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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云霄，我的爱妻……”
“启明，我的小宝贝……”
在一次朗读会上，当我与阜

平城南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讲解员周慧敏一起满怀追思、崇
敬、激动与心痛，深情朗读革命烈
士赵云霄与陈觉夫妇的《两封遗
书》时，我声音哽咽，全身都在发
抖，周慧敏更是泪流满面。台下百
余名观众静默无声，或拭泪或沉
思，都如我俩一样，深深沉浸在两
位烈士的英勇无畏与慷慨悲壮
之中。

这是自阜平的好女儿赵云霄
1929 年就义多年后，两封感动天
地的遗书由湖南长沙陆军监狱的
牢房中，穿越时空，连通今昔，很
难得地以朗读的形式呈现在家乡
父老面前，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信
仰与博爱情怀，如星辰一般，闪耀
在英雄美丽的阜平大地、太行深
山，光照后人，启迪未来。

从县志中誊抄这两封遗书准
备文本时，那泣血、坚定、深情的
文字再次震撼了我。带着这种感
动与景仰，我缓缓行走在赵云霄
出生长大的阜平县城南街幽静狭
仄的赵家胡同。百余年世事变迁，
赵云霄的旧居已不复存在，可顺
着南街原住民指点的方位望去，
瞬时肃然起敬，无限感念。

凝望多时，我缓步走入老街，
苍劲葳蕤的古槐傲然挺立，撑开
如华盖一般繁密的浓荫，庇护着
南街百姓，庇护着阜平苍生。树
下，有爷孙俩正在逗趣，笑声阵
阵。想必 1906 年出生的赵云霄也
是在这大槐树下，度过无忧无虑
的童年时光；想必 1924 年 7 月，赵
云霄的父母也是在这大槐树下，
送她入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
书，也正是在读书期间，赵云霄受
共产党员李培芝革命思想的影
响，于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想必赵云霄那次同于平常的返
校，也是在这大槐树下与父母分
别，可谁又能想到，那次分别竟是
永别，自此赵云霄再未回到阜平
的家中，即便母亲因思念几乎哭
瞎了双眼。

由赵家胡同走出，在保定求
学，到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
大学学习；再于 1927 年因中国革
命进入低潮秘密回国，路过北方
不入家门，直奔湖南领导农民武
装斗争；再到被捕入狱，狱中生
女，写下遗书，给女儿喂完最后一
口奶，走向刑场……始终有一种
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信仰在支
撑激励赵云霄前行，这是一条追
寻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道路，更
是一条为党牺牲一切慷慨赴死的
道路。

虽只有短暂四年革命生涯，
只有短短二十三载青春年华，但
赵云霄与丈夫陈觉一起，用伟大
的行动、伟大的精神，诠释了一名
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是
阜平人民乃至中国人民永远的骄
傲与自豪。

云霄奶奶，请允许我这个同
乡晚辈这样亲切地称呼您。您知
道吗？每次走过南街，走过那三棵
古槐，我体味更多的是从您的故
事中，散发出的新时代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的力量和希望。

二

当年，赵云霄加入中国共产
党时应该无比光荣。一名从太行
山走出的 19 岁少女，缘何对共产
主义如此向往，对共产党如此忠

诚？缘何在温良、平和、文静的外
表之下，涌动着滚滚热血，锻铸出
铮铮铁骨？这其中，传播革命思
想、代表先进文化的《新青年》等
进步书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鼓
舞作用，一次次令赵云霄们激情
澎湃，血脉偾张，义无反顾地跟党
走上革命道路。

隐在巍巍太行山之中的阜平
县，山峦连绵，但这却阻挡不了先
进思想的传入与播种。也就是在
赵云霄入党的那一年，阜平就于
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年后，建立了
党 组 织 。赵 云 霄 牺 牲 两 年 后 的
1931年，阜平的王宗良、袁同兴等
进步青年创办了“旭光文学社”，
并编辑《旭光》期刊，意欲如《新青
年》一般为更多年轻人指引人生
的方向。

