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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作家张子影著长篇报告文学

《试飞英雄》，讲述的是空军试飞员们不

断超越机型极限、不断超越生理极限，

在一次次与死亡相伴的危险征程中所

发生的感人故事和心路历程，让我们有

机会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空军试飞员

这个让人敬仰的群体。

试飞英雄无疑是空军中一个独特的
群体。作者以慷慨而又激昂的文笔，用
长达近 20年的时间对试飞员群体进行
追踪采访，历时 3年呕心沥血著书，呈现
给世人一部 42万字的厚重之作。《试飞
英雄》（安徽人民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

社）讲人讲事，叙景叙情，从新中国“蓝天
探险第一人”段祥录、滑俊，再到后来的
蓝天勇士李中华、徐勇凌等等，从不同角
度、不同方位立体记录和描绘了几十年
来叱咤风云、气贯长虹的试飞英雄们的
壮举，真正体会他们为了理想信念而拼
搏奉献的执着追求和赤胆忠诚。

一个国家航空工业的水平标志着这
个国家的国力和军事实力，直接决定着
国防安全和经济发展的水平与进程。没
有强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国家安全和人
民利益就可能时时面临威胁。要想拥有
绝对制空权，高性能战机是必不可少
的。但对于飞机这样一个技术领先、系

统复杂的航空器，要真正意义上把它磨
砺成一把出鞘的“宝剑”，不仅仅需要在
科研技术上不断开发研究，还需要一次
次的试飞实验，达到人剑合一，武器与人
的最佳结合。试飞员正是用自己的勇气
与经验不断挑战飞机的性能极限，用自
己的青春与生命才将设计师的设计理
念、飞机的设计性能转变成战机的战斗
性能，转变成捍卫领空的铁翼雄鹰。

和平时期，对军人的考量就是责任
与荣誉，优秀的试飞员是空军的尊严，
无尊严毋宁死。就像作者将这样的群
体比喻为“迎死而生的真豪杰”，他们以
严谨的态度、崇高的使命、无畏危险的
精神，以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经过几
代人日复一日的不断探索与努力，去弥
补一个个空白。这些“和平时期离死亡
最近”的试飞英雄们，他们视死如归、义
无反顾、甘冒风险、勇当大任，克服重重
困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步步地去
实现一个大国航空的梦想与荣光。因

为在试飞员心中，信仰与国家利益高于
一切。正是基于此，他们才能一次次挑
战极限，一次次化险为夷。为了宝贵的
试飞数据，即使以命相换，也在所不辞。

如今，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的历史
当口，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
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
的能力和信心。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便
无法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空军是维护
祖国领空的核心力量，建设一支空天一
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显得尤为重
要。如今，J15、J20、运 20、轰 6K……人民
军队腾空飞起的每一架新战机都凝聚着
一代代试飞员的牺牲与奉献，支撑起了一
个大国军队的光荣与梦想！
《试飞英雄》作为报告文学作品，作

者将新闻故事与情感哲理蕴含交融在全
书架构之中，通过情景回忆与试飞场景
来浮现到读者眼前，用真诚温情的文字
与炽热的情怀将试飞员们的非凡事迹与
精神信念解读传递给每一位读者，打动
每一位读者。今天，作为新时期革命军
人，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更需
要传承试飞精神、坚定崇高信仰，保持对
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将军魂铸入灵魂，将
使命融入生命，铭记英雄前辈，用思想之
钙聚笃行之力、尽为民之责，交出无愧国
家、无愧人民的新答卷。

