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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禾场边和路相接的地方有一块凸起的石头露出路面，虽没有大
碍，但拉车子经过这里，总是要费些大力气才能越过石头。前几年我想过
要挖掉它，父亲挡了说：“不要费事了，那是一片连山的死石头，老早，你爷
说他挖过，越挖越大，后来我也挖过，开挖了四方六尺多大，都不能见边，想
必是连山的死石头了……”就这样，这片横在路间的顽石就一代一代地留
了下来。

那天侄子骑摩托车回来，一不小心，在这片顽石上摔了跤。他说要挖
了这一挡路的石头。我也挡他说，老爷、爷爷和我都想过挖了它，但它是连
山的死石头，挖不动。

不想，去年回家过年，那块石头竟被翻起来，撂在路边，是侄子做的。
原来那石头并不是连山的死石头，而只是四方七尺多大的一块薄石板。侄
子只在他爷爷当年挖的基础上往里多挖了一尺，就见了石头的边和底，发
现石头原来不是死石头，而且很薄。于是，他就运用杠杆原理，很容易地撬
出并搬开了这块石头。

细想，人生的许多事也往往是这样，有时候并不是困难有多大，而是我
们的自以为是或懦弱强化了对困难的畏惧。我们常说坚持就是胜利，很多
人在掘到第一桶黄金前因为放弃而失败，其实，再挖一尺，就会成功！但更
多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离开成功只有一尺，有时患得患失，或者因为
旁人或自己的经验告诉他，这个是不可能的，就选择了放弃！有些事情人
们之所以不去做，只是他们认为不可能。而许多不可能，只存在于人的想
象之中。影响我们做出选择的因素有时很简单，那就是勇气。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难雕”。金石比朽木的硬度高多
了，不要因为它硬，你就放弃雕刻，那样等待你的永远只是失望。但只要锲
而不舍地镂刻它，天长日久，也是可以雕出精美的艺术品来的。成功不也
是这样吗?只要你努力地追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成功，往往就在于失败之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再挖一尺
■鲁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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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之际，让我想起了许多抗战小英雄。
八十多年前，日本鬼子对我国发动了一场持续14年的罪恶战争，铁蹄之

下，国破家毁；兽行所至，尸骨遍野。“哭也没有用啊，喊天也枉然，只有大家组织
起来打败日本保卫祖国才能有家乡。”残酷的现实催熟了一代苦命娃的思想觉
悟，险恶的环境助长了无数小屁孩的血性胆识，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义无反顾
地汇入了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

他们有的在后方宣传抗日、防范汉奸、传送情报，有的参军入伍上前线，直
接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如共产党领导的“朱德儿童团”、东北抗日联军少年铁血
队，国民党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抗日爱国儿童团。其中，王二小的原型王璞11岁
就担任儿童团团长，抗联少年铁血队队员平均年龄不到16岁。忠义救国军抗
日爱国儿童团成员年龄更小，大多在10岁至13岁之间。

他们虽然年龄小但能量大，如儿童团团长海娃赶羊送“鸡毛信”，儿童团团
员雨来潜水掩护交通员李大叔，都能化险为夷圆满完成任务，还顺便把敌人引
诱进了伏击圈、地雷阵。八路军小侦察员张嘎的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他利用
被敌人抓进据点审查的机会，索性在里面放火制造混乱，配合外围的游击队救
出了侦察连长钟亮，并替死于日寇刺刀下的奶奶报了仇。

他们虽然学历低但境界高，如15岁就被评为“女劳动英雄”的米玉兰，通过
写信说服了当伪军的哥哥带枪弃暗投明，回到家乡担任了民兵副队长。满城县
沦陷区有个姓殷的学生拒绝接受奴化教育，坚决不唱日本歌，当着老师的面撕
烂了美化敌人的教材。灵寿沦陷区有两个小孩拒绝毒害骨肉同胞，敌人强迫他
俩往抗日根据地的水井里投毒，可他俩一到根据地就向政府坦白交代了。

