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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星期二

《寻找雷锋的蕉萍》读后感
姻刘平安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痛悼漫画大家李乃良先生

姻李佳哲

1.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提升，但由于条件所限，暂没有稿酬。
3.编辑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

《唱支山歌给党听》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经

典歌曲，已传唱多年，影响了几代人。歌词作者是一

名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叫姚筱舟，笔名蕉萍。

姚筱舟老师我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

在师范上学时，就知道他的大名，知道他是铜川

人，在焦坪煤矿当过矿工。市上举办文学讲座活

动，邀请西安的作家诗人来讲课，一提起铜川文

学创作，姚筱舟和《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是绕

不过去的话题。后来，我从城郊一所企业子弟学

校调往文化部门工作，姚筱舟老师在铜川矿工报

社工作。《矿工报》是铜川矿务局办的一份报纸，

也是铜川为数不多的一份报纸。姚老师负责文艺

副刊，还发过我的诗作。我也去报社拜访过他。他

身材瘦弱，却透出一股力量。言谈不多，却思维

缜密。话题从不涉及社会事件，更不提及自己

的身世，只谈诗歌写作技巧。市上召开文艺创

作会议，常邀请他，但他很少参加。即使参加，

也很少与人交谈。那时候，感觉他很压抑，很深

沉，很孤傲，与同龄人都很少往来，更别提与我

们这些年轻人交流思想了。一个写出经典歌词

的著名诗人，却把自己严严地包裹起来，难以

想象。

和谷老师《寻找雷锋的蕉萍》这部报告文学，

全方位、多角度透视了姚筱舟老师曲折离奇的人

生经历和困顿挣扎的心路历程，展现出他昂扬不

屈的生活态度和坚定崇高的精神追求，也化解了

我胸中累积多年的谜团。从中，我对姚老师的人

生历程有了详细的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姚筱舟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石塘镇，他的

