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FENGHUA DAILY
读书 2019年6月11日 星期二

责编：陈培芳 版式：赵坚 校对：陈美萍 电话：88962723

书 香 奉 城 全 民 阅 读

《三味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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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
在人类世界，人们相互间的战争，无论

如何都是一场场灾难。

然而，因为信仰和利益等方面的分歧

和争夺，战争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和延续

着。有战争自然会有战俘，或许是出于一

种人性的自省与宽容，在历来的战争中，交

战的双方都会有优待战俘的承诺。这似乎

给残酷无情的战争行为留下了一丝温情。

但是，并不是所有交战方都遵守相关协

定。所以，虐俘、杀俘的兽性行为在战争中

也并不少见。而在这个领域，日本军国主

义侵略者的行为表现非常兽性。

阎受鹏、孙和军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

《东极之光——“里斯本丸”事件纪实》，追

踪描述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

略者如何残忍对待英国战俘，而中国浙江

舟山东极岛的民众又是如何冒险拼力营救

保护战俘的动人情形。这是一个并不为很

多人知悉的历史事件，但在75年后的今天，

再次接近事件现场，打捞记述曾经的生死

相争相斗情景，并不是一个过时和多余的

行动。它对于人们认识战争的本真状态，

战争的无情，日本侵略者的兽性和中国民

众对于生命的珍惜和救助等，会有许多的

历史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两位

作者付出大量的实地采访和各种资料归集

研究劳动，最后完成这样的写实作品，应当

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担当与价值的寻求。

1941年 12月 25日，日本侵略者的铁

蹄踏上香港，大量的驻港英军及相关人员

沦为日军俘虏。日军出于扩大侵略的目

的，在“充分利用”战俘的方针下，“里斯本

丸”于 1942 年 9 月 27 日拂晓北上，押送

1816名英俘去日本做苦力劳工。于 1942
年 10月 1日早上 9时 30分许，在浙江舟山

外海东极岛附近突遭美军“鲈鱼”号潜艇发

射的鱼雷击中尾部而渐渐沉没。事前，日

军没有在“里斯本丸”上悬挂任何表明自己

身份的标志，让敌方明白自己的任务，依照

战争规则不要打击伤害战俘；也违反日内

瓦协定，没有通知国际红十字会。运送战

俘去做劳工，作贼心虚，什么都不标识，是

日军最狡猾最恶毒的选择。如果侥幸逃过

攻击最好，逃不过则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

消灭掉战俘，把责任推卸给盟军，在舆论战

中取得先机，给盟军一般战士的心理以沉

重打击，这未必不是一条良策。在“里斯本

丸”遭到盟军潜艇攻击之后，日军的所作所

为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维。如何对待已

经失去抗争能力的人的鲜活生命，表现出

了日本侵略者的狠毒残酷和中国老百姓的

慈善大义和勇敢。

《东极之光》根据大量的采访调查，检

索当事者的回忆记述，具体而真实地描述

了当时的情形。当轮船被击中行将沉没的

时候，船上押运英俘的日军首领和田英男

少尉想到的不是设法救人，而是赶紧封死

钉死舱盖口，防止英俘出舱；在有好几条船

前来救助并转移走很多日军，还有可能救

助他人的情况下，日军依旧不给俘虏打开

生路，企图让他们与伤船一同沉入海底。

日军用枪击碎试图逃出舱门的英俘的头

颅，用枪射击开始夺命反抗的英俘。经过

激烈地生死搏斗，千余名英俘终于在“里斯

本丸”沉没前出舱跳入大海逃生，其余英俘

和侨眷却随船沉没海底亡命。而对于跳入

海中的英俘，日军不但不给予救捞，而且不

断向海面扫射，甚至用其他船只在海上碾

压，企图通过各种虐杀手段，不使一人生

还。好在随着海浪的涌动，跳水的英俘渐

渐地被海浪涌向海岸，被中国岛民发现，嘹

亮的螺号声响起，来自青南、青东、青岙、沙

湾多地的渔民迅速赶来，冒着被日军迫害

的风险，对落水者提供救助，最终迫使日军放

