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皇岛税务

助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四月的卢龙春意盎然，正是踏青

好时节。站在左右山谷景区最高处放
眼望去，只见许多游客在此观景、休
闲、娱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位于卢龙县刘田庄镇的左右山谷
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是一家集旅游
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传播、绿色农副
产品产销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观光园。景区还纳入卢龙当地著名
历史典故，如“伯夷叔齐”“李广射虎”

“老马识途”等文化元素，让游客获得
了“游左右山谷几天，品卢龙文化千
年”的美好感受。

为更好服务乡村文旅产业发展，
卢龙县税务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
续优化纳税服务举措，用更加暖心的
服务和更加精准的政策“滴灌”，推动
农、文、旅融合，为激活旅游、带富乡村
注入“税动力”。

“我们的发展离不开税务部门的
支持，卢龙县税务局干部多次到公司
宣传税收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我们
如 何 享 受 。 在 他 们 的 贴 心 服 务 下 ，
2023 年我们享受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减免增值税 7.25 万元，进一步增强了
我们的发展信心。”秦皇岛左右庄园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杜田右
说。据了解，左右山谷景区每年为就
近乡村群众解决务工岗位 130 余个，已
成为当地解决就业、带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

文化旅游，一头连着“诗和远方”
的向往，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美
好未来。下一步，税务部门将主动对

接文化旅游经济发展涉税需求，以陪
伴式服务产业发展壮大全周期，以精
准服务、政策支持为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贡献税务力量。

秦皇岛第一秀长城演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的《长城》演出如同一幅山海
史诗，描绘出长城传奇的壮丽画卷，吸
引游客和市民齐聚古城，共同沉浸在
这场视觉盛宴中。“非常感谢山海关区
税务局的同志们上门辅导税收优惠政
策，到账的真金白银，是税务人员送给
我们的‘大礼包’，为我们企业持续发
展 增 添 了 信 心 。”公 司 财 务 人 员 李
娜说。

在这场大型演出背后，山海关区
税 务 局 深 入 了 解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需
求，主动靠前服务，派遣专业小分队
深 入 山 海 关 古 城 ，对 秦 皇 岛 第 一 秀
长城演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财务
人 员 进 行 深 度 辅 导 ，详 细 解 读 增 值
税留抵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通过
实地走访企业，提供定制服务，不仅
有效解决了企业在涉税事务上的疑
难 问 题 ，更 在 税 费 政 策 的 落 实 上 为
企 业 带 来 实 质 性 的 优 惠 ，提 供 了 全
方位的支持。

山海关区税务局热情的服务态度
和详细的业务辅导，为企业发展增添
了 活 力 ，搭 建 了 税 企 互 动 的“ 连 心
桥”，为地方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强
劲的“税动力”。山海关区税务局主
要负责人表示，该局将积极提供多渠
道纳税服务，助力区域文旅产业发展
提质增效。

（陈品先、孔颖、张作基）

深州税务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激发农业发展活力
为了帮助涉农企业纾困解难、壮

大发展，深州市税务局立足本地实际，
坚持以税惠农、服务利农，聚焦特色农
业发展需要，梳理涉农税费优惠政策
和发票开具、申报缴纳等具体业务操
作指引，挑选业务骨干组建“涉农帮帮
团”走进田间地头，进行政策宣讲、实
操指导，确保将政策红利从“纸上”落
到“账上”，激发农业发展活力，推动农
业生产规模化、智能化、高效化。

河北舜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位
于衡水深州市，公司建有集棚室蔬
菜、果蔬种植、观光旅游于一体的大
型生态观光科技园。该园区建有冷、
暖棚 30 座，种植有黄瓜、西红柿、豆
角、西瓜、甜瓜、葡萄等近 20 个品类，
一年四季都是采摘季。通过批发、订
单销售、休闲采摘等方式，销往石家
庄、沧州、北京、天津等地，年收益600
余万元。

