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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邓高如结缘，除了文学还是文
学。《断鸿声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是邓高如的又一部力作，也是他的
第四本散文随笔集。书名出自辛弃疾
词。该书瞄准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
从社会、人生的角度深层次地进行文
化、心灵解析，是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
的一曲赞歌。作者仿“鸿雁飞翔”之意
境，汲辛词《水龙吟》爱国忧民之精神，
以“绿水天歌”“艺韵行哦”“大音希声”
“霞满长天”“乘风破雾”“雁落平沙”6
个鸿雁飞行的连贯性动作为章节，分
别把“心灵类”“文艺类”“哲理类”“风
物类”“评说类”“忧思类”等不同类型
的散文随笔编入其中，既有浑然一体
的质感，又有深沉执著的思考和奋力
前行的张力。

早在邓高如由原成都军区战旗报社
社长调来重庆警备区不久，就有四川的两
位文人向我提到邓高如。一位是与我同
为全国政协委员且同在文艺二十七组与
会的魏明伦，他告诉我：“邓高如最有才华
的写作是他的散文。不说过去，也不说将
来，他现在就是一位散文大家。”另一位是
百岁高龄的马识途，他回忠县老家途中留

宿重庆潘家坪，邀我共进晚餐，尚未动筷，
便提及邓高如的近作《邓老太爷面面观》
（收录于《半轮秋》一书），见我一脸茫然，
就用命令的口吻说，一定找来读一读。翌
日读毕这篇万言系列散文，顿然想起贵州
作家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后者写的
是肉贩子，过去把宝肋肉藏在柜台下留给
乡镇干部，如今把宝肋肉卖给教儿子读书
的村校老师。前者则通过《邓老太爷的文
化观》《邓老太爷的价值观》《邓老太爷的
消费观》以及《邓老太爷的婚恋观》四组散
文，异曲同工地揭示着一个深刻的主题，
那就是农村改革开放是怎样悄然兴起的，
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是怎样发生
蜕变的。

自此以后，我的目光开始对准邓高
如。正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他的题为《圆的魅力》的散文被报纸刊
用后，被选入全国语文高中考试模拟试
题库，进了北大、川大、复旦等大学的阅
读教材。而他在昆明某部队蹲点时写
下的散文《儿子要过圣诞节》则被高等
教育出版社随同鲁迅的《文学与出汗》、
萧华的《革命烈士书信》序、陶铸的《崇
高理想》一起编入《全国职业高中语文》
第二册教材的同一单元。他来重庆后
写的随笔《王的福禄寿》在《战旗报》《重
庆晚报》相继发表后，获由中国记协、中
国新闻学会组织评选的 2014年度“全国
报纸副刊一等奖”。

作为文友，与邓高如相交甚密还是
在他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当选为重庆市作
协副主席后。让我最为感佩的，是他那
极有个性的文学主张与艺术追求。有人
说，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
可是他说，写什么很重要，怎么写更重
要，我已进入花甲之年，那些一般意义上
的哥呀妹呀，妈呀咪呀，花呀草呀，不能
入我的菜。他案头上的盛宴是另外三类
题材：文艺类的、文史类的以及文心类
的。对此命题，他将悉心进行深入的发
掘与描写。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用他的
话说，他试图在做人与做文的历练中求
得统一，力争实现“以疑立题，以理解题，
题文相生，文心相长”的自我感悟与大众
教化的双重目的。

邓高如先前出过 5本书，其中 3本
我看过，一本是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新闻特写集《回眸》，一本是由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杂文小品集《中国
人的情态》，另一本则是由重庆出版集
团出版的随笔散文集《半轮秋》。拜读
之余，虽非字字入耳，句句存心，但见他
确实是以军人作家的独特视角在观察
社会、解剖人生。确是言之有理、言之
有情，言之有味。言浅理深，致虚守静，
化瘀消瘴，息气疗身。充满精气神，挥
洒正能量。

散文随笔集《断鸿声里》是邓高如
的第 6本大作。书名出自辛弃疾《水龙

吟·登建康赏心亭》之章句：“落日楼
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
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邓
高如酷爱宋代名将的这首词，每每吟
诵，便看到夕阳残照的赏心亭上，斯人
遥望长空，目送归鸿，手拍亭栏，仰天
长叹“何日捣黄龙，收取燕云州”的壮
丽画面。因为如此，他在本书的卷首
语里深情地写道：“余生也晚，烽火亦
平，但忧患之心不能失，报国之志不能
改，于是我把近年所写的关注社会人
生的零落散文随笔，编撰成集，是想借
助辛词意境，抒发人生感慨，驱除夕年
暮气，也便沾点‘掬水月在手，弄花香
满衣’的幸运吧！”

