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乎还在沉睡
阳光试图唤醒 我的清净
手指轻轻碰一碰树皮
绿已开始蠕动

土地像母亲
孕育是乐此不疲的事
她在等 等待分娩和收获
种子的温床上
刮过一阵狂风

繁花盛事酝酿着
眼睛在胚芽中睁开
欲望在这一声轻惊雷中苏醒

燕子在回归的路上
雨水濡湿翅膀
我像绿叶在树干里
无声却磅礴地挥发想像

星光下
顺着流星的轨迹向上走

保持心中的
纵然小溪有几多清澈
也难比海的辽阔

叶脉在叶子上蜿蜒
根在地下伸展
阳光知道花和叶的颜色
地下的扩张多么荒诞

落叶匆匆遮盖容华
我的墓穴却未掩埋记忆
抓住时间白色的裙角
只想留住奔涌而去的浪涛

从迈出人生第一步，每个小小
进步，在爸爸看来都是无比荣耀。
小时也经常挨打，当然因为淘气，
我恨过爸爸，甚至在被打后我还在
橱柜上刻了“我恨爸爸”的字样，现
在想起觉得好笑。

有一次因为撒谎没去上学，
我记忆犹新。儿童节的早上，我
们几个小朋友约好当天出
去玩，结果我们没有放假，
只休息一下午。而其他几
个小朋友和我不在一个小
学，他们全天放假。一个
不肯失约的我，对爸爸说
了谎，结果当然是被揭穿
了，那次爸爸狠狠地打了我，因为
我说谎。从那以后，从未逃过一
次课，也没说过谎。不是嫉恨更
不是赌气，而是读懂了父亲的心。

我的成绩刚过专科线。全家
沉浸在落榜的阴影中，父母比我更
难过。爸爸问我想复读不，我说不
想，爸爸就又忙着帮我联系学校，
准备让我读自费。就在我们准备
报到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打来电
话，说让我到学校来取华北水利水
电学院的通知书。这把我们难住
了，一个是自己考上的专科，一个
是交钱就能上的本科。最后我去
了邯郸。就在上学的前一天晚上，

我去见了自己的男友，回来晚了，
全家都在找我，那意味着早恋，被
骂，高考失利，简直觉得自己犯了
天条。爸爸果然很生气：爸爸询问
了有关他的情况，然后告诉我说你
们还小，精力要放在学习。我自己
在沙发上静静地坐了好久。然后
对父母说：我不会让你们再失望。

第二天我和父母踏上了去邯郸的
火车。

第一次离开家，爸爸怕我不适
应，就想着让我妈陪我两天，他先
回去。爸爸就是这样细心。爸爸
离开的那天，爸爸却只准我送到三
楼。就在楼梯拐角处，我看到爸爸
眼中的泪花。第二天系书记给新
生做了讲话：每年挂科人数达 1000
人次。而全系也就 1000 多人。我
畏惧了，我怕自己毕业不了。妈妈
也没了主意，让我打电话问爸爸，
爸爸告诉我说只要你努力，就是毕
不了业爸爸也不会怪你！我就发
誓一定不让爸爸失望。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大学里我不但没有挂
科，而且年年拿奖学金。爸爸对于
我的进步当然是予以了高度的肯
定，并时常在他的朋友面前夸奖
我。专科毕业我继续读了本科，在
本科学习生活中，我的成绩依然突
出。爸爸鼓励我考研，经过刻苦的
学习，我才鼓起勇气参加了，成绩

出来，我居然被录取了。
就在我从邯郸出发来西安
复试的时候，爸爸也乘车
来 到 了 西 安 。 我 考 了 三
天，爸爸陪我三天。考场
外的爸爸比我更着急，可
怜天下父母心！

爸爸在我人生的转折点处总
是陪着我，指引着我，我感谢他。
我如愿的考上西安理工大学。第
二年爸爸来看我，爸爸在西安的几
天，我只要一起床，就会看见爸爸
的身影，他在寒风中蜷缩地坐着，
等着自己的女儿下楼陪他吃饭。
睡眼蒙胧的我，一时间就觉得一股
热流涌上心头，涌出眼眶。透过窗
子看楼下的爸爸，不知何时头发已
脱落大半，眼睛注视着前方，脸上
露出一丝微笑。这就是我的爸爸，
一个看似平凡的人，却给予了我生
命，给了我做人的道理。

小说中的张之洞是一个
视国事为生命、一心为国效力
的爱国士人，也是一个顺乎时
代潮流、有远见卓识的高级官
员；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视仕宦
为生命、铁心忠于
朝 廷 的 传 统 士 大
夫，也是一个缺乏