为国砺剑遨长空
■张恒君

南北朝时期，有一场发生在南郡王

刘义宣和孝武帝刘骏之间的重要战

争。按刘宋朝廷当时的形势，如果刘义

宣凭借他在荆襄一带的长期经营，再加

上被称为“万人敌”的鲁爽等勇将支持，

若无意外之失即可成大事——成立一

个相对“正常温和”的刘宋政权。

然而，刘义宣最后的功败垂成，竟

归因于其极为信赖的名将鲁爽的两次

酗酒，教训至为深刻。

鲁爽与刘义宣相交已久，刘义宣本

欲藉其勇力以成大事。孝建元年二月，

刘义宣派密使通告鲁爽，约定于秋季共

同举事。不料，接书时鲁爽正在喝酒，

喝醉了的他连日期都没有看清，便不分

青红皂白立即起兵行动，同时还派人告

知他的弟弟鲁瑜一同起事。在这样的

情况下，刘义宣等人只好在仓促间共同

起兵，导致这件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件

在时机和准备上先失一筹。

后来，鲁爽率军直出历阳，从采石

渡江，计划与另一支友军水陆两路一起

沿江而下，直逼金陵。按照他的这一作

战计划，只要一举击溃孝武帝派出的薛

安都部，便可以直入金陵，覆灭昏庸的

孝武帝统治。可惜的是，当鲁爽所部与

薛安都军兵锋相交时，却再次因为喝多

了酒，竟然“无力被刃”，以致被本来不

是他对手的薛安都毫不费力地斩于马

下，鲁爽军队失去主帅，很快便被击

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弟弟鲁瑜也

被部下斩杀。后来，刘义宣也因为没有

鲁爽军队的呼应支持而失败被杀。

近 1500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历

史，不由思及绵延中华数千年的“酒文

化”，以及诸多因酒而亡国亡政亡身的

深刻教训。据《世本·作篇》记载，最早

发明造酒技术的仪狄、杜康，均是大禹

时代的臣属。据说，禹在饮了仪狄献上

的酒之后就对酒本能地心生恐惧，他

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并因此

而“疏仪狄，绝旨酒”（语见《战国策·魏

策二》）。即禹不但戒酒，还从此远离用

酒来讨好自己的仪狄。然而，禹的孙子

太康不但迷恋女色，而且狂饮不已，最

后在一次出京游猎时，京城和大片国土

被夷羿攻占，太康成为华夏史上第一个

因酒丧政之君。后来复国的夏朝末帝

夏桀更是酒色之徒，据说他在皇宫修造

的酒池大得可以航船，夏桀则日夜与王

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最后把夏朝推

向了灭亡的境地。

商朝的末帝纣王更是在宫中“积

糟为丘，流酒为池”，还在酒池边“悬肉

为林，使男女裸身相逐其间，为长夜之

饮”，据说纣王君臣一次曾连续喝酒七

天七夜，纣王最后不但国家被周朝覆

灭，自己也是葬身火海。基于商纣失

国的教训，新建立的周朝大臣周公专

门作了一篇《酒诰》以训诫他的后人：

“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

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史

记·卫康叔世家》)把“酒”和“色”列为

纣亡的主要原因。基于此，周公要求

前往卫国上任的康叔及其治下的臣属

们“刚制于酒!”——即“绝对不能喝酒

酗酒”。在《酒诰》里，周公做出了“刚

性规定和要求”：如果是随康叔到卫国

的周人有“群饮”（类似于今天的大宴

宾客）行为，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

杀”，也就是要统统逮起来押回都城，

杀了他们。周公《酒诰》可谓史上最严

的戒酒令。

然而，到了周公的后人周厉王、幽

王时期，酗酒之风再次兴盛，其中周厉

王“荒沉于酒，淫于妇人”，周幽王则“饮

酒流湎，倡优在前，以夜续昼”。周朝经

两个“酒徒色棍”的“折腾”后终趋崩

溃。春秋战国时期，因酒误国亡政者更

是举不胜举。其中最典型的是战国末

年的宋康王，这位曾经先后打败齐国、

楚国和魏国的勇武之王，本有可能使宋

国成为战国“第八大国”。然而，小胜之

后的他却开始沉溺于酒色。据传他在

喝酒时，臣下和百姓必须在旁边和周围

“山呼万岁”以为其“助兴”。正因为如

此，康王在位时宋国最终被齐国所灭。

后世的齐国名相邹忌因此说：“故曰酒

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

极，极之而衰。”

历史上也有因戒酒而成大功的正

面范例。据《新序·刺奢》记载，战国初

年，晋国执政大臣赵襄子一次设酒宴

待客，连喝五天五夜，兴致依然很浓，

他颇为自己的酒量自豪。这时，一个

名叫优莫的侍者反讽道，那您就继续

喝吧！当年纣王喝了七日七夜，您比

纣王还差两天两夜呢。赵襄子听到这

句话顿时警醒了：我岂不是也要完蛋

了？赵襄子听从优莫的谏言，当即停

止了长夜之饮，奋发求治，最终成为战

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开国君主，成就

了一世英名。

“鲁爽酗酒败军”的历史殷鉴
■徐兵博

“官看知兵，兵看知己。”翻开《当个
好兵》(人民武警出版社)一书，我立刻被
扉页上这句话所吸引。这是一本探索带
兵之道、叩问军旅情怀的好书。作者黄
晓文 30 余年的从军路，铸就了他忠于
党、忠于祖国的坚定信念和为兵赤诚。
在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当兵的体
会、练兵的经验和带兵的实践，从战士成
长进步中产生的困惑、内心的疑虑和衍
生的问题入手，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
话语讲授了 110个招法，招招都是管用、
实用、耐用的金点子，折射出新一代革命
军人的时代特质和带兵情怀。

