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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在开启的时候，就昭示

了未来。

1929 年 春 节 ，从 井 冈 山 一 路 南 下

的 红 军 ，于 艰 苦 转 战 中 取 得 游 击 赣 南

第 一 场 胜 利 —— 大 柏 地 之 战 ，歼 灭 刘

士毅旅 2 个团大部，俘敌 800 余人。陈

毅 称 之 为“红 军 成 立 以 来 最 有 荣 誉 之

战争”。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不以为然。

在他的眼中，不过万人的“朱毛红军”尚

不足以为虑。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正

是这支弱小的队伍，最终成了令国民党

闻风丧胆的红色大军。20 年后，当又一

个春节来临，蒋家王朝进入了覆灭倒计

时。

一

1949 年春节，是公历 1 月 29 日。对

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解放区人民来

说，这一年的春天，早早就到来了。

1 月 21 日，农历小年，傅作义部接

受 解 放 军 提 出 的 和 平 条 件 ，双 方 达 成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同

一天，蒋介石宣布“引退”。

11 天之前，淮海战役结束，南线国

民党军队精锐主力被消灭。尽管躲在

幕后的蒋介石还在梦想着依托所谓的

长江天险“划江而治”，但是，国民党军

队中的绝大多数人十分清楚，士气正盛

的解放军饮马长江，只是时间问题。

战场捷报频传，西柏坡沉浸在胜利

和春节共同到来的双重喜悦之中。决

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已接近尾声，筹建

新中国的事宜提上日程，准备“进京赶

考”的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

忙碌着。

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站在一处农

家小院门口，迎接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来 华 的 苏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米 高 扬 。

