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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界文化视界

热风冷眼热风冷眼

国防纪事国防纪事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军旅作家、河南省信阳军分区原
政委韩强毛的中短篇报告文学集《正
能量报告》，以真实丰满的笔触勾勒出
当代典型人物在社会发展、国防和军
队建设中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运
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他们的情感与情
怀，颂扬了作品主人公身上所蕴含的
正能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品
中的人物特点鲜明、血肉丰满、立体可
感，在厚重纷繁的报告文学阵营中透
出一股清新俊朗之气。

韩强毛的《正能量报告》以宽广视
野透视普通人物的不凡作为与精神世
界。作品大多是写国防后备战线的先
进人物，只是所处的年代、领域和生活
跨度很大——有为国防建设履职尽责
的军分区司令员，有关注重视人民武
装事业的县（区）委书记，有改革创新
的军转干部；有边防军人的爱情故事，
也有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
代新风。作者在经过深入采访、搜集
素材、积累生活后进行创作，肩负的是
新时代所赋予的“报告”责任。读《正
能量报告》可以感受到，作者始终怀着
对国防、对人民、对战友的真挚情感，
用典型的事例、生动的细节和朴实的
语言描摹主人公的精神内核。

作者精准发现并抓住人物特质，
以深入生活现场的独特视角让读者感
受到主人公的进取精神，敢于担当的
社会责任，对社会、对他人的善良心地
等，凸显了各类人物的正能量风采。
有的篇幅虽然精短，但充盈着浓浓的
人情味和烟火气。这些优秀的报告文
学作品反映了时代闪亮的精神之光。

《陈立友的万里路》中的军转干部
陈立友，历经艰难曲折、盘活许昌运输
公司，在全国物流市场争得一席之地；
《文新与茶》中的农家子弟刘文新，以
300元起家，开发信阳毛尖顶级品牌
茶叶……可以说，韩强毛笔下每个人
物的故事，都折射出自强不息、奋发有
为的时代光彩，透射出平凡背后的家
国情怀与时代担当。

著名文学评论家丁临一说：“读了
韩强毛作品里的16部报告文学，我们
强烈感受到作家拥抱现实生活的热忱
与对发现开掘正能量人物故事的专
注。”行家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七分
靠采访，三分是写作。文学不是单纯
记录，而是收集、汇聚和探索、分析日
常生活中以及酿成伟大历史事件的能
量。这些能量是如何聚合、裂变的，当
是作家善于挖掘的功夫所在。韩强毛
因为拥有多年新闻工作练就的扎实功
底，采访中能够快速而准确地捕捉挖
掘主人公的故事硬核，由浅入深、由表
及里地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

以《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为例，作
品的主旨是讴歌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老区各级优秀干部。作者采访
调研的足迹遍布革命老区信阳市的
10个县、区，采访了9位县（区）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采集了他们继承革命
老区拥军支前光荣传统，在新时期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动人事
迹，并通过深沉而客观的艺术手法再
现给读者，受到广泛点赞。

《情有多远》讲述了吴新芬和边防
军人王俊景的爱情故事，真挚感人，引
人入胜。这曲真爱之歌和人生传奇，
后来被拍成电影《加油，新芬》和电视
连续剧《今生欠你一个拥抱》，感动了
更多观众。这篇报告文学之所以感人
至深，是因为注重刻画鲜明可感的人
物形象、讲述独特动人的故事、凸显人
物的个性魅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
力。

在写作技巧和文本结构上，韩强

毛采用了主体叙事加附记的手法。因
为作者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可能已过
去了若干年，但他们的人生和故事还
在继续。附记就是一个副文本，对主
文本创作的缘起、经过及作品产生的
社会影响进行阐明，实际上是对正文
的一种补充和深化，让读者了解更多
信息，从而对人物的生活及精神世界
有了更加完整的认知。

一位评论家说过，只有自己充满
正能量，才有可能传播和弘扬正能
量。《正能量报告》让读者真切感受到
作者身上的浩然正气和强大能量场，
彰显的是锐意改革、拼搏进取、责任担
当、牺牲奉献。

