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双清别墅 

                                杭建伟 

说起北京香山，首先

让人想到的是那里的红

叶。香山红叶，闻名中外，

为北京西山风景区中的

一大奇观，也是“燕京八

景”之一。我这次去香山，

已值深秋，错过了时节，

枫叶大多散地。但我初访

了双清别墅，这里是毛泽

东 1949 年曾居住过的地

方，今年恰逢他老人家诞

辰 120 周年，我的香山之行遗憾中便有了一份精神的充盈。 

双清别墅，在香山的南山坡上。此处取名双清，与两股清泉有关，金章宗称

其为“梦感泉”，乾隆十年（1745 年）在这里建松坞云庄，乾隆题“双清”二

字刻于岩崖之上，被誉为“香山二十八景”之一。1917 年熊希龄在此修建别墅，

熊氏有“暮云飞尽乱山明，月入双清分外清”的诗句。这是一座极为幽静的庭院，

苍松翠竹，景色宜人。院内有一排坐北朝南中西合璧式的粉白色平房，是毛泽东

当年的卧室、会议室和办公室，所陈列什物显得十分简朴。房前一池清水，数不

清的金鱼在自由戏水，池边有六角红亭，毛泽东当年看《人民日报》“号外”的

照片就在此拍摄，并写下了那首大气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949 年 3 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面对即将取

得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告诫全党“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

月，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暂驻香山。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此举行国共

和谈、会见民主人士、指挥渡江战役、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同年 11

月迁住中南海。毛泽东把进北京城喻为进京赶考，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双清别墅自然成为了“第一考场”。这里是中国革命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第一站，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有些历史细节值得回味。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到来之前，双清别墅靠近山脚

的地方由工兵部队挖了两个防空洞，战士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



岁！”、“朱总司令万岁！”。毛泽东来后指示工作人员将这两句话涂掉了。毛

泽东对民主人士很尊敬，一听说哪位先生到了，便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

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一见面就夸毛了不起，

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

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为了尊重老

先生，他吩咐卫士要帮自己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但卫士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

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无补丁的衣服。毛泽东在香山期间，工作特别繁忙，无暇

欣赏风景。但有时也到院子里散散步。一天深夜，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到了门

口，卫士李德华正在院内站岗，怕天黑毛泽东看不见路摔着，就立即拉亮了门口

的电灯。毛泽东说:“不要开灯了，天黑好思考问题，还节约电。”李就将电灯

关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伟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廉洁奉

公的光辉形象，这对我们当前反“四风”无疑有着榜样的意义。 

 

 

 

 

 