他们虽然身体弱但意志坚，如儿童团团员温三郁、组织委员张六子，宁死不
向敌人泄密，一个身中4刀，被砍断了5根手指；一个身受火烧，被石头活活砸
死。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忠义救国军抗日爱国儿童团，宁死不向
敌人投降，前者8个女官兵集体投江殉国，最小的女战士王惠民年仅13岁；后者
300余名小战士一直打到全军覆没，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正因当年有了千千万万少年小英雄的自
觉抗争、自我牺牲，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龙脉才得以延续，新中国泱泱大国的地
位才得以建立，新时代小主人养尊处优的局面才得以开创。抚今追昔，继往开
来，我们必须永远感恩抗战英烈，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好好学习、勤奋工作、团结
奋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决不让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剧重
演！

杂谈

抗战小英雄激励我前行
■王薇

春天来了，天气渐渐变得暖和了，大家都来到广场地草坪上放风筝。
天空蓝蓝的，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在镜子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风筝，它
们像一朵朵绽开的花，绚丽多彩。

我急忙拿出风筝，迫不及待地跑起来，一开始，风筝只飞一点点高，老是
飞不起来，没想到最后反而掉到了地上。我不服气，再次冲了出去，抛出了
风筝，可是这风筝像是和我做对一般，飞了没一会儿又一头栽了下来，我灰
心丧气地站在那里，看着风筝一动不动。这时，妈妈走过来，和蔼的对我说：

“放风筝最关键是要看风向，掌握好风向，坚持下去，一定能成功。”
我按照妈妈说的去做，顺着风的方向快速跑，风筝慢慢地起飞了，飞得

越来越高，我的心也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越飞越高……
太阳偷偷地下山了，小朋友们都陆续地回了家，我也不得不收起了风

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广场。今天虽然很累，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急于求成，要先掌握技巧，然后不断努力，才
能够获得成功。

放风筝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 林雨生

石门沟的煤是书声公社前漫甸最
丰富也是最重要的物产，有地下黑金
之称，全公社约有一半的生活用煤产
自这里。石门沟煤矿开采的历史并不
长，据说开始发现的地点是在全大队
成立最晚的生产队——大柳条沟；有
一年，生产队社员在村子下面的沟边
挖沤麻池时意外挖出了黑乎乎的煤。
从此，柳条沟生产队、石门沟大队、其
他大队的小煤窑布满了柳条沟的山坡
两侧。七十年代初，旗里成立了地方
国营企业——书声“五七”煤矿，文化
大革命期间原克旗政府旗长苗福田，
下放到书声公社任工交助理主抓煤矿
工作；煤矿主要领导和重要环节干部
是从旗直行政机关调来的国家职工。
采煤巷道电灯照明取代了嘎石灯（乙
炔），铁轨翻斗车取代了猪里马子车，
生产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煤的
产量。

小煤窑和五七煤矿距离我家住的
上场三四里地，跟同村的小伙伴去煤
矿从废碴中拣煤成了我放假后连干活
带玩耍的营生之一。拣煤时钻小煤矿
的煤窑洞子是最为惊险刺激的事：三
两个小伙伴紧跟拉着吱吜作响的猪里
马子车的工人（他们自称煤黑子），沿
着一排排用粗大桦木柱子支起的巷道

跌跌撞撞地往里摸。如豆的嘎石灯火
只能照亮猪里马子车前面一条泥泞窄
路，车子的吱吜声、拉车工人的喘息
声、巷道一侧哗哗的排水声、我嗵嗵的
心跳声充斥在狭窄的煤窑洞子里，这
时才真实地感觉到了什么是下地狱。
当看到三几盏嘎石灯照亮的采煤掌子
面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情豁然
开朗。里面的工人几乎是全裸着身
子，无论冬夏，煤窑洞子里面都在零上
十几度，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让他们穿
不住衣服；窑壁上挂着的嘎石灯照在
几张布满煤尘的脸上，映衬出嘴里的
牙格外白。刚进洞时，楞憋着不敢吸
气，煤的硫磺气味、嘎石灯发出的臭
味、工人的汗味混杂在一起令人窒
息。通常一个采煤班四个人，一个掌
镐的大师傅，两个小工负责配合师傅
装棚子（支护棚梁和矿柱）、装筐、出
渣，一个拉筐的小工往外运煤。掌镐
的师傅用尖镐把煤层间的灰色渣掏
出，待小工把渣清出装车后，然后再抡
镐卸煤。每掘进一套棚子（约一米）的
距离为一个班。采煤工作既累又危
险，经常能听到煤矿砸伤人甚至砸死
人的事情。老师傅告诉我们，春季大
地解冻时，支护的棚子被压的吱嘎作
响，压力大的地方，二十多公分粗的横