弃继续屠杀落水的英俘。渔民们不顾风急浪

高，不惜自己的凶险，勇敢顽强地实施艰难救

助，情景感天动地。据浙江省档案馆保留的

当时定海县东极乡乡公所资料记载，东极渔

民出动渔船 46艘、救助 65航次、使 384名身

陷滔滔大海的苦难英俘绝处逢生。在那个战

争年代，岛上渔民自身生活非常艰难，他们拿

出衣服给英俘穿，拿出食品给英俘食用，让出

房子给英俘存身。可是，罪恶的日军，却没有

忘记这些被渔民救助上岸的英俘。10月3日
上午，附近驻地日军，除派遣飞机对“里斯本

丸”进行集中灭绝人性地轰炸外，还派出日舰

载来 200多名荷枪实弹的日军，对青浜和庙

子湖两岛进行清剿，除侥幸躲藏在海边暗洞

的伊文思、法伦斯和詹姆斯敦三人脱险外，其

他被渔民救上岸的 381名英国战俘再次被押

上日舰带走了。伊文思三人后被渔民历尽艰

险转送到抗日自卫第四大队，被队里政训室

的李伋收留，再转安全地方；而被日军清剿去

的 381名英俘却被继续转去日本做劳工，遭

受奴役直至二战结束。

当这个战争灾难中的灾难发生时，对如

此众多人的生命处于生死一线的关头，日本

侵略者和中国的老百姓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

度和行动，疯狂残暴的兽性和善念高洁、珍惜

生命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极的渔

民，受当地古来“海滩文化”的熏陶浸润，对于

生命有极大的珍惜尊重自觉。每逢海难，他

们不管遇难者为何者，都会舍生相救，“他们只

知道救人”。这种纯粹的人性光辉，让很多遇

难者或死难者得到最好的结果，留下了很多温

情动人的故事。可是，在“里斯本丸”沉没事件

发生的过程中，日军的兽性表现，却同渔民们

的这种人性表现出了严重的对立冲突，在救与

不救之间，在施救和虐杀之间，将二者清晰地

区别与定位。阎受鹏、孙和军的《东极之光》，

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原貌呈现，文学地描绘了

这种光明与阴暗的区别与表现。东极渔民身

上的这种大善情怀和对生命的珍爱，是一种

应当高扬和厚待的人类健康普世情怀，是需

要永远给予钦敬和心怀感激的。

我们或许不能够将当年日军的兽性暴行

视为一种日本民族的习性。但是在二战期

间，日军类似的虐俘暴行，绝非此一例。就在

“里斯本丸”沉没前不到半年的 1942年 4月，

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就曾在不提供衣物、食品

和水等生活必备物资的情况下，勒令 80000
多驻守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俘虏行军，最后

导致至少有 15000名战俘被虐杀或遭受死

亡。因此，今天重新追踪和还原“里斯本丸”

沉没事件原貌这样震惊人心的人类灾难，也

是对当年日军兽性的一种声讨与谴责。特别

是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某些试图唤醒战争渴

望，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狂妄者发力的时候，

这样的行动，会更加富有现实意义。

《东极之光》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采取

了十分客观从实的态度。作品除了对东极当

地的文化传说和珍爱生命的习惯作风进行了

必要的探访以外，用力最多的是调查还原事件

的历史进程脉络和现场表现及后来结果情

形。作者的采访细致，尊重事实，不赏虚言，不

轻易生发。这是以事实为基础原则表达的写

实文学的根本特点，也是这种文学作品具有历

史现实价值意义和力量的地方。《东极之光》在

写实同时注意细节描绘，有温度，有筋骨，有

道德，作品中许多细节故事让人惊心动魄。

特殊意义的事件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内

容，成就了两位作者对“里斯本丸”事件翔实

记述的史诗价值。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浙江舟山渔民冒着

生命危险营救了日本‘里斯本丸’上数百名英

军战俘。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

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在历史事件中鉴定美与丑
——读《东极之光——“里斯本丸”事件纪实》

