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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影随形
( 代序)

在我一生中，我认为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些年如火如荼的新
闻采访编辑工作。

20世纪 90年代初，我背着空空的行囊，迈开青春的脚步，开
始了我横跨祖国大江南北的新闻采访编辑工作。

随后，我加入了首都女记者协会。这是一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
的，以女记者、女编辑为主的新闻采访队伍。

1995年 9月，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得到中华全国
妇女联合会的通知，匆匆从上海赶往北京。大会组委会设在亚运
村，我放下行李便马不停蹄地往城北方向奔去。

当我赶到会场时，大会已进入尾声。我站在会场门口，只见车
流如织、人山人海，相约的同伴也被挤散，不见踪影。尽管没能进
入会场，然而在一片彩旗飞扬、彩球高飘的火热场面中，那种激荡
人心的热烈气氛已经让我深受感染。

返京以后，首都女记者协会组织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听讲
座、观摩展览、开展交流与互动。在人民日报社小礼堂聆听总编的
报告，主题是增强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和业务素质; 倾听优秀女新
闻工作者的事迹演讲，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 欣赏杨刚同志豪
迈正气的诗歌朗诵，鼓舞新闻工作者的士气。之后，我们还参观了
“中国妇女解放百年足迹”展览。在梅地亚中心、在新华社、在黄
河壶口、在植树造林的山丘……处处都留下了我们学习讨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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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辛勤劳动的身影。这一系列活动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开阔了
我们的视野、加强了我们的自身修养。

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大力宣传科教兴国的战略决
策，全方位地将祖国的崭新面貌以翔实、直观的形式反映出来。当
时我身兼数职，一方面参加科技博览会展览工作; 另一方面奔赴全
国各地进行采访编辑工作，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以一名新闻战士
的崇高信念，投入采访编辑工作之中。

在紧张而艰辛的采编征途中，我常常带着孤独前行。然而可喜
的是，在北京我住在三里河机械部的招待所里。每到黄昏，我都要
去三里河那条直直的大道上漫步。那是一条干净、舒适的大道。它
最大的特点是清静，清静得可以和道旁的绿树、青草一道呼吸、对
话。抬头可以看云，听风; 低头可以看玉渊潭流淌的碧波。最可爱
的是早春夹道的迎春花，那袅娜的枝条像公主缀满小黄花的长发。
我兴致盎然，漫步徜徉，途经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时，心里升腾起自豪感，这是国家最具权威的一些单位。

走出大道口往左，一条小街、一条羊肠小道直通丁雪松的家。
她是我国第一个驻外女大使。每次拜访时，她总是温和友善，风度
优雅。我们一起品茶谈话。

在采编途中让我意外的是，冷不丁地在我前行的路口，远远地
兀立起一尊铜雕或者石雕。当我走近一看，下面清楚地刻着 “作
者: 叶毓山”。那时，真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欣喜。想不到，在我踽
踽独行的路上，还有当代著名雕塑大师叶毓山教授的塑像作品潜力
相助，伴我前行。

这让我想起我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曾去过四川美术学院。在
雕塑系的工作室里，叶毓山教授正在制作雕塑，身边围着一大群学
生看他示范操作。叶教授身穿蓝色长褂工作服，踩在高高的脚手架
上聚精会神地精雕细琢。只见他汗流如雨，浑身落满尘土，但言传
身教，一丝不苟。那些泥的、石头的，铜的、铝的，毛坯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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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没有生命的一大堆材料，一经他魔法般的巧手，就化成了栩
栩如生的、风格迥异的人物。

我的采访编辑工作要求我除了完成我身负的任务外，每到一个
城市都要了解她的不一般的特征。机缘巧合，我的采访编辑足迹所
到之处都有叶教授塑造的带标志性的城市塑像。

首都北京
许多年以后，当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不由得把头转向与天安

门遥相呼应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在伟大首都北
京，有一座伟人的塑像，这座塑像是一个我熟悉的人亲手雕塑的。
在这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我感到并不孤独，因为，有我崇拜的雕塑
大师与我如影随形!

东方明珠上海
在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招待所里，东方卫视频道正播放一

条新闻。叶毓山教授正在为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创作主题为 “独
立·民主” “解放·建设”和 “万众一心”的组合塑像。看到这
里，我心里一阵狂喜，这不又是采访路上叶教授的身影与我 “如
影随形”吗?