梁象折根高粱秆似的；更危险的是从
采空的巷道往出撤棚子，工人们叫“磕
棚子”，隔两三套棚子撤一套，要求手
急眼快、腿脚灵便，掌镐的大师傅躲在
后一套棚子里，磕下前套棚子，小工要
迅速拖走棚柱和棚梁，稍有疏忽就会
酿成大祸,多数伤亡事故都是出在磕棚
子时。打煤工人的吃粮除了正常的人
均口粮外，每天还有一斤补助粮，挣的
工分也比在生产队劳动的社员高。人
们都说采煤工人“吃的是阳间饭，干的
是阴间活”。我们小伙伴下煤窑洞子
除了看新鲜、寻刺激外，还能找点小便
宜，就是帮拉筐的工人拉车，出来后可
以先从车上的废渣中抢到混在里面的
小煤块，以便及早完成家长们布置的
拣煤任务。

书声五七煤矿在全旗算是大矿，
记得书记兼矿长叫高清云，是同学高
俊生的父亲，与我家同住一个村。财
务总管叫郭志谦，是邻村同届同学郭
瑞华和下届同学郭文杰的父亲。两人
都是克旗资深人物，高清云曾在一个
公社当过领导，郭志
谦是从旗文化馆调来
的。高书记因他儿子
负责管理矿上发电用
的柴油机被冻坏，气

得大骂道，“再过十年，柴油机上绑块
干粮狗都会开。”此话成为当地流传一
时的笑谈。老郭会计学问很深；他对
石门沟地形地貌颇有研究，推测说这
大漫甸下面全压着褐煤。当地人管褐
煤叫柴煤，采出来的煤厚薄、大小不
同，呈不规则的几何形，并且层层叠
叠。令人惊奇的是，揭开煤层偶然还
能发现清晰的树叶、树枝形状。后来
听老师讲才知道，这是远古时代的森
林经过地壳变迁形成的。真是“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很难想象在植被稀疏
的大漫甸上，如果没有上天恩赐的地
下黑金，人们怎样生活下去？我家还
会搬到这里居住吗？柴煤拉回家要摊
开晒干才能烧，因此，大队部、学校和
社员家的院子里都有或大或小的煤
垛，家家屋内吹火的风箱必不可少，散
布在村中角角落落的煤灰堆更是寻常
可见。当早、午、晚生火做饭时，家家
户户不约而同地响起了“刮哒！刮
哒！”的吹火风箱声，像一曲优美的交
响乐准时回响在石门沟山村的上空。

石门沟的“煤黑子”和煤窑洞
■王学斌

藏书百卷略陈旧，幸得新书慰心
神。国庆长假这几天，因天气寒冷，不
宜出行，索性宅在家里当“书虫”。宝
贝似的拿出李学萍的新书《破晓》“啃”
了起来。竟深深被吸引，饭熟茶凉亦
顾不得吃喝。

书中章节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
伏，读来总让人欲罢不能。有人说“少
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
望月，而老年读书则如台上观月。”的
确，如今读书少了少年时的猎奇心
理。因为与李学萍相识，读她的新书，
自然多了一份对作者的佩服和对书的
结构、内容、情节的品味。

故事发生在哈尔滨，在哪个不平
凡的夜晚，美丽女医生陆秋月被劫持!
这场景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
滨》那样神秘莫测，而这“劫持”，既非
劫财，亦非劫色……

在抗战年代，哈尔滨作为日军入
侵中国的最前沿阵地，注定了是个多

事之秋之地。李学萍也是以此为背
景，开始了自己的谍战写作……

被劫持的女医生非但不计前嫌，
还加入了这一神秘劫持组织。她与心
上人王亦琛周旋于伪警察、军统、日本
特高课之间，“串门”“周起昌”“绞杀”

“表叔的手术”……每一次与敌人针锋
相对，总让人心惊肉跳，但是他们却又
能在危急关头，凭借特有的智慧化险
为夷。每一场与对手巅峰对决，刚刚
觉得心绪舒缓，可以松一口气时，哪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学萍善于把握
谍战小说的内涵，总让人在措手不及
时打出一张稳心牌，然后再釜底抽薪
……