“现代化”知识，满
脑子儒家禁锢的封
建官僚；他是一位
肯办事能办事具有大刀阔斧
气概的实干家，也是一个师心
自用、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官
场人物；他生财有道，广辟财
源，也不惜败坏社会风气，将
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他办洋
务追求闳阔，一甩千金，甚至

得“屠财”恶名，但他自己却清
廉自守，一生手中过银千千万
万，却不贪污受贿分文，到死

“房不增一间、田不增一亩”；
他博学好古，诗文领一时风

骚，但不以词臣谏官为满足，
一心要做经济大业，然在疆吏
生涯中，却又时时暴露出其书
生的特质及弱点；他以儒臣自
居，对门生僚属的德行操守要
求甚严，但自己却不过多培植

“内圣”功夫，他不拘常礼、不

循常度，且在政治上极善经
营，是一个会做官又官运好的
角色。

张之洞是一个有着许多
缺点，然大体上不失可敬可

近 的 名 士 型 官 员 。
他是上个世纪之交
的中国一个极具典
型 性 的 士 人 ，同 时
又有着鲜明的个性
特色。本书是唐浩

明继《曾国藩》、《杨度》以后，
历时五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历
史小说，再现了张之洞这个
作为中国近代史不得不提的
人物的一生，“史”与“诗”和
谐完美的结合，达到了极高
的境界。

马青霞出身名门，知书明理，擅诗
能画，是光绪朝著名的封疆大吏——曾
经做过广西、广东巡抚的马丕瑶的千
金。马丕瑶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老百
姓呼之为“马青天”。马青霞18岁嫁与
尉氏县大地主刘耀德为妻，改姓刘，称
刘青霞。刘家号称“刘半县”，门前挂有

“双千顷”的匾额，开设了数以百计的钱
庄、当铺、银号，还有众多生意铺面，遍
布开封、南京、北京等地几十个府州县
镇，可谓富甲中原。刘耀德病故后，她
承袭刘氏一门巨额财产，成为遐迩闻名
的富孀。依常人而言，她可以尽情享受
名流富孀生活。然而她忧国忧民，向往
光明，东渡日本，考察实业、教育，力图
拯救中华。在异域它邦，马青霞放足改
装，受革命党人精神的感召，毅然加入
同盟会，成为一名民主革命斗士。河南
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创办《河南》杂志，
宣扬革命，但缺乏资金，马青霞资助
16000元，使《河南》不但创办，而且稿件
源源不断，鲁迅、周作人、许寿棠都曾借
机发表文章，成为革命派宣传革命最有
力的报刊之一，人们评价其战斗作用不
亚于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回国后，
她资助同盟会员李锦公在开封设立“大
河书社”，名为营销书刊，实为河南同盟
会的秘密联络地点。武昌首义之后，马
青霞资助河南同盟会张钟端等，筹划发
动河南起义，可惜事败垂成。

辛亥革命时期，马青霞的思想已经
完全达到了民主革命家的思想境界。
她在《自由报》上仿《江南好》撰写《自由
好》祝词：“自由好，中夏少萌芽。岳色
河声飞笔疾，洛阳纸贵泄春华，开遍自
由花。自由好，妖雾惨夷门。手拔摩天
旗影荡，腰悬横河剑光腾，夺转自由
魂。自由好，过渡帐迷津。揭破九幽超
变相，罗胆万佛见天真，崇拜自由神。
自由好，五岳独称嵩。燕赵健儿身手
锐，犬羊部落羽毛空，撞破自由钟。”此
外，她还在《自由报》上发表《告四万万
男女同胞书》，第一次喊出了“天赋人
权，自由平等，共和肇建，应变方针，退
让主义一变而为竞争主义，家族主义一
变而为社会主义。”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延续1300多
年的科举制度，大力举办新式学堂。北
京兴起办新学的风气，旅京的河南人士
不甘落后，拟成立“河南公立旅京豫学
堂”，需资白银50000两，由河南各富户
捐助。马青霞的二哥马吉樟出资10000