《成事》
作者：冯唐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
定价：68.00

推荐理由：
少数人为什么能成事？为什

么能持续成事？为什么能持续成

大事？而多数人，手里一把好牌，

为什么就总是出昏招，就总是打不

赢？还有一部分成过事的人，暂时

挫败之后、暂时成功之后，为什么

就彻底慌了，就完全不知道应该如

何继续做了？在成事一项上，曾国

藩千古一人。在非常难做事的晚

清，他做实事，做很大的实事，持续

做很多很大的实事，为师为将为

相、立功立德立言，留下了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的方法论和修炼法

门。成功不可学，成事可学。《成

事》以梁启超编选的《曾文正公嘉

言钞》为底本，集合曾国藩、麦肯

锡、冯唐个人过去二十年的管理实

践，提供了简单实用的成事方法

论，帮助中国管理者克服心魔、带

领团队，成事、持续成事、持续成大

事。

《万般滋味，
都是生活》
作者：丰子恺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定价：42.00

推荐理由：
愿你永葆童真，并乐此不疲，

去生活。

一个人，在面对变化莫测的世

界时，怀揣的不是无处可逃的感

慨，而是“不如喜悦、不如清心、不

如释然”的心态，以一颗童心过生

活，这样的人，必定是懂得生活真

正滋味的人，也是内心极其强大的

人。

全面收录《渐》《大账簿》《梦

痕》《给孩子们》等 40篇丰子恺经

典散文作品，精选 40余幅全彩漫

画，完美还原丰子恺漫画清新、自

然的本色。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让浮躁的心静下来，用心感受日常

的一箪食、一瓢饮、一豆羹，安享生

活的万般滋味……

裘七曜
草木有本心，岁月亦真情。有时候常

想：我们小时候那些常见到的动物都去哪

里了？譬如，那时经常玩“老鹰抓小鸡”的

游戏。这种游戏本身源于现实生活中有感

而发才产生的。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那时，

家门口的老母鸡带着小鸡在阳光下啄食嬉

戏，有老鹰从空中呼啸而来，从天而降捕捉

小鸡。母鸡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仰望着，

奋不顾身地与老鹰决一胜负，有时候老鹰

悻悻而归，有时候侥幸得手……只是，后来

老鹰日趋减少，现在几乎不见了。问了一

个上了年纪的老农民，他说有可能是农民

为了灭鼠，在田埂旁放了鼠药，结果吃了鼠

药的老鼠，又被老鹰和猫头鹰等吃了，自然

也毒发身亡。只是，老鼠繁殖得快，故没怎

么减少。

在读了这本《寂静的春天》以后，我深

深地陷入了沉思并为之震撼。这本书以生

动具体的事例，翔实准确的数据，揭露了

许多农药，特别是 DDT （现已禁用） 对

美丽大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汹涌澎湃的海

潮侵蚀礁石，其实它们于无形之中，无孔

不入、不可阻挡地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书中除了介绍各类杀虫农药的作用与危害

时，还用大量的篇幅讲解了它们的化学成

分与生理生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等原理。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蕾切本·卡森是个理性

