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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小切口时代风云大主题
———读王媛媛《司令爸爸司机爸爸》

◇翟国胜

������读完王媛媛的纪实文学作品《司令
爸爸 司机爸爸》，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
感这是当代文坛上一部表现“家庭生活
小切口，时代风云大主题”的优秀作品，
是一曲共产党人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
是一曲革命军人 “官兵一致同甘苦”的
友谊颂歌 ，是一部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鲜活教材。 作为一部深
受好评的纪实文学作品，本书有着鲜明
的特点。

一是题材新颖 。 作者生于将军之
家，养在司机之家，其生活经历在和平
年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具有浓重的传
奇色彩。 其“司令爸爸”王近山是开国中
将，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机爸爸”朱
铁民则是王近山忠诚的司机。 两人在炮
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生死与共，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 在朝鲜战场上，当王近山询
问朱铁民“回国后你最想要什么”时，朱
铁民回答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孩
子，我想要个孩子”。 王近山“沉默不语，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认真地、并且是
诚恳地对他的司机说道：‘我回国后所
生的第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送给
你。 ’”后来将军果然将女儿“元元”（后
改名“媛媛”）送给了朱铁民，但其不与
妻子商量就擅自许诺将亲生骨肉送人

的做法也激怒了同为高级干部、性格同
样倔强的妻子，为夫妻后来矛盾不断升

级乃至发生婚变埋下了伏笔。 作者将这
一段往事诉诸笔端，还原了事情的前因
后果，既真实地描写了“司令爸爸”信守
诺言的品格，歌颂了将军与司机生死与
共、义薄云天的革命情谊，也写出了“司
机爸爸”夫妇对自己的精心哺育。 作品
不回避矛盾冲突，客观真实而又入情入
理的叙述， 既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也
体现了作者的学识、史识、胆识与见识。

二是人物性格鲜明。 本书中的人物
形象栩栩如生，各具特色，都具有不同
于他人的性格特点，给读者留下了难以
忘怀的印象。

王近山，作者的生父 ，是战功赫赫
的共产党高级将领，由于打起仗来英勇
无畏，人称“王疯子”。 他铁骨柔情，重情
重义，为了解除战友的遗憾，不惜将亲
生女儿送给战友。 但他在解决夫妻矛盾
时也是“疯”得出奇，不听上级、战友、亲
人的劝告，“明知后果不堪设想，却硬是
撞到南墙也不肯回头”，他敢爱敢恨、敢
作敢当，是一个性情中人，结果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他性格直爽，胸怀坦荡，在
和平年代“不懂得如何委婉地去维护和
捍卫自己的那片领土和尊严”。 他郁闷、
烦躁，长年的压抑、无法宣泄的痛苦使
他的心灵受到严重摧残， 以致 63 岁就
与世长辞。 在作者的心中，他“是天上的
太阳 ，它在我的生命中放射出耀眼的光
芒。 然而它的光虽热、能量虽强，却总也
照不到我心中的忧伤和惆怅”。

朱铁民，作者的养父 ，他是跟随王
近山将军多年的司机。 他对首长忠心耿

耿，战争年代尽力保护首长安全，和平
年代又尽心尽力照料将军的女儿。 他做
事认真，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心态，从
不攀比，从不给组织找麻烦。 在作者看
来，他“就像月亮一样，温柔、舒放，在太
阳所折射出的光焰之下尽情释放着自

己最大的能量，默默地做着贡献”。 当作
者有了女儿后，“爸爸好像当年疼爱我
一样疼爱她”。

韩岫岩，作者的生母 ，一位具有刚
强性格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级干部。 她
与王近山的婚姻，有一段“英雄爱美人、
美女敬英雄”的佳话，她对王近山爱得
深沉，但“爱之愈深，求之愈切”，一对在
战争年代生死相依的伴侣在和平年代

却痛心地分道扬镳。 韩岫岩刚强的性格
在处理与作者的矛盾时也得到了印证，
女儿因为一件事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去

做，她就给部队写信，要求处理女儿。
陈美卿，作者的养母。 她始终将作

者视为己出，精心照料。 作者当兵后，她
思女心切，“整日是以泪洗面，陷入无法
自拔的境地，爸爸无论怎么劝说也无济
于事”。 得知女儿回家探亲，“就像是一
针兴奋剂，妈妈的病情‘大有好转’”“她
轻轻地为我梳理着头发，她小心翼翼地
用剪刀剪下了我的一缕头发，把它捧在
自己的手心里，说是留作纪念”。 在她生
命的最后一刻，“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她
那宝贝女儿的那缕头发”。

三是故事真实生动。 作者以第一人
称，通过“我”的视角写故事，写人物，将
人物不凡的经历“拼成块、接成线、连成

片”，娓娓道来，从容不迫。 本书以时间
为经，以事件为纬，篇目既相对独立、事
件完整，又环环相扣、前后照应。 作者通
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让人们了解了她
身边的人， 通过家庭生活这个 “小切
口”，描绘了时代风云，反映了当时的社
会现实生活。 作者忠于事实，如对父母
的矛盾冲突、自己的初恋、自己与生母
几年没有来往的事实及原因，都如实道
来，既还原事实，又理性反思，不仅增强
了作品的吸引力，而且对读者有很强的
启迪作用。