两，直隶都督袁世凯出资10000两，其余
30000两均由马青霞捐赠。马青霞对该
校的发展非常关心，举凡到北京，必要到
学校走走看看。该校是新式学校中创办
较好的学校，后来维持了50多年。马青
霞从日本归国的第二年，在尉氏县刘家
开办河南第一所女校——华英女校，她
自己担任校长，向全省招收了30名女学
生，聘请了日本高山爱子女士和三名日
本留学生作为教员。马青霞规定，学生
入校必须放足，接受新式教育。学校传
授国文、算术、修身、史地等课程，还学习
编织、刺绣、植桑、养蚕一些实用技艺。
在校学生的一切费用由马青霞承担，每
年投入白银上万两。在她的亲自培育
下，华英女校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型知识
女性，包括孙炳文烈士的夫人任锐等，青
霞后来被周总理誉为“妈妈同志”。为了
推广植桑养蚕，培养女实业家，马青霞在
尉氏县城开办养蚕学校一所，并在城西
北捐地30亩，购植湖桑万株，创办了实
习桑园。接着她陆续创办了尉氏高等小
学堂、开封第一所小学堂、开封女学堂、
开封公学堂、刘氏小学堂等。后来她还
各捐银3000两，资助中州女学堂、中州
公学等，“莫怜旧时花枝败，但求自由花
常开。愿君不辞劳素手，育得群芳天下
栽。”正是马青霞思想情怀的自我写照。

马青霞兴办新式教育、实业的事迹
以及热心公益事业的举动为朝廷所知，
光绪皇帝授她“一品命妇”的称号和“乐
善好施”的匾额以旌其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北京政府任
命为铁路督办，计划在全国修筑二十万
里铁路，但资金匮乏。马青霞闻听，
1913年，两次到上海找孙中山先生，要
把自己的巨额家产捐献给中国的铁路
事业。马青霞的举动感动了孙中山，当
即亲书“天下为公”、“巾帼英雄”匾额赠
送马青霞。不想二次革命遽起，孙中山
流亡海外，不但捐资未果，马青霞还差
点身陷囹圄。

马青霞在日本考察期间，资助创办

《河南》杂志，鲁迅最初的几篇文章如
《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
篇》等均发表在《河南》杂志，坚定了鲁
迅弃医从文的决心。辛亥革命前后，马
青霞与鲁迅也多有交往，鲁迅曾由衷夸
赞马青霞“才貌双全”、“中国女杰”。

冯玉祥将军 1922 年出任河南督
军，上任后专门拜访马青霞，一方面请马
青霞将家产捐献给政府，以解决刘氏家
族对马青霞财产的侵夺；一方面请马青
霞出任河南教育厅厅长，主持河南教育
事业。马青霞对冯玉祥将军也非常敬
重，认为冯将军主持河南军政，正是自己
可以信托之人，于是慨然允诺，将自己的
巨额家产捐献给政府，用于兴办河南的
教育与实业，了却自己多年的宿愿。

马青霞年轻守寡，因无子嗣，备受
刘氏族人欺凌、滋扰、侵夺，虽欲花钱买

安、委曲求全而不可得，耳闻目睹了封
建宗法势力的邪恶和对女性身心的摧
残，后在革命党人熏陶下，逐步成长为
维护妇女权益、争取妇女解放的先锋战
士，在世界女权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马青霞的一生，同妇女解放运动息息相
关：办女校推动妇女兴学热潮，让女子
有同男人一样的学识；办职业学校和振
兴实业，让女子尽早经济独立；办女报
女刊，让女子有自己的发声阵地；办法
政女校，提高女子参政议政的水准；在
北京担任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在上海
与宋庆龄共同担任神州女界共和协济
社名誉社长，不避阻遏、身体力行，实践
男女平权政治，开创前无古人的事业。
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女性
第一次将政治权利作为明确目标而进
行的具有实践意义的斗争，马青霞是这
一时期女权运动的杰出代表和妇女解
放运动的先驱。

马青霞与秋瑾并称“南秋北刘，女
性双星”。1923年初春，马青霞积劳成
疾，吐血而亡，年46岁。冯玉祥派人在
她的坟墓四周，栽下柏树千棵，表达对
斯人的仰慕之情。孙中山发来唁电：青
霞女杰逝世，革命之损，国民之损，其精
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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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元旦刚过，香港同盟会谭
人凤来武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
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
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做持久抵
抗。谭人凤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
北响应。唯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
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
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
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盖
以武昌自张之洞督鄂以来，工业发
达，且为水陆交通枢纽，一旦义旗展
开，全省百姓均可为我所用。

