在十五的夜晚绑住乡愁

我一口饮尽杯中的月色
去找寻一条名叫
故乡的幽径

粉笔

叶子飘落，露出深藏的果实。
当浑身的雪花撒向黑色的土地，

一双双蒙昧的眼睛开始明亮起来。
笔墨生辉，点石成金。所有的稚

嫩和憧憬汇成一束光。穿过顽石，荒
草，牛背，竹篓，荆棘，向春天的河流漫
延。并把多年储蓄的词语，递给大海
涌动的深蓝。

书山路远，一个勤字架起纵横坎
坷的笔画。昨夜星辰，依旧闪烁寒窗
不眠的眼神。

凉热间，万物生。微弱之白，涂抹
着岁月的容颜。三寸之躯，阻挡不了
一束光的远行。无数地上的禾苗，在
春风中拔节，招展。

白，一种生命本色。总是不断调
和人间的苍茫风雨，遮蔽甚至堵塞，世
上那些黑色的漏洞，或者裂痕。

讲台

杏坛中最醒目的位置，三尺版图，
根植百年风雨。

修竹，茂林，清流。蔚蓝色词句随
风荡漾，几滴鸟鸣滑落生命的枝头。
此时，容易想起儿时那段头顶星夜的
青葱岁月。

陌上花开。只是，那颗流星的光

芒，至今仍没落在一代人饥渴难耐的
心上。

风雪一场场抵达，讲述一天天深
远。

我们是一群被纸墨笔砚喂养的庄
稼。最终听不厌“关关雎鸠”，走不出

“逝者如斯夫”这条古老的河流。
一切虚假被正义的言辞击中，邪

恶被圣言匡扶，黑暗的灯芯被大道
拨亮。

蝉噪蛙鸣，喧嚣沉浮。一束阳光
啄破一粒种子，一棵树举起一朵白云。

沉默寡言的讲台，停泊在蕴藉的
港湾。风雪掀开一扇扇大门，铺展东
吴万里行舟。春天疯长沿岸的垂柳，
让一个个低垂的问号，连成破浪前行
的风帆。

一行白鹭，两个黄鹂，三千栋梁，
展翅从这里起飞，盘旋。

黑板

诲人不倦的杨柳，将一块黑色的
版图，挂在壁端。

宛如一幅裸露的壁画，从人类最
初的模样打开。任远古的苔藓注释，
任每天的阳光提炼。

黑色的浓度在充盈，板块的主题
在升华。

古今故事黑白分明，世界脉搏触

手可及。
比如可卧听风雨，梦与蝴蝶。可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其实，脚步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