四是语言朴实生动。 作品中的叙述
语言简练，以白描为主，没有冗长的环
境、景物描写；在记叙的基础上有适当
的议论、抒情，但这种抒情、议论又是节
制的、理智的，既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也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如在《怀念
我的“双亲”》一节中，作者写道：“过去
的事情已经成为无法挽回的历史，但那
毕竟是发生在人们观念和信仰与现在

完全不同的一定的历史时期，而司令爸
爸正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代表人物。 ”“司
令爸爸和岫岩妈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

遗产是巨大的、光辉的，又是沉重的。 我
们所有的孩子在他们的影响下 ， 有幸
福，有痛苦，有惊喜，也有无奈。 ”书中的
人物语言也颇具个性化，反映出不同的
性格特点。

再优秀的作品也难以做到尽善尽

美，笔者以为本书也有缺憾之处，个别
词语不是太准确，不知媛媛老师以为然
否。 ③22

智慧的彼岸
———老子《道德经》解读

◇张君民

第十八章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文】
大道废弃了，才会提倡仁义；智谋

出现了，才会产生伪诈；六亲不和睦 ，
才会有孝子慈父；国家混乱了，才会有
忠臣。

【解读】
本章老子指出了社会的混乱和病

态， 并深刻揭示出这是大道废弃而直
接导致的结果。

老子认为， 最优秀的统治者是顺
应天道、无为而治的，就像《大学》中描
写的那样：“《诗》 云：‘於戏， 前王不
忘！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
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意思
是：啊，前代的君王真是使人难忘啊 ！
君子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 ，尊
重贤人，亲近亲人，一般平民百姓也蒙
受恩泽，享受安乐，获得利益。 虽然前
代的君王已经去世， 但人们永远不会
忘记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君

王逐渐不再顺应大道，而是背离大道，
舍本逐末。 就像在前面章节里所说的
那样：一是崇尚贤能，使百姓争夺；二
是珍贵金玉难得之货， 使百姓暗起盗
心；三是炫耀贪欲的事物，使百姓思想
惑乱： 四是纵马驰骋围猎使人内心狂
野。 统治者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纵情
声色，道德沦丧，使得世风日下，人心
不古。 这个时候，才开始提倡仁义，以
维持统治者的地位。 看来，仁义是大道
废弃之后不得已而提倡的东西。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并不是
老子反对智慧本身， 而是反对伴随着
智慧出现的虚伪、狡诈和欺骗。 因为它
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名夺利而进

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正是这些使
得国家政治昏乱、家庭六亲不和，这就
是为什么社会渴望有忠臣救国以实现

国泰民安、 百姓渴望有孝子事亲以实
现家庭和睦的主要原因。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 背离
大道或者偏离大道， 是导致家贫和国
难的最核心原因。 孝子和忠臣的出现，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只能暂时延缓体
制崩溃的时间。 从古至今，你看到过兴
盛不衰的家庭吗？ 当然，也不会有永不
更替的朝代。

国学家陈柱说得好 ：“太平盛世 ，
安有忠臣？ 安乐之家，岂有孝子？ 然则
睹忠臣之可贵，必国之昏乱矣；睹孝子
之可贵，必其家有不和矣。 然则知仁义
之可贵，则天下必不仁义者矣；是犹鱼
知水之可贵 ， 则必已有失水之患者
矣！ ”

如果世上真有秉守大道的明君 、
贤君，就无所谓忠臣和孝子了。 人臣父
子各自有道，秉道而行，此谓天道，不
是王道。 天道废了，王道才得以生存。
天道为公，王道为私，以私为国，必然
是家天下。 家天下里的忠臣、奸臣，忠
的是谁、奸的又是谁呢？ 因此，孙中山
先生曾提出“天下为公”。

封建社会形成的伦理纲常， 就是
在“天下为私”的环境里产生的，用来
教化臣子和百姓，以求忠臣护国、孝子
齐家，以维护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历史上的忠臣大致有两种： 一种
是得以施展才华而救国的， 一种则是
因不被重用而亡国的。 前一种，周有姜
尚、周公旦，汉有张良、萧何，三国有诸
葛亮，唐有魏征，宋有包拯，明有于谦、
海瑞，清有曾国藩、林则徐；后一种，商
有比干，战国有屈原，宋有文天祥，明
有袁崇焕等。 他们都受命于危难时刻，

却因是否能够得到信任而产生了不同

的结果。
历史上的孝子， 大都是在非常困

难的境遇里产生的。 以《二十四孝》为
例，虞舜的孝，是因为对父母和弟弟的
迫害不怨恨， 仍恭敬事亲而显示出来
的；周郯的孝，是因为他冒着生命的危
险入鹿群取鹿乳为给双亲治病； 子路
的孝，是因家里太过贫困……

大家应该看过河南电视台民生频

道的调解节目吧， 一个个家庭出现矛
盾纠纷、六亲不和，调解员苦口婆心地
一一调解。 其实，矛盾的核心全是由于
金钱、利益产生的，如能抛却一个“私”
字，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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