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面色彩斑斓的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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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河南省最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的
革命先烈只有杨靖宇、彭雪枫和吉鸿昌，而吴
焕先烈士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红二十五军军魂，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
献，却因牺牲得太早，其短暂且辉煌壮丽的人
生，一直湮没在历史的云烟之中，这不能不说
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红二十五军军魂吴焕先》剧本的作者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俊杰
同志，从事党史、革命史等方面的
研究工作二十余载，打下深厚扎
实的历史研究功底。他在对吴焕
先同志进行长达数年的研究过程
中，广泛借阅收集并整理有关材
料，经过严谨考证，深入发掘，再
现了吴焕先同志的英雄原貌，为
河南乃至全国挖掘出了一个临危
不惧、有勇有谋、有远见卓识、政
治觉悟强的英雄人物形象。

剧本中涉及了数以百计的历
史人物和事件，头绪庞杂散乱，人
物众多，交替频繁。但作者灵活
处理了这个问题，使主要人物形
象突出，重要人物个性鲜明，充分
显示出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准
确把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红二十五军政
委吴焕先的无私无畏、侠骨柔肠、文武兼备、远见
卓识、英勇悲壮，尽显一名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而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老奸巨猾、处处
算计，以个人利益为导向，借“左倾”机会主义错
误路线泛滥之时，排除异己，打杀革命有功之臣，
奸诈形象呼之欲出；其他重要人物徐向前、徐海
东、郑位三、沈泽民等也都个性鲜明、形神兼备，
为剧本增色不少。全剧匠心独运、情节曲折，矛
盾冲突激烈，高潮迭起，精彩不断。

百年老校，百岁华诞。伴随中原经济区
的进军号角，河南大学终获创建重点一流大
学的可喜机遇。大学即大师之谓也，值此欢
庆之际，更加怀念母校灿若群星、终生奉献教
育事业的老教授们。

先父王梦隐教授离去已有 18 个年头
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依然在眼前；他的学
养行品和人格魅力永远为子女所受用。

岁月沧桑，耕耘不辍。父亲在教育战线上
近60载，潜心教学，淡泊名利，无怨无悔。从父
亲北大毕业，1934年8月任职河南大学起，到
1955年随高校院系调整又由新乡平原师院回到

开封明伦校园，其中有40多年
光景是在河南大学度过的。

为加强高校图书馆的学术
领导力量，1958年经院长赵纪
彬教授提名，调父亲任图书馆
副馆长，主抓业务，同时还要兼
为中文系学生讲课。当时，河
大作为颇有名气的文史院校，

图书馆馆长张邃青教授长于史学，父亲长于文
学，互为搭档。既加强了图书馆的业务领导力
量，也充实了馆内文史典籍的选购、整理和研究
的领导实力。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正值四所院
系相继并入。父亲经常废寝忘食，全身心地谋
划对馆属图书文献、典籍报刊的归类整合工
作。行政重担本已过于繁重，且工作关系早已
调离中文系，但素以教学为志向、为乐趣的父亲
还扛着授课重任，兼顾古典文学课的讲授。

20世纪 70年代末，河大中文系首获《古
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授予权。父亲作为《两
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学科带头人、首批导
师 ，虽年届古稀仍倾尽全力。既向弟子面
授学业，指导、评点论文写作，参加论文答
辩；又带学生外出考察，查阅浩繁典籍，搜集
文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及信息。他把毕生的
知识积累和治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
给弟子，接连送走五届数十名汉魏六朝文学
研究生。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生成材率高，是
最好的例证。央视《百家讲坛》被誉为“最有学

术性、最儒雅的十大名嘴”之一的王立群教授、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博士、悉
尼与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胡治洪教授等，皆为弟
子中的佼佼者。

父亲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勤于研究，
发表及出版了论文和专著，其中《贺铸年谱》
广受业界的好评。

父亲晚年，我陪伴左右。我带他去学校赏
花；也曾骑着三轮带他去市里一家诊所针灸，回
程还让我带他去汴京公园看吉祥孔雀。热爱
生活的老爷子看得很专注，难怪孔雀看到他头
上戴的红色遮阳帽，竞相开屏，并“啾、啾”连声
迎送。80多岁高龄的父亲简直心花怒放。

听，铁塔风铃敲响千年，铃声清脆悦耳；
看，大礼堂庄重质朴，笑迎海内外宾客，百年
学府迎来世纪华诞。去年清明节前夕，我精
心把父亲的手稿、专著、手迹等共 11件物品
捐赠给校史馆，向母校百年校庆献礼。表白
河大人对百年河大的赤子心怀。父母在天之
灵定会笑慰，我们做儿女的铭孝终生。

金陵，即我国的六朝古都南京。然而南
京除去古都、文化名城的衣钵之外，更多时候
倒是令国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南京大屠杀。时
至今日，历史已经遥远，可提到南京，多少人
的心间仍有寒芒萦绕？那是国人代代相传的
泣血呐喊，那是人性无法忍受的切肤之痛。
罪人终将自己钉上了历史的十字架，然而受
到的不是每日的祷告，而是亿万人永久的愤
恨与唾弃。没有人能忘掉南京大屠杀，正如
没有人能将南京与祖国血脉分离。

《金陵十三钗》是我看过的抗日题材电影
中颇为特殊的一部。老谋子担纲导演自不必
多说，单看影片的侧重点便令人耳目一新。

没有为了中华民族的高喊，没有英勇的志士
吹响冲锋号。片子给我们呈现出了别样的元
素：教堂、洋老外、风尘女子、唱诗班……有人
指责邀请贝尔出演的商业性，可这也恰恰成
为本片增色的重要因素。

说到《十三钗》，恐怕观众不自觉地要将
其与陆川的《南京！南京！》作比较。同样令
我在观影的过程与过后都感到压抑，但相比
于后者的直观，我倒是觉得《十三钗》的留白让
我更为欣赏。相信看过《十三钗》的人都不会
忘记那面色彩斑斓的窗子。那可是一件让老
谋子在这部戏中煞费苦心的道具。“太厚了不
透光，太薄了不显颜色。”无数遍的打磨与渲染

之下，是一个精益求精的导演的细致与严格，
于是有了最终呈现给我们的那个犹如梦幻一
般的境界。那面窗似乎隔绝了外面纷飞的战
火，隔绝了人性的罪恶。阳光被七彩的玻璃揉
碎，编织成了一个个美妙的梦来蒙骗孩子们的
眼睛。她们不应被战火波及，于是，透过窗子上
的弹孔，她们终于看到了救赎。窗子给我们的
联想太多，也给我们在战争的阴霾之下留出了
一个寄存希冀的小小空间。正如片子的结尾，
人人皆知这一群风尘女子是去舍身赴死，可
大家看到的还是在教堂门口的初见，还是玉
墨那华丽的旗袍与惊鸿一瞥。镜头美奂绝
伦，可每一帧都碾压着观影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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