我翻身一跃而起。我打听到，正好离我住地不远的千鹤宾馆有
叶教授的学生。该学生是来上海辅助叶教授完成这一雕塑任务的。
我俩相约，一同前往龙华烈士陵园。

洁白的汉白玉群雕坐落在翠柏葱郁的绿地上。秀丽的烈士陵园
有了这组群雕更显得气势宏伟，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上海人民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洗礼后，取得胜利，万众一
心，展望未来的心境。这组群雕展示的是上海人民光明灿烂的历程。

故乡重庆
我站在重庆长江大桥的桥头，仰望叶教授创作的位于大桥两端

的桥头堡雕塑作品——— 《春夏秋冬》，随后我又来到位于歌乐山麓
环抱的那座歌乐山烈士纪念碑。

那座纪念碑就好似从天外飞来的一座山。叶教授以鬼斧神工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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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艺，使整块暗红色的硕大巨石展示出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英雄
形象，这一形象是那么深入骨髓、振奋人心! 叶教授独具匠心、构
思缜密，用他独到的眼光捕捉住烈士们宁死不屈的那一瞬间，将之
活脱脱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前不久，我又去歌乐山瞻仰了那组群
雕。虽然雕像经过若干年的风化，有了磨损，但斑驳痕迹上共和国
过去风雨兼程的岁月历历在目。

天府成都
天府之国、人杰地灵的成都，叶毓山教授的杰作，随处可见。
除了蜀都大道上的熊猫、西南交通大学里桥梁专家茅以升教授

的铜像之外，更多的是摆放在杜甫草堂里的文化巨人们的雕塑。那
些中华文化银河里的星星，在这里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自投汨罗江
的屈原，举杯邀明月的李白，关心人民疾苦的杜甫，空山新雨后的
王维，大江东去的苏轼，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大家，如陶渊明、陆
游……另外还有武侯祠的诸葛亮和刘、关、张的塑像都出自叶教授
之手。

叶毓山教授创作的塑像有的在校园、有的在风景秀丽的景区，
更多的屹立在城市街头。他的作品为这些城市注入了灵魂，突出了
城市的主题。

他的城市雕塑就是这些城市的一张名片。
在我经过的城市中，他的雕塑连同他的身影总伴随着我的足

迹———编辑生涯的足迹，如影随形。
我肩挑着采访重任，眼前闪现着雪松大姐，她亲切的微笑伴我

一路随行。
我所学专业是中文，尤其喜爱文学。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从未

放弃过写作。
故曰: 在我的采编生涯中，文学创作如影随形。
以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我从多年的创作中优选出的作品。

2014年 4月 10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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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篇·长篇小说

跨　　越
（长篇小说）

内容介绍

小说叙述了一位美丽的乡村少女和两名青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
事。小说从时间、空间和人生的跨度展示了人物不同的命运，表现
了他们对爱情的态度、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仰的执着。

作品突出刻画了主人公余跃祖对待爱情、友情的真诚，与传统
世俗观念勇敢抗争的精神，以及对理想、事业的坚定的信念，塑造
了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形象。

小说人物关系盘根错节；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起伏跌宕；在艺
术创作上构思精巧；语言力求个性化和形象性，文笔清新；在描写
上将自然之美与爱情之美有机结合，使其浑然一体、情景交融；人
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

小说有较强的可读性，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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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阿　　雨

引　　子

前不久，成阿雨过完七十岁生日宴便谢世而去。她的儿子余念
维在整理遗物时翻到一串金色的项链。上面有一心形坠子，坠子里
面有一小照。照片上的人金发碧眼、神釆奕奕、英武十足。念维惊
讶的是自己的面容特征居然和照片上的人几乎相似。

年迈的父亲习惯地走到电视机前拧开电视，坐在沙发上。儿子
接连问了几次 “照片上的人是谁”，父亲余跃祖都没有回答。军事
频道正在播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况，“珍珠港事件”“诺曼底战
役”“塞班岛战役”……播音员在逐个作介绍。儿子的问话唤起他
尘封的记忆，将他带入对往事的回忆……

阿雨和她的土石雨堡

（一）

阿雨的祖父随 “湖广”的人流入川，在宁静秀丽的子曰山庄定
居下来。为了有个稳定的家，他和大儿子成子建用积蓄买了一块依
山傍水的地，请了几个帮工按照自己设计的图纸，建起一座中西式
造型的宅子。

方正的中式厅堂和卧室，旁边是单独用石头砌成的圆拱形的小
城堡，那是专门为两个孙女造的闺房，也叫土石雨堡，因为每到雨
季，小城堡首先得雨，且大孙女叫阿雨，土石雨堡因此得名。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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