亮。随着起伏的浪潮，无边的黑在这
里堆积，酝酿。历史的废墟深埋左上
角，文明的碎片遗落右下方，思想的头
颅坐落在黑色版图的中央。

一支桃红，从版图伸出清脆的鸟鸣。
一枚花瓣，沿小蹊托起满园的书声。

作为一方黑色的蕴藏，深不可测
的沃土，惟有选择开掘，耕耘。

电光，火石，总是不经意间翻开那
些沉重的心事。

而你最原始的密码，也许，三寸粉
笔记得。

教室

那一年，我们进去的时候，怀揣十
八九岁的憧憬，将青春的容颜和朴素
的愿望别在胸前。

那一月，我们进去的时候，九月菊
怒放南坡，布谷鸟从稻田之上的乌桕
树绕过碧瓦朱檐。

那一日，我们进去的时候，古树悬
垂的钟声敲醒一座村庄的桃花，斜肩
的帆布袋子装满一代人背篓的迷茫。

在所有的渡口，我们以手为楫。
在所有的枝头，我们躬身为叶。

只为，春风过处，种子萌芽，信念
开花。

开门，或者关门。进与出，总是挽
起每一个迎风起舞的日子。犹如一双
双挥笔的大手挽起那一只只孱弱的小
手。

当最后一枚钟声，滴落黄昏，一切
荣辱喧嚣归于宁静。直至我们踉跄的
步履出来，额上早遍布一圈花甲的金
黄，与黉门的风霜。

惟有多年的脊背，不再挺直。因为
我们已把那份正直植入桃李的身上。

油灯

寒风猎猎，夜色苍苍。你单薄的
身影就像一片颤抖的雪花。

唯一的温存，是你心中残存的信
念。犹如黑夜那盏微弱的油灯。

油灯下，世界仿佛安顿了下来。
包括白日的疲惫，内心的焦虑。

窗外，风吹竹林，窸窣作响。案
头，任火苗舔舐寒冷的围困。

你坐在窗前，注视一粒黄豆的焰
火如何撕咬着书本。文字从书页间缓
缓突围，撑起僵直的脊梁。刚好，两枚
古铜色镜片，挡住了忧郁的目光。

间或用一支红笔，将寒夜划开一
道口子。让所有的红汇成一股暖流，
在乡村的夜色中流淌。

九月的钟声敲醒一座村庄的桃花（组章）

□ 雁歌（四川）

“不要站着等待
请你回家！”
尽管天空蓝得耀眼
尽管你的细腰坚挺
尽管你什么也没说
但请你回家

请打开房子和窗花
在那盛开着的新鲜的

一朵一朵的粉红中
吻我的眼，我的唇，我的耳朵
和你突突突奔涌的血

有风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交换一些姿势
交换彼此的体温
把花期延长

□
红
线
女
（
重
庆
）

等

待

摄影：周宇

月夜乡思（外一首）

□ 江辰宇（重庆）

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史馆内的“复
旦英烈墙”上，一个内嵌红五星的花
圈图案下，有这样一排文字——

邹泽沛（1916-1941），四川江津
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9月入
复旦大学教育系学习，1936年4月在
上海公共租界内被捕，1941年7月在
狱中病故。

关于这位革命者的事迹，却鲜
少有人知道。

叛逆的少年

1913年，邹泽沛出生在四川省
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龙门场沱
湾街144号（“复旦英烈墙”上其出生
时间有误——作者注）。父亲邹德
铭和母亲王氏在当地经营一家专营
烤酒和榨油的商号——“兴义社”，
维持全家生活。三年后，母亲生下
弟弟邹泽锡。这时，商号生意开始
暗淡，父亲又生了重病。

商号生意虽然不景气，但邹家
仍希望有人通过读书出人头地。邹
泽沛7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一德镇高
等小学读书。由于读书认真，深受
老师和同学喜欢。

1927年秋，邹泽沛考入江津中
学。入学时，学校正闹学生运动。邹
泽沛积极参加集会和游行，并带头高
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
号。他还与黄宇齐（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曾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作者注）等同学一起传阅进步书籍。

快要毕业那年，发生了“篮球事
件”，将邹泽沛推到风口浪尖。这年
上期，邹泽沛给龙门小学校长黎昌
辉写信，说他将带回八九个同学，欲
与小学老师开展篮球比赛。黎昌辉
欣然答应并表示欢迎。

一天，邹泽沛带着同学回到龙
门场，却见校门紧闭，不见人影。一
问才知，校长黎昌辉听说他在江津
中学是“领头闹事”的“涉红”分子，
于是拒绝球赛并关闭校门。邹泽沛
不堪受辱，领头砸了校门和窗户，并
写下“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长黎昌辉”
等标语满街散发。

之后，学校将邹泽沛告到县政
府，江津中学责令他回龙门场当面
向黎昌辉道歉。但在道歉过程中，

黎昌辉傲慢无比，恶语讥讽，又造成
纠纷。在江津中学无法立足的他，
只好返回龙门场，在场上招了十多
个学生，办起了私立小学。

考入复旦大学

“兴义社”商号的生意愈加难做，
邹泽沛父亲卧病在床，商号的事全由
二弟邹泽锡摸索着打点。父亲多次
将邹泽沛叫到床前，告诫他不要惹是
生非，好好学做生意。但他哪里听得
进，对家人说只想到成都读书，父亲
坚决不允。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
二弟暗中支持。临走时，他送给二
弟一本书，封面上写有一句赠言：要
得人类解放，贫苦人民当家作主。

邹泽沛首先来到成都高等师范学
堂学习，不久离开成都到了北平。之
后，他来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

