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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
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
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
心狼。”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的文艺活动中，尤其是在去年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时
候，这首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歌》一再传唱，让我们记住了歌曲的
作曲者周巍峙。

周巍峙（1916年-2014年），1937
年参加八路军。著名音乐家，曾担任文
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获文化部
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突出
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等荣誉。他担任
总指挥之一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更是让我们这代人曾经那么痴
迷。由于周巍峙在《东方红》中所表现
出的杰出组织才能和艺术才能，得到了
周恩来总理的较高评价，称其为“既懂
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才”。

1996年12月，80岁高龄的周巍峙
出任中国文联第六届主席，进入新世纪
后连任第七届主席，第九届名誉主席。
作为一名音乐艺术家，又有相当繁忙的
行政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一线，指
导地方文艺工作。他的秘书唐晓刚坦
言，周老出差去得最多的地方，以县级
市为例，非江苏太仓莫属。就地理位置
而言，太仓毗邻上海，与江浙一带的城
市靠近，来去也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太
仓有周老牵挂的吴晓邦舞蹈艺术馆，有
太仓结识的忘年朋友，因此周老与太仓
结下了不解情缘。

吴晓邦（1906年-1995年），20世
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开拓者和
实践者，杰出的舞蹈家、理论家和教育
家，曾任中国舞协主席等职。1906年，
吴晓邦出生于太仓古镇沙溪，是太仓走
出去的一代杰出文化名人。

1995年，吴晓邦在北京逝世。为了
缅怀这位中国新舞蹈艺术的播火人，中
国舞协决定就筹建吴晓邦舞蹈艺术馆
事宜与太仓方面商谈。1997年3月31
日，在中国舞协常务副主席邢志汶的陪
同下，81岁的周老在刚当选中国文联主
席后不久，第一次来到晓邦的故乡太
仓。在听取了相关部门汇报后，周老对
太仓方面的规划设想非常满意。打这

以后，为了吴晓邦舞蹈艺术馆的筹备、
设计、施工、开馆等具体事宜，周老多次
前来太仓，还与太仓文艺界人士结为莫
逆之交。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会上有个提
案，建议在吴晓邦的家乡设立吴晓邦舞
蹈纪念馆，这个提案是由一位政协委员、
《舞蹈》杂志编辑提出的。提案落实到江
苏省，省里同意在太仓沙溪“小白楼”，即
吴晓邦故居筹建纪念馆。后来，太仓市
委、市政府安排吴炯明等人前去考察，觉
得“小白楼”虽然是一幢欧式的独栋建
筑，但体量不大，空间也小，且夹在老旧
居民区里，进出交通不便，不适宜做纪念
馆。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开始酝酿，在
太仓市区选择一块地方，筹建吴晓邦舞
蹈艺术馆。这样，在市区设立艺术馆，
既方便客人瞻仰参观，又与“小白楼”的
故居能够呼应起来。

周老与吴晓邦是老战友、老朋友，
又是晓邦舞蹈的老观众，十分推崇晓邦
的新舞蹈艺术成就，赞赏他为中国新舞
蹈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因此吴晓
邦艺术馆筹委会由周巍峙与江苏省委
副书记顾浩共同担任，还设立了相应的
办事机构，确保各项筹建工作稳步推
进。此时，适逢太仓老城区内的太仓少
年宫搬迁，准备在新区新开辟的宽敞笔
直的东仓路旁，建造新的青少年活动中
心及小剧场，附近还有实验中学，筹委
会人员盘算今后可依靠活动中心，建造
吴晓邦舞蹈艺术馆，是个很不错的选
择。

一切筹备工作顺理成章地进行。
在这期间，周老在京听取中国舞协及太
仓方面的专题汇报，并多次前来太仓关
注吴晓邦舞蹈艺术馆的推进，了解相关
进度，并作出相应指示。1996-1998年
前后，周老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他仍
不顾年迈的身体，亲力亲为，对艺术馆
筹建工作非常上心。