作为读者，我倒觉得自己是幸运
的；作为文友，我更有着近水楼台先得
月的感受。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写了
不少军人，故而邓高如笔下的军人情
怀，军人气概，总是那样牵动着我的神
经，渗透着我的灵魂，让我感触良多，受
益匪浅。他在本书的后记里说，他在职
时写的文章有点像小钢炮，打一发是一
发，退休后写的文章有点像机关枪，点
射、连射还可以扫射。是的，他手中的
笔便是他的武器，他面对的世界便是他
的战场。祝愿邓高如在新的征途上，永
远战旗猎猎，永远军歌嘹亮！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协第八

届主席团成员）

笔力千钧写报国
■黄济人

近日，收到军旅作家徐明寄来的由中
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边关军人》，红
色封面，映衬着军人火红的心，书的外观设
计很美，真是爱不释手。之前，我帮助徐明
在微信公众号发过书中几篇文章，对这本
书有所了解，洋洋20万字的纪实文学，再
现了当代军人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高尚
情怀，读时心潮澎湃。

本书的作者我尚未谋面，却已是心交
知己。去年，文友冯长平向我推荐徐明，
说这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是一位热血
沸腾的文学执着者。徐明原是铁列克特
边防连的战士，比我晚 8年当兵，都有在
部队通讯报道组写过“豆腐块”的经历，因
此，交流沟通时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作者是这样描述边关军人的：到了
新疆的人，才知道什么是苦，到了边防的
人，才知道什么是真苦，不到北国，不知
道什么是真正的寒冷，不到边陲，你掂量
不出“家国”二字的分量，数九寒冬，滴水
成冰，呵气成霜，兵与冰构成了边境一道
亮丽的风景。

难忘峥嵘岁月，是徐明创作的动力
源泉。退伍 30年来，作者一直在做一件
事，书写伟大的军人，讲述中国军人的故
事。《边关军人》从男兵写到女兵，从新兵
写到老兵，从战士写到干部，写他们的人
生、情操、理想、爱情等，尽显军人风采，
带着鲜血和热泪的精彩。就是战士的特
殊战友——军马和军犬，作者也有笔墨
染指，留下无声的惊涛骇浪。

书中《钉马掌》那篇令人陷入沉思，军
马为我们付出太多了，除了奉献，还是奉
献。文章平铺直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却是紧扣读者心弦。军马“大红枣”承受的
痛苦，都在战士们的疼爱下化为了云烟。

边关军人的寂寞，只有身临其境才
能体会到，我们却能在徐明的作品中淋
漓尽致地感受到。战士以夜空的星星为
伴，以地上石头沙砾为伍，常年与世隔
绝，皑皑白雪见证了边关军人的柔情，深
山沟壑留下了他们巡逻放哨的身影。
《西线女兵》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除夕

之夜，一位在边防线的大山里待了4年的
老兵很是寂寞，来到连部要通了军分区总
机的电话。
“喂，我是分区，你要哪里？”电话那

头传来女兵柔和甜美的声音。
“我在边防连待久了，过年了，能和你

说说话吗？”值班的女兵任琼芳听到边防
前哨战友的心声，眼睛模糊了。

女兵给他唱了首歌：
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着银色月光，

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犹如梦幻

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

动人的歌声从老兵紧握的听筒流进
心田，他哭了。

歌曲《小白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小白杨》通过优美的歌声传遍了祖国
大地，人们只享受到了美丽的旋律，却感受
不到小白杨成活的艰辛。连长杨德坤让巡
逻的战士从附近的山上挖来小松树栽种在
营区的两侧，并发出悬赏：凡是种活一棵树
者，给予连嘉奖一次。尽管战士们精心呵
护，两个月后，这些树还是全部枯死了。

还有，阿拉山口的风在边关军人的
眼里像刀子一样厉害。这里的风大得出
奇，大得令人敬畏，最大风速每秒 55米，
比 17级风还大，风声似虎啸狼嚎，巨大
的石头都被吹动，巡逻车也被掀翻。飞
沙走石下，战士们依旧是乐观面对。

新疆边防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成为
边关战士成长的障碍，反而铸造了他们钢
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信念。对于新疆的
边防军人我一点也不陌生，上至将军下到
士兵，我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了解。

1997 至 1998 年间，我 10 余次对原
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谭友林作过深度
采访，他详细向我介绍了边防官兵如何
战胜困难，守卫新疆的动人故事。

