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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雪境

李春迪摄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我最难忘的一本书

书籍，人生旅程的精神滋养

《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是鲁迅

先生写于 1918年至 1924年间的杂文

集，收录杂文41篇。取名“热风”，表现

了鲁迅先生呼唤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读鲁迅的杂
文。有人总嫌鲁迅的杂文太过犀利，如
同在数九腊月的冰面上逆着彻骨的寒
风往前走。但当我们寻找另一种思路，
希望突破自己的内在需求时，鲁迅的杂
文就给了我们力量和启迪，让我们知
道，在这无尽的旷野中，逆风的方向，是
一个温暖而明亮的小屋。

初识鲁迅先生杂文集《热风》，是在

学院图书馆的一楼。鲁迅的书占满了一
整排书架，排列得整整齐齐，好像许久未
曾被人碰触。抚摸泛黄的书页，好像触
及了大文豪鲁迅深邃的灵魂，让敬仰与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这幽深静谧的一
隅，我仿佛踏入了某个神秘境地，轻嗅这
些尘封已久的书籍，就像是走过了一场
漫长的岁月。

图书馆一楼比常温低了不少，我打
了个激灵，不经意地瞥见了《热风》——
就像是寒夜里的一盏明灯，书名给了我
些许温暖，我立刻开始了阅读。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

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
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这是《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的
一段话。读罢振聋发聩。

有人总是喜欢抱怨：抱怨社会秩序

的不好，抱怨法律的不健全……可是，
没完没了的抱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呢？除了叫人更加灰心失望外，还能带
来什么改变吗？

社会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个人的指
责或抱怨，而是俯下身子，脚踏实地，着
手改变。

集体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个人的批
判或训斥，而是甩开臂膀，心怀希望，拼
命苦干。

只有聒噪的抱怨是没有用的，抱怨
不能改变你所不满的现状，只有化行动
为力量，才能够改变现有的处境。改变
一点点，就是行动的开始。就像萤光一
般，也可以在暗夜里发出一点光亮来，
不必等候火炬。

拒绝冷漠，热情入世。一点点的光
亮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如果每个人都能
够贡献出一点光亮，这光芒就足以与太

阳之光媲美，因为它照亮自己，更照亮
了整个人类。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
海，横竖都是水，方可相通。我们每个
人都要有心怀炽热的信念与理想。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

的光。”
《热风》中的文章，每一篇都让人感受

到鲁迅“冷眼看世界”的犀利目光。但我
能够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对这个国家
无限的热爱，这份热爱是那么深沉、那么
沉重。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中我不得
不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泪水。鲁迅绝不是
一个冷心肠，他用最旺盛的斗志热心过生
活。他说：“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
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芽滋长。”

不可否认，世间有战争、有欺骗、
有杀戮、有阴谋，但窗外还有不一样
的风光，我们还能看到温情、正义、公
平、勇敢，这些美好的品质并没有凋
零，它们依然蓬勃在你看不见的角
落。有一切的光明，像春风一般催生
大地万物，处处暖阳，不由得让人心
旌摇荡。

愿每一双眼不但能看到生活中的
黯淡，还能看到它的光芒。正如“热风”
轻拂，涤荡心灵的尘埃，寒夜中有温热，
心中存一缕温柔。让“热风”吹散严寒，
让我们对未知的前路充满欣喜。

