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隆重纪念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

习”题词发表 60 周年重要时间节点，欣

读军旅作家、诗人胡世宗新著《洪流放

歌 —— 我 写 雷 锋 60 年》（辽 海 出 版 社

2023 年 2 月版，以下简称《洪流放歌》），

感受 60 年来全国学习雷锋热潮的波澜

壮阔，见证与体味作者 60 年如一日写雷

锋的孜孜以求和学雷锋的身体力行，仿

佛与作者一道“放歌洪流”。笔者对雷

锋的故事是熟知的，然而还是不由自主

地被作者炽热的诗情、真诚的文字所感

染、所打动。

本书作者胡世宗是雷锋的同龄人，

比雷锋晚入伍两年半。从胡世宗穿上

军装到雷锋因公殉职，两人“同在”军营

41 天。人虽不识，心却相通。那时雷锋

已是先进、已为标兵，原沈阳军区学雷

锋活动已经蓬勃展开，胡世宗和战友们

在《前进报》等媒体读到看到宣传雷锋

事迹的长篇通讯、《雷锋日记摘抄》和雷

锋的多幅照片。正是这种氛围的熏陶，

使战士胡世宗感受到榜样的力量。他

心怀崇敬，饱含激情，接连写下《雷锋活

着》《雷锋的胸怀》《雷锋的方向盘》《做

革命的螺丝钉》等多首诗歌，体现了一

名积极向上的士兵的价值取向和文化

自觉。

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

表后，胡世宗相继写出《一面鲜艳的红

旗》《光辉的旗帜》《伟大的行程》《雷锋

集锦（四则）》和《雷锋爱憎篇（两首）》等

诗作，赞扬雷锋“对党的事业一丝不苟，

平凡而伟大，朴素而光辉”，思考人生并

得 出 答 案 ——“ 生 命 ，怎 样 才 能 永 恒 ？

青春，如何才算美丽？雷锋作出了光辉

的典范：全部地献给人类的真理！”