“听说这儿的蔬菜水果都是吃海
藻长大的，特别好奇，今天带着孩子过
来采摘，小柿子汁多味甜，生吃也好
吃，最主要的是健康。多摘一些，回去
送给亲戚朋友。”在该公司的大棚里，
番茄、草莓、黄瓜、西瓜、甜瓜、葡萄等
蔬菜瓜果迎来了采摘季节，呈现一片
丰收景象，吸引了远近游客前来观光
采摘。

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口碑，该生
态园还和蒙牛、百果园等大型企业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舜成农业生产的
甜瓜，甜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采购
标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今年我们预
计从这里采购5万斤产品。”某深圳客

商赞叹道。
当被问及为什么舜成的瓜果如此

受欢迎，该企业负责人黄素云总结了
四个方面。一是选取优质幼苗，根粗
苗壮；二是通过“清、调、补、养”的健康
种植方法改良土壤，同时使用海藻肥
等有机肥，不使用农药、激素、化肥；三
是吊蔓种植，保证光照和通风；四是坚
持蜜蜂授粉，自然成熟。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黄
素云对海藻肥进行了介绍，“海藻肥
是以海洋中的藻类为原料，通过‘双
酶酶解’技术将马尾藻全株营养完
美保留，达到改善作物生长环境、增
加营养成分、提升口感风味的效果，
一般可增产 10%到 15%。但是海藻
肥 价 格 较 普 通 有 机 肥 价 格 高 出 一
些，这会明显增加成本，考察之初，
我们也有顾虑。在税务干部的宣传
和指导下，我们了解到可以享受销售
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等税费优惠
政策，近三年，平均每年节约税费 2
万元左右，减轻了我们的资金负担，
节约了企业精力。我们有底气购买
新设备、采购优质肥料，企业发展活
力不断增加。”

目前“涉农帮帮团”已开展实地
走访、政策宣讲 21 次，解答解决涉税
疑问50余次。下一步，深州市税务局
将继续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主动对接
企业“问需解难”，持续创新服务方
式，落实惠农税费政策，激活农业科
技创新新动能，助力农业特色产业做
大做实做强，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税
务力量。 （刘婷婷）

近日，在阜城县漫河镇西韩
村，国网阜城县供电公司运维检
修部带电作业班采用绝缘“蜈蚣
梯”为 10 千伏杨庙南 533 线路西
韩南混用支 005 号杆进行带电更
换熔断器作业，此次接电全程让
春灌用户“零感知”，切实保障
该线路春耕春灌用电无忧。

春灌期间，国网阜城县供电
公司根据节气变化和当地气候条
件，统筹安排设备检修计划与春
耕春灌保电，优先利用不停电作
业、夜间检修等方式进行消缺，
坚 持 “ 能 带 不 停 、 一 停 多 用 ”，
最大程度保障灌溉用电，让小麦
喝好“返青水”。

据 了 解 ， 10 千 伏 杨 庙 南 533
线 路 西 韩 南 混 用 支 台 区 地 处 田
间，带电作业车无法进入作业地
点，该公司员工经过现场勘查决
定采用绝缘“蜈蚣梯”作业。

“ 蜈 蚣 梯 ” 是 一 种 形 似 蜈 蚣
的绝缘梯。在田间、山坡、草丛
等带电作业车无法进入的作业地
点，使用绝缘“蜈蚣梯”可以有
效应对地形复杂、道路交通不便
等干扰因素，满足开展不停电作
业条件的需求。此次作业是该公
司首次采用绝缘“蜈蚣梯”开展

带电作业，相比以往在绝缘斗臂
车上作业，“蜈蚣梯”作业难度
更大，对作业人员的技术、体力
也有更高的要求。

作 业 现 场 确 定 好 “ 蜈 蚣 梯 ”
组立方位及地锚位置后，作业人
员互相配合进行打桩、组立“蜈
蚣 梯 ”、 绑 扎 绝 缘 缆 风 绳 等 操
作 ， 将 近 10 米 的 “ 蜈 蚣 梯 ” 平
稳屹立在目标杆位附近，梯上作
业 人 员 穿 戴 好 全 身 绝 缘 防 护 装
备，缓步登上“蜈蚣梯”，调整
好姿势后开始进行熔断器更换，
经过 3 个小时的有序操作，顺利
完成此次作业。

