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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
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
民族历经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实
践，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和
军事文化，创造出独具民族特色的
中华武脉，谱写了一曲曲生生不息
的生命之歌。
《中华武脉》（解放军出版社） 一

书钩沉历史长河，纵览古今军事，旁
征博引、考证翔实、条分缕析，深刻
思考和总结中华武脉的独特气质，为
读者感知中华武脉、触摸军事文化提
供了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作用的军
事“史话”文本，对于涵养中国心、
民族魂、强军志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和参考价值。

该书以军事发展为主线，以时间
递进为主轴，将中华武脉划分为远古
至战国、秦汉至隋唐、两宋至蒙元、
明清至民国，以及人民军队的创建和
成长壮大五个不同的阶段，精准标定
了中华武脉的时代坐标，从时空维度
印证了中华军事文化传承积淀、赓续
绵延的历史必然。这五个阶段贯穿历
史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思想，既聚
焦主脉中心，对中华武脉精神内涵作

宏观阐述，又拓宽军事边界，对政略
战略、军事谋略、军制武备、社风民
俗进行深度挖掘，通过采撷有代表性
的战争事件、历史人物、兵书战法，
从政治、历史、军事哲学等多个层面
的结合上，准确定位了中华武脉萌发
成形、奔流偾张、跌宕起伏、砥砺前
行、涅槃升华的时代特质。掩卷遐
想，一幅脉络清晰、上下贯通的武脉
体系就会自然铺展开来。通过这条主
线可以透析：中华武脉深深镌刻于国
家和民族的记忆深处，承载着中华民
族最隽永的精神追求，长远影响着国
民品格、民族精神的塑造，始终为中
华儿女自强不息、拼搏进取提供强大
价值引领和精神滋养。

不同于一般的国史兵史单纯学理
著作或是“快餐式”的普及读物，该
书注重以史立论，以论注史，叙史和
论理两条红线贯穿其中，积极探索中
华武脉的丰富理论内涵，展现了作者
对中华武脉的独到见解和厚重的史学
积淀。前五章坚持叙论并行，历史承
载和思想承载相映衬，对每个重大战
役、历史事件、英雄人物进行点上剖
析，深入解读其所反映的中华武脉精
神和思想特征，这既顺应中华武脉的
发展要求，也符合古今军事家致力倡
导的文武兼备之道。另一方面，跳出
历史看历史，拉长思维视角，以一个
时期、一个年代为节点进行纵向剖析

和总结，从而将历史认知上升为理性
认知，为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中华武脉提供了有益启示。第六章系
统梳理中华武脉的精髓要义，围绕忠
诚、仁义、善谋、精武、尚勇、严
律、同心等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进行
理论阐述，响亮提出：“忠诚”是中华
武脉的重要标志，忠诚的最高境界在
于对信仰的绝对认同和自觉践行；“崇
文”与“尚武”是中华武脉辩证统一
的两极，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以仁为本”“贵仁者胜”，主张“以兴
义兵、以战止战”；深刻把握战争规
律，善用奇谋、主动造势才能以智取
胜，等等。这些论述掷地有声，既富
有历史纵深感，又富有思想张力和理
论通透，是古代军事思想与现代军事
思想的融合再造，为解读中华军事兵
史作出重要理论贡献，成为本书的一
个突出亮点。
《中华武脉》 饱含中华文明开拓

发展的辉煌历史，凝聚着中华民族气
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浓缩着中国人民
勇于创造的高超智慧。书中援引的中
华民族维护统一、抵御外侮的卓绝斗
争引人入胜；记述的爱国将领捐躯赴
国难的传奇故事震人心扉；张扬的振
兴中华、强国强军的雄心壮志令人赞
叹。就像是一幕幕历史活剧，精彩演
绎华夏儿女精忠报国、以身许国的拳
拳之心，传递着强烈的民族自豪和文