多年之后，胡世宗在深情回忆这段

往事时说：“我在连队里以一名战士的

角度歌颂雷锋，一首首诗发表在军内外

报刊上，可以说，我的军旅生涯和创作

之旅，是从歌唱雷锋起步的。”这是一个

荣幸的起步，不凡的起步。至 2022 年

底，胡世宗创作、出版文学专著 73 部，其

中雷锋题材的著作占了 8 部（4 部与人

合作），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内研究雷锋、

书写雷锋的权威专家，为宣传雷锋先进

事 迹 、弘 扬 伟 大 雷 锋 精 神 作 出 重 要 贡

献。《洪流放歌》既是对 60 年全国学雷锋

经 久 不 息 、洪 流 奔 涌 势 态 的 礼 赞 与 致

敬，也是对作者培根铸魂、自我淬炼心

路历程的阶段性总结。

在《洪流放歌》中，笔者看到了雷锋

成长的足迹。作者借由自己 60 年来学

雷锋、写雷锋的经历回顾，特别是通过

同当年与雷锋密切接触，写雷锋、拍雷

锋的陈广生、张峻等首长和战友的深入

交往和精诚合作，掌握了大量近乎第一

手的材料。本书中，作者以独有的视角

和个性化的表述，勾勒出一个既为人们

所熟悉又令读者耳目一新的雷锋。作

者浓情重笔，文字准确翔实，做到了澎

湃诗情与深刻哲理的完美统一。例如，

作者将雷锋精神概括为 4 个“永”字（永

不冷漠、永不放弃、永不狂妄、永在成

长），不失为一种独到见解。由此，书中

的雷锋从普通一兵到伟大战士，可感、

可信、可亲、可敬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洪流放歌》中，笔者看到了全国

学 雷 锋 洪 流 奔 腾 不 息 、波 澜 壮 阔 的 印

迹。诚如作者所言：“自毛主席题词 60

年 以 来 ，有 太 多 学 雷 锋 的 美 丽 风 景 呈

现。”雷锋无处不在，雷锋遍地成长。作

者笔之所及，身影所见，有雷锋班、雷锋

生前所在连、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官兵，

有雷锋当年的工友、战友，有雷锋生前

辅导过的学生和帮助过的群众，有学雷

锋热潮中一批批继往开来的年青一代，

有不同年龄段、不同平凡岗位上默默奉

献的“百姓雷锋”，蔚为壮观。作为“代

言人”的作者不是冷静客观地旁述，而

是真正把自己“摆进去”，葆有同步的情

感温度，于是流淌出的文字自然给人以

亲切、热情、诚挚之感。仅举一例：写雷

锋辅导过的学生陈雅娟、孙桂琴回忆雷

锋叔叔的两节，笔者读时为之动容，潸

然泪下。

《洪流放歌》是作者时近耄耋之年

用电脑键盘敲击出来的佳作，也是作者

跨越一个甲子时空用行动书写并不断

充实与丰富的力作。我们看到，当年作

者在部队时曾将自己的津贴余款和稿

费收入，寄给生重病住院的战友的父亲

（以战友的名义），曾把新发的两双胶鞋

中的一双上交连队……几十年间，胡世

宗先后担任过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像雷锋那样始终如一地关爱着下一代，

孩子们对他的称谓也从“叔叔”变成了

“爷爷”。凡学校、企业、部队、机关、街

道和社区请他作报告宣讲雷锋，胡世宗

都热情应允，不管多忙总是乐于前往。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

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这一点作

者充分做到了，凡认识他的人对此当有

切身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胡世

宗将他收存多年的 200 多件珍藏字画和

5000 多册图书，分别无偿捐赠给沈阳市

档案馆和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社会各界

的赞誉。

从青春岁月到步入耄耋之年，胡世

宗在学雷锋的洪流里放歌整整 60 年，创

作的雷锋题材作品之所以被人们津津

乐道，不仅得益于他出众的文学才华和

深厚的文字功底，更有赖于他对党和人

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对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的高度责任感。早在起笔书写雷锋

的初年，胡世宗敏感而深刻地意识到，

雷锋及《雷锋日记》是一支瑰丽的歌，

“ 必 须 全 身 心 地 唱 出 来 ，才 能 震 撼 人

心。”这一点难能可贵。随着写作的不

断深入，他以切身体会写道：“歌唱（雷

锋），不光用歌喉，还用生命的热力与火

光。”60 年间，他正是这样做的。他视写

雷锋为一项重要事业，自觉自愿、满腔

热情地投身其间，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无限的“留住雷锋”的事业中——恰如

他在《洪流放歌》中明确表示的那样：

“我发下宏愿，一息尚存，献给雷锋的歌

声便不会终止。”这宏愿何等朴实、何等

直白，却又何等的真诚，令人尊敬与钦

佩。

胡世宗之所以要这样做到底，当是

基于他对雷锋的深刻理解与认识：“每

个 民 族 都 有 其 视 为 珍 宝 的 精 神 财 富 。

我们中华民族更是看重自己的思想遗

产和道德精华。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

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

是最优秀的典型人物的一个代表。在

他身上凝结着的充满时代特色又充分

显 示 个 人 风 格 的雷锋精神，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丰碑。

当今中国，雷锋精神仍是我们不可缺少

的……在宏伟的征途上阔步前进，雷锋

这面旗是必须高举的。”这种理解与认

识便是作者放歌雷锋的不竭动力：“我

庆幸，我一直为这洪流放歌！”“我荣幸

地、激情地追随着洪流放歌，不曾犹豫，

不曾停顿，在每一个春夏秋冬，在我经

历的每时每刻！”

习主席强调：“雷锋是时代的楷模，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愿更多的人汇聚于

洪流之中，与雷锋同在，与时代同行。

歌颂雷锋一甲子
——简评《洪流放歌——我写雷锋60年》

■王 玮

在祖国版图上，有多少条“大沙河”

