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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美景】

埃及怀古
文 吴畏（清水湾社区）

金字塔 、狮身人面像 ，……小
时候上历史课时，心向往之。

那天 ， 是埃及之行的最后一
天，导游一再叮嘱 ：要时刻提防吉
萨地区金字塔附近揽客的商家与

赶骆驼人的 “忽悠 ”招数 ，刚抵景
区，见到了荷枪实弹的军警 ，心头
掠过一丝不快， 但一下旅游大巴，
我们夫妇俩还是快步疾飞，奔到了
那最巍峨的胡夫金字塔脚下：四千
五百多年前， 二百多万块岩石，轻
的也有数吨重 ，最沉的 ，则要数百
吨，而且垒起达到 １４６ 米之高，是何
等了得的神力巨制啊？ 我们，显得
是那般的渺小，怎么能不怀有一颗
谦卑之心！ 瞻仰埃及金字塔，绝对
是我们这次埃及之行的制高点，在
大漠荒野之中， 蓝天苍穹之下，背
衬着远古那祖孙三代 （胡夫 、卡夫
拉、孟卡拉）、大小不一的三座金字
塔 ，各国靓女 ，热情爆棚 ，竞相登
场，“搔首弄姿”， 争奇斗艳，“咔嚓
咔嚓”，尽入画中！

旅途中，我们登上过闻名已久
的阿斯旺大坝， 若论规模与样式，
在我们这些已经游览过三峡工程

和不久前也去过美国的胡佛大坝

的人的眼里，并不足为奇；但是，在
途经那广阔无垠、苍凉荒芜的沙漠
后， 这一工程借助尼罗河水之势，
成就了一大片柔美温润的土地，成
为埃及的另一种格调—沉重之外
的舒淡，苍茫之外的葱茏，几天里，
我们乘坐邮轮 ，顺流而行 ，两岸风
光，尽收眼底 ，顿悟古希腊历史学
家希罗多德所言不虚也：埃及是尼

罗河的馈赠！ 当然，还有撒哈拉大
沙漠的苍茫无垠，有阿拉伯异域风
情的绚丽多彩 ，有红海 、地中海海
滨的舒适宜人 ， 但最最震撼人心
的，还是那些远古的文化遗迹。 从
踏上埃及国土的第一天，夕阳余晖
里 ， 我们赶着登岛去菲莱神庙开
始，就一直沉浸在一种惊讶、赞叹、
仰慕的情绪之中。 瞻仰阿布辛贝神
庙，又绝对是一个高潮 ，且不论它
建于公元前 1300———前 1233 年 ，
是在位 ６７ 年、文韬武略堪比中国康
熙的拉美西斯二世为给自己树碑

立传、歌功颂德所建，而且，只有在
每年他生日 2 月 2１ 日与奠基日 10
月 2１ 日，旭日金光才能从神庙大门

射入，穿过 60 米深的廊道，依次披
洒在神庙尽头右边三座雕像的全

身上下，让神殿熠熠生辉 ，而最左
边的冥界之神则永远躲在黑暗里，
这理所当然成了古埃及人智慧的

巅峰象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参拜双神

神庙（老鹰神和鳄鱼神）、埃德福神
庙、卡纳克阿蒙（太阳）神庙 ，参观
帝王谷、 女王殿乃至埃及博物馆，
车巡卢克索神庙， 石柱、 石像、石
壁、石窟、图坦卡蒙法老的纯金面
具 、镀金马车 、包金三层套椁……
或巨硕，或高挺，或深幽 ，或精美 ，
都工艺超凡，又富于想象。 古埃及
人种种虔诚的图腾崇拜以及那些

个神话故事，让我们深深入迷，更对
包括努比亚等土著民族，在那久远
年代里犹如天工神斧般的建筑、艺
术、科学的成就浮想联翩，钦佩至极。
数千年前，关于医学的、手术的、生育
的、历法的浮雕所揭示的，足可以与
我们引以为豪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

历史相媲美，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我们也不免叹息：大自然得天独
厚的恩惠，固然让这些历史的瑰宝得
以留存至今，成为了我们全人类的财
富和胜境；然而，在外族的频频入侵
之下，在外来文化一波波强力袭来之
际，坚不可摧的古埃及遗迹，也阻挡
不住努比亚文化的衰亡，曾经的四大
古文明之一的失落！