后来三年中，《旭光》停刊，
《安琪儿》停办，《曙霞》遭禁，《狂
奔》被封杀，陆续创办的进步期刊
一个个消失在白色恐怖之中，但
正是这些阜平热血青年用手中之
笔，挥洒激扬文字，搅动了当时的
思潮，为黑暗中摸索的人们送去
了光明、信心和勇气。

赵云霄等阜平早期共产党员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1937年11月，
聂荣臻率晋察冀军区总部从五台
山来到阜平，并以阜平为中心创
建了被毛主席誉为“敌后模范的
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
区”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年这
个人口不足 9 万的山区小县一时
成为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全国各
地的进步青年、学者涌向阜平，在
十一年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孕育
了彪炳史册的晋察冀精神和光辉
灿烂的晋察冀文化。

我曾沿着当年晋察冀文化的
足迹寻访，在阜平县城文娴街旧
址嗅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
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党报《抗敌
报》的幽幽墨香；在马兰、柏崖、车
道、栗树庄、坡山、槐场、麻棚、新
房、孟家台等名不见经传的小村
庄，听到了“民族的号筒”——《晋
察冀日报》创造的“八匹骡子办
报”十年六个月零三天，出刊二千
八百四十五期的游击办报奇迹；
在花塔、上庄、坊里、花沟掌、洞子
沟等偏远山村，触到了《晋察冀画
报》用一张张珍贵照片完成“告诉
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
地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
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
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
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聂荣臻
题词）这一伟大使命的荣光；在
坡山看到了编校印刷人员加班
加点印制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时
忙碌却兴奋的身影；在城南庄、马
兰、史家寨、抬头湾、胭脂河、大沙
河……望到了邓拓、舒同、沙飞、
田华、陈强、丁玲、周立波、杨沫、
曹火星等众多著名新闻家、文艺
家在阜平山水之间播撒的文艺星
火。更望到了报刊、文学、摄影、戏
剧等先进文化在阜平、在中国革
命历史云霄之上璀璨的“时代的
光芒”“真理的光芒”！

云霄奶奶，您知道吗？正是受

咱阜平灵山秀水的滋养，受当年
晋察冀文化的影响，阜平虽然一
度贫困，但在文化和精神上却一
直“富有”，文脉一直兴盛！

三

“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
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
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
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
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
憾！”陈觉烈士遗书中的最后三句
话，是那么坚定、决绝，这便是信
仰的力量、英雄的气魄！赵云霄何
尝不是如此！

的确，在阜平革命史上，有太
多的“后来人”纷纷加入共产党，
有太多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地传
承先烈遗志，为了革命事业而献
身成仁！每每参观晋察冀边区革
命纪念馆，每每瞻仰烈士纪念碑、
红色遗址遗迹，每每行走在“每个
村庄都是堡垒，每个人民都是战
士，决非轻易撼动”（出自1941年1
月《新华日报》社论）的阜平英雄
的土地，我都会热血沸腾，激动
万分。

在县城烈士陵园，我看到了
阜平早期党组织领导者王宗良的
画像，英姿勃发，目光如炬。王宗
良等三烈士被捕押往保定被杀害
前，千余人挥泪送行，他们的尸首
被扔进护城河，头颅被挂在保定
城楼示众。历史记下了敌人的残
忍，也记下了英雄的无畏，更记下
了年方23岁的王宗良临刑前的高
呼：“请转告我们党，我们做到了
党要求我们做到的一切！”

在平阳镇罗峪村，听村民讲
起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英勇就义前
所受的酷刑，我就不寒而栗。那可
是丧心病狂的日寇，在她身上一
刀刀地割与剐呀，那可是当面一
口口吃她的肉呀，那可是砍头扔
井、身首异处呀！即便如此，年仅
22 岁的刘耀梅依然咬碎了牙，痛
斥日寇，高呼：“怕死就不抗日，怕
死就不当共产党员！中华民族万
岁！”

