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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读史札记

采撷岁月深处的睿智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

一统华夏，这一壮举与秦国强大的军力

密不可分。史书除了将秦军称为“虎

狼”，更为其冠以“锐士”之称。秦军之所

以能在战国时各国军队中迅速崛起，源

自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虽然时至今

日，秦法已大部遗失，但在记载商鞅变法

思想的《商君书》中，我们仍能看到严格

的法度对一支军队脱胎换骨般的塑造。

“其战也，五人束簿为伍”“五人一屯

长 ，百 人 一 将 ”“ 陷 队 之 士 ，面 十 八

人”……在《商君书》记载秦军军事制度

的《境内》篇中，清晰地记录着秦军编制

和军阵的基本构成，而正是由于用法律

的形式确立了军制，秦军才能如臂使指，

在与六国连绵不断的大战中连连取胜。

在把军队制度写入法令的同时，秦

还注重以严法治军。“国尉分地，以徒校

分积尺而攻之”“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

赏”……《商君书》清晰写明了从普通士

兵到高级军官在战场上应担负的职责及

相对应的赏罚。身处各个等级的秦军官

兵都能通过法令明确个人职责、晋升途

径，以及渎职、失职所要面对的惩罚。

“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先

己者当为最启，后己者訾为最殿，再訾则

废。”我们可以看到，秦军士兵的爵位要

依据每一次作战的表现来重新评判，获

得爵位绝非进了“保险箱”。相比后世清

朝八旗兵的世袭制度，秦军“无功即罪”

的政策可以有效保持军队的活力，让士

兵们对沙场建功充满渴望。

严格的法令让秦军时刻保持着紧

张高效的运转，而面对频繁战事带来

的伤亡以及远征他乡带来的思愁，秦

法鲜明公正的赏罚就成了秦军将士的

“定心丸”。

《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能得甲

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我们可

以看到，秦军士兵在战场上斩杀敌军不

仅可以获得爵位、房屋和良田，更可以让

子孙担任军队或朝廷的官员。

“其陷队也，尽其几者。几者不足，

乃以欲级益之。”这句话告诉我们，秦军

遴选突击队员以自愿为原则，如果人数

不足，就从希望晋升的官兵中选拔。这

样的规定不仅激发了秦军将士慷慨赴死

的斗志，更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秦军骨

干队伍的战斗力。

除了对士兵战场英勇作战大加奖

励，《商君书》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得三

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皆赐爵一

级。”这是秦国专门为军官制定的一条法

令。这条法令旨在令军官积极发挥作

用，指挥自己所带领的队伍斩首立功。

只有所属队伍达到法令标准，军官才可

以晋升。这就有效激发了各级军官履职

尽责的积极性，避免了因贪图个人功劳

而影响军队整体作战效能的发挥。

“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罢

其县四尉，訾由丞尉。”我们可以看到，如

果在战后三日内不能落实士兵的奖赏，

负责这一事务的地方行政官员就将被撤

职，并由丞尉监督执行。纵观战国七雄，

拥有军功奖励制度的国家不在少数，但

唯有秦国收效最为明显，其原因就在于

秦国有着完备的法令执行体系和分权监

督机制。

严法度、明刑赏，两千余年前的秦军

才能“止之如斩足，行之如流水”。当然，

《商君书》中肉刑、连坐等摧残人性的内

容早已过时，甚至成为秦国迅速崩溃的

诱因，但其“法为治之本”的观念却值得

我们学习。特别是当前，军队越是现代

化，越是信息化，越是要法治化，我们必

须持续推进依法从严治军，积极构建适

应时代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法制体系，

让公正严明的法律成为官兵战斗力的

“倍增器”。

唯法度以造锐士
■周江川 董 澄

不久前，我和陈广生所著的《伟大战
士》一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了。

雷锋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全国
学雷锋活动从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题
词之日算起有 55年了，这期间，全国与
雷锋相关的图书已经出版 500 多种，为
何还要为雷锋撰写新书？

5年前，有关弘扬雷锋精神的机构
开始策划组织撰写“雷锋人生三部曲”，
为雷锋打造一套全面、准确的传记。该
套系列图书编委会主任冷宽将军到沈阳
约我和陈广生参加这套书的写作，他让
我们写雷锋在部队成长这一阶段。此
前，我曾参与写过雷锋的 4本书。从那
时起，我就进入了“情况”，开始进一步搜
集雷锋的新资料、新素材，对以往一些人
物和事件进行仔细的梳理和甄别，同时
联系到几十位与雷锋相关的人，如雷锋
生前战友、工友、辅导过的学生以及雷锋
研究专家。