《考验》讲述的是信阳军分区原司
令员夏世富在某部任团长时，正确面
对军队调整改革的故事。前后6年多
时间里，夏世富平职调整副旅长、3次
代理旅长，始终听党指挥、服从安排。
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工作，
按照原则办事，带动了部队的风气建
设。这个先进典型人物形象塑造十分
饱满，凸显出厚重的正能量。

再比如《“胖司令”纪事》，当作者
在工作中发现刘晋司令员这个典型人
物后，刚开始想以新闻通讯的形式宣
传出去，但几番思考后觉得以报告文
学体裁宣传效果会更好，既能文学化
地表现主人公创新改革的精神和智
慧，又能深入挖掘主人公对一些问题
的深层思考，这对省军区系统其他单
位的建设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因
此，作者采用报告文学的文体重新塑
造人物，讲述故事。作品发表后，在军
内外产生良好反响。

韩强毛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用
报告文学讲好身边人的正能量故事。
在与笔者电话交谈中，他直言不讳：

“作为政治工作干部，以自己热爱的文
学创作，对工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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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是一句老话，
但我还是想用这句话作为新年试笔。这
不仅因为，太阳每天都以耀眼的光辉普
照大地，都奉献新鲜、蓬勃、魅力，都创造
璀璨、绚烂、明丽，还因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就是一轮无与伦比的太阳，她每天都
在创新、创造、成长，她每天都酿制灿烂、
光明、美丽。享受太阳温暖的人们，总是
以最美好的语言讴歌太阳，留下许多壮
丽的诗篇。

诗人说，太阳是有语言的，她以丝丝
缕缕的金线，让你平凡生活的狭窄，变成
一片无限的开阔。和阳光对话，感受光
明、温暖；与祖国同行，感受向上、蓬勃。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在变动不居中，
要理解生命的意义、奋斗的价值，我们更
需要眺望每天太阳的升起，更需要感受
祖国前进的步履，从而积蓄力量、策马扬
鞭，大踏步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轮太
阳。他从出生的那天起，就被赋予一种
使命、开启一段历程。无论是谁，都应该
思索如何使人生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如何发热发光、照亮别人。唯如此，短暂
的人生旅途才能不彷徨、不停顿、不暗

淡。
人生的太阳要靠知识去充实。一位

哲人说过：“孔雀靠美丽的羽毛装扮自
己，人靠知识和智慧丰富人生。”知识和
智慧从何而来？靠持之以恒的勤奋学
习。李比希，19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
曾以鸟儿不断脱毛才能生出新羽、适应
飞翔为例，深刻地阐明一个人必须经常
更新知识的道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
结网。”时移世易，要跟上形势的发展、应
对时代的挑战，就必须把学习作为一种
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认真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用于武装头脑、指导工作；
认真学习历史知识、高科技知识以及相
关专业知识，开阔视野，提高履职尽责的
能力。克服学习上的浮躁情绪，变“短期
学”为“终身学”，变“粗浅学”为“深入
学”，变“应景学”为“扎实学”，备得“金刚
钻”，不怕揽“瓷器活”。

人生的太阳要靠奋斗去点亮。“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变化的是主题与使命，不变
的是奋斗的精神、实干的气概。民族复
兴的路上，一代代人前赴后继，涉险滩、
越激流，每一段都有不同的风景，也都面
临不同的挑战。“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
无向易中轻。”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和繁重而艰巨的
任务，我们切不可有松懈之心、停歇之
意。在精神气质上，莫做“懈怠型”，要激

荡奋发的决心，以实干成就事业；在价值
取向上，别当“利己型”，常思个人努力关
乎国家安危、万家灯火，涵养自己的家国
情怀；在生活方式上，告别“玩乐型”，树
立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让每一天都过
得有意义。多一分进取少一分安逸、多
一点奉献少一点索取、多一些闯劲少一
些守旧，胸怀大志向、提升精气神，我们
就一定能用实践证明：有梦想，有机会，
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
来。