在夏庄乡柏崖村，流传着晋
察冀军区机要科科长兼锄奸部秘
书、英雄母亲张立的革命故事。
2020 年，曾被寄养在阜平的革命
后人马玉萍，流着泪采访了当年
幸存下来的张立烈士的女儿余泽
军，我也是流着泪读完这文章的。
日寇开水煮了自己心爱的儿子，
年仅23岁的张立依然强忍失子的
悲痛和断臂的疼痛，高呼：“打倒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中 国 共 产 党 万
岁！”

在城南庄镇四秃子山，我曾
带着学生一起春游，听当地老师
讲抗日英雄、游击队长刘应法（小
名“四秃子”）在这座山上痛击鬼
子的英勇悲壮。杏花盛开，春光正
好，但我们不会忘记这里曾是刘
应法为掩护500名群众，与鬼子周
旋、激烈战斗、展开肉搏、壮烈牺
牲的战场，会永远传颂胭脂河畔
的赞歌：“四秃子在洞内拿起了手
榴弹，直打得鬼子叫苦连天……”

青山处处埋忠骨。阜平县城
烈士陵园、马兰晋察冀日报七烈
士纪念墓、赤瓦屋晋察冀画报英
魂墓……每年都会有众多干部、
学生、群众及寻访者，前来扫墓、
瞻仰、学习，祭奠先烈。此外，还有
很多散落在阜平山岭之中的无名
烈士墓，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
不知道他们家乡在哪，但青山会
记得，阜平会记得，共和国会记
得，会记得他们为谁而牺牲，会记
得 他 们 对 国 家 、对 共 产 党 清 澈
的爱。

云霄奶奶，您知道吗？革命战
争年代，咱阜平还涌现出了爆炸
英雄李勇、劳动英雄胡顺义、战斗
英雄李瑞、滩地英雄李志清、模范
民校教员陈继和、子弟兵的干娘
张树凤等太多模范人物，在当年
晋察冀边区群英大会上受过表
彰。云霄奶奶，您知道吗？当代，阜
平涌现出了河北省劳模养路工任
俭，全国劳模邮递员白玉军、保险
人李二国，全国最美护林员段金
龙等新时代楷模……他们和您一
样，都是阜平的骄傲，是我们学习
的英雄和榜样，是阜平云霄之上
最闪亮耀眼的恒星！

四

正是有了聂荣臻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有了赵云霄这样
的优秀共产党员，有了各种先进
思想文化的影响渗透，世代生活
在太行深山的阜平人民开化觉醒
得更早、更快、更彻底。因为阜平
百姓知道共产党人“正是为了救
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于
是纷纷投身或支持革命，组建近
千人战功卓著的“阜平营”，更有
众多毁家纾难的支前队，谱写了

“不足九万人养育了九万人的部
队，两万人参军参战五千人光荣
牺牲”的阜平壮歌。

“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拥护
子弟兵。”身为阜平人，我常被这
样的故事感动着。

1941年秋，为突出日军重围，
聂荣臻率领近万人的庞大部队三
进三出常家渠。为了不暴露目标，
隐在这小山沟里不能生火冒烟，
吃饭成了问题。老乡们就把家里
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还把正
在生长的玉米棒子掰下来，把尚
未成熟的核桃打下来，把地瓜、南
瓜等都送给了部队，鱼水深情令
人动容。

1942年春，青黄不接，出现粮
荒，部队和群众只得以树叶充饥。
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一道独特的

《树叶训令》，禁止部队采摘村庄
周围十五里以内的树叶，全部让
给老百姓，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
民争“食”。然而，可爱的阜平人民
却采来杨叶、榆叶送给部队。