这样一本写雷锋在军队生活成长两
年零七个月的书，写了他如何特殊入伍，
初到军营，被树为标兵，怎样不畏困难锻
炼自己，怎么用“钉子”精神钻研自己不
懂的学问，怎样用“螺丝钉”精神摆正个
人与集体的关系，怎样尽心尽力地为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
水，怎样入伍一年就入党，怎样成为抚顺
市的人民代表，怎样以共产党员身份出
席原沈阳军区的首届团代会，怎样助人
为乐，怎样为了别人生活得更美好而献
出自己的一切。

这套“雷锋人生三部曲”是由《望城
起步》《工人岁月》和《伟大战士》组成
的。《伟大战士》从雷锋入伍写到他因公
牺牲。同时，特别写到了全国学雷锋活
动是怎样应和着时代的需要兴起的，毛
主席怎样为雷锋题词，全国军民学雷锋
都经历了哪些波折，涌现了多少先进典
型，学雷锋为什么会长盛不衰。

习近平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
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始终要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
作。”我觉得，雷锋正是一以贯之坚持这

三个“始终”的最杰出的典范。习主席号
召“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
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我为雷锋撰新
书，就是为全国军民学雷锋提供一种学
习台本，为雷锋事业贡献自己微小而单
薄的力量。愿广大读者特别是军中年轻
的战友们能读到这本书，把雷锋在军营
中的成长范例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和前
进的动力，让自己也成为一颗“雷锋精神
的种子”。

我
为
雷
锋
撰
新
书

■
胡
世
宗

记述游览经历的文章自古到今可
谓卷帙浩繁，但像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欧阳修的
《醉翁亭记》等名存千百年的游记却是
凤毛麟角。在现当代文学中，翦伯赞的
《内蒙访古》、余秋雨的《山居笔记》为游
记打造了新范本，游记更多地被赋予了
历史与人文内涵。相较于这些名篇佳
作，华静的《停不下来的脚步和云朵》
（中国质检出版社，以下简称《云朵》）风
格迥异，自成一番美的天地。

真实是游记这种文学体裁长盛不
衰的重要元素。无论是以记录行程为
主的记叙型游记、以抒发感情为主的抒
情型游记、以描绘景物景观为主的写景
型游记，还是以通过游记来说明某个道
理的说理型游记，都离不开对旅游经历
的真实记录。华静在对旅行中所经历

的人、事与景的记述中所表现出来的浓
厚纪实笔法，使这种客观冷静、真实准
确的纪实保持了游记的鲜活特色。
《云朵》中的每一篇作品，作者都行

色匆匆，却绝不浮光掠影。在既有重点
交代又有细节真实的记录中传递出了一
幅幅风云际会的时代画卷和当代人心灵
的脉动图表。在《穿行在南部的那三天》
一文中，作者将三天的采风活动浓缩成
6000字左右的文章，一一呈现出南部历
史文献、长坪山红军英烈故事、升钟湖的
文化盛事、工业园区里的桂花城等代表
性元素。虽是提案式的呈现，却已将南
部历史沿革、人文古迹、革命传承、文化
创新、经济发展的清晰脉络像一部完整
的纪录片一样展现给了读者。

旅途的经历再美，没有文学性的表
达，写出来的游记也会平淡无趣。《云朵》
展现出作者驾驭文字的不凡能力。表面
上，行文是对采风或游历的记述，没有刻
意追求特别的构思技巧，但景物描写、心
理刻画、细节铺陈等文学性要素交相辉
映，细品便可感知其布局浑然天成。更
多时候，诗意与哲思并存的表达，又抒发

出一份属于女性文人的浪漫情怀。
就以作为书名的《停不下来的脚步

和云朵》一文为例，一开头就是：“行走大
理，心被天上大块大块飘逸的云朵召唤
着，脚步停不下来，也不舍得停下来。”那
高高的蓝天，那大块大块的云朵，还有关
不住的清新空气，成了她诗意井喷的源
泉。她写烟火味道，写茶马古道的传说，
写从大理唱响世界的名曲《小河淌水》诞
生地弥渡，写洱海中的金梭岛……且不
说那些具体的地理人文介绍，那每一个
充满诗意的句子本身就已经构成了风
景，构成了一幅幅由历史传说与白云朵
朵相互映衬、互不惊扰的世外桃源。“行
走大理，停不下脚步。留恋那行走的云
朵，让人不舍得说再见。”1000多字的篇
幅却让一个何等美、何等令人神往的大
理像天上的白云一样跃然眼前！

游记至美的最高境界当是让人感
受爱。《云朵》中，作者用一双盛满爱的
眼睛看旅途风物，目之所及充满了人文
关怀。《用中国式的思维感受世界生活》
一文，记述她应邀去美国参加文化交流
活动的旅程。因受时差的困扰，作者不