米高扬转交了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

品——一块毛料。一个月前，毛泽东刚

刚度过了他的 55 岁生日。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

弼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一起接

待这位特使。西柏坡自养的猪、鸡，从

滹沱河里捕来的鱼、虾，还有特意从石

家 庄 买 来 招 待 苏 联 贵 宾 的 汾 酒 、葡 萄

酒，摆了一大桌。

苏联客人酒量大，不善酒的毛泽东

以辣椒代酒。

二

招待苏联特使的宴席也是自打上

井 冈 山 后 ，毛 泽 东 最 丰 盛 的 一 顿 年 夜

饭。戎马倥偬、经年转战的毛泽东恐怕

已经记不清上一个春节是在哪里度过

的了。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 年 1 月 29 日，红

军一渡赤水。队伍转移至四川叙永县

城南 79 公里处的石厢子那天，正值大年

三十，警卫员拿出一份珍藏的腊肉，被

毛泽东送给了伤病员。

同样是 1935 年，迎来人生第四个本

命年的蒋介石，在风景秀丽的庐山过了

一个惬意的春节。在蒋介石看来，不足

3 万人的红军陷入他和地方军阀 40 万

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此时已是“下山

猛虎，不难就擒”。大年初六，他在“美

庐”别墅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

擒斩赏格》：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

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彭

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

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蒋介石又一次低估了毛泽东和他

领导的红军。

就是领导着这样一支缺枪少弹的

队伍，毛泽东在川、黔、滇边界的崇山

峻岭间上演了他军事生涯中的光彩篇

章 —— 四 渡 赤 水 、威 逼 贵 阳 、兵 临 昆

明 、巧 渡 金 沙 …… 直 至 在 去 向 渺 茫 的

“绝路”上走出了一条重生之路。更让

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14 年之后，国共

两党的较量已成定局。历时 142 天的

三大战役，蒋介石损兵 154 万，国民党

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

本上被歼灭。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49 年 1 月 31 日，大年初三，傅作

义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中午 12 时

30 分，第四野战军第 41 军由西直门进

城接管防务。这是一支在塔山阻击战

中一战成名的英雄部队，也是一支因在

转战辽西时“不吃群众一个苹果”而被

百姓所熟知的文明之师。入城队伍走

过前门箭楼，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

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这个

举动，让现场的老百姓愣住了：多少年

来，还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军队出现在那

个地方……

这也是北平最后的春节。不久的将

来，这座千年古城就要成为新生共和国

的首都，并更名为北京了。时任毛泽东

内卫的马武义回忆，那天晚上，他给主席

做了几样他最爱吃的菜，有辣子鸡、米粉

肉等。他说：“主席，过年了，我们给你做

了几个菜，吃饭吧！”很奇怪，往日主席肯

定会觉得不够简朴，今日却夹了一大块

米粉肉放到嘴里，高兴地说，今天是“双

喜临门”，新年来了，北平的黄旗也拔掉

了。等我们进入北平，要坐下来痛痛快

快地吃一顿。

三

“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

城。”与西柏坡、北平的一片欢腾成反

差，南京城里的国民党要员们已经无心

过 年 了 。 1949 年 1 月 27 日 ，腊 月 二 十

九，《民国日报》头版，一条与春节有关

的消息寥寥数语：“南京各机关首长昨

晚举行春节聚餐，行政院长说明春节聚

餐之意义……”而据国民党广东省特别

党部 1949 年春节劳军决议记载：“慰劳

品定猪肉 250 斤，酒 200 斤，烟 500 盒，面

巾 1000 条，发放范围为驻粤之团队。”国

民党处境之窘迫可见一斑。

也是在腊月二十九，回到浙江奉化

溪口老家的蒋介石指令孙科携行政院

南迁广州。孙科唯命是从，大年三十就

开始把内阁要员急急带到了上海，议决

于 2 月 4 日迁移广州。原本还想着“有

所作为”的李宗仁悲哀地发现，南京政

府依然操控在隐退了的蒋介石手中，他

这个“代总统”竟然令不出门，就连他签

署的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也成

了一纸空文。

1 月 29 日 ，大 年 初 一 ，张 群 、陈 立

夫 等 国 民 党 要 员 赶 来 溪 口 ，向 蒋 介 石

拜年，自然是一番“大吉大利”之类的

过 年 话 。 蒋 介 石 无 言 以 对 ，只 能 凄 然

一笑。

那个寒冷的夜晚，再度失眠的蒋介

石感到特别漫长。从此，他所考虑的已

不 是 上 海 的 战 局 能 撑 多 久 ，而 是 担 心

“中央银行”的存金能不能顺利运到台

湾了。又过几天，得报存金已大部运抵

厦门和台湾，蒋介石如释重负。多年以

后，国民党“党产”报告公开提到，迁台

时，蒋介石把“中央银行”227 万两黄金、