不得而知。蜿蜒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

阜平县的大沙河，是故乡的河，是我深

爱的“心上的河”。

这条河，曾洗濯过明代旅行家徐霞

客徒步西进五台的一路风尘，曾见证过

康熙、乾隆皇帝出北京、经阜平、谒五台

威严浩荡的车马仪仗。有时，我真想变

成一只鸟，振翅高飞，穿越风云、时光，

看大沙河如何淌过革命战争的历史洪

流，铺展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奏一曲

时代壮歌。

大沙河，从太行山褶皱里奔涌而

出，植入了太行山石坚韧顽强的风骨，

不惧悬崖险滩，激越澎湃、高歌向前。

沙河上游吴王口乡保存完整的“茨

字拾陆号台”“茨字拾柒号台”两座敌楼，

属明万历年间修筑的内长城的重要防御

工事。烽烟远逝，雄风犹在。敌楼在山

谷中静默，靠近触摸那一块块青砖、石

条，一眼眼瞭望孔、射击孔，一道道券洞、

回廊，仿若有明军将士誓死守卫、浴血护

国的故事流出，令人豪情激荡。

峥嵘岁月，大沙河畔、阜平城内演

绎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革命

火种在这里播撒点燃，星火成炬。

1925年，阜平建立了党组织。出生

于阜平的赵云霄，从赵家胡同出来，走

一小段路，便可望见大沙河的青波，听

见大沙河的水声。受共产党员、表兄王

斐然革命思想的影响，1925 年夏，19 岁

的赵云霄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河北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之后，苏联留学、湖南革命、被捕入

狱、狱中诞女、写下遗书、走上刑场……

远在阜平的亲人再未等到如沙河水般

灵秀倔强的赵云霄。可她与丈夫陈觉

“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

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的英雄事迹，

在阜平大地传颂了近百年。

1931 年 7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

四军在军长赫光、政委谷雄一的率领

下，转战晋冀，抵达阜平。他们张贴布

告、设坛讲演、释放群众、放粮济贫，成

立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

热血男儿踊跃参军，红军队伍迅速

壮大。可这场在敌人心脏华北腹地掀

起的红色风暴，招来国民党军队的残酷

镇压。1931 年 8 月 11 日，敌人采取阴

谋手段，在大沙河畔的法华村古槐树

下，将年仅 29 岁的赫光杀害。为纪念

赫光军长，阜平烈士陵园建起“赫光烈

士纪念碑”，法华村跨沙河大桥命名为

“赫光桥”。2022 年，在当年中华苏维

埃阜平县政府旧址，一座名为“红园”的

街心公园修建起来。

1937年 11月，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

冀军区总部从五台山来到阜平，以此为

中心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个月

后，宣传抗日、鼓舞军民的《抗敌报》在

大沙河以北一处狭仄的小院内创刊。

《抗敌报》后更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

任社长，带领“红色报人”游击办报 10年

6个月，创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八匹

骡子办报，三千字里著文”的奇迹。

翻阅一张张轻薄却又厚重的《晋察

冀日报》，我不止一次读到“沙河”的故

事。读 1941 年 6 月 29 日的《沙河滩上

一片青》，看到了抗日军民在沙河沿岸

修滩耕种，“和前年大水灾所给予他们

的一切苦难斗争着”；读 1942 年 3 月 20

日的《大沙河畔的欢送会》，看到了“新

兵的母亲妻子，纷纷提着红枣鞋子来欢

送自己的儿女丈夫，希望他们赶走鬼子

再回来”；读 1943 年 5 月 25 日的《沙河

两岸草木皆“雷” 敌扰阜平时百余被

炸》，看到了“日寇在我军民严重打击

下，已饱尝地雷的滋味”……

就在大沙河畔，1944 年夏，红色摄

影师沙飞为当时抗敌剧社小演员田华

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她屈腿坐在沙

河滩上，满脸笑容。1982 年秋，沙飞的

学生、阜平籍摄影家顾棣，为回阜拍摄

电影《柯棣华》的田华，在大沙河畔同一

地点，拍摄了一张同一动作的纪念照

片。青春芳华不再，但足见曾在阜平参

加革命的田华老师对第二故乡、对大沙

河的情深意长。

当年，南街 3 棵古槐下，曾留下少

年徐向前在杂货店边当学徒边读书的

身影，曾留下八路军战士用槐花染军装

的场景；大沙河支流鹞子河畔的史家寨

窑洞群，曾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

大沙河王林口段沿岸的南峪村曾是新

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印制地，五丈湾村走

出了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李勇；“阜

平营”在大沙河畔集结，英勇无畏走向

抗日战场……大沙河注入了红色基因，

在我心中、在所有阜平人心中，淌成了

一条革命之河、英雄之河。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2012 年 12 月 29 日、30 日，习主席