化自信。可以说，《中华武脉》 通篇
洋溢着家国情怀、强军期盼、尚武精
神和仁德信念，熔铸着千百年来中华
民族最质朴、最纯粹、最深厚的理想
追求，字里行间蕴含着“执干戈以卫
社稷”的爱国情愫。“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历
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错误思潮冲击
影响的形势面前，《中华武脉》 以文
载道，立心铸魂，以强烈的历史担当
坚守核心价值、捍卫精神家园，发出
“兵有魂，国有魂，则胜战国强；兵
无魂，国无魂，则战败亡国”铿锵呼
唤，必将深度唤醒人们对民族、对国
家的情感认同、价值归属和信念支
撑，成为激发强国强军正能量的优秀
教育读本。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中华武脉
凝结过去，承载现在，昭示未来。人民
军队成立 90多年来，在党的绝对领导
下，从中华武脉中吮吸营养、汲取精
华，在伟大而丰富的军事实践中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军事文化。展望新时代，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宏阔目标为强
军实践提供了广袤土壤，更加需要从中
华武脉中获取前行的时代伟力。从这个
层面上讲，《中华武脉》的思想价值、
军事价值、精神价值一定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愈加彰显勃发，从而在阔步新时
代的伟大征程中奏响振奋民族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

以文载道 立心铸魂
—《中华武脉》对尚武精神的深度挖掘

■刘 帅

《祖国不会忘记》 是徐洪章的新
作。徐洪章身在军旅，亦文亦武，是两
袖诗才的诗人。军人作诗自古有之，当
今，能拿得起笔写一手好诗的军旅诗人
数不胜数，徐洪章就是其中之一。

总结军旅诗人的成因，可以用“三
七”作比。三分先天，七分后成。三分
先天，即与生俱来的天赋加志向，他们
都是请缨报国的壮士，骨血里奔涌着向
上的激情，诗的因子始终支撑着他们的
行为；七分后成，在于金戈铁马的特殊
境域磨砺了他们的意志，加上恒久的坚
守，一心在诗的旷野上驰骋不怠，才有
了今天的气象。

徐洪章也不例外，他靠坚忍不拔
的毅力苦学苦钻，吸吮古体诗词的广
博内涵及营养，化血化魂，使自己的
作品中无不闪动着那些光芒。他的诗
词曲赋气势逶迤，金声玉律合鸣，浑
然天成，无造作之态。因此，他的诗
委婉中见刃，质朴中见拙，平和中见
奇。在遵循古体诗词传统美学基础
上，又有自己的创新追求。他的诗，
突出的特色有二：主旨趋势和立意求
新，凝练精致和置句求美。文章趋势
著，方夺读者心。作为以天下安宁为
己任的军人，心怀风云，意念民众，
是情理之中的。徐洪章退休之后，心
仍系国系军系民，视线从未离开大主
题。国之安危、军之变革、民之忧
患，时刻萦心绕笔。历史的每个节点
都有他的发声便足以明证。

国有大事，必以诗记。这也许是徐
洪章创作的铁律。一个严肃的诗人定是
国家、民族历史的记录者。读他的诗，
等于复习了一段诗史。改革开放 40年
来，尤其近 10 年来，我们经历的大
事，世界的、国家的、军队的，他都有
所涉猎。正义的，颂之；丑恶的，抨
之；腐朽的，唾之。鲜明而犀利，显示
出诗人的胸襟与立场。

当历史事件进入诗的层面时，他抓
住“诗意”的内核，去渲染，去抒发，
去雕刻。写亲情则见大义，写国情则见
忠义，写军情则见勇义。“诲儿更立兴
邦志，律己常思执战戈。”（《悼父仙
逝》）“天年不假赃官寿，项上绸绫恨
几多。”（《恭王府》）“问我巡逻何苦
乐，海天情注碧涛间。”（《水兵情》）

在重大事件面前，徐洪章不是绕着
走，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改七大军区为五大战区，是新时
代我军强军兴军的重大战略决策。诗人
在《祖国不能忘记》中记录下了这一重
要历史时刻，以纪念原七大军区存在时
的英雄业绩。几十年浴血奋战的英雄群
体入诗入律，他是颇费了一番心血的。
在《踏莎行·挥别 为了强军再出发》
一词中，他对每个大军区作了如此精准
的概括：“松原嫩岭丰碑耸，英名剑刻