春灌期间，该公司共计开展
带电作业 101 次，减少停电时户
数 约 9629 时 户 ， 用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 不 停 电 就 是 最 好 的 服 务 ”，
极大保障春灌用户可靠用电。

下一步，国网阜城县供电公
司将继续发挥不停电作业的强力
支撑作用，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
要求，坚持“能带不停”，不断
总结带电作业技能，探索尝试新
方 法 、 新 途 径 ， 提 高 供 电 可 靠
性 ， 让 群 众 用 电 更 稳 定 、 更
舒心。

（王公正、付亚倩）

国网阜城县供电公司

开展带电作业 助力春耕春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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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凭 智 慧
□李云贵

养鸟人一天
□肖复兴

养鸟·逗人（漫画） 喻 萍/作

老北京人讲究养鸟。现在看老舍先生的话剧
《茶馆》，第一幕戏里就能见到提笼架鸟的主儿。
这样的传统，至今犹存，在北京，南北两城，十里河
和官园，还有热闹的鸟市。

养鸟，首先讲究遛鸟。遛鸟，要赶早，天不亮，
就得提着鸟笼出门。以前，有这样的俗话：筒子河
听鹞鸣，先农坛听鹰啸。因为筒子河水清亮，先农
坛古树多，鹞和鹰可以借水借树而让自己的鸣叫
声不俗。这一点，和唱戏的清早到这两个地方吊
嗓子，有一拼。

鹞和鹰是大鸟，讲究到筒子河和先农坛这样
的地方。一般人养的是百灵画眉之类的小鸟，一
清早上哪儿遛鸟？读画家于非闇先生旧文，在没
有如今这么多公园的时候，是要“侵晨起，举鸟出
城沿河行，七八里，入茶肆，人饮茶，鸟亦饮水，水
盛以葫芦，洁泉也”。看，多讲究！大鸟，小鸟，各
有自己遛鸟的地盘。养鸟人，各有自己的鸟友。

养百灵鸟之大忌，是怕脏其口，因为百灵能学
习各种声音，不能让各种杂音詈声侵蚀，所以有

“净口百灵”之说。还是看于非闇说的一则逸闻，
架鸟者过大马路时，“每见电车过，探其夹入鸟笼，
拨打震摇，俾笼中鸟不得闻铃声之当当，飞走疾
驰，不得浼焉”。飞走疾驰者，是养鸟人；不得浼
焉，指的是不让鸟受到污染。这样一幕街头小景，
如今难得见到了。

然后，养鸟人才会有闲心到茶馆来喝茶，是我
们在话剧《茶馆》里看到的情景。

饮完茶，回到家，更精细者，会把百灵画眉“置
大缸中，上覆以盖，不使闻外声。凡有声足以乱其
鸟使脏者，皆严禁”。

如此，讲究的是晨遛、午晒、晚喂，鸟和养鸟者
各得其乐。这一天，才算是功德圆满。

我们都在人
生 道 路 上 前 行 ，
总会遇到大大小

小的十字路口，等待我们做出关键
却艰难的抉择。能够选择正确的方
向，懂得合理放弃，是一种人生智
慧，足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东汉末年，华佗与董奉、张仲景
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字元
化，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医德
高尚，福泽四方。他曾被举荐为“孝
廉”。在两汉时期，这绝非轻而易举
的事，必定是要依靠自身的德行与
贡献，各方认可才行。一旦跻身“孝
廉”的行列，社会地位便会有所提
升，也就有了步入官场的可能。但
是，华佗并未因此而投身官场，而是
公开宣称，自己将继续从医，无意
仕途。

几年后，华佗又收到了来自都
城太尉府的征辟信。那时，只要应
征到太尉府，很快就能成为朝廷的
正式官员。面对这种机遇，华佗再
次婉拒，坚持钻研医术，救死扶伤。
在历次的人生选择中，华佗凭借自
己的大智慧，实现了祛除灾病、救助
百姓的理想。

