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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新华社发布了数十位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照片，
其中就有我认识的宫健老人。

宫健是山东威海乳山人 ，
1928年出生， 12岁就离家参加了
东海军分区的八路军。 回首峥嵘
岁月， 从懵懵懂懂的小兵， 成长
为一名多次立功受奖的革命军
人、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特
别感念那时参加的党小组会， 正
是这一次次的党小组会， 不断为
他矫正了前行的方向。

刚参军时， 宫健年纪虽小，
但胆大心细 ， 多次完成传达命
令、 送信的任务， 还参加了摸敌
人岗哨的行动 。 很快 ， 他就发
现， 部队里总有一些同志冲锋在
前、 不怕流血牺牲、 危险的任务
主动承担， 即使休整， 这些同志
也都抢着完成一些勤杂事务， 事
事走在前头。 这些同志还经常一
起开小会， 说是过组织生活， 原

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一定要
和他们一起过组织生活”， 宫健
这么想着， 就把这些同志当作了
榜样， 向他们的标准看齐。

1944年， 经过战火洗礼的宫
健， 终于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此时他已经在东海军分区司令部
担任副司令于得水的勤务员。 于

得水是胶东地区家喻户晓的传奇
英雄， 能在他身边工作， 并且还
和他在一个党小组参加会议、 过
组织生活， 宫健十分高兴。

于得水经常提醒司令部的战
士， 要认字读书， 特别是在一次
党小组会上， 他又严肃地对宫健
这些身边的战士提出了认字要
求， 让宫健很受震动。 从此他不
仅拿树枝在地上写， 晚上睡觉的
时候还用手指在肚皮上写。 一笔
一划中 ， 宫健会写的字越来越
多， 也把那次党小组会写在了记
忆里。 还有一次党小组会， 大家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战士们无
所顾忌， 七嘴八舌批评于得水，
说他脾气不好 ， 经常对老婆发
火。 于得水想了一下说： “接受
大家的批评 。” 回忆起这一段 ，

宫健总是笑呵呵地说： “没想到
于得水那么大的领导， 一个大英
雄， 能够虚心接受我们这些小战
士的批评， 这让我真正认识到，
党员在党内是平等的， 官兵在部
队内是平等的。”

1946年， 宫健到山东抗日军
政大学参加学习， 从作战部队转
到学校学习， 开始他很不适应，
心有怨言， 就说了一些牢骚话。
针对他的思想状况， 战友们在党
小组会上对他进行了批评， 还要
求他做自我批评。 宫健开始并不
服气， 觉得小题大做， 但仔细想
想战友们批评得对， 到抗大来不
安心学习， 确实有负党组织的希
望和培养， 既然错了就应该像于
得水一样虚心接受、 加以改正。
所以宫健不仅诚恳做了自我批

评， 而且从此踏踏实实地学习，
努力提高自己的军政素质。 毕业
没多久， 他就被提拔为副连长。

在部队， 宫健参加过许多次
党小组会， 有的召开在战壕里、
有的召开在行军间隙里、 有的召
开在老乡家里。 那些敞开心扉的
思想汇报、 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
我批评， 一直影响着宫健， 左右
着他的人生抉择 。 新中国成立
后， 他从不以功臣自居， 自觉服
从组织安排，多次变动工作岗位，
如果不是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工作， 许多人甚至老同事都不知
道他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多次负伤的大英雄。

近几年， 宫健的视力听力下
降了不少， 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学
习， 特别是党小组发放的学习材
料， 他都会认真阅读。 儿女们劝
他少看书保护眼睛 ， 但他总是
说， 不学习就会落后， 党小组交
给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

喜欢丰子恺先生的漫画，
还喜欢先生的文字， 因此也喜
欢了解先生的人生经历。 最近
读 了 学 者 陈 星 的 《 新 月 如
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 》
一书， 了解到了丰子恺先生与
众多师友交往的故事， 那个时
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 没
有任何世俗气和功利目的， 如
有魏晋风度， 令人神往。

对丰子恺的人生道路影响
最大的人， 应该就是弘一法师
李叔同了。 本书详细记述了二
人相识 、 相知以及交往的经
历， 见证了他们之间亦师亦友
的深情厚谊。 在李叔同的不倦
教诲之下， 丰子恺在绘画艺术
方面渐渐地有了成绩， 他终生
不忘老师的恩情， 李叔同圆寂
之后， 丰子恺写下了这样的文
字： “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
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 他
的死是我意料中事， 并不出于
意料之外， 所以我接到他死的
电告， 并不惊惶， 并不恸哭。
老实说， 我的惊惶与恸哭， 在
确定他必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
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由此可
见李叔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
何等之高。

鲁迅先生是丰子恺所崇拜
的文学前辈，当年，两人几乎同
时翻译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
文艺理论著作 《苦闷的象征》，
两本书先后出版， 这让还十分
年轻的丰子恺深感不安， 后来

去拜见鲁迅时， 他说： “早知
道先生也在翻译这本书， 我就
不该再翻译了！” 但鲁迅先生
却表示： “一本外国书完全可
以有几种译本同时存在， 取此
之长， 补彼之短。” 先生的态
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 友谊
的种子也开始在两人心中萌
芽 。 后来 ， 丰子恺开始以鲁
迅的小说 《阿Q正传》 为题材
创作连环画， 但前两次的创作
成果都不幸毁于战火， 丰子恺
没有气馁， 又开始了第三次创
作， 后来终于完成了 《漫画阿
Q正传》 一书， 可以看出他对
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