的作家，她心忧天下，心怀梦想，善于思考，她

提出了放弃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寻找

新型的方法来改善生态环境，如用生物防治

法等。

本书语言简洁流畅，直捣人心，读之朗朗

上口，妙趣横生，给人启迪和深思。如把鸟类

比作“大自然的卫兵和警察”，生动形象、烂漫

飞动，令人忍俊不禁。文中还引用了童话故

事和神话故事等来说明事理，新奇神妙，借此

引发读者的兴趣，令人身临其境。

蕾切尔·卡森（1907-1964）是美国海洋

生物学家，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寂静的春

天》是她的代表作，也是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

著作之一。

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的共同家园，我们

应该想方设法彼此和睦友善、平衡相契，就像

让月光与玫瑰花同时出现。我们眼里的春天

应该是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我们眼里的春天

应该是万木葱茏、百花争艳；我们眼里的春天

应该是鸟儿于青山绿水间，优雅地飞翔，嘤嘤

嗈嗈、啁啁啾啾地叫着，声音此起彼伏……可

是，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图方便，使这

个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譬如人们为了除杂

草，图省力，大量使用除草剂，结果适得其

反。使土地污染贫脊，庄稼萎靡不振，本草减

少，药剂的污水流入河流使鱼类患病或灭绝，

而最终祸及的还是人类自己。

所幸的是，现在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农

药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像那些污染严重的，剧

毒型的基本上已禁止使用。而科学家也正在

通过全新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方法来

解决这些问题。充分考虑和协调各种生命之

间的力量，有利于人类和动物向着和谐共生

的方向发展。

让青鸟重回枝头，让春风柔抚而过，让鱼

儿自由畅游，让所有的万物神韵化境、生生不

息……让我们去关注和重视这个问题，并在

全社会加以推广和提倡。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还是适合去“翻阅”一下的。认识自然、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大家群策群力、天

人合一，共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我在春天里沉思……
——读《寂静的春天》

林杰荣
《边城》大概是我读过最纯净的一本文

学作品，它的纯净在于对人性美的自然刻

画，简单而又有张力，朴素而又见深度。

沈从文先生一向以“乡下人”自居，他

的众多创作流露着浓郁的“乡味”，那是一

种纯粹而又原始的“乡味”，是文学作品回

归本真的人性指引。对此，《沈从文传》的

作者吴立昌教授在其中一本书中分析得确

切：“如果说，沈从文那么多不同文体的创

作是‘磨盘’，那么人性则是‘轴心’，离开

它，作家的笔就无法转动……”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现代名著，《边

城》的整体构架非常简约，一个山清水秀的

湘西边远山城，一段惹人怜惜的清纯爱情

悲剧，没有过于宏大的背景设置，没有过于

繁杂的人物关联，一切如同湘西田园中缓

缓流淌的溪水，清澈平淡，不疾不徐。

女主角翠翠的人物形象完全是由“真

善美”三者拼凑而成，是沈从文先生对人性

美的传统化与理想化产物。

至于翠翠的原型之一是沈的妻子张兆

和一说，我也深表赞同，显然沈先生是想通

过翠翠来诠释他对理想爱情的标准，她就是

沈先生情有独钟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人”。

翠翠出身贫苦，自幼与摆渡维生的爷爷

相依为命，但她乐观开朗，纯真善良，有着小

女儿的羞涩，也有着男儿般地坚强。

对爱情的忠贞是她最闪亮的地方，于是

在心上人傩送离开茶峒小城之后，在“这个人

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的无限

煎熬中，毅然坚守在爷爷生前摆渡的地方，坚

守着那份遥遥无期的爱。

即便一生坎坷，翠翠也从未流露出愤世

嫉俗的偏激情绪，在她身上只能看到坚持，只

能看到期盼。

摆渡情节的描述则是翠翠温柔善良的集

中体现，对待每一位乘船的人她都犹如至亲

好友，关怀备至，但凡她能够为别人付出的，

丝毫没有吝惜，仿佛她生下来就是为了帮助

别人而活着。在她身上看不到半点功利，看

不到半点世俗。

关于这一点，沈先生对茶峒这座湘西边

城的描绘便已经隐晦地点明。小山城宁静清

秀，安详和平，宛若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世

俗与功利根本无法污染当地人的淳朴善良。

把边城设置为理想中的乌托邦，在这里

供奉着人性中最纯粹的美，或许我们可以把

它称作神性——那是人性中闪着天使一般光

芒的部分。

沈先生试图用人性中的至美来淡化现实

的黑暗，所以他为翠翠的命运安排了两次悲

剧的邂逅：爷爷的逝世以及傩送的离开。在

此之后，翠翠的内心反而得到升华，她的爱变

得更加纯洁透明，一如湘西柔美的山泉，纯得

没有丝毫杂质。

如此，边城得以超脱成为卓立于世俗之

外的存在，而翠翠则是支撑起边城生命的精

神内在。

或许在若干年后，当我再一次翻阅《边

城》，我的心中会泛起如此感慨：曾经，有一种

文学叫做“边城”，有一种人性叫做“翠翠”。

有一种人性叫做翠翠
——《边城》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