“人民新闻家”邓拓率领晋察
冀日报社驻扎马兰，与村民相处
得极为融洽，记者、编辑还把自己
的衣物、口粮支援给村民共抗水
灾，更有“邓拓亲自牵马坠镫为百
姓迎亲”的一段佳话。正因如此，
当 1943 年日军扫荡马兰，19 位村

民作出为保护晋察冀日报不被发
现而壮烈牺牲的义举，就不难理
解了。

这样的群众基础，这样的人
民靠山，曾让聂荣臻司令员深情
地说过这样一句话：“依靠人民，
比山靠得住。”1948 年 4 月 13 日，
毛泽东主席一走进阜平城南庄晋
察冀军区司令部院内，便兴致勃
勃地说：“到了晋察冀，就像当年
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见了
我们都是笑逐颜开的。”毛主席在
阜平居住了 46 天，发布了著名的

“五一劳动节口号”，向全世界发
出了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

云霄奶奶，您知道吗？正是因
为咱阜平和阜平人民为中国革命
作出的重要贡献，2012年12月，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阜平考
察扶贫开发工作，向全党全国发
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动员令，
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

经过八年多不懈努力，咱阜
平以及像阜平这样的革命老区、
贫困地区都已摆脱贫困，过上了
富裕幸福的好日子。您，以及像您
一样为革命牺牲的前辈们可以含
笑九泉了！

在这八年多的脱贫攻坚战
中，还是咱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
模范作用，冲锋在前，无怨无
悔；更有千余名驻村扶贫干部、
几千名帮扶干部，和群众一起摸
爬滚打在村里，并肩战斗在一
线，用真诚、用热心、用实效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更有老乡动情
地说：“他们好像当年的八路军
又回来了！”

云霄奶奶，您知道吗？现
在咱阜平的变化可真是天翻地
覆，恐怕您想都想不到呢！当
年 您 生 活 的 县 城 已 焕 然 一 新 ，
您 家 门 前 的 大 沙 河 经 过 整 治 ，
成了美丽的亲水公园。乡村更
是漂亮，香菇、林果种植，硒鸽
养殖，家庭手工业，旅游等富民
产业让乡亲们不再为生计发愁；
漂亮舒适的新民居让农村更加宜
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现代化
的寄宿制学校、优惠完备的医疗
保障让百姓出行、上学、看病都
不再是难题，随处可见幸福洋溢
的笑脸……

您离开家乡快一百年了，多
想您能回家看看呀！我想您在云
霄之上一定看见了，一定在为阜
平祈祷、加油！

云霄奶奶，阜平作为两个“动
员令”的发出地，比别的地方肩负
着更多的使命与担当。不过，您放
心！咱阜平一直都是“先行之地”，
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当年，“坚持
抗战，需向阜平看齐”（出自 1941
年1月《新华日报》社论）。近年，脱
贫攻坚又聚焦阜平！今后，阜平也
一定会再接再厉，继续书写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的“阜平样板”。

云霄奶奶，还告诉您一个好
消息：您出生、长大的南街，三棵
古槐春节已被彩灯点亮，传统与
时尚相得益彰的商业文化步行街
区呼之欲出；南街，这条阜平曾经
最繁华、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
街，即将旧貌换新颜，重新华彩面
世，而您的精神也将是南街文化
的核心灵魂。

到时候，我还想在南街的大
槐树下，举办一场朗读会，把您
与陈觉烈士的故事、所有阜平优
秀儿女的故事、新时代阜平奋斗
发展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精
彩动人的“阜平故事”在新时代
中国浩瀚苍茫的云霄之上，回响
不绝……

10版 布谷：杨志卖刀 11版 文艺评论：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机遇与挑战
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总第976期

版面编辑：韩莉 视觉编辑：喻萍

9

电邮：t36@tom.com

hbrbwhzk@163.com

莫
让
﹃
二
次
创
作
﹄
蹚
侵
权
雷
区

□
吴
学
安

近日，视频剪辑博主“剪刀手轩
辕”有个投稿未能通过某短视频平
台的审核，原因是“根据版权方要
求，本站撤下该片”。对此，有着 70
万粉丝的“剪刀手轩辕”感慨道，自
己支持平台整治无授权的短视频