环骑青海湖 

王 键 

    今年八月，我综合考

虑了小轮折叠车的性能，

海拔、气候等因素，最终

决定带上折叠自行车，环

游青海湖，登上祁连山，

撒野大西北。 

    8 月 6 日早上，我吃完

了牛肉超级少的牛肉面，

那时天阴沉沉的，但尽管

失眠、高反、头痛、低温，

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

对环骑青海湖的向往。 

    只是我一路飞奔，也没有乌云压头来得快，大雨瓢泼而下，匆忙间，蹿进路

边的一户藏家乐，躲进伙房烤火，满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青海湖边的藏



民经济头脑灵活，在我烤火取暖的时候，绘声绘色地描绘着疾风骤雨中挣扎的苦

难，也烘托了围坐火塘旁温暖的惬意。我那之前还豪情万丈的勇气就这样灰飞烟

灭了，好吧，今天就不赶路了，住宿在此，还能免费进他家湖边牧场，近距离接

触青海湖。 

    豪雨来得快，去得倒还算利索，下午两点，雨过天晴，青海湖终于给了我一

份纯洁的蔚蓝。午后短暂的阳光，瞬间就把整个青海湖渲染得如此美丽，虽然高

山湖泊也看了不少，但那一抹梦境中深邃的蔚蓝，还是让我有种幻觉。这一刻，

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 

    躺在成片的油菜地里，沐浴着草原阳光，和藏民闲聊着，偶尔帮忙做做生意，

居然有种主人翁的错觉。或许，真正的旅行，就应该融入当地，接上地气，告别

浮躁的走马观花，才能有更深刻的领悟。 

    一夜暴雨，担心不已，7日早上总算停了。我们上山采蘑菇，传说中的极品

黄蘑菇没有找到，采了几个又黑又丑的牛屎菇送给店家。挥手告别，一身轻快地

开启骑行之旅，今天的青海湖边，雨过天晴，太阳早早的探出脑袋，烘烤着湖边

大地，以及大地上埋头前进的环湖者。 

    相对来说，青海湖的东西南三线是精华，都能看到湖面，景色都很漂亮。一

路骑行，下午 2点多就赶到黑马河。路上的车友很多，三个穿黄色骑行服的小姑

娘很惹眼，在黑马河再次遇上的时候，自然熟地聚在一块，三朵灿烂的“油菜花”

不停地怂恿我一起包车去茶卡盐湖，于是稀里糊涂地前往盐湖。 

    如果说青海湖是一只深邃的大地之眼，凝视它，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渺小；那

茶卡盐湖，就如一面广阔的天空之镜，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湖面像镜子一

样闪闪发光，与纯蓝的天空连成一片，形成了一片令人窒息的幻境。身处其中，

让人仿佛身于 Photoshop 建立的完美世界。返回黑马河的路上，我们与穆斯林司

机交谈甚欢，晚饭他推荐的炕锅羊肉非常好吃，并决定明早先看日出，再看当地

穆斯林们做祷告。 

    8 日一早，我们早早起来，冒着严寒，来到青海湖边，在各路御寒大军中，

咬牙坚持到日出，湖边观日出很壮观。看完日出，怎么也找不到穆斯林祷告的地

方，经历了几次私闯民宅被恶狗袭击，总算在一个私家牧场里见到穆斯林的祷告。

老老实实在旁边拍了一小段。祷告结束了，穆斯林们还抱怨没拍清晰，唉，沟通

不畅。 

    告别黑马河，前往刚察，沿途一百多公里风景极好，大美青海湖。 

 

 

 



  [阅读札记]                           

