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赞抗洪救灾英雄
———人民子弟兵

周 健

盛夏酷暑

暴雨肆虐我的家乡

三伏正热

洪水在滨城更显猖狂

淮河大堤经历着严峻考验

人民子弟兵就是坚固的屏障

他们时刻准备着

用身躯构筑铁壁铜墙

雨大来急

沉着应战心不慌

水涨迅速

麻袋沙包肩上扛

泥里打滚

水中翻浪

视水魔为顽敌

狭路相逢剑露锋芒

困累不怕

天当衣被地当床

饥渴不惧

凉水止渴饼干作干粮

哪里有险情

困累饥渴全扫光

这就是军人作风

守护的大堤就是战场

这就是军人气质

优良传统继续发扬

为了大家舍小家

近在咫尺也未能回家探望

不惜流泪流汗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畏流血牺牲

都是国家的好儿郎

你们是大堤守护神

淮河大堤固若金汤

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疫情已克抗洪也将战果辉煌

鹤冲天·致敬中国军人
邹 相

征战沙场，刀剑迸寒光。
护国保家园，未敢忘。

还我旧山河，手刃贼寇王。
何惧马裹尸？

青山绿水，遍地沐浴霞光。

强我军威，八一旌旗飞扬。
幸得子弟兵，守四方。

且寄清风明月，号声起，歌嘹亮。
迷彩铸金刚。

敬我军魂，舍生忘死安邦！

桃花落
李伟莉

漫漫红尘

我不是你窗外的

那枝桃花

日日为你盛开

我是阡陌与流年

交错的回眸

今世

在你必经的途中

嫣然绽放

山路遥远

我的痴心能否遇见你的情缘

你的温柔能否邂逅

我最美的时候

桃花落

留下芳香在心间欢腾

褪去蝶衣

来生

我依然等你

诗品时空·

[文化周刊·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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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言妙语·

70年前的两本书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我由香港

动身到北京，去出席九月二十一日举
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

会，沿途所见，以及在参加大会期间，
观感甚多。 已过去十多年间，一直留
在华南国统区内工作，这次能得回到
解放区，如见亲人，如回故旧家园，什
么都新鲜，什么都能触发自己的情感。
在这小册子里面所写的，是我利用开
会休息时间记录下来的一点感想。 读
者诸君，你们说这些作品是报告，是散
文，是杂感，什么都好，我所要记录的，
只是我那不可抑制的激动的心情。 一
九四九年十月于北京。 ”

———司马文森的著作《新中国的
十月》题记

我的爸爸司马文森要是还活着，
应该 103 岁了。 他万万不会想到，70
年前自己写的两本书，现在成了何等
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本书叫《新中国的十月》，另一
本叫《新人物新作风》。 记述了司马文
森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参加第
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月 1
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新中国的十月》，里面收纳了司
马文森发表在香港《文汇报》的 11 篇
文章。 时间为 1949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20 日。 1950 年 1 月 5 日由香港
前进书局结集出版，向海内外发行。

《新人物新作风》里面收纳了司马
文森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 36 篇文
章，时间为 1949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22 日。 我们查到了当时的新书预告，
可惜至今没找到原书。

1949 年 9 月 5 日，司马文森作为
中共香港工委的文委委员，秘密北上，
从香港到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和开国大

典。 应邀从香港北上出席会议的共分
6 批，司马文森应该是第五或第六批。
同行的有李铁民、胡子昂等。

一个长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年轻共

产党员，终于盼到了解放，盼到了翻身
做主人，心情何等激动！

这种激动在 《新中国的十月》11
篇文章的标题中就显露无余：

一、到了第一个人民城市；
二、奔驰在山东平原；
三、闸门打开了，水头拥动着；
四、一群真实、智慧而有光辉的人们；
五、北京，翻了身的城市；
六、毛泽东，我们的亲人！
七、欢呼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胜利的红旗在人民广场上招展；
九、人民首都，在欢乐的海里；
十、携手在为人类幸福共同的斗

争里面；
十一、再会，北京！
司马文森在《新人物新作风》一书

的“后记”中写道：“我只想把我亲身的
见闻写出来，供海外的读者参考一下，
使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从苦难中解放出

来的祖国，是光明灿烂，有前途有远景
的！ 我们每个人都该有这样的信心，
在新的基础上努力，奋斗下去。 一九
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于香港。 ”