“搬运”与“切条”，“但也希望能给二
创剪辑留一点点喘息的空间”。（5
月25日《法治日报》）

此前，逾70家影视传媒单位和
企业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广大短视
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尊重
原创、保护版权，并表示将对目前网
络上出现的未经授权就对影视作品
内容进行剪辑、切条（将一部影视剧
切割成短小片段）、搬运、传播等行
为，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

当前互联网上有很多公众账号
的运营者将一部影视剧切割成短小
片段供用户观赏，经常刷抖音、快
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对“五
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等二次创作的
影视综艺片段并不陌生，这种做法
虽满足了时间碎片化背景下的用户
需求，但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这
些行为通常都构成侵权。

从著作权法的立法初衷看，其保
护的是智力成果的产出。根据我国法
律规定，对长视频构成合理使用的主
要条件包括：一是该行为是否属于

《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情形；二是
该行为是否影响原作品的正常使用，
对原作品构成实质性替代；三是该行
为是否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如果
仅仅是简单地搬运影视剧，那么无论
是整部搬运还是化整为零，都根本谈
不上什么“二次创作”，而是法律所不
允许的侵权行为。

尤其是一些影视“搬运号”打着
“作品评价”的名义，明目张胆剪辑、
“搬运”热播影片和电视剧，并通过
直播带货、软性植入等方式牟取利
益。一些短视频侵权作品的影响力
比原作还要大，这些侵权者会认为
是帮原作做了推广，但事实上给原
创作者带来了心理压力，动摇其维
权决心。

与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和国家电
影局的“坚决杜绝”略有不同的是，
部分网友对这一系列发声有着不同
的看法：影视行业的“名门正派”认
为“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类的视频
是对电影版权的侵害，但也有不少
人疑惑——经过了重新剪辑、配音、
解析的作品，难道不是再创作吗？有
网友表示，观看二次创作的吐槽视
频和解说视频是自己的“快乐源
泉”，而且有些制作视频的人水平很
高，会有别开生面的阐释。这些讨论
中也存在着比较中肯的意见：“对短
视频不能一刀切，好的影视评论能
给影视行业提供更好的意见、推动
行业的健康发展，而短视频是很好
的传播推广渠道。”

如专家所言，影评解说类的短
视频，并非一点影视镜头都不可以
用。无论是推荐还是踩，我们作为消
费者都有批评权和建议权。目前短
视频领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引用限
度的不合理，在快餐文化的环境下，
许多自媒体把投资方上亿的投资和
制片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拿过
来一剪就变成了自己的，这是一定
构成侵权的。5G 时代到来，短视频
发展是必然。引用电影情节可以，但
要遵循引用有度、尊重原著的原则。
这与褒奖或批评无关，只要是在未
经授权的情况下，盗用他人电影作
品擅自进行修改和剪辑，对电影进
行选择性呈现，就是对保护作品完
整权的一种侵害。

毋庸置疑，短视频侵权乱象绝
非只是市场与行业问题，更是社会
与文化问题，须以更高站位、更大视
野对其进行常态化、制度化、规范
化、精细化监管，一方面，有关部门
要降低原创作品权利人的维权门槛
和维权成本，如通过明确侵权作品
的性质、建立侵权损失评估标准等
方式实现；另一方面要考虑推出优
化授权许可模式，如通过建立影视
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引入知
识共享协议模式等方式实现。除了
加强社会监督、完善法律法规外，全
社会要充分认识到，保护影视剧版
权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短视频行业的
自我净化，需要各个社会层面的努
力，共同打造良好的行业生态。

云霄之上 □张金刚

阜平县城南街的古槐阜平县城南街的古槐。。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赵 杰摄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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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阜平县阜东新区航拍阜平县阜东新区。。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赵 杰摄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