2006年，我为写作原乌鲁木齐军区
副司令员幸元林传记来到阿勒泰军分
区，踏着先辈的足迹寻访他战斗过的地
方，军分区程锋司令员热情接待了我。
谈到边防军人的苦与乐，这位军人的儿
子滔滔不绝讲了 5个小时。我在边防连
队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军人的奉献，老
边防人给我讲述第一代边关军人的保国
戍边情怀，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10年后，我再次踏上新疆这片神奇的
大地，在高级将领传初审会上，我认识了
冯长平——《边关军人》第13章里父子兵
的主人公，他不让儿子留在内地大城市，
要他到边防连队来当兵。儿子接过的不
仅仅是父辈手上的钢枪，更是几代边关军
人的担当和责任。温室里永远长不成参
天大树，经历了风雪才能见到万丈霞光。

两次赴新疆都是为边防军人而来，
今日手捧《边关军人》感到特别亲切，书
中提到的人和事情是那么的熟悉，又是
那么的温馨。徐明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
打动了我的心扉，这些边关军人没有惊
天动地的伟业，都是普普通通的军人，都
有一颗奉献的心。小中见大，大中有小，
相得益彰，留给读者无限遐想。边关军
人苦中有乐，乐中有作为。英雄群体，催
人奋进，满满的正能量。

图文并茂是《边关军人》的一大特
色，珍贵的老照片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
彩，宛如巨大的流动画卷。

边关军人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是国家的铁壁铜墙，是人民永远的靠山。

边
关
军
人
的
家
国
情
怀

■
杨
勤
良

说到黄大年，不少战友或许对这个
名字比较陌生，但当你得知他的回国，让
某国的航母演习舰队整个后退了一百海
里；他的回国，让我国的深地探测事业用
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 20 年的道路
时，你就会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饱含
热泪读了新华社刊发的报告文学《大地
之子黄大年》后，深深为他心有大我，一
腔热血报国志的精神感动鼓舞；深深为
他英年早逝，壮志未酬身先死扼腕痛惜。

1992年秋，身为吉林大学副教授的
黄大年，被学校送到英国利兹大学深
造。4年后，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
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一步
步成为英美等国盛名远扬的航空重力
学研究和深地探测领域的传奇人物、著
名地球物理学家。然而，当祖国需要
时，他毅然放弃国外舒适的工作、生活，
回到祖国的怀抱。

2009年 12月回到吉林大学后，任地
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2012年 2
月，当国家“863”“十二五”主题项目——
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负责同志找
到他，希望他担任“领军人物”时，他坚定
地回答：“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
研究，我愿意做。”短短几个月时间，他跑
遍了国内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
相关的科研院所，不仅担任了“高精度航
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
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
专家的重任。一时之间，在他面前，至少
有 15个大项目排着队。在祖国的科学
事业面前，他的激情就像大地深处的熔
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他从不计较名利，一心一意科研攻
关。为了实现“弯道超车”，他不辞辛苦跑
市场搞调研、购设备建平台、引入项目管
理系统、形成我国科研管理前所未有的

“倒逼机制”。他马不停蹄在空中飞来飞
去，常常是深夜下了飞机就直奔研究室；
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
里，他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几个小
时，实在饿了就吃两个烤玉米……

由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钟睡觉，
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休息，2016年 6月 27
日，黄大年晕倒了。虽然身体已经发出
强烈预警，可他却依然像一台发动机，一
刻不停地运转。他担心在科学竞跑中取
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生怕
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这种“不安全感”
和“本领恐慌”让他像只陀螺转到极限。
2016年 11月 29日凌晨，他在飞机上再次
晕倒被送到医院急救，医生想为他检查，
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他
醒来后没有询问自己的病情，而是摸了
摸怀中的电脑，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
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

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
要。”2017年 1月 8日，黄大年不幸因患胆
管肿瘤去世，年仅58岁。
“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

的！”黄大年的座右铭简洁明快。7年
间，黄大年带领 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
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
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
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
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
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
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
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
程向前迈进……而刮起“大年旋风”的
深探专项——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
入“深地时代”！他所指导的研究生中，
先后有 14人获得省部级奖励，8人获得
国家奖学金，3人获得“李四光奖”。

读完《大地之子黄大年》，我深深地
感到：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只有像
黄大年那样，为了国家不惜一切，自觉
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强军兴军伟
业中，把个人梦融入强国梦强军梦中，
努力逐梦追梦，才能肩负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神圣使命。

金字塔尖上的逐梦人
■贺军荣

公元627年至649年这23年期间，

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非常辉煌、

极为璀璨的年代，这就是被宋代以后政

治家和史学家高度褒扬的“贞观之治”

