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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来看看！”妻拿着当天的一张报纸，

放在我的眼前。

这是今年八月二日的《钱江晚报》，第十

版整版刊登《金守儿，一个不能忘记的杭州英

雄》，左下角配发《浙江日报》一九七九年四月

三十日头版照片。

四十年前！犹如密云中的一道闪电，刹

那间照亮了记忆中的整个天地。

《守卫祖国的忠诚儿子——记一等功臣

金守儿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事迹》，以头版头条

通栏刊登的长篇通讯，让《浙江日报》高扬起一

面引领全省的旗帜。

四十年前，我是浙江日报党群生活组的

小青年，在报社领导傅通先的带领下，与浙江

省军区干部李国桢、杜文和，四人组成赴广西

前线采访组。

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山高，林密，沟深，

路少，洞多，炎热多雨，又多雾。地形十分复

杂，这对大部队机动很不利，对观察、指挥协

同、补给运输都带来许多困难。但利于迂回

隐蔽，造成战斗的突然性。

山间多为森林、灌木林、藤葛所覆盖，寄

生植物纵横缠绕，上下重叠，交织成网。由于

林密草深，通视困难，战斗行动不便，看不见，

走不快，展不开。

雨季水流湍急，河床里的大块石、卵石，

多生青苔。人畜行走，极易滑倒。雨后形成

山洪，涨得快，水势猛，不能徒涉。碰上山洪，

队伍往往被割断。

路少人稀，有些小路无人走，而被杂草封

闭。很多地方根本没路，人行时，需用刀砍

路。丛林战中，敌我双方争夺道路居于相当

重要的地位。我部队的装备应是重量轻，体

积小，质量坚，可防雨防潮，砍刀、绳索、斧锯

成为步兵的随身装备。

我们上战地，入战壕，钻猫耳洞，在隆隆

炮声中形成战地通讯的构思。

我用一支圆珠笔，在采访本封面上写下：

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五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

战，广西前线。

翻开来，一页页记录着金守儿的日记、家

信和战友们的肺腑之言。

金守儿家乡：浙江省富阳县场口公社前

金大队。金守儿去部队前，为大队里的民兵

班长。一九七一年入团，一九七二年为团小

组长，并为小队出纳。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一

日入伍。

金守儿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的日记中

写道：“下午到连队开党员大会，主要内容是

传达上级指示，关于越侵柬反华形势加剧。

我们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时刻准备上战

场，保卫祖国，牺牲一切。”

金守儿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的日记

中写道：“连、分区首长为我们（边诚忠、李文

银、金守儿）三人欢送大会。戴大红花，然后

各班代表发言。晚，分区礼堂为我们几个人

拍照留念。”

金守儿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

记中写道：“到达驻地：广西防城县马路公社

本丰大队。番号：广西军区独立师步兵三团

三营八连；代号：五四二零八部队七八分队。”

金守儿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给家

里写信说：“我是一个预备党员，是班排骨干，

现有党支部决定，上级党委批准，明天离连队

到别的部队去，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一项

崇高的任务。”

金守儿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给

父母亲写信说：“我们部队同越南打了一仗，

打得很好！我们在边界得到上级的命令，十

七日早上采取了行动，用猛烈的炮火向越南

袭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他们打了一个败仗。

特别是在凭祥市友谊关，我们主力部队都在

那里，使用了飞机、坦克、大炮，一下子消灭了

敌人一个师、四个团，活捉了敌人的师长。我

们这次是自卫反击战，保卫边防的安宁才进

行的。我现在一直很好，请爸爸妈妈放心。”

金守儿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给

舅舅、表哥、表嫂写信说：“我们部队现在临战

训练，调整人员，决心再干它一场，为十七日

战斗牺牲的同志报仇。我虽然在眼睛的眉额

上给弹片擦伤了一块皮，不要紧，现伤已痊

愈，准备明天回连队去。这次我连打得顽强、

勇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战争是残酷

的，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为了边疆人民，

为了四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都是值得的。

你们来信对我鼓励，要求我进步。这一切我

都是知道的，我决心照你们信上所说的那样

去做。”

金守儿的英雄事迹，已经在我们深受感

动的笔下，化为《浙江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刊登

的长篇通讯。

时间的河流会淹没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然而，经久不衰的，无论何时何地，总会出现。