合计约 10 亿美元，以及故宫博物院众多

国宝运抵了台湾。

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开始写他的

“本月反省录”，不过，谈及“戡乱”失败

及自己下野的原因，或归因于苏联，或

归因于美国，甚至英国，就是没有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事实上，国民党的最后

结局，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新三

民主义”、推行独裁统治的那一天起就

注定了。

1942 年 2 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

贷款 5 亿美元。美国财政部跟踪调查

发现，这笔款项中竟有 8000 万美元直

接存入了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

等 人 的 个 人 账 户 。 丑 闻 曝 出 ，举 国 哗

然 ，孔 祥 熙 却 在 蒋 介 石 庇 护 下 照 样 当

官发财。

一个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

益的极少数人“家天下”的国民党；一个

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

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共产党——两个

政党，两种宗旨，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

被人民彻底抛弃，一个赢得了人民真心

拥护。

四

1949 年 3 月 23 日，由平津前线指挥

部调来的 10 辆大卡车和 11 辆吉普车，

载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离开了夺取

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踏上

“进京赶考”之路。

也是在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新闻公报，“两个务必”传遍

天下。

1949，牛年春节
■贾可宽 贾 永

老巴的孙女白依尔丹要来北京观摩

冬奥会！

当老巴在电话里把这一喜讯告诉我

时，我想到的是北极光。

才 10 岁的白依尔丹，作为冰城体

校冰雪队的苗子生，被选拔到北京观摩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多么幸运，

小姑娘的梦想犹如北极光，无论冬夜多

长，一定会在天幕上闪现出耀眼的光

芒。在为老巴和他的孙女高兴的同时，

我的思绪也像被一根绳索牵向了时光深

处，牵向了我青春的再生之地——大兴

安岭的雪原。

18 岁 那 年 ， 军 列 开 了 七 天 七 夜 ，

将我从中原腹地拉到了黑龙江，我第一

次被大兴安岭的雪震撼了。皑皑白雪覆

盖着远近的山川，起伏绵延的雪岭如同

白蟒横卧大地，阳光下雪花泛着刺眼的

白光，轻轻一吸，清新的空气沁润了心

灵——那是雪的味道。我喜欢雪，喜欢

北疆的雪。尽管我不能像诗人一样，把

晶莹的一片片雪花撒进诗行里。但在北

疆冬日踏雪出操巡逻，至今忆起仍是我

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在部队我成了一名放映员，那年

春节前夕，营长带着我去当地林场慰

问。大兴安岭的林场太多了，一连七

天，我们白天在车上奔波，晚上在林

场放映。腊月二十九，只剩下最偏僻

的两个林场了，在前一个林场电影快

放完时，天下起了雪，雪中我收下银

幕已经是晚上十点多。走！我们连夜

赶着放映最后一场。司机早已热好了

车，我们在雪地里艰难地行驶着，摇

摇晃晃中我睡着了，梦中我在大雪里

奔跑，从山下跑到雪岭上，我高兴一

跳 便 从 高 高 的 雪 崖 跌 落 。 一 声 大 叫 ，

我醒了。营长拍拍我，伸手摸了我的

额头，说我发烧了。他犹豫着是去林

场放电影还是返回部队。我笑着对营

长说，没事，马上除夕了，林场那边

的人都在盼着电影呢！

晚上 12 点我们赶到林场时，场部

院子已经扫得干干净净，空地上坐满了

人，眼神里盛满期待，都在等着电影开

场。我拴好银幕，架上放映机。那时，

文化生活还很贫乏，特别是深山林区，

看电影是人们最快乐的休闲娱乐。

电 影 镜 头 的 光 透 过 飘 落 的 雪 花 ，

在银幕上透射出模糊的影子，我努力

调整着镜头焦距。银幕下，沉浸在电

影故事里的人们时不时地嘻笑、小声

讨论，让我感觉很欣慰，好像忘了身

体 的 不 适 。 寒 冷 如 蚂 蚁 在 脚 尖 爬 动 ，

我咬牙坚持着，后来腿脚似乎都没有

感 觉 了 。 银 幕 上 出 现 “ 剧 终 ” 二 字

时，已经是凌晨两点钟。林场的圆木

房桌子上，摆着大碗酒大盆肉，场长

夹 过 一 块 冒 着 热 气 的 肉 ， 让 我 快 吃 ，

说这是鹿肝，吃了身子就热乎了。我

盯着那热乎乎的肉，突然感觉一阵天

旋地转，一头倒在饭桌上。

“孩子太累了！”迷糊中听到有人说

话，迷糊中有人往我身上擦酒……

营长让司机发动车，要连夜将我

送 到 部 队 医 院 。 一 路 上 的 积 雪 很 厚 ，

车没开出林场，就被雪困住。我迷迷

糊糊醒过来，看到白亮的月光穿过空

中的飘雪刺在我身上，树也高大得仿

佛要长到天上去。这时，一阵马蹄声

响起，老巴驾着雪橇来了，人们将我

抬到雪橇上面，老巴挥鞭，马拉着雪

橇向山下奔去。

一路，我时而醒来，时而睡去，意

识始终不是很清醒。老巴将自己的皮毛

大衣脱下来盖在我身上，压住大衣的一

角防止冷风灌进来，马儿跑得飞快，我

感觉到皮大衣的温暖，心中安定，便渐

渐睡着了……

再睁开眼睛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

的病床上。一名老军医说我昏迷了三

天，好不容易才醒过来，幸亏老巴及时

把我送到医院，病情才没有进一步恶

化。这时老巴走进病房，笑眯眯地说：

“小伙子，你可把人吓死了。”