邹泽沛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党组
织领导的“教联”，接着入了团。“教
联”属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
在党内受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
导，成员有党员，也有倾向共产党的
积极分子。当时，“教联”的主要任
务是：发展革命势力，在教育界开展
革命活动，同时对革命教育进行研
究，对反动教育展开批判。

邹泽沛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
加学潮，策动学生运动。他常到街

上宣传演讲，由于声音洪亮，吐词清
楚，口若悬河，常常吸引一大群市民
倾听并赢得掌声。

“要让同济大学燃起革命之火，
而且越加旺盛，这就要发挥团组织
的作用……”已入党的邹泽沛接到
上级指示，要他到同济大学组建团
组织。他立即来到同济大学，代表
组织与同济大学的李欣、陈平及唐
英之三位团员接上了关系。不久，
同济大学团支部成立，邹泽沛对团
支部工作进行部署。

这一年，邹泽沛给家里寄回一封
信和照片。信中话不多，只说他在复
旦大学读书。照片中，他身穿白色学
生装，手扶自行车，脚穿皮鞋，很洋
气。其实，早有消息传回老家，说他
在上海不仅没读书，而且参加了“乱
党”组织。父亲邹德铭痛心疾首，病
情加重。

走上职业革命生涯

由于工作努力，邹泽沛被调往
江苏省团委工作，并任上海沪西区
团委书记。当时上海无市一级组
织，各区工作由江苏省委直接领
导。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沪西区委
组织部长。由于出色的演讲口才和
宣传鼓动能力，1936年 1月，他被任
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邹泽沛非常关心上海各个大学
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生活，
并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他带去
《团员常识》《群众的团》《反对左倾关
门主义》等学习材料让大家学习，对
团员政治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的提
高起到了很大作用。当时，同济大学
团组织负责人李欣想去红军大学求
学，他认为在白区总是作隐蔽斗争，
不能大显身手。邹泽沛了解李欣的
想法后，找他促膝谈心：白区工作屡
遭破坏，你若走了，谁来坚持白区工
作？再说，你在斗争中学习，可以积
累丰富的斗争经验……在邹泽沛的
劝说下，李欣打消了去红军大学的
念头，继续留在白区从事革命活动。

一次，邹泽沛通知李欣前来领
取宣传革命的印刷品。这是一项极
为保密的工作，邹泽沛嘱咐李欣先
去大新公司买日用品，然后用日用
品的包装盒装宣传品。李欣按此方
法将宣传品进行了包装，在返回途
中，遭到敌人搜查。敌人掀开背包
看了看，没发现可疑的地方，就放行
了。由于邹泽沛的细心安排，李欣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监狱中的斗争

1936年4月1日深夜，共青团江
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

租界被捕。与邹泽沛住在一起的共青
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同时被捕。

两人被收押在新闸捕房。因当
局不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抢
功，没有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
署，而是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
法院起诉。审讯中，许亚、邹泽沛镇
静自若，对答如流。由于邹泽沛言
辞缜密，逻辑性强，捕房前后四次提
讯，都未找到破绽。最后，捕房只能
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
共产党重要分子，以“危害民国罪”
判处八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
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上海提篮桥监狱又称西牢，是
当时远东最大的监狱。这里的政治
犯不多，都集中关押在一栋房子
里。西牢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严密
的隔离措施，牢房前是一条走廊，走
廊的东西两头安装了坚实的铁门。
铁门平时紧闭，牢房每间仅 3平方
米，每人一个号子。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李文新。他
认为，应该把监狱中的政治犯组织起
来同敌人作斗争，并加强他们的教育
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以便更
好地从事革命工作。这一设想得到
大家赞成。他们利用早晚放风的机
会，秘密地交流意见，经过协商，最终
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同难社”，订立了
章程，确定了活动内容，并选出许亚、
邹泽沛等为领导人。二人还创办《同
难生活》杂志，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这些政治犯中，有七人曾在共
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于是，许亚、邹
泽沛又暗中筹建团支部，他俩被选
为支部负责人。支部建立后，团结
了西牢政治犯，加强了大家的联系，
推动了同监狱当局的斗争。同时还
进行了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治
理论学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狱方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活动，
他们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可
供阅读外，其它内容的书不准阅读，
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于是，“同难
社”向狱方提出要求，准许亲属扩大
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
买书等。经许亚、邹泽沛等多次斗争，
狱方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读书要求”。