1997年12月5日，他从北京乘坐
飞机到上海虹桥，径直到上海章永浩雕
塑工作室察看吴晓邦雕塑小样。这尊
吴晓邦雕塑站像，是艺术馆的重要组
成，也是人们将来瞻仰艺术馆的“第一
门面”，因此雕塑站像要体现舞者吴晓
邦的精气神风范。周老等人观看小样

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接着，周老马不停
蹄地赶到太仓时已是中午12点，接待
人员请周老先吃饭、午休，下午去现
场。可周老执意先去现场看看。当时
现场还是一片田野，周老顶着风雨，走
在泥泞的田埂上，他步履轻松，灵活自
如。周老说：“我在童年时代走惯了乡
间小道，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还有沟沟
坎坎。我们都走过来了。”一个多小时
的冒雨考察，周老他们的衣服都淋湿
了。周老看着选址地块，觉得非常满
意。来到宾馆，周老风趣地说，现在吃
得下饭喽。

经过上海舞协的穿针引线，吴晓邦
舞蹈艺术馆的设计方案由同济大学承
担。当时，设计方出具了三套不同形态
的建筑图纸。为了征求各方意见，筹委
会决定召集筹委会成员拍板定夺。为
了节省时间，周巍峙乘坐夜间火车，从
北京赶到南京，与顾浩副书记等一起会
面商议。在汇报会上，吴炯明做了建筑
方案汇报。经过大家反复比较，最后决
定采用圆形造型的艺术馆方案，从高处
俯视比较符合舞蹈旋转状的元素，动静
结合，融汇了民族性和舞蹈艺术的流线
性，具有鲜明艺术特征。设计堪称巧
妙，延续了吴晓邦先生的舞蹈之情。

太仓方面负责纪念馆建设，舞协方
面收集展品，分工协同，加快推进。期
间，周老有时到上海、南京、苏州开会或
办事后，总要顺道前来太仓。对吴晓邦
艺术馆的筹建非常上心，非常惦记。

吴晓邦新舞蹈思想研讨会，是由中
国舞蹈家协会和太仓市政府共同打造
的一个品牌活动。第二次研讨会于
1998年12月17日在太仓举办，周老兴
致勃勃前来参加，会议期间，还特意赴
艺术馆基建工地视察。

1999年5月15日，中国首家纪念
性舞蹈艺术馆——吴晓邦舞蹈艺术馆
在太仓落成开馆，也是国际上唯一以一
位舞蹈家命名的艺术馆。该馆总建筑
面积1300平方米，占地4000平方米，
拥有两个展览厅和一个多功能厅，并有
舞蹈房等设施，是海内外舞蹈界人士瞻
仰和举办纪念活动的主要场所。周巍
峙专程前来参加开幕仪式，为艺术馆开
馆剪彩，吴晓邦铜像揭幕，并做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一代舞蹈宗
师吴晓邦同志是中国第一个编演舞蹈
作品讽刺旧社会黑暗，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反对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
富有开拓性的舞蹈家；他是第一个在中
国创办舞蹈教学机构，培养舞蹈人才，
在各地推进新舞蹈运动的热心的教育
家和领导人；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
究舞蹈艺术的理论家。他对中国舞蹈
创作、人才培养和舞蹈事业的推进和提
高，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值得后
人敬仰和学习。”

周老与太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太仓，他一面推进吴晓邦舞蹈艺术建
设，另一面也关注太仓文化建设。周老
在太仓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教育界的
朋友，有的成为忘年至交。作为中国文
联的主要领导，他非常关心基层文联建
设，两次欣然为太仓文联题词“办实事，
抓繁荣，为人民”“传统必须继承，艺术
更贵创新”，勉励太仓文联大展宏图。
2002年5月，周老参观太仓张溥故居，
2007年走进太仓高式熊艺术馆，走进江
南丝竹馆聆听了一场丝竹演奏音乐会，
参加《吴炯明剧作集》首发式等活动。“一
代舞魂”“福地文化”“太仓江南丝竹馆”