来到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向全党

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10 多年

不懈奋斗，大沙河沿岸日新月异的发

展，正是阜平山乡巨变的缩影。

大沙河北岸的主城区，因空间狭

小，发展受限，不得不向南拓展。拆迁

旧村，兴建小区，筑路架桥，打造公园，

沙河南岸“画”出楼宇鳞次栉比、道路四

通八达、功能齐备完善、环境优美怡人

的美好图景。占地 20 余平方公里的经

济开发区，在大沙河王林口段北部和西

南部建起。6 座大桥将沙河南北两岸

互联互通，2 条高速公路让阜平畅达东

西南北。大沙河公园绿化花木品类众

多，韵致堪比江南。

大沙河，长年不断流，两岸水草丰

茂、土地肥沃；辛勤耕耘的阜平人民，

沿河而居，守护、乐享着这片绿色洁净

的美丽家园。我经常沿沙河两岸来一

圈儿健步行，看旭日东升、晚霞绚烂，

看高天流云、雾气蒸腾，看白鹭野鸭在

水中嬉戏、低翔，看市民舞蹈歌唱、闲

情垂钓……大沙河和着时代节拍，在

我心中、在所有阜平人心中，淌成了一

条活力之河、希望之河。

大沙河，历经沧海桑田，奔涌至新

时代，见证着 23 万阜平儿女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蓬勃风貌。丽日下的市井

烟火、夜色中的万家灯火，都汇聚着火

热的奋斗故事。

沙
河
之
上

■
张
金
刚

在我远眺历史的视线里，驻留着一

幅将军夜读的画面。蓬莱古城之夜，英

姿勃发的戚继光坐在桌前，双目炯炯，

阅览兵书。屋外天际，星光点点，辉映

着戚继光写在兵书上的诗篇：“小筑暂

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麈

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

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其实，这样的

读书场景一直伴随戚继光的戎马生涯，

成为他扫平倭寇、镇服胡虏的注脚。

戚继光系将门之后。父亲戚景通

曾问幼年戚继光：“立志安在？”他回答：

“在读书。”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戚继

光 深 受 王 阳 明 心 学 影 响 ，形 成 轻 利 重

义、戒虚务实的待人处事作风，体现在

读书学习上，也就有了可资借鉴之处。

注重学以致用，广泛涉猎兵书。作

为 一 名 军 队 将 领 ，戚 继 光 熟 读 传 统 兵

书，如《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尉缭

子》《司马法》等。平时“日坐书舍，旦暮

勤读，忻然忘倦”，行军作战“不能寝，犹

篝灯治军书不辍”……在阅读过程中，

只要自己有心得体会，随即写在书页空

白处。比如抒发其远大志向的“封侯非

我意，但愿海波平”，就是在一部兵书中

留下的墨宝。《孙子兵法》一章中说：“佯

北勿从。”意思是说，遇到诈败的敌人，

不要追赶。但是，戚继光根据自己的体

会批注：“收军整队，留队搜瞭，擂鼓追

赶。”正是因为知道从兵书中汲取养分

的重要，戚继光在《请设三武学疏》中提

出，不熟读兵书，决不能成为统兵的将

帅。他提出武学馆的训练内容，首先就

是要读兵书。戚继光学而不厌、诲人不

倦，一直督促自己的部将熟读兵书，甚

至规定每天晚饭后必须看多少页。他

还向部将讲述攻守方略，传历代名将为

将之道，做兵器操作示范。在他的精心

培养下，一大批良将脱颖而出，成为戚

家军胜敌的中坚力量。

善于把握书中精髓，融会贯通。戚

继光十分重视理解经典著作的原意，曾

多方收集《孙子兵法》流传下来的善本，

逐字逐句进行学习，力求正确领会作者

的思想。他曾将心学思想运用于治军

上，提出“治心”“练气”之说，主张将士

以忠义之心相感召，同心勠力，尽分安

民。在学习前人著述的过程中，戚继光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僵化教条，在《练

兵实纪》中指出：“其意不泥其迹，乃能

百战百胜。”他把古代兵书比喻为无所

不备的药铺，认为纵然把各种药名药方

记得烂熟，临诊不会运用也是枉然，关

键在于摸清患者症状，才能对症下药。

勇于创新，寻找克敌制胜之道。面

对武器装备的变化、来犯之敌的特点，

戚继光根据原有的一系列战法谋略和

战术原则，在抗倭作战中创立鸳鸯阵，

在兵器技术上由长短兵器的协同作战

