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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剑 英 元 帅 被 人 称 为 “ 儒
帅”。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了大
量诗词，用艺术形式抒发爱国之
情，曾两次与友人进行人造卫星
唱和，把诗词创作的目光投向浩
瀚太空，体现了一代元戎浓浓的
航天情怀。

“斗争又向月球开”

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决定亲
自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
庆典活动，并组织军事代表团赴苏
参观学习。军事代表团团长彭德怀
随毛泽东于11月2日抵苏，副团长
叶剑英率粟裕、谭政等将领 5 日启
程，6 日到达莫斯科，7 日参加庆
祝活动。

叶剑英一行从北京乘飞机飞
往莫斯科途中，因天气原因在苏
联伊尔库茨克停留；而乘坐另一
飞机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中
途换乘军事代表团所乘飞机。这
就有了叶剑英与劳动人民代表团
副团长钱俊瑞和著名作家田汉二
人同机的邂逅，引出一段万米高
空机中唱和的雅事。

田汉与钱俊瑞都是早年参加
革命的老同志，颇有诗才。出访
途中二人很有诗兴，候机时就以

《忆王孙》 词牌开始了诗词唱和。
也许是候机时的双人唱和没有尽
兴，也许是见到元帅诗人的灵感
触发，换机后二人的诗词唱和又
继续了下去。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的
第一颗卫星名为斯普特尼克，1 个
月后的 11 月 3 日又发射了携带一
只小狗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
赴苏启程前的 11 月 3 日，周恩来
在中南海接见劳动人民代表团时
宣布了苏联政府就第二颗人造卫
星上天给我国政府的电报，引起

大家强烈反响；加上苏联第一颗
卫星上天带来的震撼余波尚存，
因此二人的唱和把目光投向了人
造卫星。

钱、田二人在飞机上反复推敲
他们的诗作之时，同机的叶剑英读
到了二人之前唱和的《忆王孙》，便
诗兴大发，即兴和了一首《忆王孙·
赴莫斯科途中》：“喷气排云庆祝
来，列宁如在慰胸怀，斗争又向月
球开。不须猜，西方世界苦安排。”
短短31个字，把叶剑英对苏联人造
卫星成就感叹的那种兴奋之情，淋
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卫星电逝吴刚愕”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
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
这是被誉为带来“科学春天”的大
会，也是影响着中国未来科技发展
方 向 的 大 会 。 大 会 制 定 了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草案）》，鼓舞了与会代表
和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奋力攀登
科技高峰的斗志。在大会闭幕前的
3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
了叶剑英《忆秦娥·祝科学大会》一
词，为大会增加了喜庆欢乐的气
氛，也为科技插上艺术翅膀作了示
范，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叶词云：“追科学，西方世界
鞭先着，鞭先着，宏观在宇，微观
在握。神州九亿争飞跃，卫星电逝
吴刚愕。吴刚愕，九天月揽，五洋
鳖捉。”

诗中“吴刚愕”一语中的“吴
刚”，不仅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的人物，也是隐晦地针对了当时的
美苏两霸。“吴刚”所“愕”何
事？毛泽东 1970 年曾说，“天上有
那么多卫星在转，都是那两个国家
的”，言外之意，我们中国人需要

继续努力！到 1978 年，我们成功
发射了 8 颗卫星，新中国的航天成
就，在引起中国人自豪的同时，怎
能不令那些敌视我们的人所“惊
愕”呢？

叶剑英这首词公开发表前，已
经在友人中流传了一些时日。3 月
21 日，身在澳门的全国政协副主
席、叶剑英的挚友马万祺写词唱
和，名为《忆秦娥·祝全国科学大会
胜利闭幕》。词曰：“赶科学，神州
俊杰争飞跃。争飞跃，必然王国，
自由王国。攻关勇向尖端索，雕弓
敢把苍龙缚。苍龙缚，卫星交响，
红旗绰烁。”词中将叶帅的关键词升
华为“必然王国，自由王国”，令人
叫绝；“雕弓敢把苍龙缚”一句，似
也是在与“卫星电逝吴刚愕”进行
呼应，可谓匠心，彰显了叶、马二
位老友的心心相印，诗心相通。

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者

叶词发表的第二天，出席全
国科学大会的代表、时任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家栋，
在 3 月 29 日以 《毛主席的伟大旗
帜指引着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
为 题 发 言 ， 他 说 ：“1975 年 以
来，我国连续三次成功地试验了
返回式卫星。这些卫星，在正常
运行后，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
了祖国大地。它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
家。”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空
间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也为人们理解叶剑英的航天诗词
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

孙家栋的讲话中还提到在卫星
进入紧张的设计加工阶段，叶剑英
曾亲临视察，但没有披露叶剑英本
人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领导者、中
国航天成就的亲历者，也是返回式