总之，在李学萍笔下，那个让日军
头疼、又让汉奸走狗屁滚尿流的代号

“青锋”的王亦琛，既是博文清雅的国
文教师，又是机智勇敢的“青锋”行动
组组长，既是勇猛无敌的大恒木行“四
当家”，又是儒秀倜傥的军人副官。可

以说王亦琛在李学萍的笔下是一个
“多面手”，是共产党人无畏的战士，他
显然是哈尔滨特殊时期的正义化身。

志不同者，道将不合。在人人自
危的哈尔滨，尽管王亦琛遇上了久违
的同学陈晓桐，因信仰不同，两个人也
不能坦诚相待，相反还被陈晓桐的“上
峰命令”阴了一把，险些丧身日本人的
追杀之下。另一方面，自认为遇上了

“情敌”的陈晓桐，还在王亦琛参与送
“表叔”行动失败后，被组织“审查”期
间，暗中为扣实王亦琛“叛徒”的帽子
推波助澜。

被迫辞职、被人诟病，旧伤新疾让
王亦琛这个年轻人长病不起，但是他
始终没有改变初心，无论与组织暂时
脱离联系，还是虚与委蛇供职于日军
麾下，始终与日本人明争暗斗，巧于周
旋，让日本特高课谈“青锋”色变，嫉抗
日英雄如仇。

李学萍笔下的王亦琛是共产党人

的精英，是民族英雄的楷模，也正是在
王亦琛的带动和影响下，陆秋月一步
步由稍谙世事的医生成长为优秀的共
产党人。

最终，像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因为
叛徒出卖，王亦琛这个智勇双全的抗
日英雄，落入蛇蝎心肠的日本人伊藤
中秀的魔掌，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危亡
的大义面前，酷刑和威逼利诱都不能
让王亦琛这个看起来瘦弱，意志却如
钢铁般坚硬的中国人改变信仰。面对
酷刑，舍生取义是王亦琛最坚定的选
择!连流着日本血统的日本女孩儿花枝
子都被王亦琛的坚毅感动、感染……

正是有王亦琛这样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的抗争，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黎明
的曙光——《破晓》。

谍战小说《破晓》，就是以日军建
立大东亚共荣为背景，写活了那个特
殊时期的民族英雄和英雄骨子里流淌
的不屈血脉，读之受教、受益。

剥 开 阴 霾 见 日 出
——读作家李学萍新书《破晓》有感

■涟漪

近日，由赤峰市网络作家协会副
主席我旗本土作家李学萍创作的长篇
谍战小说《破晓》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发行。至此这位高产的女青年作
家已发表历史、玄幻、武侠等题材的中
长篇小说达200多万字。

《破晓》一书做为赤峰市文联重点
创作扶持项目，是作者的首部谍战小
说。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战时期，讲述
了中国共产党与军统、日本侵略者斗
智斗勇的故事，作者在小说开篇就设

下悬念，以一条围巾为引子，串连起了
男女主人公半个世纪的情感故事，塑
造了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
象。这本16万字的长篇小说从创作到
出版发行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创作的
动机是作者在观看国庆70周年大阅兵
时受到启发，就用小说这种文学方式
来纪念保家卫国的先烈们。自治区作
家协会副主席王樵夫给予本书高度评
价：“通过这篇小说，可以让读者重新
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

也重新唤醒了读者对抗日英雄的崇敬
之情，更加珍惜眼前得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一个优秀
作家的神圣使命。”近年来，我旗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创作者，在全市、
全区，甚至国内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李学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旗委宣传
部副部长孙国树希望全旗广大文艺工
作者都要像李学萍一样，深入基层、深
入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抒写新时代，传递真善美，弘扬正

能量。”
李学萍从小喜欢文学创作，初中

阶段因一部小说丢了下半部曾尝试着
续写，后来由于与学业冲突一度耽搁
下来。但文学的梦想一直在她心中发
芽、长大。参加工作后，她利用闲暇时
间进行创作，首部小说《契丹驸马》出
版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在网络上
发表了《绝天一算》《剑挽风杨》《死囚
的最后七天》等20几部中长篇小说，总
计200多万字。

李学萍著《破晓》一书出版发行
■记者原国林 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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