“恒发摄影艺术馆”“高式熊艺术馆”……
娄东大地留下了周老遒劲有力的题词。
一个个题词的背后，都有许多真切感人
的故事。这些具有太仓地域特色的场
所，成为现代太仓的文化名片。

古镇沙溪，吴晓邦的出生地。周老
多次前来这里考察。这是一座有着
1300多年历史的江南水乡古镇，它保
存着明清临水建筑和漫长的古街，古老
的小巷，古朴的古桥及历史文化名人故
居。沙溪镇于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
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镇”
花落沙溪，其间与周老的推动密不可
分。打这以后，沙溪古镇保护拉开帷
幕，各项工作风生水起。

“身居高位，平易近人。不说套话，
不讲虚话，不打官腔，对艺术的追求执
着不已。”大凡接触过周老的太仓人，都
留下了这样的深刻印象。周老，令人景
仰的人生楷模。周老与太仓的情缘，似
君子之交，如高山流水，成为太仓文化
建设的一段佳话。

周巍峙与太仓情缘
□宋祖荫

南园为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王锡爵赏梅种菊
处。其孙画家王时敏增拓其园，邀叠山大师张南
垣主持营造，画师与匠师高手合作，使南园成为清
代以来吾邑园林之首。1998年，经过6年的建设，
南园恢复了原有景点，现在第二期建设已经完
成。南园，湖光山色，溪流纵横，建筑精美，设计巧
妙，布局紧凑，精致玲珑，树古竹雅，风景旖旎。

南园的春天主要有迎春花、梅花、茶花、玉兰
花、桃花、牡丹花、兰花、木香花、海棠花、绣球花、
杜鹃花、月季花等。迎春花，嫩黄色的花朵娇小玲
珑，密密麻麻长在下垂的花枝上，整棵迎春花像一
个半人高的金黄色花球，艳丽动人把春报。梅花
傲霜怒放，冷艳俊俏，暗香涌动，芬芳弥漫。牡丹
花，花大盈尺，五片花萼，奇美花叶，色姿香韵特别
美。南园的牡丹花告诉我，“国色天香”“花魁”称
号名副其实。南园的春天，迎春花笑，桃吐丹霞，
梅送暗香，牡丹艳丽，杜鹃火红，万紫千红，蜂缠蝶
恋。

南园的夏天主要有荷花、石榴花、广玉兰花、
月季花等。夏天里的南园，一湖美景，倩苇丰蒲，
莲叶田田，荷花艳艳，吐芯芙蓉堆锦绣。缤纷绽放
的莲花，花瓣如神女丹唇，送妖娆之姿，展芬芳之
色，绽放万种风情，散发醉人清香。含苞待放的莲
花，“新荷初露角尖尖，朱笔一支扬九天。”出类拔
萃，婷婷玉立。并蒂莲，卿卿我我，羞羞答答，“犹
抱琵琶半遮面”，仿佛在等待成熟，盼望喜悦。荷
花香泽比梅花，淡泊似秋菊，妩媚类芙蓉，明艳胜
芍药。荷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的娇美，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大美。满湖是“绿盖亲亲意，红花脉脉情。”

南园的秋天主要有桂花、菊花、芦花、月季花
等。南园里种了很多桂花树。桂花香气馥郁，盛
开时，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全园。桂，米粒大的四
瓣花朵，密密麻麻地长在每根树枝上，润如珠玉，
嫩若凝脂，轻柔细俏，色艳香浓。菊，袅娜风流的
身材，妩媚鲜艳的色彩，迎寒而秀，凛然傲霜，谢不
落英，逝有余香。菊，随遇而安，伴陶渊明把诗
唱。菊，得到文人墨客的喜欢，以菊为友，酌酒品
茶，作诗绘画。南园经常在秋季举办菊展。菊展
上我看到菊花有千姿百态，有的呈球状，有的呈丝
状，有的呈塔状，有的呈柱状等。菊花的色彩有
红、橙、黄、绿、蓝、白等，还有复色，黄中有红，白中
有绿等，姹紫嫣红。菊展时用一盆盆菊花组成了
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图形，有“似锦繁华万花妍，玉
立披霞美若仙”的生动效果。