爱兵有深度，带兵才会有高度。在书
中，作者直面基层，直指士兵，坚持走进
“兵心”施教，按照“如何当个好兵”的逻辑
思维，从“语录提要、友情提示、招法提点、
温馨提醒”四个框架，破解战士从军路上
“适应部队、知难而进、改善自我、与友为
友、乘胜前进、再创辉煌”等六个最现实、
最紧迫的难题，帮助战友们扣好军装上的
“第一粒扣子”。“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
人恒爱之。”作者的军路历程告诉我们，爱
兵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奉献。有了爱
的滋养、爱的温润，才能走出“只看缺点不

看优长、只看现在不看发展、简单对号主
观臆断”的带兵误区，真正对兵从思想里
认同，感情上接受，生活中信任。
“带兵”不难，“带心”不易。习主席指

出：“实现强军目标，基础在基层，活力也
在基层”，并强调：“带兵就是带心”。爱兵
不同于爱子，爱子来自本能，出于天性，而
爱兵基于自觉，出自情怀。只有真情关
心，才能赢得真心。在书中，作者图文并
茂，情理交融，坚持运用“兵言”明理，认真
梳理战士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小矛盾、小问
题、小隔阂，层层加深阐述，逐层抽丝剥
茧，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切实做到了心想
到、话说到、力尽到、事办到。正如作者身
体力行的那样，对其生活，要像父母那样
牵肠挂肚；对其成长，要像良师那样谆谆
教诲；对其困难，要像兄长那样一腔热忱；
对其弱点，要向知己那样宽容大度。

好兵就是这样练成的。作者坚信，
只要我们坚持对战士的责任与追求，把
战士当同志、当挚友、当亲人，切实做到
爱到心坎上、爱到行动中，就一定能感染
和带动官兵，全面提升部队战斗力。在
书中，作者紧贴实际，饱蘸笔墨，坚持倾
注“兵情”育人，始终站在战士的角度思
考和观察问题，在回应战士“工作做不
好，得不到认同”的疑惑时，鲜明提出从
“自己有没有尽最大努力、自我约束力是
不是不够强、自己的进取心是否减弱”三
个方面进行自我反思。一个好兵，不能
一蹴而就，靠的就是日常训练中一言一
行的养成，就是实战演练中一刀一枪的
锻造，就是摸爬滚打中一点一滴的磨砺。

带兵就是带人，带人就要带心。《当个
好兵》一书浅显易懂，直面兵心，直击心灵，
是带兵育人的“案头卷”，是授业解惑的“工
具书”，教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秘诀”、打
通成长的“捷径”、找到成才的“钥匙”，是一
本值得仔细品读，常学常新的实用书籍。

走进心灵的体悟
■李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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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一本书

书籍，人生旅程的精神滋养

读史札记

采撷岁月深处的睿智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红军长征史》

再现长征历史
■刘 伟

《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

社）由党史专家郭德宏和张树军担任

主编，记述了中国工农红军在1934年

至 1936年两年时间里进行战略大转

移的艰辛历程，真实再现了粉碎国民

党围追堵截的艰苦卓绝斗争，以及三

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历史，是一部

具有较高质量的记述红军长征的正

史。

《蓝蓝的水 蓝蓝的梦》

记录追梦之路
■买鹏宇

《蓝蓝的水 蓝蓝的梦》（中国文联

出版社）是海军青年军官张伟乐的第一

本散文集。作者是一位心怀蓝色梦想，

在蓝色的大海里驰骋，在文学的天地间

笔耕不辍的军营文学青年。本书见证

了一名青年由民到兵，由兵到一名海防

军官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阅读本

书，你看不到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但

完全可以体会海军生活的苦辣酸甜和

别样浪漫。本书分《追梦浅蓝》《漫步蔚

蓝》和《沉思深蓝》三个专辑，有浓厚的

海味、兵味、岛味和文学味。作者以文

学的手法和真挚的情感，记录了自己在

火热军旅生活中与大海为伍，与战舰为

伴，以海岛为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学所

悟所感。

军旅作家王宗仁在散文集《藏地兵
书》荣获鲁迅文学奖后，依然笔耕不辍，
勤奋创作，刊发于《解放军文艺》的 2万
余字的大散文《十八岁的墓碑》，新近获
“三毛散文奖”单篇一等奖的殊荣，值得
称道。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追求幸福、走向
婚姻的爱情故事。年仅十八岁的妙龄
少女竹子，沿着冀中平原的乡间小路，
千里迢迢朝着青藏高原而行。她按心
上人——格尔木兵站汽车连副连长刘
刚的吩咐，脱去花衣衫，换上素装，如此
在荒野的高原路上最安全。漫长而幸福
的路程，而幸福缩短漫长。竹子在漫长
的路上幸福地期待着。刘刚的期待也是
甜蜜的，他的心早已飞到竹子身旁，她过
河，他先上桥；她乘车，他扶椅；她歇脚，
他端上水。躺在青藏高原的小床上，刘
刚遥望蓝天明月，心儿酥酥的，从头到脚
好似竹笋拱出地面的感觉，痒痒的美妙。