文学社成立后，大批新军下级军
官以及士兵参加进来，军队变化呼之
欲出。赵声、宋教仁、陈英士、谭人凤
商议成立中部同盟会，以为实占地
利。“长江者，襟带全国，控制中部，而
武汉据长江上游，四战之地，上海为
之咽喉，一旦有事，则足以震撼南北，
为兵家所必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进
入陈其美等人的视野，企望在以武汉
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
难。清廷早已留意陈
其美的动向，于是陈
氏 和 朋 友 谈 革 命 方
略，就以歌伎所在的
堂子为掩护。1911 年
新年过后，大量的武
器要运到内地，接洽
事宜都在堂子。“陈英
士有一个听差，穿得
很好，人很强壮，管包
扎装运军火。其法，是
拆开一套新的洋式沙
发，将手枪藏在弹簧
中间，然后将沙发仔
细缝好，看起来天衣无缝，决不会知
道其中有武器。”黄花岗起义，黄兴、
赵声招他到港，可是船行迟缓，到广
州已是事发的第二天。

1911 年 4 月，黄花岗起义失利，
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
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
联系，将武汉革命团体发动大举推上
轨道，文学社、共进会在8月最终决定
联合。

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
上海成立大会，地点是湖州会馆，陈
其美、宋教仁、范光启、吕志伊、谭人
凤等共二十九人与会。陈氏被举为庶
务部长，乃因他长期奔走长江流域，
具雄厚人事基础。战略因应：陈氏并
坐镇上海指挥，并确定，起义由湖北
省城首先发动，四方各省响应。宋教
仁、谭人凤致力于湖北军界运动。酝
酿起义的前夕，武器弹药尤显重要，
陈其美多方筹措，“居正等留沪旬月，
以陈其美代办手枪尚未齐备，乃遣杨
玉如先归”。

中部同盟会渗透长江流域后，文
学会与共进会活动频密。黎元洪得知
部队不稳，曾大发雷霆，着手安排卧

底，侦知秘密结社等情况，但是一则
效果不佳，一则他本人也很矛盾，又
对左右嘱咐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上
峰闻之，自身难保。

山雨欲来 新军裂变
北洋新军原名定武军，正式名称

叫做新建陆军，由袁世凯全权督办。
新军的决策层都是他的卵翼，即他的
亲戚、北洋武备学堂以及淮军旧部组
成。

最初的一批心腹左右是：参谋营
务处总办徐世昌，学堂监督江朝宗，督
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督操营务处提
调段芝贵，各营统带姜桂题、吴长纯、
雷震春、吴凤岭、张怀芝、张勋，炮兵营
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段祺瑞，工程营
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

当时部队的大致情形是，辛亥前
几年，清廷改革兵制，将兵部、练兵
处、太仆寺等合为陆军部。新建陆军
营制在北洋常备军营制的基础上略
加变化而来，每镇计步马炮工辎二十

营，与日本师团的组
织相似。第一批即以
北洋、京旗两支常备
军改编为北洋六镇。
到1907年陆军部拟订
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
的计划，至清亡前夕，
共计成立十四个镇、
十六个混成协、一支
禁卫军，以及几个独
立标、营。军队正式划
分为陆军和海军。新
军设步、马、炮、工、辎
重等兵种，按镇、协、
标、营、队、排、棚的序

列编制，从西方购置装备，并仿制火
器，演练西式操典和战术。

当时北洋六镇，其中湖北驻有一
镇一协（旅），番号为第八镇及第二十
一混成协。其余如江苏为第九镇及第
七镇、第十二镇，各仅编成一个混成
协，奉天为二十镇及第二混成协，等
等。就编制而言，每镇有步队两协，
马、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
步队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前后
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
十四人，马炮标则每营三队。规定每
省先设一陆军小学，每校每期学生约
八十至一百人，三年毕业。湖北陆军
小学，张之洞不按规定，独行其是，径
由军队中选送优秀士兵至陆军小学
肄业，内分仁、义、礼、智、信五班，一
般读书人均无出路，反之陆军小学除
由公家供给一切外，且按月另发银
钱，故能献身军伍，亦为谋取出路之
大好机会。入伍者又多清寒优秀之子
弟，张之洞复从中选拔，使之入陆小
肄业，亦无非为培植人才起见，日后
此辈遂成新军下级干部，且
多参与辛亥武昌革命，这却
是张之洞始料所不及的。 3

王玉荣的名字早已被人们所熟
悉，她的英雄壮举、模范事迹已是家
喻户晓。

她当法警四年，连创郑州市女法
警法律知识、汽车驾驶、射手、体能四
个第一。

她英雄孤胆，临危受命：击毙歹
徒于炸药包下，成功解救30名人质，
人们为之忘情高呼：“公安万岁！”“警
察万岁！”