南园的冬天主要有腊梅花、茶花等。腊梅花
冲寒怒放，清雅幽香，持久而弥远。朵朵腊梅花晶
莹剔透，迎着红月闪耀着金光。我赞美腊梅花，是
因为她战严寒，斗风雪，坚韧顽强；是她馥郁的芬
芳，沁人的清香，零落成泥辗作尘，依然香如故；是
她只把春来报，待到春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南园的四季，季季飘香季季浓。南园的花，笑
靥年年美，芳华岁岁春。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后辈，
能够感受到现在幸福的生活，但是，这
种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在意识中还
是比较模糊。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加清
晰的认识，4月13日下午，我踏上寻访
红色地名的路。

事实上，目的地很明确：太仓市璜
泾镇雅鹿村唐家宅。

唐家宅是一个很普通的地名，就好
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张家巷、李家村一
样，然而，唐家宅与其他地名不同的是，
它承载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光辉历史。

1941年1月6日，震惊全国的“皖
南事变”爆发，千古奇冤，阴风凄雨，国
土沦丧，山河破碎。1月22日，江南抗
日救国军政治部发布通令，将苏常太地
区划为苏南第一行政区，下辖苏州、常
熟、太仓、阳澄4个县，坚持抗日。

2月5日，太仓县抗日民主政府就
在唐家宅的赵光家里宣告成立，隶苏南
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建立3个行
政区。之所以选择雅鹿村的唐家宅作
为大会所在地，因为通往这里的道路均
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路，而且河道交
叉，地形复杂，交通很不便利，距离日寇
汪伪军两个据点比较远，是中共地下党

活动的有利地区之一。
走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

情景再现的铜雕。其中有位戴着草帽
的农民，一只手举在帽檐前作瞭望状。
那是一个缩影。当时为了防范需要，组
织了一些有觉悟的百姓，层层设立岗
哨，防止日伪军偷袭，一旦发现敌人动
向，立即报告；遇见乞丐和走街串巷的
换粮人等，只能进入不准出去，到指定
地点招待饭菜，待会议结束后才能离
开。

正中间是主屋，也是当时会议的现
场。主席台设在中间。会场布置得虽
然简朴，但十分庄严隆重，红布横幅上
书“太仓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墙
上张贴着抗日的标语口号。可以想象
得出当时会场中的气氛：紧张中带着对
上级领导（党中央）指示的期盼，和对日
伪残暴行径的激愤，群情高涨，决心抗
战到底。

会议从上午10点持续至下午2点
左右，参加会议的有时任苏南第一行政
区行政督察专员任天石，地下党组织成
员汤钧、易有光等。参加会议的还有县
人民抗日自卫队和当地群众200人左
右。督察专员任天石作报告，任命郭曦

晨为太仓县政府第一任县长，秘书陆政
翔，县政府下设民政科长朱田农，财经
科长丁元，教育科长杨俵，副科长杨顺、
王瑞龙，军事科长于鹤格。

会议进入尾声时，当地百姓们自发
组织余兴节目庆祝会议胜利闭幕。节
目正在进行中，情报员进来报告敌情
说：“璜泾和北新闸两个据点日伪军下
乡活动，可能要来袭击。”会场上的领导
听了敌情报告后，当即决定文化节目停
止，群众有序疏散，党员干部和战士们
转入作战准备，待情报员又来报告说日
伪军队已回据点，才解除了战备状态。

主屋之外，两旁厢屋内陈列着一些
战争时期的实物，有步枪、刺刀、弹药
箱、手榴弹、军号、发报机，沙包等，特别
是一把第十八路军的大刀，让人浮想联
翩。看到这些实物，我们的耳中仿佛响
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嘹
亮歌声，仿佛看到了游击战士浴血奋斗
的真实场景。此外，厢房内还陈列了一
些其他史料，比如有当地志愿军老战士
崔根林同志献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留
守处通行证》等珍贵实物，这些实物，很
具体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艰难而辉煌
的征程和一脉相承的红色使命。