                               追梦人 
                      ——读《梵高的坟茔》有感 

                              12 纺织     王垲烨 

    乌鸦静静盘旋在奥维尔墓园的上空，天空总是灰色而萧索的，这是墓园该

有的颜色，也是梵高眼睛最后的一抹颜色。瓦兹河的水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就像

梵高在黑暗阁楼里疯狂作画时淌下的汗水，那汗水浸湿了画布，流进生命每一个

缝隙。他是天生为艺术而生的追梦人。这些，是我读了范曾的《梵高的坟茔》后

所生的感慨。 

尽管梵高只有一把驻进昏黄麦地的破旧藤椅，还有吸一口就能燃尽所有的时

光和精力的廉价纸烟，但他用执着的梦将一张画布与这麦地里驻足的乌鸦织成了

一方最坚固的信仰。追求艺术之梦是梵高生存的所有依赖。 

当他一幅画也卖不出去，靠弟弟救济时，他感激，他自责，却不自卑，当他

接受旅店老板娘的面包时，他无奈，他委屈，他失望但也绝不自卑。他明白追梦

道路坎坷又曲折，不仅需要一颗与真正艺术相通的心，还需要坚持，需要等待，

需要放低姿态。 

他爱艺术，他爱梦想，因为艺术让他欢喜，梦想让他满足。 

在几经挫折后，梵高选择了另一种决然的方式追寻艺术，那就是死亡。在灰

色的天空下，他画完最后一幅画以后，回到了阴冷的阁楼，平静地朝腹部放了一

枪，微笑着倒在床上。窗外乌鸦连片飞向天空，一聚便散开了。他的追求刺眼而

又决绝。 

令我们惊喜的是，《向日葵》以一种高傲的姿态存活了下来，它是梵高生命

的延续，也是梵高对艺术追寻的硕果。《向日葵》是梵高梦想的垫脚石，让他离

艺术女神又近了一步。 

细细想来，余地、戈麦、海子等太多艺术家为了追梦放弃太多。如果你问那

些逝去的生命是否后悔，我想他们此刻定和梵高一样，决然不后悔，因为追梦的

过程已经为他们谱写了生命的赞歌，他们执着追梦的心灼热不灭，他们在自己的

世界里与艺术女神相爱。他们始终相信只要灵魂不死，生命还是会以另一种方式

存在。 

那些牺牲的生命都过去了，但他们追梦的身影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像

烙在皮肤上的印，越久伤疤越触目惊心。请尊重一切以追求梦想为最终信仰的人，

因为面对不解与窘迫需要太大的勇气。不要觉得在街角提起一支画笔的人都是骗

子，真正艺术的苦行者根本没必要跟你解释什么。他们不过是想让别人看到掉落



世界最自然的那抹美，那些创作无非是最单纯的心灵的释放，与梦想相连，与利

益无关。 

追寻梦想的道路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梦想与现实之间有太大差距。“追梦”

不只是一个词，它也是生活的一种状态，以及生命的重要部分。作为大学生的我

们，理应充满斗志，做一个辛勤的追梦人。也许梦想不用太大，不用像艺术家们

一样献出生命，但至少它要足够饱满，要能填满你整个心房，让你可以为了它放

弃一切无聊的诱惑。 

    梦想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观，它需要你用时间，花精力，去等待，才会开花结

果，它也许就是你每天睁开眼的希望，微笑的动力，生存的勇气。 

 

 

 

 

 

 

[好书推荐]                

                 黑暗中的舞者：《推拿》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自 2008 年问世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并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这样评价它：“《推拿》将人们引向都市生活的

偏僻角落，一群盲人在摸索世界。毕飞宇直面这个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

轻地克服认识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

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他有力地回到小说艺术的根本所在”。 

    毕飞宇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曾被译成法文多种文字在国外出

版。代表作有《上海往事》、《玉米》、《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平原》、

《青衣》、《哺乳期的女人》等。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庄重文学奖”等奖

项。 

《推拿》延续了毕飞宇一贯的写作路径，那就是以细腻绵密的细节描写、内敛饱

满的叙事语调、灵动曼妙的艺术手法，展现一种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  

《推拿》以群体的盲人形象为叙事对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小说

中，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小孔、金嫣、徐泰来等盲人一个个出场，围

守在一间门面不大的推拿室里，这中间有夫妻间的温爱与矛盾，有情人间的猜忌

和分离，有残疾人的艰难生活，也有普通人的烦恼。虽然毕飞宇叙事的对象是那

些盲人推拿师，但用力点则在他们那些体现世态人情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对他



们敏感、繁复的内心感受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他们正常的人生，体会到他们在现

实生活中的无助与无奈、痛苦与绝望，同时也感受到他们的梦想与尊严、甜美与

幸福，以及他们在黑暗世界中相濡以沫的情怀。   

    毕飞宇笔下的人物，明明是盲人，可他们却实实在在“看”着。他们关注内

心。每个人的经历是那么不同，但因为盲目，所有经历中都有与健全人社会相抵

抗的一段，这过程往往是艰难的，他们无法战胜他人的世界，只能战胜自己：沙

复明付出健康的代价去获得通往成功之路的门票；都红放弃了本可以令她走红的

音乐；小马童年时代就企图自杀；金嫣用各种婚礼的想象来填补空白……作者用

刺穿表面的眼光打量这些失明的内心，看到的莫不是一种坚韧的东西——尊严。

在盲人世界里，他们活得自如，爱恨情仇，一样也不少，由于相同的境遇，彼此

之间是融洽的，却也世俗，照样有细细碎碎的不痛快；在非盲人的世界里，他们

却是怯然的，不自信的。 

毕飞宇以平等的心态与目光写作，用他的睿智和技艺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丰饶

的黑暗世界，给我们塑造了一群鲜活的盲人形象，他们也将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而关于“平等”“尊严”的话题则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

题，因为“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约有 500 万，……

同时，每年约增加 45 万盲人。”另外，还有数以亿计的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

人。因此，不管是从小说技艺还是现实关怀来说，《推拿》都是新时期以来长篇

小说的重要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