誉三军。”（原沈阳军区）“长城太岳夺
倭魂，青山燕岭诛蛇蟒。”（原北京军
区）“垒坟叠冢天山下，摧营拔寨斗星
移。”（原兰州军区）“安疆靖海身心
许，岚巅号角醒晨霜。”（原济南军区）
“金门灭焰敌魂惊，江州治水丰碑建。”
（原南京军区）“强军壮武磨锋刃，神针
定海稳‘双珠’”（原广州军区）“雪山
草地青坟冷，献身天路立高标。”（原成
都军区）英雄本色，异彩纷呈，让人留
恋，让人敬畏。感谢诗人的诗笔，让英
雄的群体永远活在不朽的诗册中。

古人云，炼字不如炼句，炼句不
如炼意。珠贝再美，单一看华美不
绝，若串一图像则意象万千。徐洪章
的大多数诗词很专注炼意，在素常的
生活中捕捉星星点点，入诗入律，极
尽爆发诗的火花，使小事情突现大光
辉，足见诗人作诗已得心应手，步入
自由王国之境地。

在我写下上面的文字时，窗外一阵
阵暖意袭来，之中夹带着徐洪章友谊、
慷慨、开朗的鲁地乡音，问候家境，谈
诗论事，好不温暖。我似乎看到他伏案
写作的身影。诗成了他生活、生存的最
大依赖。他又秉笔前进了。