发展到冷热兵器协同作战，在作战形式

上 由 单 一 兵 种 发 展 到 步 、水 军 协 同 作

战。镇守蓟州时为抗击入侵的蒙古骑

兵，他提出车兵、步兵、炮兵和辎重兵协

同作战的思想，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勤于总结，遗泽后人。在漫长的军

事生涯里，戚继光不断总结自己作战、

练兵、治军的经验，先后撰写《纪效新

书》《练兵实纪》等兵书。书中既闪烁着

前人的思想光辉，又自出机杼，具有独

到的观点。譬如，就如何建立一支训练

有素、战斗力强的军队，戚继光从理论

和方法两方面进行系统阐述。这一填

补空白的内容，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军

事理论。曾国藩训练湘军，将《纪效新

书》和《练兵实纪》奉为圭臬。

对军人而言，须把读书学习作为军

旅人生的必修课，不断提高军事素养，

为打赢奠定坚实基础。见贤思齐，民族

英 雄 戚 继 光 的 读 书 之 道 值 得 借 鉴 学

习。

向戚继光学读书
■李 仲

今天擦拭书架，瞥到二年级时拥有

的一本封面古典的《中华成语大辞典》。

入 伍 10 年 间 ，我 一 直 随 身 携 带 这 本 辞

典。

儿时入学，字典是必备，辞典没有要

求必须买。有一次，路过书店橱窗，我发

现一本封面古色古香的辞典。幽幽的角

落，它散发出独特的气息，宛若一方静美

的岛屿。

那年的校园作文大赛，奖品就是这

本辞典。奋勇参赛的我哪里有婉转流利

的文笔，只是痴痴地做着“美梦”——将

辞典收入囊中的梦。

可惜我的作文得到“词语不够丰富”

的评语，我黯然地与这件奖品错过。在

雨丝中，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母亲看

着作文评语，心疼地望向我，随即转身离

开家。回来后，她怀里多了样东西——

一本辞典，还是最新的增补本。

母亲的发丝还滴答着雨水，怀里的

辞典却没有沾上一丝雨渍。着急的母亲

冒雨蹚过 3 条街巷，为我买下这本辞典。

终于得到辞典，我爱不释手，小心翼

翼地包书皮、轻轻翻动书页，甚至不敢折

页，每天装在书包里背着。作文课上，风

有时翻动辞典一处书页，页面的一个成

语便映入眼帘。

母亲名字中有“蕙”字，我在辞典中

查到“兰心蕙质”这个词。细品词义，我

似乎能闻到其中来自大地的芳香。有些

词义，因为年纪小，我还不理解，便请母

亲为我讲解。每次讲解新词，母亲都像

在讲美丽动人的故事。我仿佛置身童话

中，里面有春风涤荡的温度。

母亲带我穿梭辞典里的四季。辞典

里有春寒料峭、一叶知秋，有夏葛冬裘、秋

收冬藏，让沿途风景如画。一路览阅，一

路采撷，一路收获。母亲用诗意的语言

和引人入胜的讲述，为我种下文学的种

子。她搂着娇小的我，手捧着这本辞典，

教我识字组词，让我与文学离得更近。

母亲就像我人生的“辞典”，注重培

养我的阳刚气质。她总会对照辞典，圈

画出有关军旅的词汇，为我着重强调。

譬如“壮志雄心”这个词语，母亲圈出两

个“士”的偏旁，说：“只有军人才配得上

这么硬气的词！”讲述“横戈跃马”时，母

亲会引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

上行”，评点金戈铁马和刀响剑鸣。解释

“精忠报国”时，母亲会引用“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戎马倥偬”

形容紧张军旅生活时，母亲顺口吟出诗

句“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解析“马革裹尸”时，母亲不自觉在旁边

批注下“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

关”……

短兵相接，军令如山，戎马一生，南

征北战，浴血奋战……走近军旅深处，领

略生机勃勃的壮阔风景。原来，母亲一

直用心带我体悟军人情感的博大赤诚，

品味最为动人的家国情怀。

辞典，成为我选择军营的启蒙书籍，

告诉我青春有梦，乘风好去，男儿赴戎

旅，长缨终在手。打开这本辞典，可以想

象母亲带我走向军旅这个远方时，有着

怎样笃定、沉稳的脚步。辞典在手，仿佛

母亲陪伴左右。母爱，在辞典中守望着

我，从未走远。

母亲，我人生的“辞典”
■冯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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