文 朱惠兴

2019年 7 月 1 日，凌晨 2 点钟。
夜上海的马路，静悄悄。 有一位老
人在路上走着，急匆匆。 他拿了火
钳和塑桶 ，还有一把伞 ，因为在下
雨。

请看老人行进的“路线图”：从
长风公园的怒江路出发 ， 朝东沿
着金沙江路 ， 穿过中山北路和内
环高架进宁夏路 ；过白玉路 、曹杨
路进普雄路到武宁路 （因为累 ，他
在公交候车厅歇了两回 ）；过武宁
路桥后沿武宁南路继续走 ， 走啊
走，走到了静安寺 ；沿南京西路朝
东走 ，走啊走 ，走到了人民广场 ；
沿黄陂北路朝南走 ，走啊走 ，走到
了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的门

口，到终点时 ，老人已经整整走了
4 个小时。

2019 年 7 月 1 日是党的 98 周
年生日，他是去党的诞生地重温入
党宣誓的。 出租车亮着绿灯从身边
经过，他没有“叫车”。 因为在他看
来，“叫车”就没有意义了。 他就是
要靠走， 把这一天过得有意义些。
苦吗？ 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就觉
得走这点路不算苦。累吗？想想白求
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就觉得走
这点路不算累……

当我得知老人的故事后，我也
很感动。老人名叫赵根海。我从没有

想到老赵竟会从长风一步一步地走

到中共一大会址。老赵没有手机，所
以 7 月 1 日那天在中共一大会址没
有留影。我决定陪老赵再去一次。这
次，我要帮老赵留个影，他很高兴。
关于老赵的故事 ， 微信公众平台
《长风周到》以及《长风社区晨报 》
先后有文章刊发。但他当年是如何
入党的？ 入党的情形又是怎样的？
我决定对这位老同志的故事作深

度挖掘。

难忘入党那一天
时间回到 1957 年 12 月的一个

下午。 天晴、有点冷，但老赵心里很
热。 在常德路康定路附近的一间会
议室里， 老赵和另一位同志正接受
党组织支部大会的审批。 老赵的入
党介绍人是支部书记邵达庆同志。
面对鲜红的党旗，老赵表下了决心：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党员标准对
照自己……

一天中午， 延平路切面工场打

来“告急”电话，说下午没有面粉了。
作为车队的支部书记， 老赵顾不上
吃午饭，马上开动四吨的道奇大卡，
到莫干山路面粉厂拉来一车面粉到

切面工场。老赵说：“我是党员，应该
干在前头， 让其他职工在午间多休
息一会儿。 ”

常德路恒德里有一位住在二层

阁楼的孤老洗澡有困难。 老赵得知
后，把老人从楼上搀扶下来，陪同到
附近的老虎灶洗澡。 他说：“我是党
员 ， 应该主动关心上了年纪的孤
老。 ”

新闸路 1730 弄有一户“光荣人
家”， 家中两个儿子均在部队服役。
老赵和妻子抱着出生不久的两个女

儿，在年初一上门慰问。他说：“我是
党员，应该主动关心地区军属。 ”

重温入党宣誓
在中共一大会址， 在鲜红的党

旗前， 老赵右手握拳， 重温入党誓
词。激动的心情，就好像是在昨天刚
入党一样。回顾自己的成长与进步，
老赵深深感谢党的培养与教育。

回忆起 1958 年 10 月去北京参
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

极分子代表大会时的场景， 老赵激
情燃烧，至今还会吟唱：戴花要戴大
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听话要听党
的话。

回忆起 1959 年去北京参加全
国 “群英会”（当时他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的场景。 老赵热血沸腾，至
今还会吟诵：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
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
英雄在前头。

是党的培养与教育， 让一个从
农村来的穷孩子， 成为一名党的基
层干部……

在鲜红的党旗前，老赵表决心：
为了让长风公园更加干净整洁，自
己要在长风公园继续捡垃圾， 让身
后留下一条干净的路。 “手拎垃圾
桶，我是自己教育自己：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同时对大家也是一个教
育： 我们共产党员在起模范带头作
用。 ”老赵说。

笔者后记
凌晨 2 点， 走了 4 个钟头，86

岁老人来到中共一大会址， 为的是
在党的生日这一天， 在党的诞生地
重温入党宣誓。更为可贵的是，他还
带着火钳和塑桶。这不是“作秀”，是
每天在长风公园捡垃圾用的工具，
他是来向党表决心的。 共产党员赵
根海同志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着，
揣着理想信念，走得自信坚定，让 7
月 1 日这一天变得格外有意义。

（感谢赵根海同志提供照片和
文字资料）

凌晨 2点，长风一位 86岁老人走了 4个小时，只为了……

【长风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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