那天，我小时的邻居、如今作为杭州古建

筑保护的志愿者沈丹，参加党支部活动，去杭

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她参观金守儿烈士事

迹时，看到一张记者战地采访的照片，其中一

人似乎认识，便用手机拍了下来。

当我看到这张手机照片时，又惊又喜！

我第一次看到了当年在广西前线采访的自

己！五位年轻的军人，有的肩扛枪、胸挂子弹

夹，唯我穿着中山装，专注地听着金守儿战友

的讲述。

这张战地照片是谁拍的？当时，只有人

民日报记者、解放军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能

够上前线采访，有文字记者，也有摄影记者。

我感激这位至今未曾谋面的记者，为我留下

了青春之照。

今年六月十二日下午，我与妻一起到月

轮山麓。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宣教科长祝

丹丹，陪同参观了金守儿烈士的展板，当然也

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我。她从电脑里下载了战

地采访照片中的我。

相距四十年，炮火硝烟相随的场景，真真

切切，正在眼前。

我以普通人的眼光注视英雄。我以英雄

的魂魄强壮人生。

我以普通人的眼光注视英雄我以普通人的眼光注视英雄
袁亚平袁亚平

西子湖满眼烟雨朦胧，万松书院帘外雨

潺潺，画家王振尧先生约我品茶、读画、闲谈。

作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人

物画研究会会员，他的画作可观、可圈、可点

处自然甚多。早在1976年，他参加全国美展

浙江创作组，其创作的《今夜星光灿烂》被选

为送展作品；二十五年前的海峡两岸书画大

奖赛，他的一幅《夏梦图》便夺得银奖，此后又

成了绍兴市“第四届鲁迅文艺百花奖”得主。

然而让我动情的更是他在逆境中的拼搏，数

十年如一日，为了心中那一片蓝天，孜孜不

倦，笔耕不断。

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留在他记忆里的仅

仅是危楼顶层几箱深藏的字画，文革劫难字

画已没了下落。然而家庭带给他对传统文化

的亲和力没有失去，他喜欢看书，喜欢写字，

画画。他的速写集中有一幅《祖母》依稀透露

出一些信息：22 岁时的速写，五十年前的作

品，只画了祖母的背影。那双粗糙的大手、衣

衫上的补丁已说明了一切，不难想象古稀之

年的祖母是在何等的目光下劳作。一个背影

没有卑微和屈辱，却让人寻觅那祖母的故我。

出于世间沧桑，出于无奈，他根本没有选

择的权利。

19 岁那年报考浙江美院，校方专业认可

有意录取，却因“家庭出身”被打了回票。那

时候如此遭遇的青年背负着沉重的“出身”包

袱，现在的青年哪能理解！

1966年他那幅《轧稻场》速写，就是田头

秋收热闹的一个大场面。17 个人物动态各

异、生动有姿、组合有序，线条肯定概括，可知

是在极短的时间下寥寥几笔抢着记下的印

象，有激情，有灵感。

后来，他开始改用毛笔来画速写，但落笔

成型不能随便改动，难度很大。不知道他画

坏过多少纸张，好作品愈来愈多。《鲁镇即兴》

《道法自然》《放学以后》等人物习作，笔墨韵

味酣畅，讲究虚实疏密，都相当不错。他将自

己累积的速写稿寄给上海著名画家张桂铭先

生求教，张先生认为可以出书，并欣然为之题

写书名。2002 年在白砥先生的支持、责编

下，由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王振尧速写

集》。他的这些速写来自生活，均是有感而

发，自自在在，特赋天性，耐得寻味。著名书

画家韩天衡阅后题词“笔精墨妙，栩栩如生”，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有了人物速写的基础，加上往日自学积

累的文学知识，他的人物创作也逐渐问世。

力作《山阴道上》中慈祥老人那饱经风霜的面

容让人难忘。《学子》来自现实生活，表现学子

专心致志，眉宇间若有所思。画面自上向下

虚虚实实，对比强烈，空白留得也好。更值得

一提的是那幅《迅哥儿寄名》，形象地再现了

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故事，并且以鲁迅

佳作篇名集成一副对联，全方位呈现了他的

功底和学养，该是精心力作。他的连环画《社

戏》画稿，几乎每一幅都如作者亲身经历一

般，概括、精炼、意趣横生，构图十分大气。而

临近戏台“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

人家的船篷”那幅，更是取景微妙，视线开阔，

船只排列错落有致。

如果说“速写”为王振尧的人物画磨练出

准确造型的基础，而苦练传统文人画的梅兰

竹菊，则让他的中国画真正打下了扎实的笔

墨功底。《扇面·四君子》梅兰竹菊画得十分

出色，笔墨老辣，笔笔精到。梅的繁茂，兰的

飘逸，竹的挺健，菊的素艳都表现得恰到好

处。王振尧保留了自己艺术的一抹清纯，心

灵的蓝天是他的财富。

心有蓝天心有蓝天
卢炘

四十年前四十年前，，作作

为 浙 江 日 报为 浙 江 日 报

赴 广 西 前 线赴 广 西 前 线

采访组成员采访组成员，，

袁 亚 平 记 录袁 亚 平 记 录

了 历 史 的 瞬了 历 史 的 瞬

间间。。

胡子洛胡子洛 摄摄

评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