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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信阳

话说张庄集

张庄集与淮滨县城隔河相望，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
很多美丽传说。

春秋战国，张庄集是古期思邑的一部分，南北朝时
设过安宁县。 如今安宁古城早已面目全非，只有护城河
还较好地保留着。 护城河的西岸有个小村庄叫乌盆店
子，传说就是包公当年审断乌盆奇案的地方。 乌盆店子
西边不远有座高大的古城叫猪拱城，民间流传有猪仙筑
城的故事。 但是，明清时期的《光州志》《固始县志》都明
确记载这座古城叫张果城，民间也把张庄集俗称为仙庄
集，猪拱城一名的称谓看来是后人的误读讹传。其实，无
论张果城也好，猪拱城也好，都与历史的真实风马牛不
相及。 根据古城遗址内的出土文物判断，这是一处汉代
的古城遗址，其历史要比唐代才登上“八仙”之位的张果
老要古老的多。 古城已被淮水分劈为二，但在古时这里
丘陵起伏，松柏参天，禅院古寺，峨然而立，是个清静、风
景优雅的好地方。

张庄集不仅是张果城、 安宁城两城相联的古城遗
址，而且地面上古寺庙遗址特别多，见于史志记载的就
有真武庙、金龙四大王庙、张果庙、奶奶庙、寿安寺、马王
寺等等。

庙院林立，禅佛遍地，表现了张庄集历史厚重的人
文底蕴，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庄集的吴氏祠堂。 张庄
的吴氏是旧时固始县的名门望族，民间有谣云：“家有一
具牛，不如头上顶个吴。 ”可见其家族在当地的影响。 吴
氏祠堂是由古式回廊连接组成的号称 “九十九间半，下
雨不湿脚”的清代建筑群。 可惜这处颇具规模的清代建
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
清除、拆毁。 现存有一通道光二年固始知县张庭瑜撰文
的吴氏宗祠碑，记载了当年吴氏的显赫兴旺。

吴氏的显赫和吴氏祠堂的富丽堂皇，都源自于祖上
兴办学堂重视教育。 清康熙年间，固始知县杨汝楫在张
庄集创办至善义学，张庄集乡绅吴宏绪捐田百余亩积极
参与学务。 雍正年间其子吴用烈学成出任淇县训导，序
满后回乡治学。 吴用烈严格课子，九个儿子全部进入仕
途。 从雍正十一年到道光二十年的近百年中，吴用烈后
代子孙先后有二十多人中举，九人中进士，四人为庶吉
士。吴士功官至福建巡抚，吴鼎雯为翰林编修，吴玉纶官
至玉牒馆总裁、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署吏部左侍郎，吴
保泰官至国子监祭酒，提督广东、福建、浙江学政，州、
府、县令数十人，及至民国吴笈荪还担任过徐世昌大总
统府的秘书长。

“进士之乡”张庄集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一个家
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重视
人才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要，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是兴
邦强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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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豪歌向天涯
———访著名作家叶楠（下）

叶楠说，1947 年上半年，学
校还没有注意他们 ， 到了下半
年，问题就暴露了。 他们几个想
到解放区去，苦于没有门路。 当
时只有两个线索：一个是有一位
思想很进步的老师，他思想虽然
很进步，但他又不承认他是共产
党；再一个就是孙绍先，他们问
他是不是共产党，他的态度很暧
昧，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孙听说
他们要走， 就说：“何必要走呢？
留下来不是一样吗？ ”后来他只
介绍几位同学到郑州找关系，让
他们通过郑州的一个关系，北渡
黄河到解放区去，哪知他们到了
郑州没有接上头，几天后又回到
了信阳。

叶楠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
名叫叶杨，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
宣传部副部长。叶楠和他一直是
孙绍先的培养对象。 1947 年下
半年，孙绍先吸收叶楠与叶杨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了党小
组，希望他们能多团结一些进步
的学生。

后来，叶楠他们遇到了一个
信阳西乡的同学。 他姓余，比较
进步。 叶楠写了一封信，让他去
四望山一带找解放军，帮他们联
系。信的大意是：我们几个学生，
想到你们那里去，不知可以不可
以？后来叶楠很快收到了姓余的
带来的回信，同意他们去。

叶楠他们是 1947 年 12 月
离开信阳的。第一站到了龙门店，
就是现在南湾水库的淹没区。 当
时信阳县委书记叫马任平， 他让
叶楠他们学习 《土改大纲》 等文
件。他们学了三四天，就被分到贺
家冲一带，跟着县政府机关搞“土
改”，先后到了黄龙寺、游河、冯家
庄等地。当时他们还带着枪，马书
记对他们说：“这里离信阳才几十
里，你们是武装土改工作队，处处
要小心， 别等传到信阳被敌人发
现了影响家里人， 最好改个名字
掩护一下。 ”就是在那个时候，他
改名叫叶楠，一直到现在。 同学
们也都改了名。

1948 年 10 月，叶楠在军政
干部学校毕业后被留校了。 1949
年，叶楠到参谋队学习。结业后，
他由区队长改任为军务参谋。这
年秋天，部队整编后，军政干校
的校长王宏坤调到湖北去了，整
个军政干校迁到了开封，与河南
省军区干部学校合并。到了开封
后， 叶楠仍在军区干校当参谋。
这年 12 月， 中央军委下发一份
文件，要调一批文化高、身体好、
年纪轻、 政治好的人去学习海
军。 因为叶楠是军务参谋，领导