在 50年前那个交通不便的岁月，竹
子初上高原经受的苦楚与艰难，人们可
以想象。当她仅剩一天路程就可抵达格
尔木，走进纯朴的高原军人为他们筹备
的简陋又充满温馨的“洞房”时，却因高
原缺氧倒在路上。“水流走了，不再回头；
鸡叫了，天却没亮。”身躯与灵魂都兴奋
地走向成熟的刘刚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
渊。竹子的生命永远凝固在青春期，凝
固在就要到达的昆仑山下，“永远地闭上
了那双长睫毛掩映着的美丽眼睛”。采
取复调式的吟唱来叙述这个故事，是王
宗仁散文创作的一种创新。这样的叙述
倍添作品的厚度，而这幕良缘吉庆的喜
剧又因突发的变故，以悲剧的色彩无情
地撕碎给读者，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家非常重视现场与心灵的细腻描
写，正是这种细腻的描写，鲜活地突显了
走向昆仑、走向崇高的艺术形象。竹子肯
定知晓刘刚给她讲述高原缺氧的情景，然
而高尚、纯洁的爱情似一根红线，紧紧地
拽着少女的芳心，她毅然决然地走向昆
仑。作家对竹子走向昆仑途中缺氧的极
端煎熬的详尽描述让读者如身临其境。
竹子的疼痛，开始是一阵阵的，有间隙。
“她多么想把这个间隙放大，让它成为刘
刚暖暖的怀抱”。想到刘刚，她就坚持。
她觉得她的身体已成为刘刚身体的一部
分，拥抱着热烈的爱，不信疼痛不退。

然而，作家笔锋一转，事实却是，头
疼不但没因她的温情缓解，反而加剧，后
来感觉像榔头或别的钝器敲打她的双
鬓、脑门，撕肝裂肺的疼。当她呕吐不止
时，仍毅然地说：“我没事，咱们赶路吧，
早一点到格尔木比什么都好！”恶劣的环
境依然袭击着竹子，她倒在了刘刚曾经
给她讲述过的八位女通信兵牺牲的地
方。弥留之际，她拉着司机的手，吐字不
清地连说一个字“嫂，嫂……”司机叫声
“嫂子好”，她浮出浅浅的笑。她已成为
刘刚的人，成为战士们的嫂子了！她在
司机的叫声中安详地离去。文字的描述
非常纯美，正是这种纯美显其崇高。这
等细腻的描写与刘刚选择格尔木烈士陵
园旁的阳坡为竹子筑墓立碑的心理描
写，勾画出两个鲜活的、纯美得令人感佩

的艺术形象，让读者过目难忘。
语言是文学的家园。作家王宗仁特

别注重语言氛围的营造，尤其是他赋有诗
意的话语，深化主题，拓展了作品的内涵
与文学孕育的深意。有高原反应，还得热
爱高原，这叫苦爱。作家对酷爱与苦爱，
以哲思的眼光予以解读与剖析，让我们对
高原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全新的理
解。对于竹子，一位还没成为军嫂的乡间
女子，即将走向位于昆仑山下军营里那间
简朴的婚房和心上人完婚，这时的一切都
是无比美好的，“那条小河流淌着她思念
远方的悄悄话，院中的枣树上挂着她心中
的小太阳。”“大地上没有一滴水或一棵草
是多余的，它不是给你带来喜欢就是让你
忧伤！”在幸福的期待中，作家的诗意语
言，真切、深刻地传达了恋人的甜蜜与苦
涩。“因为他心中有盏灯，那人带着光芒朝
他走来。”在刘刚的心目中，同样是“好梦
最好不要醒”。

环境残酷，心灵永远是盏灯，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暖意与未来的美妙交织在
一起，幸福的憧憬始终是远方不逾的鲜
红标记。在往昔八位年轻女兵躺下的地
方，竹子躺下了，她身上穿盖着两件军大
衣，“那是她新生的两只翅膀，可以飞到
任何一个她要去的地方。”作家的诗意想
象拓展了作品的无限空间，丰富了作品
的内涵。最后，刘刚饱含深情地提笔写
下了墓碑：“十八岁的竹子，永远的家！”
如诗如歌。这如刘刚摘下的那枝祭奠的
红柳，定会“落地生根”一样，两者异曲同
工，深沉且有神韵，有着极强的隽永悠长
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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