两
袖
诗
才
赤
子
情

■
峭

岩

尽管按照当下文坛所流行的评价

标准去衡量，上世纪70年代初期出版

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天津人民出版

社）很难跻身名著之列，但我仍然觉得

它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很值得向我的战

友们隆重推荐。

与长篇小说《桐柏英雄》结缘是在

1973年春节前，那时我还在部队服役，从

部队所在地内蒙古集宁回河北农村老家

探亲，中途需要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倒

车。因为那时的车次很少，从办完中转

签字手续到再次登车出发，中间需要10

多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我在候车室里百

无聊赖，于是就想买本书来打发时光。

车站书店的售货员向我推荐了刚出版不

久的《桐柏英雄》，我就把它买了下来。

翻开书没读几页，就有点相见恨

晚、爱不释手的感觉了，里面的故事

实在是太抓人心了。这本书讲的是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

个纵队挺进桐柏山，开辟桐柏新区的

战斗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赵永生，

他的妹妹赵小花刚出生不久，就因无

力抚养被卖给了别人。小说还有另

一条线索，革命暴动失败，革命者董

向坤和妻子周医生被迫转移，伐木工

人何向东将他失散的女儿董红果送

到赵小花家中寄养。为使她免遭敌

人毒手，董红果从此成了赵永生的妹

妹——赵小花。几年后，小花的养父

母惨遭保安司令丁波恒杀害，小花与

哥哥赵永生相依为命。后来，赵永生

为躲避抓壮丁被迫逃跑并参加了革

命，最后成长为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

的革命战士。

赵小花在寻找哥哥的过程中意外

地遇到了赵永生那个被卖到别处的亲

妹妹、已经改名何翠姑的游击队女英

雄。这几个人在后来的战斗中产生了

交集，还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他

们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最终在革命胜利的时

候实现了亲人大团圆。后来轰动一时，

成就了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等大明星

的电影《小花》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

的。但是，电影里的情节要简单得多，

而小说原著的内容却非常丰富，人物形

象也十分丰满，让人读起来有大快朵颐

的感觉。

我被小说里的精彩故事和几个主

要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深深打动，更

为他们在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所

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而点燃激情，我如

醉如痴地幻想着自己就是小说里的某

个人物，就是浴血奋战的赵永生，就是

那些被浓墨重彩塑造出来的某个战斗

英雄，我想我就是在他们的精神鼓舞

下去工作、去训练的。后来，我把这本

书带到了部队，带给了我的那些战友

们，争相传阅的他们也从小说中深受

教益。如今，几十年时间过去了，我已

经是一个 79岁的老人了，但一想起

《桐柏英雄》这本书，我就像回到了热

血沸腾的青年时代，回到了在部队与

战友们并肩奋斗的年代。

难忘《桐柏英雄》
■杜连凤

我在武警云南省总队工作期间，被
推选为第 12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了参与
共商国是的机会。5年任期不平凡，今
生倍增光荣感。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边疆省
份，有 26个民族共居乐处。遇到重大民
族节庆活动，我都率领部队到场维持秩
序。看到那融融的场面氛围，内心总是
激动不已。拿泼水节说吧：4月的西双版
纳，旖旎的澜沧江,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到
了。少男少女们成群结队，携盆拿钵泼
水忙。水泼向天空弧形落下，似千条白
练椭圆舞，若万道彩虹旋空飘，真是“水
花放、傣家狂！”类似节庆还有彝族“火把
节”、白族“三月街”、景颇族“目瑙纵歌”、
怒族“鲜花节”、纳西族“三朵节”、布朗族
“插花节”、苗族“赶秋节”、壮族“三月三”
等。这些节日传承着千年文化，维系着
民族血脉，凝聚着民族力量，助推着边疆
发展，巩固着边防稳定，不能小看了！我
创作的《来泼水呀》发表后，还被一些地
方教务单位用来辅导学生。《撒嘛撒，撒
火把》抒写彝、白各族群众欢聚巍山撒火
把的场景，《兄弟姐妹走拢来》抒写在香
格里拉举行的少数民族体育盛会，同样
传送了边疆民族宽容豁达的情怀。有道
是：各美其美美共美，相知相守惜相依；
美人之美若蔗甜，美美与共比粑黏。我
在《大梯田之歌》中着力宣扬了这种族际
相和、人际相合、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大
家好才是真好的真义。

少数民族沉于静、享于闲、乐于美的

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让我悠然写出《泸
沽秋水》《莲恋》《生命芭蕉》等散文。滇西
北，摩梭人的泸沽湖、泸沽湖的摩梭人,
其情其态令人难忘。我通过描摹“泸沽
湖，镜也”“泸沽湖，净也”“泸沽湖，静也”，
抒写镜水照魂、净水洗魂、静水养魂的生
活观、道德观。滇东南，文山州普者黑的
万亩荷塘，以及撑着竹舟行于荷中的彝家
父女说莲唱莲，其境其状触入心怀。我难
以自禁地抒写出满塘莲花那翠、香、静、
和、骨、洁之美德美感。诗歌《七色彩云
谣》《悦鸟》，也是抒发边疆民族崇拜自然、
热爱生活、追求静美的文字。

当年云南各族人民修筑滇缅公路、支
援腾冲龙陵、松山战役，为夺得抗日战争胜
利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作出超常牺牲奉献。
为此我创作了《滇西战场：悲 壮 叹》。如
今在全面奔小康、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边
疆各族儿女又箪食壶浆、胼手胝足，大打扶
贫攻坚战，大建水电路讯网。看到日新月
异的变化，我颇有感触地写下《贫情分析
会》《纳西人的通途》《嗨！厉害了勐海》《怒
江行》。到云南工作后，参加指挥抢险救灾
几十起，深为各民族同胞抗天精神感动。
盈江抗震中我作《傈僳阿妈您别哭》《深夜
“鼾乐”最动听》，鲁甸抗震中我作《且看乌
蒙迎朝阳》《进村入户》，作品还获评长征文
艺奖、边疆文学奖。

边疆各民族爱党爱国的故事不胜枚
举。那年隆冬，云岭下起纷飞的雨雪，春
城昆明显得格外阴冷。此刻，来自香格
里拉的一封信让我的心如处暖春。信是
用藏汉双语写的，署名是松赞林寺丹春
活佛。活佛写道：“在藏民心中，共产党
和部队官兵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对我们的帮助就像依拉草原上的牛羊一
样多，对我们的关怀就像雪域高原的太