政治犯的家属起初以送《三国
演义》《水浒》等书作试探，然后有计

划地送入哲学、经济学等书籍。恩
格斯、列宁的著作，新经济学大纲，
唯物辩证法教程等十多种书籍，陆
续被送进西牢，甚至还夹带了《论持
久战》单行本。这些书在政治犯中
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
称为“香港大学”。

邹泽沛能言善辩，口锋凌厉，无
论是对政治犯的教育还是面对监狱
当局的斗争，他都出色地完成任
务。在每次放风中，他总会找人谈
话、辩论，在未说服对方之前，不肯
罢休。他的讲话通俗易懂，大家很
喜欢听他讲理论，因此称他为“理论
家”。在他的帮助下，狱中许多同志
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其间，邹泽沛给黄宇齐写了一
封信，信中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
本，很困难，希望能寄钱给他，这实
际是在暗示对方他已被捕。1939年
初冬，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
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

“表弟”，写信人自称“表兄李文新”，
讲述了他正在监狱，希望尽可能寄
钱给他等内容。邹泽锡一眼认出这
是大哥邹泽沛的笔迹，从而证实了
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属实。
邹家人忍着悲伤，寄钱到监狱。53
岁的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更是捶胸
顿足，三天后溘然长逝。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
在狱中仍坚持斗争。他的身体本就
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
别是狱方的折磨，使他罹患了肺
病。敌人发现他是“头目”后，对他
的折磨和拷问更加狠毒。

邹泽沛的病情日益严重，他向
狱方提出购药的请求，狱方根本不
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竟
咳出血块。1941年7月的一天深夜，
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病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
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的黄宇齐在多种
场合讲述邹泽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
事迹。1959年 9月 2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
东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
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不久，
江津县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将

“纪念证”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 144
号邹家。

“复旦英烈”——江津青年邹泽沛
□ 庞国翔

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复旦校史馆“英烈墙”邹泽沛的简介。

一起去看中秋的月亮
月亮的阴晴圆缺
一半在天空
一半在心上

那一双深邃的目光
越过山川越过田野
脉脉的凝视对方
有欢喜也有惆怅

一起去看中秋的月亮
轻轻地牵着你的手
漫步在美丽的乡村
聆听月光里的乐章

一条通往秋收的路
被相思染成了金黄
山水田园编织出
百年梦想

一起去看中秋月亮
在湖边在广阔的原野
无论朝哪个方向
收获在心中飘荡

把思念祈愿成圆圆的月亮
把忧愁酿成桂花的酒香
在中秋之夜开怀畅饮
让每一个中秋都光芒万丈

一起去看中秋的月亮
□ 周忠俊（重庆）

壬寅虎年中秋感怀

今晚的月辉
浸润着桂花的香氛
桥下倒映的圆月
触手可及

为了今晚的圆月
多少人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奔忙在疫情一线

为了今晚的圆月
多少人

逆行在危险地带
震中、火场、滚滚洪浪……

漫天月华
柔柔抚慰苍茫大地
日夜奔赴的人们
擎起今晚的月亮

这一个同心圆月啊
永恒 芬芳 千秋不老
是我们依赖的希望
和美好

清晨，傍晚，天晴，下雨
教室里永不缺席的是你
出口成诵，目之所及皆是诗行

头上有白发，指尖有粉笔灰
眼里有泪光，心中有不老天真

撑起那把旧旧的伞
把喧嚣浮躁都挡在了外面
推开那扇明亮的窗
把万象宇宙都放在了眼前

有一天，你把世界的门打开
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去
生怕惊醒了睡梦中的青春

还记得，一路上微风拂面
头顶挂着一轮明月
身后，是一片赤诚的月光

那
一
片
赤
诚
的
月
光

□
张
桃
贰
（
重
庆
）

□ 吴维（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