让“热风”吹散严寒
■曹东南

近日，笔者在阅读《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一书时，被习主席在艰苦环

境中坚持读书的个人魅力深深打动。

习主席在陕北插队时期，面对每日高强

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始终坚持

着阅读和学习，经常点着煤油灯读到深

夜。村里的老乡回忆，习主席刚从北京

来的时候，带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

他读书涉猎很广，包含了政治、经济、文

化、历史、军事等多个领域，他还讲究阅

读方法，勤于思考，通过阅读积累了相

当多的知识。这对于我们当代年轻军

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精神世界

可以依靠读书学习丰富起来。囊萤映

雪、凿壁偷光，概括出了古人对读书和

学习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十年寒窗

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是古代莘莘

学子刻苦读书的真实写照。战国时期

提出“合纵”战略，身佩六国相印的苏

秦，年轻时曾贫困潦倒，连亲人都看不

起他。他发愤读书，“头悬梁，锥刺

股”，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辉煌人生。鲁

迅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夜晚十分

寒冷，为了不影响读书，他便在嘴里嚼

辣椒驱寒。岁月悠长，人生因为有书

陪伴而格外明亮。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照亮人生。历

史的长河中，读书成为很多有志青年摆

脱命运束缚，追求梦想的有力武器。无

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子造就出无数个历

史伟人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人生。智

能化时代的到来引发了现代人工作和

生活的巨大改变。与过去相比，人们更

加倾向于通过手机公众号、微信朋友

圈、微博等平台进行“碎片化”阅读，传

统的纸质阅读受到了很大冲击。与此

同时，大量“鸡汤文”“成功学”和各类公

众号的营销文章令人应接不暇。但毋

庸置疑的是，现代快餐式的阅读方式无

法代替传统的阅读方式。

在信息量过剩的年代，“读好

书”要比“多读书”更重要。一本健

康、积极的书能引导人生的航船驶

向正确航向，反之可能会让人生的

轨迹偏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艰苦

的环境中曾就军队的素质问题提

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而愚蠢的军队是战胜不了敌人的”

的论断。作为一名现代军人，我们

在完成严格训练的同时，更应该用

读书去武装头脑。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

轻。青年时期是个人成才的关键时

期，青年军人是部队的新鲜血液，代表

着国防事业的明天。读书和学习是人

生的必修课，大数据时代，新事物、新

知识日新月异，只有坚持终身学习，才

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终身读书，终身

学习，方能终身受益。

“精读”胜“多读”
■李政阳

一部诗歌选集要有大价值，作品质
量上乘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周年诗歌选《与史同在》(四
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者深得个中三昧，
所选作品属于现当代诗歌史上的佳作，
不少作品堪称时代经典。

首先，《与史同在》围绕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周年精选相关的诗歌，其题
材具有广泛性。从写井冈山的毛泽东
词《西江月·井冈山》选起，到写八一南
昌起义的江西民歌《八一起义》、石英的
《南昌起义》、峭岩的《是它传出历史的
命题》等，到萧华的《长征组歌》、莫耶的
《延河颂》、易仁寰的《窑洞，与土地贴得
最近》等，到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程
步涛的《鹰群》、张永枚的《海的儿子》、
管桦的《将军渡》、胡世宗的《露宿的解
放者》、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
南京》等，到写抗美援朝的麻扶摇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未央的《祖国，我
回来了》等，到写新长征的王怀让的《追
赶长征——写在新长征途中》等，到写
抢险救灾的刘章的《长城颂》、雷抒雁的
《追赶时间》等，到写军队建设新成果的
张爱萍的《神剑之歌》、张庞的《太空畅
想曲》、李东友的《你的名字叫“辽宁”》
等，到写军队英雄人物的贺敬之的《雷
锋之歌》等等，概括了军队发展的壮阔
历史。
《与史同在》既选了自由体新诗，又

选了旧体诗词，如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词
等。《与史同在》还选了一些歌词，如田
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公木的《八路军
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战
歌》，贺绿汀的《游击队歌》，光未然的
《黄河大合唱》（选章），芦芒的《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梁上泉的《小白杨》，阎
肃的《放歌天地间》（二首）等。这些也
是当今诗歌选本中鲜见的。《与史同在》
的体裁具有广泛性，反映了编者独到的
眼光，也充分体现了此诗歌选鲜明的特
色。

与其鲜明特色相对应，《与史同在》
具有多重价值。如下三种价值尤为突
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

诗歌以形象说话，意象营造独特化
便是典型的以形象说话，更是构成佳作
乃至经典之作的要素之一。著名诗人
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便是意象营
造独特化的经典之作。此诗是诗人政
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却不像某些政
治抒情诗抒发思想情感流于标语口号，
而是借助于营造独特化的意象，让诗情
与意象有机结合，具有诗意也升华了主
题，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我们不妨
来看其中的一些诗行：“啊，祖国亲人
的/每一下脉搏/阶级体肤的/每一个毛
孔——/都寄托了/你火一样的热爱/都
倾注了/你海一样的深情……”

这里，选择的物象有祖国、体肤、毛
孔、火、海等，这些物象通过拟人与比喻
的方式巧妙地组合成新颖别致的意象，
从而将雷锋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抒发得淋漓尽致。像如此意象营造独
特化的诗行在《雷锋之歌》可谓俯拾皆
是。意象营造独特化升华了诗的主题，
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使此诗成为经
典之作。问世迄今已有 50多年，始终受
到读者的欢迎。