丰子恺的热心肠， 也惠及
到了日本书商内山完造， 抗战
胜利后， 内山完造在上海经营
的书店难以为继， 家中生活也
很窘迫。有一天，丰子恺到内山
书店买了一套书， 但这套书还
缺三本， 内山完造说有了就寄
给丰子恺。不久，内山完造给丰
子恺寄了一册书来， 声明价格
是法币一万元。但几天后，内山
完造却收到了丰子恺寄来的法
币十万元的支票， 丰子恺在附
言中写道：“这部全集实在过于
便宜，因此奉上十万元，尚息收
下。” 内山完造知道这是丰子
恺借付书款之机在生活上帮助
自己， 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是一本具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书， 通过记述丰子恺先生
与众位师友的交往， 让我们看
到了这些文化大师的精神境界
及风谊操守， 看到了他们人格
的闪光之处。 从文化史的角度
来讲 ， 这种记述具有重大意
义 ， 诚如本书作者所说的那
样： “我一向认为， 同时代文
化人之间的交往和比较是学术
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种
尝试能丰富学术研究的内涵，
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 对人物
研究本身和对历史的宏观审视
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广告·

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五百九十条规定， 当
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同的， 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
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不
能履行合同的， 应当及时通知对
方， 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 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
明。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
抗力的， 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以解除
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 ；(二) 在履行期限届

满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
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
债务， 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四）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
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
的其他情形。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
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 当事人可
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是应当在合
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购销合同涉及到上下游合同
连环履行的问题， 当事人在疫情
之前已经签署的合同， 能否在疫
情期间解除不再履行， 要视疫情
是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或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如果疫情系
“不可抗力”， 且符合因不可抗力
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 即便是因
下游合同无法履行， 也可以与上
游合同当事人解除合同。

但从鼓励合同履行的角度，
疫情致使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时 ， 当事人解除合
同， 必须是已经尽到了最大努力
仍然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 并且有证据证明当事人
自身无过错， 方可行使法定解除
权。 在解除合同行动之前， 有必
要进行充分的法律论证， 避免草
率行动而承担违约责任。

（房司司）

大暑将至， 夏意正浓。 古人
将伏天形容成苦夏， 然而正是这
苦夏却给人奉献了最多的甘甜。
娇艳的桃李、 甜爽的西瓜、 多汁
的葡萄、 晶莹的荔枝， 让舌尖的
愉悦甜在嘴里、 沁在心间。 每每
这个时候， 喧嚣的热浪就会裹挟
着褪色的记忆一起涌来， 把思绪
吹回多年前长长的暑假。

那时，奶奶院里种满了菜，红
的西红柿、 绿的黄瓜、 紫色的茄
子，还有长长的豆角。我和几个小
伙伴在豆角架里窜来窜去。 吃完
饭， 大人们在胡同里乘凉， 孩子
们也铺上凉席， 女孩们过家家，
男孩们兴冲冲地抓蟋蟀、逮蛐蛐，
玩够了、玩累了，凉席一躺，奶奶
的蒲扇停不下来， 就这样不知不
觉进入梦乡……

大暑时节， 阳光猛烈， 高温
潮湿多雨， 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
生长。 正如农家谚语有言： “六
月不热 ， 五谷不存 ” “不冷不
热， 不成年景” “禾到大暑日夜

黄 ”， 此时也是北方播种蔬菜 ，
南方收获稻谷的好时节。 中医还
有 “冬病夏治” 的理论， 《黄帝
内经·素问》 有云： “春夏养阳，
长夏胜冬”， 即助长夏天的旺盛
阳气来驱散冬天阴寒之邪， 使一
些疾病得以恢复， 现在流行的三
伏贴正是利用这个原理。

大暑是大自然最热情的表
达， 花开极艳、 草木葱翠、 瓜果
丰盛、 万物荣华， 一切都是生命
最绚丽璀璨的模样。 它催促着万
物繁茂、 生长迅猛； 它演绎出荷
花怒放、 竹林婆娑； 它变幻着流
萤飞舞、 蝉声阵阵； 它映照出星
光闪烁、 彩霞满天。

说了百般好，唯一的遗憾，便
是热。 盛夏时节，有人戏言： “命
是空调给的。” 没有空调的年代，
人们又是怎么应付这烧烤般的酷
热？ 想起杨万里的 《暮热游荷池
上》： “荷花入暮犹愁热， 低面
深藏碧伞中”， 此时荷花开得正
好， 何不唤友去赏荷， 纵然天气

炎热， 有知己相伴也很好。 高骈
的 《山亭夏日》： “绿树阴浓夏
日长， 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
动微风起 ， 满架蔷薇一院香 ”，
潮湿的空气中， 树荫深处传来声
声蝉鸣， 大地弥漫着泥土与花草
混合的幽香， 心定神闲地静坐片
刻，夏意悠长且安。白居易更是在
《消暑诗》 中说：“眼前无长物，窗
下有清风。 热散由心静， 凉生为
室空”， 诗魔白居易的消暑方法
最简单， 寻个庭院， 减少活动，
以打坐参禅的方式让烦躁的心得
以平静， 继而心静身心自清凉，
充满了哲思和意蕴， 这当是消暑
的最高境界了。

人向来如此， 每逢炎夏， 总
盼望秋高气爽， 可到了深秋， 又
怀念穿裙子的时光。 其实， 暑日
有尽， 时光无垠， 四季轮回从未
停歇。 此刻， 一年过半， 忽而夏
杪 。 愿你在长夏苦涩里尽情播
种、 在时光流转中不忘美好。 愿
你如盛夏， 极尽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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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不尽的美好时光
□李晨

购销合同因疫情原因无法发货
可否通知供应商解除合同？房山区司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