法国著名作家贝尔纳，一生创
作了大量小说和剧本，在法国戏剧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家报纸举

行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
题目：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
宫 忽 然 失 火 ，只 能 抢 救 出 一 幅 名
画，你会抢救哪一幅呢？在上万份
答卷中，贝尔纳的答案最终获得了
金奖。他的回答是：“我抢救离出
口最近的那幅画。”获奖理由也很
简单：“成功的最佳目标，不是最有
价值的那一个，而是最可能实现的
那一个。”

还有一则笑话：20世纪80年代，
有人变卖了北京鼓楼大街的一座四
合院，凑足 30 万元，背井离乡，远赴
意大利“淘金”。在那里，他风餐露
宿，白天送外卖，晚上还得学外语，
历尽艰辛，生活节俭，时间不长，就
已两鬓斑白。30 年后，他终于攒下
了100万欧元，想着可以风风光光地
回到家乡，安心养老了。岂料一回
到北京，发现当年卖掉的四合院，早
已买不回来了。他顿时傻了眼，心
里懊悔万分。

这几个故事结局不同，却让人
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智慧人生，
首先要心无旁骛地做出选择。唯有
懂得取舍，才能拥有一份成熟，才会
活得更加充实、坦然。而这种“大智
慧”并不神秘，恰恰存在于每个人的
心灵深处，关键时刻，让我们做出清
醒、理智的抉择。

甲辰龙年春天，赴定州故地踏
青重游，感受最深的是这里日益浓
厚的古城文化气息。其中，宋代大
文豪苏东坡对华北大平原上这座古
城的影响，使我感悟尤多。

徜徉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
在博物馆、贡院、众春园、文庙，
登上高高的开元寺古塔，到处都有
关于一代文豪苏东坡的传说和诗词
墨迹。人们谈起他，就像谈起本乡
本土的一位故人先贤，亲切自然中
带着几分骄傲和自豪。

据史书记载，苏东坡一生曾在
杭州、黄州、汝州、登州、定州、儋州
等地任过职。有史学家戏称其“不是
在外地做官，就是在被贬外地的路
上”。据说苏东坡自己对任职不满一
年的定州，还是情有独钟的。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重
新启用王安石的变法措施，苏东坡
作为守旧派人物被清理出朝堂，贬
为定州知州。同年10月，无限惆怅
的苏东坡从汴京赶往定州。此时，
他的第二任妻子、红颜知己王闰之
病故不久，政治上的失意和家庭变
故的双重打击，让这位时年56岁的
地方官满腹忧伤、肝肠欲断。有诗
为证：“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
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
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
悠，夜雨空萧瑟……”无限悲伤的

情绪跃然纸上。但悲伤归悲伤，他
心中的抱负依然不减当年。

那个时候的定州，属于大宋北
部边陲重镇，责任不可谓不大。苏
东坡初抵定州时，只见满大街都是
军容不整、四处游逛的兵士和衣衫
褴褛、食不果腹的百姓，政务军务
一片混乱。他顾不上车马劳顿和原
本忧伤的情绪，立即深入民间调查
了解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调
研，他了解到当年因天降雨水过
多，田地里的庄稼收成锐减，百姓
存粮所剩无几，民怨沸腾，人心涣
散。如不想法解决饥荒，会产生大
量流民，出现社会动荡。苏东坡当
即上奏 《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
给朝廷，将仓库里存放的陈粮无息
贷给百姓，等到来年丰收再让百姓
如数奉还。朝廷很快批复了他的建
议，使民间饥荒隐患得到及时遏制。

针对防务士兵战斗力低下、贪
污腐败成风的问题，苏东坡向朝廷
递交奏疏，主张“贪污甚者，配隶
远恶”，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改善
士兵居住环境和饷银制度，有效稳
定了军心，部队战斗力明显提升。