想象，是人的特殊形式的思维活
动，是情绪的推移，是创造新形象的过
程，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诗
歌创作中，想象是诗歌的翅膀，是诗歌
创造新形象的途径之一。想象展开新
奇化是诗歌成为佳作乃至经典之作的
要素之一。当代著名诗人韩瀚的《扁担
谣》后三节如此写道：“当年，你和红军
战士一起/挑南瓜，挑柴草，挑米，挑盐/
直到把胜利挑到天安门前/总司令呵，
我想说，今天/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何
尝/不都来自你们的双脚和双肩/交给
我们吧，你磨光的扁担/哪怕它山再高/
路再险/我们也会把整个地球挑进明
天！”

此三节诗，紧扣“扁担”下笔，分别
围绕“当年”“今天”“明天”展开想象。
当年，红军战士用扁担挑东西，“直到把
胜利挑到天安门前”；今天，“我们生命
中的一切，何尝/不都来自你们的双脚
和双肩！”明天，我们要接过“扁担”，不

畏艰难险阻，“也会把整个地球挑进明
天”。想象展开达到了新奇化之境界。
表面上看，此诗是在咏扁担，实际上是
在写革命前辈挑起革命重担，从胜利走
向胜利，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而“我们”要接过这革命的重担，战
胜艰难险阻，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诗
的想象新奇，主题深刻，富有诗意，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像《扁担谣》这样达到
想象展开新奇化境界的，在其他诗中可
以信手拈来：“聚八万里豪情/积五千年
心声/在历史的马背上/风雨行吟——/
挥手间，勾掉三座大山/如删除几个病
句/铺开白茫茫华夏之梦/填一首红装
素裹《沁园春》……”（易仁寰：《诗人毛
泽东》），“因此，他的那种轮流抚髯的细
小动作/可以解读为，他又在进行/战略
性的地理思考”（黄亚洲：《行吟长征路》
之《美髯，周恩来》），“敌人把这个音乐
家杀害了/但却永远不能把他和他的琴
分开/他那支没有奏完的进行曲/正通
过这泉声表达了出来”（严阵：《琴
泉》）。这些诗行都展现了诗歌想象展
开新奇化特征，也加大了《与史同在》的
艺术价值。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语言运用精
美化是诗歌成为佳作乃至经典之作的
要素之一。《与史同在》中语言运用精美
化的诗歌为数众多。其精美化主要体
现于“三美”上：

一是语言具有凝练美。《与史同在》
中的作品具有语言的凝练美，短诗小而
精悍，含蕴丰富，长诗血肉饱满，无长而
空之弊病，充分展现了诗歌语言的独特
魅力。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田间
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等墙
头诗系列作品，公刘的《五月一日的夜
晚》、峭岩的《沙田圩抒怀》、王怀让的
《你们身上的绿和你们头上的星——八
月一日的歌唱》、韩笑的《南昌》、柯岩的
《我们该怎样回答》、李瑛的《海防晨号》
（四首）、李松涛的《翼载辽阔与高远》
（组诗）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尽管这
些诗有长有短，但都惜墨如金，具有语
言的凝练美，也体现了《与史同在》语言
运用的精美化。

二是语言具有新颖美。诗人张永
枚的《高原战士》四首之三《明星满天》

如此写道：“在那世界屋脊上/战士子夜
在站岗/内地的亲人们/请你抬头望/那
满天的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军徽在闪
光！”以“满天的明星”比喻“军徽在闪
光”，新颖别致，恰到好处。陈有才的组
诗《再见大别山》之《听到了当年红军
歌》中的诗行：“而今，这旋律在山溪里
流着/这节拍在开山炮里响着/这语言
在山茶花里开着/这脉搏在人人体内跳
着！”新颖别致的比拟与排比句相结合，
使诗的语言具有新颖美。

三是语言具有音乐美。中国古典
诗歌除了以字的平仄相间等来营造诗
歌语言的音乐美之外，还着重以押韵营
造其音乐美。新诗尤其是自由体诗，不
押韵的为数不少，这也符合“自由体诗”
自由的特点。而押韵的自由体诗更具
语言的音乐美，这值得提倡。文学批评
家张孝评如此概括韵的功用：“韵的最
大功用在于能把涣散的语言连贯起来，
成为一个完整的曲调。”这颇有见地。
押韵，就使得语言具有音乐美。《与史同
在》中的诗歌，旧体诗词、民歌、歌词，都
押韵，自然具有语言的音乐美。