她气势如虹，疾恶如仇：从警生
涯中共抓获各类犯罪人员4167人，查
破各类治安、刑事案件1314起，令犯
罪分子闻之丧胆。

她敬业爱岗，甘洒热血：荣获“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称号，多次荣
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杰出青
年卫士”称号，名列中国“十大女杰”
之首。

王玉荣的一生，是一本记载英雄
传奇的全书。

第一章
梅花苦寒傲霜立
英雄磨难年少强

1961 年 11 月 24
日，在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长春市，呼啸的
风雪中，传来一声嘹
亮的婴儿啼哭声。谁
也没想到，多少年后，
这声稚嫩的啼哭化作
了令歹徒闻风丧胆的
正义之声。

站在炕旁边的
是男主人王受信，军
人出身。躺在炕中间
的年轻妇人，是这家
的女主人周秀兰。刚
刚生过孩子的她略显虚弱，端庄俊秀
的面孔露出些许笑意，显现着善良和
贤淑。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站在父亲
身边，好奇地看着这个刚刚来到世间
的小妹妹。

历史的书签眨眼间翻到 1966
年。王玉荣已经从一个襁褓婴儿长
成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

夜是什么时候来的，王受信一点
也没有注意。突然，一阵杂乱的砸门
声伴着嘈杂的叫喊声在门外响起。

“王受信，快出来！王受信，快出
来！”

未等王受信把门打开，一群人
已经破门涌了进来。不由分说，三
下五去二就把王受信五花大绑地捆
上，押着就走。小玉荣突然光脚跳
下炕，死死拽住一个人的衣角不
放：“你们是谁？凭什么抓我爸
爸？”

那 人 回 过 头 来 ， 面 目 狰 狞 ：
“我们是二二八工厂的红色造反团，
你爸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学术
权威，是一个潜藏在工厂中的破坏
分子！”

三天过去了……周秀兰抱着小
女儿玉慧，每天坐在家门口，等待

着丈夫的归来。一位好心的大妈心
生怜悯，私下告诉他们父亲关押的
地方。王玉荣曾悄悄跑到那个废弃
仓库附近，只见仓库门口有两个戴
着红袖章的人把守，腰里神气地别
着锃亮的枪支。年幼的玉荣没敢冲
进去看望父亲。

一家人处在惊恐不安之中。每
到晚上，周秀兰便会把门顶得死死
的。

周秀兰喃喃自语地说：“是
的，他们不会放过我的。我是王受
信的妻子，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找上
门来的。”说着，她畏缩地往墙角靠
靠。

面对母亲这种草木皆兵的神
情，三姐妹哭作一团。

大哥毕竟要比几个妹妹明智得
多，他大吼一声：“你们都哭什么
哭？谁也不许哭！”

王玉荣抬起头，擦擦眼泪坚强
地说：“都听大哥的，咱不许哭！”

王玉娟止住了哭声，王玉梅止
住了哭声，母亲周秀兰却在一边

“ 哧 哧 ” 地 笑 了 起
来。王玉梅在心里
说：“不好，妈妈精
神失常了！”……

第二章
痛失双亲立大志
苦练武功存高远
玉荣总是在妈

妈整夜整夜的梦呓中
睡着的，有时候，还
会在妈妈突然的惊叫
中醒来。

今天晚上，当
王玉荣半夜醒来时，

屋子里出奇安静。她闭着眼聆听了
好久，却没有听到妈妈惯常的呓
语。她起身打开灯，耳朵附在妈妈
嘴边听了很长时间，妈妈竟然毫无
动静。于是急忙唤醒了大姐。

王玉娟紧张地爬到妈妈身边，
手一接触到妈妈那冰凉的脸，就赶
快缩了回去。妈妈没有一点点呼吸。

王玉娟从妈妈怀中抱四妹时，
玉慧嘴里还含着妈妈的奶头！她把
妹妹抱起来，放在一边，又扯扯被子
把妈妈盖好。

姐妹几个一齐呼唤着：“妈妈！妈
妈！”“妈妈，你听见了吗？”

六岁的王玉荣跌跌撞撞摸到父
亲关押的地方，拍打着铁门，大声叫
起来：“爸爸！爸爸……”

看守发现了王玉荣：“大半夜的，你
一个小丫头不睡觉跑这里嚎叫个啥？”

“我妈妈死了，我喊爸爸回家。”
“你妈妈……你爸爸是谁？”守门

人感到吃惊。
“王受信！”王玉荣说完走进院

内。王受信已经听到女儿的叫声，他
冲到窗口，使出全身的力气
向 外 探 出 头 ， 大 声 喊 道 ：

“玉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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