祖父是晚清秀才，当过知县，叔父是国民党少将

军官，胞兄是国民政府厦门造船厂科长。因父亲

早逝，姚筱舟一家生活由叔父接济。高中肄业，迫

于生计，姚筱舟在国民党部队后勤被服厂运输队

当过勤务兵。新中国成立后，姚筱舟考入中国人民

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担任过十七军

五十一师政治部民运科干事，赴贵州剿过匪，随

部队参加过抗美援朝，归国后被分配到原陕西省

工业厅商洛石棉矿工作，后被转调到铜川矿务

局，当过宣传干事、秘书、焦坪煤矿技术员。1957

年元旦，焦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姚筱舟虽然

不在现场，但作为技术员，他还是受到了撤职并下

矿采煤的处分。

常言道，命运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就会

为你打开一扇窗。姚筱舟的政治前途被堵住了，

可他的文学才华却得以展现。在煤层深处，他与

矿工亲如兄弟，一起干活，一起拉家常，一起回忆

旧社会的苦难岁月，一起赞美新社会的美好生

活。矿工们绝大多数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由于长

期受到地主和煤窑主的剥削和压迫，如今翻身解

放了，对于共产党和新社会有着质朴而浓厚的

爱，心中惦记着共产党的大恩大德，一心想用劳

动创造报答党的恩情。“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救

了咱，咱还要在十八层地狱受罪”“党是咱妈，矿

是咱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矿工们这种淳朴

的阶级感情，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这位身处逆

境的劳动者，激发着他强烈的创作热情，终于，

一团烈火从诗人的胸腔喷薄而出，“唱支山歌

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词作者心中的呐

喊，是一代中国矿工在经历苦难岁月后的喟

叹，也是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一年

是1958年春。

《寻找雷锋的蕉萍》，作者深入浅出，纵横捭

阖，真实地反映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诞

生的时代背景，挖掘、揭秘发生在这首歌曲背后

的故事。《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最早刊发在1958

年6月26日出版的《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上，

1959年6月被收入《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一书。后来，这首诗歌被

身在沈阳当兵的雷锋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并将

原作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

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

们闹革命”。雷锋因公殉职后，1963年，毛主席题

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活动迅速在全国展

开。《雷锋日记》出版后，《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

诗歌被时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音乐家朱践耳谱

成曲，交由歌手任桂珍首唱。不久，正在上海音乐

学院深造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深情演唱了这

首歌曲，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

从书中扑朔迷离的故事和作者简洁优美的文笔

中，我们穿越时空，深刻感悟到这首歌的词作者

姚筱舟、阅读者雷锋、作曲者朱践耳、演唱者才旦卓

玛———一个矿工，一个战士，一个作曲家，一个歌

唱家，他们虽然远隔千里、素不相识，却有着传奇

般的心灵沟通、感情共鸣与精神契合，而这种心

灵的沟通、感情的共鸣与精神的契合又何止他们

几位呢？整整几代人啊，伴随着这首歌曲流淌的旋

律成长。这就是艺术的穿透力，文化的辐射力！

幸运的是，1997年5月9日晚8时，在第17届上

海之春音乐会上，64岁的词作者蕉萍，73岁的作

曲家朱践耳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一曲《唱

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穿越34年无数凄

风苦雨后，终于在绚丽辉煌的金色舞台上相会

了。他们一同唱起这支歌，那几度哽咽、含泪相拥

的镜头，至今历历在目，不知道感动了多少观众。

这部报告文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透过《唱支山

歌给党听》这首歌曲的前世今生，我们了解到中国诗

歌的百年史，了解到新中国陕西文艺的发展史，了解

到铜川煤矿的发展史，可以说，和谷老师抢救性地为

我们挖掘、梳理、保护了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

这部报告文学，为我们诠释了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表达了广大人民群

众爱党爱国的情感共鸣和时代心声。姚筱舟老师

扎根煤矿，用生命抒写了一曲热爱党的赞歌，和谷

老师呕心沥血完成了自己的一次文化苦旅。老一

辈艺术家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情怀，对社会的

责任，对艺术的执着，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用自

己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这一文艺准则。

在时代的浪潮中，一个人充其量是一朵浪

花，而每一朵浪花都可以映照出太阳的光辉。如

果说，姚筱舟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的话，那

么，《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就是一个时代精

神的升华。

寻找雷锋的蕉萍，寻找的是流逝的岁月，

寻找的是历史的印痕，寻找的是一种精神，一

种力量！

七天之前

得知您近来要治疗调整

昨天午睡

还梦到我与您师生重逢

我真的不敢相信所发生的这一切

一切的一切都好似在梦中……

您年长我近七十岁

但我们多年来一直都是互达心声

艺术上 您与我总以学友相称

生活中 您对我更是以小弟来称

我常说

能够在您晚年一直陪在您的身边

是我毕生的荣幸

而如今这些都已定格

飞向天空……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您是中国漫画界德高望重的大家

多幅代表作品在全国大有名声

您是西北漫画的领军人物

您多年连任陕西省漫画研究会会长

使得一众画家在此收获颇丰

《陕西漫画》两部巨著由您执笔

堪称我国漫画事业的一大高峰

记得《人民日报》增刊英韬主编赞您

“只有乃良能编写如此空前绝后之书”

您永远是我的偶像

更是我毕生学习的标兵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工作室内

我听您讲述早年间“圈阅”的事情

画展大厅

我在拙作前将您的点评现场聆听

家中餐桌上

我听您介绍故乡陕北丰富的特产

古城墙下

我陪同已年过耄耋的您愉快骑行

我们师生温暖而难忘的记忆

说不尽也数不清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得知噩耗传来

我哭红了眼睛

在作品上

您以儿童漫画著称

日常生活中

我深感您常存童心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我们之间的感情

无法用言语讲清

去年我入学后

您用毛笔手书长信寄至北京

我会永远听您的话

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慢慢前行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我不愿您如此离去

还有很多话没能说给您听

您还未完成我们去年的约定

在我毕业之时为您庆祝九十岁生辰

恩师天堂安好

佳哲与您梦里再重逢

哭一声恩师：您且慢行

如果还有来世来生

我们还做师生

作者刘平安在读书分享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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