综上所述，通过精选的现当代著名
诗人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诗歌佳作，形
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90年的奋
斗历史。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 90年的
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历史相契相合，中国共产党的
壮大，中国革命的成功，与中国人民解
放军将士的奋斗、献身息息相关。除了
“诗”与“史”并重之外，此诗歌选中的诗
人具有权威性，作品具有经典性，选目
具有广泛性，编排具有艺术性。与其鲜
明的特色相对应，《与史同在》具有多重
价值：形象地展现解放军 90年历史，历
史价值大，具有认知功能；融作品的思想
性与艺术性于一体，意象营造独特化，想
象展开新奇化，语言运用精美化，艺术价
值大，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形成了生动
的解放军历史教科书，教育价值大，具有
弘扬正能量的教化作用。一言以蔽之，
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诗史”，解放军 90
年历史的诗意呈现，人民军队红色基因
的文学载体，是一部弘扬正能量，让人既
能接受军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又能获
得艺术美享受的诗歌选。

蕴含红色基因的诗行
■王美春

在生活贫困的年代，很多人有过

一书难求甚至无书可读的焦虑。少年

毛泽东有过步行20里山路借书的经

历，习主席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曾步行

30里借书。到了信息化时代，阅读形

式愈加丰富多样，数字化阅读提供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海量信息，同时也给

人们带来另一种焦虑。

相信不少人有过这样的体会，自

己在电子或是纸质媒体上读了不少文

章，当时觉得很有意思，或是有所感

悟，但等到需要用时却是脑袋空空，似

有印象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有的内容

甚至过目就忘。究其根本，缺乏深入、

系统的阅读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清朝《先正读书诀》中选录了朱

子的这样一段话：“十事格得九事通

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

分，一分不透最不可。”意思是，“宁可

十件事只搞明白九件，千万不能一件

事只清楚九分”。毛泽东主席一生热

爱读书，他的枕边常放一本地图，阅

读的古今中外书籍，涉及的每个地名

都要搞清楚所在方位。习近平主席

当年读《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重要战

役》等书籍时，为了详细了解某个战

役的具体进程，把图册摊开铺在炕

上，对照文章仔细寻找一个个不熟悉

的地名。他还会针对某个问题，“找

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阅读比较，

从不同侧面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

题”。习主席四书五经典故运用娴

熟，诸子百家文史笔记尽入文彀，外

国名著也是信手拈来，与这种系统深

入、务求通透的阅读方法不无关系。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很多

朋友尤其是年轻同志对“碎片化”阅读

倍加推崇，不愿意静下心来进行系统

深入的阅读和思考，容易受众多推送

信息的干扰，逮着啥读啥，这种方法看

似获取信息很快，效率很高，实则“其

进锐者，其退速”。“进锐”如何反“退

速”？清朝《先正读书诀》这样解释，

“盖进锐不是真心求进，只是个浮气，

这个浮气最不可耐久”。虽隔了几百

年，这样的形容在当下依然十分贴

切。“碎片化”阅读表面上看阅读量是

上来了，实际上阅读的质量却并没有

提高。时间一长就会陷入忙乱的焦虑

浮躁之中，“这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

第二件，第二件又理会未得，又理会第

三件，恁地终身，不得长进”。

毛泽东主席曾认为，要了解一个

人物或问题，就必须广泛地阅读有关

方面的书籍后再作结论。1958年初，

在一次谈话中，有同志以“儿童相见不

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句作为古代

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主席听了后

“总觉得不甚妥当”，他查阅《全唐诗

话》等书，从贺知章的生平分析诗中

“儿童”的所指，还特地找出《旧唐书列

传》中有关介绍贺知章的内容资料进

行查对，分析身边有无家眷的可能

性。得出判断后，专门写信讲了自己

考证的经过和结论。

南宋学者李侗提出，“凡遇一事，即

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当

前，各类媒体纷繁杂乱，信息铺天盖地

而来，这其中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

下。这样的情况尤其需要我们多一些

系统深入的阅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上

下求索，孜孜不倦，在文海书山中找到

前进的方向，“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

中自当有洒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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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建
秋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在出访的公开演讲和重要会议中讲述

温暖人心的中国故事，拉近了中外民

众的心理距离，向世界生动传递出中

国观点和中国态度，增强了国际话语

权，展示了大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日报出版

社）主要精选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发

表的讲好中国故事主题文章。内容包

括三部分，分别是“为什么要讲好中国

故事”“怎么样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

国传统文化、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故事

的实例”。本书可作为党员干部和对

外宣传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更好地表达

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的参考读物。

《讲好中国故事》

提高传播能力
■李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