人生的太阳要靠创新去开拓。美国
哲学家莫里斯指出：“我们拥有很大的潜
力，感到新时代在开始就同感受到旧时
代在结束一样明显，问题在于，我们还没
有设计出一种比原子弹更有威力的心理
炸弹。我们能够用原子分裂来释放巨大
的物质力量，我们怎样才能够在自己封
闭起来的力量内部引起分裂，以便相应
地释放出巨大的人力来呢？”这一问题的
提出，把人生道路上的自我更新提到多
么重要的位置！实践证明，束缚人们思
想和行动的，很多情况下往往不是外界
的力量，而是自我编织的“精神藩篱”。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也是一支军队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有叶剑英元帅所
说的那种眼界，“要经常按地球的脉搏跳
动”；要有革命先驱恽代英所说的那种追
求，“每日须辟一新境界”。具备敢闯敢

试的胆识，具有“活跃如莽原奔鹿、敏捷
胜森林灵猿”的创造性思维，把创新热情
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富有创造性地做
好本职工作，进而积极主动地自我革新，
使头脑及时更新换代，以跟上时代的步
伐，融入发展的潮流。

人生的太阳要靠美德去装点。惟吾
德馨，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汉代
科学家张衡把“德之不崇”视作人生最大
的不幸，古希腊一位哲学家则把美德比
喻成人生的“第二个太阳”。南宋诗人陆
游诗云：“名山如高人，岂可久不见。”生
活中的“高人”，不仅需要经常见，而且需
要将其作为一面镜子，经常对照才行。

“高人”自有其崇高处，如善良、宽厚、节
俭、自律、诚信等，而这些都是道德修养
的重要内容。当今的英模典型，都是道
德修养的人格化身，新时代革命军人要
自觉见贤思齐，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
人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

在岁序交替之际，我想起王蒙《青
春万岁》中充满激情的话语：“所有的日
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
们！”未来的每个日子不可能都是风和
日丽，可能有乱云飞渡，甚至狂风骤雨，
但只要我们用信心、勇气和实干去编织
它，就能使每个日子都写满绚丽、放出
光彩，让每天的太阳都冉冉升起、光耀
大地。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向贤彪

每次去超市购买食品，我都会情不
自禁地向柜台里的炒面投去深深的一
瞥，隔一段时间则会买上一两斤，有滋
有味地享受这已不被大众看好的传统
食品。炒面与我，有一种特殊的情缘。

1965年夏，我考上了高中，由于距
家较远，在学校住宿。按政策规定，我
可享受吃商品粮的待遇，再也不用像
初中那样背粮上学了。可是每天一斤
二两的粮食定量，加上油水太少，填不
饱肚子，饥饿虫爬上来，令我抓心挠
肝，在课堂上分心走神。

星期天回到家，父亲看我吃饭狼
吞虎咽的样子，单刀直入地问：“在学
校吃不饱吧？”我慌忙点头应答。父亲
坐不住了，一脸严肃地对母亲说：“孩
子正是长身体、用脑力的时候，吃不饱
怎么能行？咱得想办法呀！”母亲反
问：“有啥法子？”父亲略加思索，果断
地说：“咱给孩子做炒面。抗美援朝时
支前不是做过这东西吗？”母亲回应：

“是呀！那时候，我烧火，你上灶，炒的
面还受到乡里表扬呢！”父亲接话：“事
不宜迟，咱赶紧动手吧！”说罢，他打开
粮袋，倒出金黄的玉米上磨粉碎。

父亲抱着磨杆一圈一圈地推磨，
磨石发出沙啦沙啦的声响，被粉碎的

玉米从磨缝滚落到笸箩里。三伏天，
房檐下的蝈蝈没命似地鸣叫，鸡鸭们
躲在阴凉下张开翅膀喘气儿，汗珠顺
着父亲的脖颈往下流淌，他不时抹去
汗水，脚步却不停歇。收拾起玉米面，
父亲用细眼筛子一晃一晃地筛出精细
的面粉，用作炒面的原料。父亲说做
炒面文火最好，烧蒿草为宜。还说要
用猪油热锅，炒面才香而不燥。