太仓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与太
仓县民抗联合发表《告民众书》，制定总
的工作方针：一是抗日救国，组织民众，
扩大武装，保卫自己的家乡；二是解除
人民痛苦，改善生活；三是提高人民文
化水准，普及教育；四是优待抗日军人
家属。广大群众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
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支援抗
日斗争，从而使太仓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主办
了不定期油印报纸《团结报》，每期发行
100份左右。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
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张英、县长郭曦晨分
别为该报题词或题字。共出版20多
期，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日的唐家
宅，已经建成了新型的农村居住区，看
着幢幢住宅，宽敞明丽，小桥流水，绿茵
葱葱，唐家宅边的小道上甚至铺上了红
地毯，整洁漂亮，难怪当地人在草坪上
留下了一条标语：“美丽村落是我家，农
村不比城市差”，自豪之情跃然而出。

离别之际，我让当地的接待人员帮
我拍了张照片，以作留念，并且不由得
内心感叹：不虚此行啊！

寻访红色地名
□陈健

我儿时在豫西南的农村长大。那时候，多数
的人家都能解决温饱问题，但离小康生活还差得
远。

村里人都很勤劳淳朴，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
一片菜园子。农闲时节，炒个小菜，喝点小酒，生
活就多出了一层特别的滋味。

那时的酒分为两类。一类是瓶装的，一般招
待客人时用；还有一类是散装的，留着自己平时解
乏解闷时喝。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他
们身体强壮、活干得又快又好，但同时也都喜欢在
农闲时喝点小酒。在我的印象中，我家中从来不
曾缺过白酒，客人来了干一杯，没有客人了自己喝
一杯，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光景。

家里有喝酒的人，打酒自然就成了一项重要
的事情。我母亲隔三差五都要到集市上去打散
酒，以做好补给，避免家里的酒壶见了底。她常光
顾的摊位，摊主叫老张头，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做酒
人。他的酒，据说比酒厂里出的瓶装酒质量还好
些，都是自己用纯粮酿的，口味颇佳；同时，他人也
很实在，从来不以次充好、假冒勾兑，而且也从不
缺斤短两，因此，在我们那一带颇有些名气。

有一次，母亲又去打了酒回来，晚上吃饭的时
候，似乎不经意地说道：“老张头今天找钱找错了，
多找了一元八角钱。他一大把年纪了，做酒卖酒
也不容易，多找这点钱，没赶回去还给他，心里有
点过意不去。”

当时大家都在吃饭，谁也没有在意。那时候
出门，大多都是带着五元、十元钱去赶集。一元八
角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总归算不上什么了
不得的事。

但也就是在那天晚上，爷爷从正房往灶房去
时，被一根棍子绊倒，额头上摔了一个口子。

农家院子里的晚上，白炽灯泡照在地上，泛着
白光；丢在地上被剥了皮的那根木棍也被映照得
发白，年事已高的爷爷眼神不好，毫无征兆地就摔
了跤、遭了罪。

父亲慌里慌张地带爷爷去找医生，消完毒包
扎好，刚巧花了一元八角钱。

母亲知道了这个结果，自责了好久，对我和弟
弟说：“看来这是老天爷不高兴了，如果不多拿老
张头那一元八角钱，你爷爷大概也不用遭这趟罪
了，这都是我的错呀。”

第二天，母亲就去找到老张头，退了他多找的
那一元八角钱。

如今，老张头和爷爷都已故去多年，父亲和母
亲也已年迈，但我和弟弟却继承了故乡勤劳淳朴
的乡风，并按照母亲的嘱咐，活成了不贪便宜、正
直善良、心底光明的人。

南园的花
□孙仲秋

一元八角钱
□贾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