紧接着，苏东坡再上《乞增修
弓箭社条约状》，在定州恢复了“弓
箭社”的军事训练，组织各个村庄
的年轻人“带弓而锄，佩箭而樵”，
也就是一边生产，一边备边，遇有

敌情，击鼓相召，较短时间内即可
召集数千人的队伍，配合大部队作
战行动。这些都大大提升了军民自
我防守、强边固防的能力。

在一次巡查孟良河故道时，苏
东坡发现有很多地段淤泥堵塞河
道，立即着手进行大规模整修清
淤，使孟良河水得以通畅流动，灌
溉了两岸大量农田。他还组织开发
定州城北两千多亩水地，引进南方
稻种育秧，帮助百姓掌握种植水稻
技术，当年产米颇丰，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益。

作为一代文豪，苏东坡非常爱
惜文物。他看到所辖曲阳境内的北
岳庙年久失修，殿堂颓败，立即上
奏朝廷，及时下拨经费重修北岳
庙。经过整修，这处恢宏悠久的古
建筑群重新焕发了光彩。

看得出，那时的苏东坡，早已
摆脱了人生名缰利锁的羁绊，只在
心间修篱种菊，在忙碌的政务军机
中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一日，
他忽然发现一块来自太行山的雪浪
石，顿感其可以与自己的生命对
话，值得用心和魂来守护，“如蜀孙
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
变”。遂亲赴曲阳取来一块汉白玉，
凿成盆状，将雪浪石置于盆上，并
为其题铭，刻于盆边。如今，这块
由苏东坡精心打造装扮的雪浪石，

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定州众春园旧
址的“雪浪亭”下。

早就知道，苏东坡是个美食
家，“东坡肘子”“东坡豆腐”等已
在各地多次品尝。这次在定州，还
了解到在这座自春秋时期就出美酒
的地方，苏东坡不仅是饮酒的行家
里手，还是发明好酒的名士专家。
传说他出任定州途中夜渡漳河，松
明照路，浓烈的松香气味令他突发
奇想，后取来松枝松果，和以黑龙
泉之水，乐此不疲地开始酿酒，并
给这种自酿酒起名为“中山松醪
酒”，还直抒胸臆，写下洋洋洒洒
的 《中山松醪赋》：“味甘余而小
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
坏，笑凉州之葡萄……”如今，这
幅价值连城的墨宝原帖珍藏在吉林
省博物馆内，曲阳北岳庙墙壁上也
镶有《中山松醪赋》的碑刻。1915
年，中山松醪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荣获金奖。今天，我们品尝此
酒，遥想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当年边
欣赏雪浪石，边品尝浓香四溢的松
醪酒时的情景，还能感受到一种令
人艳羡的浪漫情调。

在定州，相传还有经苏东坡加
工整理而成的“稻秧歌”，是当年
他下乡巡视时，根据百姓吟唱的生
动质朴、活泼俏皮的民间小曲修改
整理而成的，此后又发展为独具地

域特色的“秧歌戏”，如今也已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受当
地群众喜爱。

位于定州市中心的文庙里，有
当年苏东坡亲手栽植的两株古槐
树，一株为“飞龙”，一株为“舞
凤”，历经千年风霜雨雪，依然风姿
曼妙，岁岁繁茂，成为定州古城一
道独特风景。

除了《中山松醪赋》以外，苏
东坡在定州还留下了 《鹤叹》《雪
浪石》《试院煎茶》 等诗词佳作。
一句“定州花瓷琢红玉”，使得定
州瓷和桑叶茶也“傍”上了名人，
为古瓷器的技艺传承和当地茶业的
开发挖掘带来无限生机。正如作家
林语堂所言：“苏轼已死，他的名
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
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
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距今 900 多年前，苏东坡与定
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里留下了他
的喜悦、豁达和超脱，留下了他的
高洁、质朴与清欢，也留下他热爱
百姓和一草一木的情怀，是一笔令
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
富。今天这笔无形的优秀文化遗产
已化作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物质
力量，融入一方热土上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给我们这些偶尔到访的
人，也带来美的享受和艺术熏陶。

“ 遇 见 ”苏 东 坡 □马誉炜

1925 年的一天，法国作家罗
曼·罗兰在瑞士莱芒湖畔的奥尔
迦别墅里，意外收到中国留学生
敬隐渔寄自法国里昂的一封信，
还有一部敬隐渔翻译的鲁迅《阿
Q 正传》译稿。在信中，敬隐渔向
他提到了一位中国作家——鲁迅
先生，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作家
之一，是英勇的“反抗志士”。