准备齐全后，母亲将蒿草均匀地
填进灶膛点燃，父亲用猪油将铁锅擦
抹得油光锃亮。锅热后，倒入玉米面
和少许大粒盐，右手持锅铲快速翻炒，
左手随之在炒面上抓弄，父亲那粗糙
的大手被烫得泛红，还时而抓一把炒
面送到鼻前闻闻。随着炒面温度上
升，父亲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滚落到
土锅台上，砸出一个个“汗花”。

过了一会儿，父亲捏一点花椒面
扔进锅里，翻炒几下，自信地说：“行
了，赶快撤火。”母亲立即用掏灰耙掏
出余火。父亲快速铲起炒面放到案板
上晾凉，此时满屋充溢着香喷喷的味
道，让我直咽口水。

第二天，我带着父亲炒制的炒面
回到学校。当下了晚自习、肚子开始
咕咕叫时，我就端着饭盒去开水房冲
炒面吃。那焦黄的炒面经开水冲烫，
搅拌后呈黏糊状，飘散一股淡淡的香
味儿，格外诱人。炒面入口，香味儿直
冲鼻腔，精神为之一振。大半饭盒的
炒面下肚，饥饿尽除。

渐渐地，全校兴起了吃炒面之风，
一些同学品尝了我的炒面，都说口感
不错，问我是谁的手艺。我自豪地告
诉大家，这是父亲的杰作。他们闻听，
无不啧啧称赞。

就这样，我每周末回家，父亲都会
精心制作炒面，从而满足了我成长的
需要，让我保持旺盛的学习精力。

炒面是普通食物，却饱含了深厚
的父爱，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并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得到延续。那是
我当旅后勤部长时，汽车连执行长途
运输任务，途经地区人烟稀少，经济不
发达，驾驶员会因为等待装载、路况受
损、车辆抛锚等原因不能按时返回驻
地，要饿着肚子执勤。当我得知这个
情况，忽然想起当年父亲为我制作炒
面的情形，不禁心头一热，忙叫来连队
司务长和炊事班长，向他俩介绍父亲
的炒面，说这东西可以解燃眉之急。
接着，我讲解了炒面的制作方法，交代
注意事项。司务长买来玉米面，我守
在灶台旁指导炊事班长按照父亲的方
法制作，大家品尝后齐声叫好。我确
定每3台车一组携带炒面，配煤油炉和
烧水壶，途中视情烧水冲炒面，避免了
挨饿。

父亲听说了这件事，乐得合不拢
嘴，朗声说：“炒面虽然上不了宴席，但
是关键时候能起大作用，是好东西。”

现今，虽然父亲不在了，但是他制
作的炒面余味犹存，值得我永远回味。

父亲的炒面
■李国选

源远流长 陶成龙作

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寒风，撕咬
吞咽着尚有余温的身体
挂满冰碴的脚，已经属于江水
敲碎冰块，才能和血肉重新接上

为了打捞边境设施，一跃而下
用划破的手拖拽，用结冰的鞋挪动
呐喊与喘息声撼动大地冷绝的梦境
奋战，披着深邃而庄重的夜色
凯旋，在呼出的白雾里谈笑风生

裤子已经脱不下来
伤痕和荣誉在信念上牢牢地挂着
界江上的身影，缄默而骄傲
平凡的英雄只把一腔深情赋予国门
军装像琥珀一般，包裹、凝结着
一颗颗没有泪腺，欢笑的赤子之心

在冰雪训练场

赤裸上身，对冰雪不设防
他们把雪当作另一个故乡
抱雪，搓雪，爬冰，搏击，卧倒
都是乡情的诠释、释放与成全
骨骼、肌肉用结冰的方式凝固
每一个脚印都被积雪装裱
热血呐喊着骄傲与豪迈
那眼神，让你相信
它们落在雪上，会反光
比雪更亮