就让他物色人。当时他只物色了
两个，他跟校长讲：“我也去吧？ ”
校长同意了。 通过考试，中南军
区去的 80 多人才考上一半 ，没
有考上的又回原单位了。叶楠考
上了。凡是考上的都换上了水兵
服。 当时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学校”，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
海军学校，学校设在大连，他们
是第一批学生。 全军总共考上
200 多人 ，分两个系 ：一个是指
挥系，一个是机械系。 叶楠在机
械系学习。 1950 年 2 月入学，一
直学到 1954 年 5 月。 叶楠是学
潜艇机械的，毕业后他被分配到
青岛潜艇部队（北海舰队）当技
术干部，任机电业务长，1958 年
改任潜艇基地机电科科长。

1958 年， 由于叶楠爱好文
学，平时好写点东西，当时潜艇
部队就把他抽出来搞创作，让他
写反映潜艇部队的一个剧本。叶
楠感到这个剧本难写，因为潜艇
部队没有打过仗，平时训练又感
到没啥好写的。于是他提出写北
洋舰队、写中日甲午海战，因为
他对这一段的历史和邓世昌的

事迹比较了解。 在这以前，叶楠
还没有写剧本的尝试，能不能写
好，心里没底，只是抱着试一试
的想法。 他写了一个多星期，剧
名定为《甲午风云》。 说来很巧，
也算是机遇吧，叶楠刚把这个剧
本写出来，长影厂的编辑和摄影
来了，他们看后，当即表态要这
个本子。1959年剧本被拿到了长
影， 经过润色， 剧本先发表了。
1960年春节前，长影厂给叶楠发
来电报， 让他去修改这个剧本。
该片 1960 年开拍，直到 1962 年
才拍出来。 该片是反映 1894 年
中日海战的，上映后获得了一致
好评。 叶楠的一篇散文叫《朱红
色的底片》，1961 年发表在《人民
日报》 上，《新港》《大众日报》也
发表过他的作品。 从此，叶楠的
信心更足了，搞创作的劲头更大
了。 叶楠的作品在 《人民文学》
《解放军文艺》《山东文学》 上都
发表过，一年发表三四篇。

1976 年夏， 叶楠写出电影
剧本《傲蕾·一兰》。后来，叶楠给
外交部写了一封信，介绍《傲蕾·
一兰》的创作情况，因为这个剧
本是揭露沙俄侵略我国罪行的，
外交部给他回信说：“体裁很好，
可以拍。 ”上影厂听说了，就把这
个剧本拿去， 于 1977 年拍出了
上下集。 1978 年春天，叶楠到了
云南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和著
名植物学家蔡希陶一起生活了

三个多月，回到上海就写出了电
影剧本《绿海天涯》，很快就通过
了，并被拍成了电影。

1979 年，叶楠从重庆沿江而
下，在船上观察、构思，到上海后，
很快写出了电影剧本 《巴山夜
雨》。 上影厂看了本子当即决定
拍。 1979 年夏，他又到南海舰队
深入生活， 回来后写了一篇小说
叫《印有金锚的飘带》，在《上海文
学》上发表了。 1980年夏，叶楠和
北影厂《金锚飘带》摄制组到南海
舰队深入生活，拍摄影片。

1980 年，《巴山夜雨》也拍出
来了，上映后反映很强烈 ，荣获
1981 年全国第一届 “金鸡奖”最
佳故事片奖；叶楠荣获最佳编剧
奖；张瑜因饰《庐山恋》中的周筠
和《巴山夜雨》中的刘文英，荣获
最佳女主角奖；《巴山夜雨》还荣
获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和最佳

音乐奖；《巴山夜雨》和《傲蕾·一
兰》曾分别荣获文化部颁发的优
秀影片奖。

1982 年，叶楠还在继续搞电
影剧本创作。 他写了一个剧本，
叫《雪山上耀眼的明星》，1982 年
发表在上海《电影新作》上。 1984
年， 叶楠到了云南边防前线，回
来后写了一个中篇、 一个短篇，
还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 《丛林
中的雾在消散》， 拍成电影后改
名叫《鸽子树》。 1986 年上半年，
叶楠接受了一个任务：给天津电
影制片厂写刘邓大军 1947 年千
里跃进大别山的剧本。 剧本写出
后，名字叫《伟大的战略转折》。

叶楠一直觉得：豫南是个好
地方， 应该多出作家和艺术家。
他跑过全国不少地方，但潢川给
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 特别美
好。 叶楠在那里生活了五六年，
那里的风土人情、 城市风貌、河
流大桥、 古城店铺和石铺街道，
都是典型的南方城市特点。 像潢
川这样的县城， 这样好的环境，
叶楠说他所到过的县一级的城

市还是很少见的。 出人才，自然
环境很重要，因为环境可以陶冶
人的情操。 但是，如果真正想要
写出好东西来，必须要有扎实的
生活基础， 因为生活是大于、重
于灵感的，好作品是灵感和生活
撞击的结果。 能不能出人才、出
作品， 不在于客观条件如何，关
键是看作者， 只要作者肯学习，
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写出好东西
来的。 要想写出好东西，唯一的
办法就是多学习。

最后，叶楠请我转告家乡的
文学爱好者们：人的成功是不易
的， 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和努
力。 古话说：“人前要显贵，人后
必受罪。 ”要想提高自己，造就自
己 ，只有靠学习 ，靠奋斗 ，靠拼
搏，除此以外，是没有任何别的
捷径可走……

尤新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