卫星的直接组织者。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
后，我国加快了系列卫星研制的步
伐。1975 年 1 月，叶剑英担任国防
部长，协助正在病中的中央专委主
任周恩来主抓国防尖端技术和卫星
更是不遗余力。据叶剑英秘书所撰

《国防部长叶剑英》一文披露：“为
卫星发射问题，他亲自起草专题报
告呈送毛泽东主席。报告中，对某
一型号卫星的特点、功能以及运载
火箭、发射阵地、收回时间、器材
等各项都一一说明。此报告经毛主
席、周总理同意，如期完成了发射
任务。”

文中所谓“某一型号卫星”，
指的是 1975 年 11 月 26 日发射、并
于 3 天后安全返回地面的我国第一
颗返回式卫星，它的成功是我国
航天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这次
任务是在叶剑英直接主持下完成
的。任务当天，国防科委主任张
爱萍向叶剑英报告发射进入 30 分
钟准备时，叶剑英只以四个字作
答：“静候佳音！”航天人分明感
到 ， 这 简 短 的 四 个 字 却 别 有 深
意，是信任，是鼓励，是期待，
是祝福，也是要求、命令！11 月
29 日，这颗卫星安全返回地面。
叶剑英看到试验结果报告后，激
动地挥毫题下了“返回式卫星有
功 ” 七 个 浓 墨 重 笔 的 大 字 。 据
说，这次任务成功后，叶剑英曾
给 参 加 任 务 的 人 员 发 了 两 次 贺
电，兴奋之情令人感慨！

就在全国科学大会正式召开的
前40多天，1978年1月31日，新华
社发布消息说，“我国又发射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并胜利返航”。对于这次
任务的成功，叶剑英高兴地说：“这
是1978年的开门红！”

来源：《党史博采》

叶剑英与友人“航天唱和”背后

众所周知，帕金森病目前治疗
以药物、外科手术为主，辅以心理
治疗、康复锻炼等。其实，唱歌、
跳舞、画画、写作……这些看似与
治疗没有太大关系的活动，却在医
疗界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并被称为
帕金森的“艺术疗法”。

老 杨 是 一 名 帕 金 森 病 患 者 ，
一年前他第一次来到浙江医院就
诊 ， 双 手 在 静 息 状 态 下 不 停 颤
抖，连水杯都难以稳稳握住。浙
江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刘小利主任
医师鼓励他积极面对疾病，“在药
物控制的情况下，不要放弃对生
活的热爱，可以尝试绘画训练以
改善手部控制能力。”

起初，老杨的画纸上总是歪歪
扭扭的线条。但这位坚毅的“绘画
追梦者”在家里开辟画室，儿子帮
忙购买教材，每天雷打不动地练
习，在起笔、运笔、收笔的无数次
重复中，与颤抖的双手顽强较量。

历经一年多不懈训练，老杨的
画作令人赞叹。曾经颤抖不已的
手，如今能在画纸间自如穿梭，绘
就栩栩如生的山水，勾勒娇艳欲滴
的花朵。

刘小利表示，老杨的故事是
“艺术疗法”助力帕金森病患康复
的有力证明，她呼吁患者勇敢进行
更多尝试。

跳舞：缓解帕金森症状。舞蹈

能帮助维持多巴胺平衡，缓解相关
症状，改善情绪；它还能改善患者
肌张力，增强柔韧性。舞曲以动作
轻柔、不太激烈的为好，以免跌倒。
不会跳舞的患者不妨加入小区、公
园广场舞团，不求跳得多好，只要迈
开舞步，让身体动起来。刘小利提
醒，症状较轻患者可以做一些精细
手工活，如十字绣、织毛衣等，能很
好锻炼手部协调能力。

音乐：改善帕金森步态。某些
类型音乐和节奏可以刺激大脑，产
生多巴胺和血清素 （神经递质），
调节患者步态、行为、动作，强化
沟通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缓解焦
虑、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等。

慢跑：纠正发音障碍。坚持慢
跑可防止肌肉萎缩，激活僵硬少动
的骨骼肌群，并有助于纠正患者音
量小、声音低沉等发音障碍。慢跑
的运动量以每天跑 20-30 分钟为
宜，但必须长期坚持。

写作：改变消极情绪。帕金森
患者中约35%的人会出现焦虑、抑
郁，且有较大的抑郁症倾向。文字
表达对发泄愤怒、恐惧、担忧、孤
独等负面情绪有很大帮助。帕金森
患者可参与一些创作性艺术活动，
如写诗、作词、著书立传，或只是
简单地更新朋友圈、写日记，让内
心压抑的情感有一个释放空间。

来源：《浙江老年报》

从歪扭线条到栩栩如生山水
帕金森老人一年后惊艳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