后来营长告诉我，多亏马拉爬犁。

营长的吉普车在雪地里被困住，还是拖

拉机拉回军营的。那时，我才知道雪爬

犁就是我们常说的雪橇。老巴驾雪橇在

那个大雪飞舞的夜晚救了我，我心里暗

暗决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当面感谢

他。只是，当年我就考入军校，离开了

北疆。

我对母亲讲述这事时，母亲说救命

恩人咱不能忘记。我没有忘，总是计划

着回去，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成行。直

到 20 年后一个春天，在老战友回军营

时，我才终于有机会回到林场，于是特

意去看望了老巴。

再 见 到 老 巴 ， 他 已 经 六 十 多 岁 。

我 想 看 当 年 给 我 第 二 次 生 命 的 雪 橇

时，他哈哈笑了，从屋里拿出了一个

小马扎大小的爬犁。老巴说，他从伐

木员改成护林员了，伐木员用来运圆

木的爬犁和马也完成使命了。这个小

爬犁是他给三岁的小孙女白依尔丹做

的 。 小 孙 女 去 中 心 林 场 上 幼 儿 园 了 ，

我没见到。老巴说，她天生就喜欢冰

雪，刚会走路就专往雪上冰上走，现

在会滑冰、也会驾驶雪橇……

岁月如烟，那些珍贵的日子如大兴

安岭的雪，纯美透明，没有喧嚣，宁静

地滋润着大地，纯净得让人抛却凡尘世

俗。雪，那是北疆的灵魂，是林海人梦

的家园。

太阳蹭着山岭一点点爬起，它的光

快照进虎年了。在这个新鲜的早晨，我

给老巴回信：相约一同来北京，看北京

的雪款款落下，我们与孩子们一起，陶

醉于冰雪的明净与清新中，听农历新年

的钟鸣，看精彩非凡的冬奥会……

冰
雪
之
约

■
姚
晓
刚

辛丑年即将结束，回顾过去一年

的文艺作品，可以发现深受大众喜爱

的优秀之作，都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作品。人民滋养文艺，文艺反哺人

民，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人

民的反馈，也是评价一部作品优劣成

败的最直接标准。

其一，文艺创作的根本立场是为

了人民。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奋斗的宗

旨。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也必须为人

民服务，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目标和追求。当

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

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文艺工作者来

自人民，理应与人民同心同向，反映人

民的需求，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期待与

要求。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文

艺工作者都应把人民放在创作的最高

位置，围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只有如此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

人民史诗。

其二，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人民的

现实生活。任何门类的优秀文艺作

品，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都有生活

的基础和原型。如果作品不能反映人

民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那将很难对

人民有所触动。生活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生活。在创作中，文艺工作者要

深刻理解人民是文艺之母的核心要

义，人民群众的一切，都是文艺创作的

灵感和源泉，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当中，

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孤芳自赏，应当

深入火热的社会生活，来到广大的人

民群众中，了解人民群众的工作、劳

动、生活状况，感知人民群众的喜怒哀

乐，倾听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将自

己切身的体验反映在文艺作品中。只

有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对人民群众

抱以深厚的感情，这样的创作才能有

高度、暖人心、接地气。

其三，文艺创作的内容是讲好人

民故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能否将人民的故事讲出来、

讲得好，关乎作品的质量。新中国成

立前，广大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支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参与到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在时代

的 洪 流 中 书 写 热 血 澎 湃 的 奋 斗 篇

章。人民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

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故事，文艺

创作跟随时代的变迁，反映不同阶段

的 风 貌 ，都 离 不 开 人 民 的 故 事 。 此

外，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

个体组成的，当前的文艺创作，更应

当关注个体、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

书写各个领域的故事，把人民多姿多

彩的生活故事、发展故事、情感故事

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把广大人民

群众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彰显出来，

把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生动活泼的故事写出来、画出来、

演出来、拍出来、传开来。

其四，文艺创作的关键是塑造人

民形象。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风

气。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都是那个

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必然会

打上时代的烙印。文艺作品不仅要讲

好人民故事，还要塑造立得住的人民

形象。有些文艺作品，在塑造人物时

过度追求“特殊”导致人物脱离现实，

不能被人民大众接受，这就是失败的

人物形象。人民是生活的主角，同样

也是文艺作品的主角，文艺工作者应

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人民形象和

英雄形象，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

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

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

其五，文艺创作的目标是满足人

民精神需求。世界上任何文艺作品，

都是给一定的受众欣赏和阅读的，而

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的目标就是满足

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之需。文艺工作

者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

的最高标准，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

人民绽放。人民群众对于有思想能

量、有文化内涵、有审美价值的精品力

作充满期待，这也是文艺工作者努力

创作的方向和追求。为了满足人民的

精神生活，文艺工作者应当守正创新，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滋养，从

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

主题、萃取题材，展现中华历史之美、

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中国人民奋

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

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前路广阔也

任重道远，只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

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

不负人民，必定能全方位全景式展现

新时代的恢宏气象，从文艺高原走向

文艺高峰。期待在新的一年，能够涌

现出更多为了人民、反映人民、赞美人

民、被人民所接受的优秀作品。

坚守人民立场
■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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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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