冰雪的琥珀（外一首）

■仇士鹏

身穿军装，腰挎盒子枪，骑一匹白色
军马，雄赳赳、气昂昂，异常英武。说起
外公从朝鲜战场上邮寄回来的那张照
片，母亲总是神采飞扬。那也是外公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唯一的照片，只可惜经
过多次搬家，如今已经杳无踪影。

外公的哥哥是新中国成立前当的
兵。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受哥哥的影
响，刚结婚两年的外公也报名参军。那
时母亲还小，外婆有些担心和不舍，被外
公训斥了一顿。隔壁的嫂子是村里的妇
女主任，也来做外婆的思想工作，说家里
有什么事，左邻右舍都可以照顾，有什么
困难，村里和集体都可以给解决，但是思
想不能落伍。抗美援朝是为国而战，一
人当兵，全家光荣，全村荣耀。

听到这些，外婆嘀咕道：“我只是担
心……”“我知道你担心啥。咱们家的男
人命大。你看你哥，当兵后先打日本鬼
子后打蒋介石，现在又去了朝鲜战场。
我一人带孩子又当爹又当妈，把家照顾
得好好的，就是为了让他安心在战场上
杀敌人。等战争结束，他们就能回家
了。咱们做女人的，在大事上千万不能
糊涂，不能拖后腿……”嫂子枪炮似的快
言快语，让外婆下定了决心。

就这样，外公入伍后经过短暂紧张
的集训，就跨过鸭绿江，踏上了那片战火
纷飞的土地。因为聪明睿智、杀敌勇猛，
外公很快从战士成长为排长。前方的战
场捷报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深受鼓舞，英
雄模范事迹报告会和拥军宣传也开展得
声势热烈。虽然受到村里人的尊敬、政
府的慰问，但外表看起来高兴的外婆，心
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就在外公刚刚担任排长不久，他的
哥哥牺牲的消息就传到家里。平日说话

大嗓门的嫂子，那一天破天荒地没说一
句话。直到那天深夜，外婆才听到隔壁
隐隐约约传来嫂子压抑的哭声。但是第
二天，作为妇女主任的嫂子照常下地劳
动。只是，她家门头上多了一块革命烈
属的牌子。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外公骑白马的
照片寄到了家里，并捎来了遗书。外公
告知家里，如果自己遭遇不测，那张照片
便作为遗照留念。拿着信和照片，外婆
哭得稀里哗啦，想着可能再也见不到外
公了。

没想到1953年，闯过枪林弹雨的外
公终于安全回到家。按照战场上获得的
功绩和国家政策，外公转业被安排到重
庆铁路部门工作。因为不能带家属，离
家又远，外公最后选择回家种地。

回村劳动的外公，很快被推选为大
队支书。经历过战场上的血雨腥风和军
营里严明纪律的要求，外公性子耿直，疾
恶如仇，从不以公谋私贪占国家和集体

的利益。有一次，只有 9岁的舅舅饿得
不行，偷吃了生产队里刚刚收获的一个
红薯。外公知道后，不但自己在生产大
队会议上做检讨，还用扁担将舅舅痛打
一顿。他说，在朝鲜战场上，许多战士情
愿自己饿死，也要把最后一口粮食让给
战友吃，“我是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相
比我的哥哥和许多牺牲的战友，我是幸
运的，也很知足。我要让后人知道，今天
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舍己为人，不能以私谋利，哪
怕是一个小红薯也不行……”

虽然外公在农村的生活非常困难，
家里最穷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连点灯
的煤油都买不起，但外公从未向组织提
任何要求。外公的言传身教，让母亲和
舅舅们都堂堂正正做人，依靠自己的本
事吃饭。外公去世后，按照国家政策，对
抗美援朝军人遗属有补助，但是外婆从
没找过有关部门。他们牢记着外公的教
导：“我是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

从朝鲜战场归来
■秦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