《新人物新作风》 的 4 大章节 36
篇文章，头两章小标题有：北京———人

民首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奇迹；人民
的胜利；新社会，新人物，新作风；人民
公仆；多才多艺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区
作家怎样生活的； 听将军们谈知识分
子和人民队伍结合等。在“人民政协见
闻录”这一章里，小标题有：不开无准
备之会；北京饭店招待所琐记；三大人
民宪章是怎样产生的； 新国旗怎样被
选出来的；投毛主席一票，是我们的光
荣！学习大会的精神和作风；我们等待
着，终于看见这一天了；难以忘却的印
象；参政人员名单是怎样决定下来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做些什么？ 在新中
国建设中大家怎样分工？在“人民领袖
印象”这章节中，小标题有：毛主席和
我们在一起；谦恭诚挚的朱总司令；我
们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共有 6 个委员会， 司马
文森被分配在《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
员会，该委员会的召集人是周恩来。

9 月 27 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
新中国的《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
领 》，通过了国都 、国旗 、国歌 、纪年
等，毛泽东宣告新中国成立。 父亲记
下这振奋人心的一刻 ：“五千年来的
第一次，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手来表决
自己的宪章！ 以国家主人的身份，来
处理自己的命运！ 我们兴奋，多少说
不出的情绪，像海涛，像巨浪，在我们
心中翻腾起伏 ，多少热血 ，在我们身
上奔腾着。 热泪涌在我们眼中，它想
流下来，为了快活，兴奋，激动！ ”“那
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标志，我们
拥护，我们鼓掌，我们欢呼，我们一致
的举手通过！ ”

父亲记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记
述了这个庄严伟大的日子。 10 月 1 日
下午，父亲和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
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下午 3
时 ，隆重的仪式开始了 ，新中国向世
界、向全国人民宣告诞生！ 国歌《义勇
军进行曲 》响起 ，第一面五星红旗在
电动旗杆上徐徐上升，连续十分钟没
有间断的庆祝礼炮轰鸣。 “共和国的
首长们和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

人民代表们在一起，同全国人民站在
一起，在检阅这英勇无双的人民解放
军。 ”“中国人民能够站在自己的阅兵
台上 ，检阅自己的部队 ，这还是有史
以来的第一次！ ”

在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来自苏
联的代表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苏联
文化艺术团，远道来参加新中国成立
庆典。 团长是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
带着红军歌舞团、摄影队。 当他们看
到人民解放军军旗引导着海军 、步
兵、坦克兵团、骑兵兵团、炮兵兵团走
过检阅台，鼓掌欢呼“乌拉！ ”“终于我
们听到一个声音了，那是毛主席在宣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
告’，站在广场上的 30 万人如同一个

人 ，严肃地立正着静听 。 ”随后全场
欢声雷动，游行队伍欢呼着通过天安
门……直到暮色笼罩了北京城，天安
门广场上红色的旗帜、红色的灯、红色
的烟花交织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游行
队伍仍有组织有顺序地走过检阅台，
人们唱着热爱自己领袖的颂歌，呼喊
着“毛主席万岁！ ”

10 月 2 日晚上，父亲出席了中国
文艺界代表在怀仁堂为苏联文化艺术

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 在欢迎会上，
有人拿着电报走近朱德总司令。 朱总
司令用激动的声调对大家宣布：“我们
的伟大友邦苏联，第一个和我们建立
外交关系了！ ”这声音像一声巨雷，响
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人们起立，疯狂
地、持续地鼓掌，这是司马文森见证的
新中国外交从无到有创建的振奋人心

的时刻。
司马文森一直珍藏着出席第一届

全国政协会议的徽章， 他的编号是：
239。

司马文森是 1949 年 9 月 5 日去
北平，10 月 25 日回到香港。 作为亲历
者，他怀着不可抑制的激动心情，记述
了参加开国大典的见闻，许多章节都
是一天一篇连夜完成 ，写就 《北行书
简》11 篇报告文学， 即刻发稿到香港
《文汇报》向海外报道。 至于文章是陆
续寄回还是托人带回香港，我们不得
而知。 总之，1949 年 10 月 18 日开始
在《文汇报》发表时，他还在内地。 回
到香港后集成《新中国的十月》出版。
出版时间是 1950 年 1 月。

司马文森将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

会议的经历、见闻，于 1949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22 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
题为《我自北京归》36 篇报告文学，集
成《新人物新作风》一书出版。

这是司马文森为新中国的成立

留下的永远的记忆，是一个忠诚的共
产党员留给祖国人民的宝贵历史文

化财富。
那年，司马文森 33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