阳一样温暖。”活佛在信中说，军队每做
一件好事,藏族群众和僧侣都会铭记，感
念中国共产党, 感恩祖国大家庭。我创
作《香格里拉来信》，抒写了党政干部和
部队官兵关心藏民的春夏秋冬，即让活
佛感动的桩桩事、般般情。建国初，普洱
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首届国庆观礼归
来，隆重举行剽犍牛、喝咒水、立誓碑的
仪式，表达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深情。我
创作《一座民族团结碑，几多英雄悲壮
情》予以讴歌。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族
乡, 半年大雪封山，几乎与外隔绝，怎样
使“雪山孤岛”变通途，让独龙族兄弟姐
妹过上好日子，从中央到地方开启整族
帮扶、整乡推进的脱贫计划，部队官兵也
加入了修大隧道、啃硬骨头的工程战
斗。为此, 我写下《文面阿姑谣》，记颂
独龙族同胞不忘过去、铭记翻身、感恩致
富、赤诚向党的情怀。此外，我捉拾的故
事还有很多……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
少数民族群众选我当人大代表，虽任期有
限，但信任珍贵、期待永远，我定持续鼓与
呼、奋与作。坚信在新时代思想光辉照耀
下，必将迎来更灿烂的明天。且看吧，待
到中华圆梦时，边疆安阜，彩云祥飞，各族
同胞无不丛中笑，开心颜！

为民族团结歌唱
■张桂柏

朱增泉是诗人，为人为文也像一
首诗。

这首诗中，有农民的质朴、军人
的豪气、文人的雅致、诗人的浪漫，
还有书家的风采。真可谓，舍南舍北
皆春水，横看成岭侧成峰。

其质朴，让人感受亲和，心中常
常想念其人；其豪气，曾引领千军万
马，受其鼓舞，余亦不知老之将至；
其文雅，使人如沐春风，每每心灵得
以升华；其诗韵，令人感怀长久，能
记住些许，偶也吟唱两句；其书法，
能古法洞见，今韵叠生，让人感佩，
让人始料不及。

从 《朱增泉书法》（新时代出版
社） 中，可以窥见朱增泉作为军人、
诗人、作家对书法的独特感受与理解：

第一，有古法，耐人寻味。当今
书法，已经基本脱离了使用功能而走
向以审美为主的艺术道路。但三千年
来，历代书法大家及社会大众的共同

审美，构建了一系列规则和标准，即
所谓古法。学习古法，运用古法，是
书法艺术发展和书法家成长的第一规
律；表现古法，表现经典，是书法艺
术的第一内涵。朱增泉的书法遵循了
这一规律，如《马上笔下》《黄州快哉
亭记》《将相和》《太伯奔吴》《子产论
为政宽猛》《杜甫秦州杂诗》等作品，
我们从中能读出章草的古拙，晋人的
潇洒，唐碑的整饬，怀素的浪漫，以
及王铎的飞扬和于右任的凝练，等
等。作品因表现了古法与经典，从而
耐看，经得起推敲，具有实在的内

涵，逐步显现出高雅的格调。
第二，有诗情，令人感动。以古

法表现世人之情怀，是两个内涵中更
高级的一个内涵，也是最有难度、最
见才情的部分，正所谓晋人尚韵，唐
人尚法，宋人尚意，抑或王羲之“写
《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
涉瑰奇”是也。从朱增泉近期作品
看，大气磅礴如《猛将腰间大羽箭》，
潇洒流畅如《黄州快哉亭记》，文雅从
容如《笔记手稿》，厚重而奔腾如《曹
操诗》《中国在崛起》《车辚辚》，明快
健丽如《太伯奔吴》《杜甫杂诗》，等

等。他笔下的不同个性和面貌，因以
古法为依托而具有价值，从而表现出
艺术感染力；因诗性的转换而激越，
从而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五彩斑斓
的诗情与画意。

第三，有底蕴，汇古通今。书法作
品是书家综合修养的物化，一个人的阅
历、学识、修养、品格、理想、性格
等，构成一个人的文化底蕴，而这底蕴
恰恰是书法艺术之花的土壤。无底蕴者
囿于技法，手摹其形；有底蕴者技近乎
道，而能读帖，能心悟，心手双畅，形
神兼具。朱增泉属于后者，以其古稀之
阅历，作家之文蕴，诗人之心灵，军人
之豪迈，以及人格理想，不仅重新演绎
了历代书法名家大家的成长规律与方程
式，而且唯其深厚之底蕴才能做到从沈
鹏先生这一当代诗人书家入手，并以此
为起点，勾连历史，贯通古今，实现了
长期隔岸观火，而一朝扬帆便直达彼岸
的境界。

诗性入墨韵味深
■张旭光

新作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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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大美中国·秦淮夜色
周惠生摄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