时期。“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

“贞观之治”是后世史家们对唐太宗在

位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

卓异成就及当时社会风貌的总体称誉。

第一部探究阐述“贞观之治”的史书

是在“贞观之治”结束后的八九十年，即

唐玄宗开元晚期，由史家吴兢写出了《贞

观政要》一书。这本卷帙虽小内涵却深

的《贞观政要》，采用了一种特殊体裁和

表达方法，即按若干专题写就编撰。全

书共10卷40篇，每篇均为一个专题。其

篇目及编次如下：君道、政体；任贤、求

谏、纳谏；君臣鉴戒、择戒太子诸王、规谏

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

约、谦让、仁恻、慎鄙、慎所好、慎言语、杜

谗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文史、礼

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

伐、安边；行幸、畋猎、灾祥、慎终等。从

内容上看，每卷分别有一个主题，即为君

之道、求贤纳谏、君臣关系、教诫太子、道

德规范、正身修德、文化政策、刑法贡赋、

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用作者吴兢的话

说，《贞观政要》的主要内容是“人伦之纪

备矣，军国之政存焉”。作者认为：“太宗

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新唐书》

《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史籍典册

一起，成为研究唐朝初期政治嬗变和李

世民、魏征等人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特别是书中所提出的“君依于国，国依于

民”的民本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

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

一”、公允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举贤与

能的科学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施政，尊

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

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

道德要求等等，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

那个时代中国实施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

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典。

一部言简意赅的《贞观政要》当然不

可能详尽地反映“贞观之治”的整体面

貌，但其客观上的确将开启中国传统农

业社会鼎盛时期的“贞观之治”的历史影

响，疏导植入后世统治者和大大小小官

吏头脑之中。特别是作者吴兢以“为君

之道”开篇，以“慎终”终卷，中间略述各

项政策及其实施，贯穿着唐太宗与魏征、

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对、辩论，对

后世也极富有启发性。因此，《贞观政

要》一书特别受到其后诸多封建统治者

的青睐与重视。唐宣宗作为晚唐时期一

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史家对他评价较高，

说宣宗统治时期，“刑政不滥，贤能效用，

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

路。”（《旧唐书·宣宗纪》）这虽不免有溢

美夸耀之词，但也的确反映出这一时期

唐代政治面貌的基本状况。也正是这位

唐宣宗“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

手而读之”，他把《贞观政要》作为平素最

重要的修政笃政的必读书加以对待的。

宋、辽、金、元四朝最高统治者也都

非常重视《贞观政要》一书，后三朝还把

它译成了本民族文字并昭告皇室成员和

文武官员认真研读。据史料记载，金熙

宗曾与大臣韩昉对《贞观政要》进行专门

讨论，熙宗说道：“其书虽简，足以为法。”

随后他们又对唐玄宗进行了各抒己见的

评价。元仁宗不仅自己高度重视，还要

求身边大臣都须阅读《贞观政要》，旨在

追寻臻于“贞观之治”的境界。

当然，无论是唐宣宗、辽兴宗、金

熙宗，还是金世宗、元仁宗等，都没有

缔造出类似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盛世

隆局，后人也没有理由更无必要苛求

他们取得如此成就，因为“贞观之治”

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但是这里有一点

是贯穿其间的，即他们都曾经试图以

《贞观政要》所反映的“贞观之治”为镜

鉴和楷模，以开辟一个良好的政治局

面和社会风貌。“贞观之治”与《贞观政

要》这一历史事实提醒和告诫我们，好

书对于天下对于后人，的确具有不同

寻常的作用与功效。

“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
■刘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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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雪的随想

韩 刚摄

采撷岁月深处的睿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上接第一版）

香港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暨香
港的总青年联合会主席黄一峰表示，
习主席的回信不仅是对“少年警讯”
成员的一份鼓励，也是对 700 多万香
港市民最好的新年祝福，体现了中央
对香港市民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
习主席时时牵挂着香港青少年，和香
港市民心连心。

黄一峰说，香港市民应更加团结
一心，爱国爱港，搞好香港的经济和民
生，为香港更加稳定繁荣作出贡献。

香港惠东同乡社团总会秘书长张
远光、香港菁英会工商发展研究会副
主席梁承杰等人表示，香港青少年也
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一定要更加努力
为香港及国家发展多作贡献。

香港“就是敢言”计划召集人陈晓
锋表示，该计划的青年团体今年将让
国家宪法和基本法走进中小学，通过

青少年感兴趣的动画、微电影等方式，
让香港青少年了解宪法和基本法，了
解中央和特区的关系。该计划还将做
好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青年
宣传工作，让香港的年轻人融入国家
发展中，以实际行动感谢习主席对于
香港青年人的关心。

香港青年组织“青年新创见”副主
席雄学琛认为，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
的进程中，香港青年应该把个人发展
和国家发展融合起来，这样才能得到
更广阔的舞台。

香港青贤智汇创会主席谢晓虹表
示，新一年我们会带更多的香港青少
年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了解“一带
一路”。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香港
青少年应该把握好这样的好时代，全
身心地投入国家发展建设的浪潮。
（执笔记者：颜昊，参与采写记者：

苏晓、王欣、周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