罗兰先生和许多中国留学生
都有交往，但这位敬隐渔给他留
下的印象最深。还在中国时，敬
隐渔便因翻译《约翰·克利斯朵
夫》和罗曼·罗兰有过书信往来。
他那流利的法语，曾使罗曼·罗兰
误以为他在法国生活过。罗曼·
罗兰一向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
反封建斗争，因而，他对中国这位

“反抗志士”的作品尤为关注。
对敬隐渔的赏识、对中国这

个古老国度的关注，使罗曼·罗兰
迫不及待地捧起了鲁迅这部《阿
Q 正传》。阅读中，他完全被小说
及其作者点燃了。那深邃的思
想、幽默的语言和高超的技巧，使
这位法国文学大师震撼不已。年
届六旬的罗曼·罗兰再也按捺不
住内心的激动和欣喜，他多么希
望立刻让法国人民结识这位东方
的文学大师，让法国读者享受这
美妙的作品。他想到了自己的老

朋友——《欧罗巴》杂志的负责人
巴扎尔热特。那家杂志是在巴黎
出版的左翼文学刊物，罗兰先生
是这本杂志的发起人之一。几天
后，罗兰的推荐信便躺在了巴扎
尔热特的桌子上。

1926 年初，《欧罗巴》杂志分
两次刊登了鲁迅先生的《阿 Q 正
传》。由于翻译的缘故，这部小说
并不是完整的，删去了第一章，文
章最后一章的语气也有所改动。

1926 年 2 月，鲁迅收到了敬隐
渔寄自里昂的一封信。正是在这
封信中，敬隐渔告诉鲁迅先生，

《阿 Q 正传》被他译成了法文，这
部小说深受罗曼·罗兰的赏识，并
准备发表在《欧罗巴》杂志上。罗
曼·罗兰认为，法国也有类似阿 Q
这样的人物。敬隐渔还说，罗曼·
罗兰先生的 60 岁生日即将到来，
希望鲁迅先生能将国内所有关于
罗曼·罗兰的稿件寄给他，同时恳
请鲁迅及其同仁，精印一本罗曼·
罗兰专号转给他。

茫茫人海，知音难觅。何况
罗曼·罗兰还是鲁迅先生一向敬
重的法国大作家。收到敬隐渔这
封信后，鲁迅的高兴之情不言而
喻。对于罗曼·罗兰的评价，他立
即作出了反应，在回信中明确表
示，自己感激罗曼·罗兰赞赏他的

小说，觉得过奖了。寥寥数语，凸
显出鲁迅对这位海外知音友善行
为的感谢。或许，鲁迅内心深处
也曾期盼，两位知音能有互通往
来的那一天，两人在思想领域实
在有太多相似之处。

此后，鲁迅先生便立即着手
翻译由日本评论家中泽临川、生
田长江合写的《罗曼·罗兰的真勇
主义》，发表在 1926 年 4 月出版的

《莽原》罗曼·罗兰专号上。这不
仅仅是出于对罗兰先生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要向中国
读者更多地介绍罗兰，让更多人
了解罗兰及其文学作品。

1932 年初，鲁迅接到一封寄
自美国的信，信中邀请他参加约
翰·李特俱乐部。当鲁迅得知罗
兰、高尔基同为俱乐部主席团名
誉成员时，便欣然接受了这一邀
请。遗憾的是，1936 年 10 月，鲁
迅先生病逝，他和罗曼·罗兰再也
无缘相见了，罗曼·罗兰只是从小
说作品中认识了鲁迅先生，鲁迅
也仅从照片和文学作品中见到过
罗曼·罗兰。相知何必曾相识，有
了《阿 Q 正传》法译本的刊出，有
了《莽 原》罗 曼·罗 兰 专 号 的 刊
出，有了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文
学事业，其他的一切，便不再重
要了。

人 海 觅 知 音 □江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