愿起床。女服务员打扫卫生后，见状轻
轻为她拉上窗帘。等她醒来，又及时为
她送来午餐和热咖啡，将一把鲜花插在
桌上。做所有这一切时，女服务员都带
着恬静的微笑。因为感动，作者临走时
送女服务员一方小手帕。女服务员喜
悦至极，大声地用汉语说：“我喜欢你。”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作
者。原来，文化交流体现在琐琐碎碎的
细节里。友好和关爱是没有国界的，爱
可以促进文化交流。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作者去韩国、
捷克、巴黎等地，即使在有语言障碍时
也无惧交流。用心交流，用爱传播文
化，收获到的就会是爱和文明。于是，
文化传播成了精神交融与人心征服的
一种方式。作者所到之处，看见自己、
看见世界、看见众生的同时发现文明、
发现纯真、发现美，并把这一切的美好
记录在心灵里。这种看见与发现让她
的记录变得故事更生动、情感更饱满、
思想更丰盈。通篇美与爱，随处可拾的
思想珍珠很轻易地就落进人心，游历的
记录便产生了表现艺术真实的奇妙效
果，文学的美育功能、旅游的文化体验
功能大大凸显。

人一生中走过的地方当数不胜
数，但大部分成了走马观花，过眼云
烟，在华静笔下却成了见闻，成了历史
记录，成了时代痕迹，成了精彩的游记
文学，那些地方的美因之有了记忆，有
幸读到这些作品的读者也把美丽记在
了心尖。

把美丽记在心尖
■王子君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军旅作家沉石的又一部长篇小

说《绝密较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这

是作家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秘和采

访，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军事题材小

说。小说讲述了上世纪 60年代中国

空军和中国安全部门与某国情报机

构的秘密较量。为展现出我空军导

弹防空部队的真实感，作家多次到空

军导弹部队采风，并对当年的三位英

雄发射手进行采访，获取了大量的第

一手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事件

虽已过去 50多年，我们仍然能够通过

这部书的披露和解密，真实感受到中

国科学家和中国军人不忘初心的革

命精神和为共和国付出的巨大牺牲

和贡献。

沉石新书

《绝密较量》出版
■禇迎冬

2010 年 11 月 16 日，原解放军总政
治部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部队获奖
作家举行座谈会，一个小战士代表战士
读者发言。就是这个小战士的发言让
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
泽和我都记住了他。这个小战士不仅
人长得帅，发言发得更“帅”。小战士对
几位部队获奖作家作品的阅读理解深
刻而独到，具有极高的专业鉴赏水平，
敬泽和我当时就私下低语，毫不吝啬对
他的赞扬。部队的一个普通战士能够
有这样高的鉴赏水平，的确给人惊喜和
欣慰，于军旅文学，我们都有点发现新
大陆的感觉。因为，军旅文学评论人才
难得。散会时，小战士给敬泽和我各送
了一本诗集。我们才知道他是写诗的，
是个诗人。就此，我们算是初次相识。

这个小战士就是空军的战士创作
员李庆文。

认识了也没有联系，生活中没有交
集，工作上各忙各的，直到2016年中国作
家协会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以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我们才第二次见
面。当时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要我组织
些网络作家和青年作家参与其中，我便
想到了李庆文。把李庆文带着，沿着红
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从江西于都出发，
经瑞金、南昌、黎平……一路走到遵义等
地，这样才跟李庆文有了接触和了解。
在井冈山，我们重走长征路采访团的作
家们与来自其他系统的同志们一道，在
井冈山党校聆听了一堂特别的党课。

党课结束后，党校老师留给大家三
分钟时间讨论商量和思考，然后各自选
派一名代表上台谈感想。我当时就指派
李庆文代表我们作家上台谈感想。作为
军人的李庆文没有推辞，只说了句坚决

完成任务后，就在纸上落笔开写。就那
么两三分钟，党校老师问谁先讲时，李庆
文第一个站起来走向讲台，念起了他刚
完成的《在井冈山》：一杯井冈翠绿沉下
去/一段红色往事浮上来/你品味到了什

么/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山顶的雾压得低

低的/低得如同我湿漉漉的灵魂/如果可

以回到对岸/我想借一些银元/把战友/

军马和秘密文件/深深埋在稻田里/子弹

腐烂在泥土之中/这里依旧郁郁葱葱/生

长着春天的鸟鸣/和秋天的墓碑

他别具一格的发言赢得了所有人
的热烈掌声。“你品味到了什么/你就是
什么样的人”,仅这一句就意味深长得
让我们拍手叫好。当那些来自全国各
地的听众发自内心地赞叹“还是作家厉
害”时，我们作家团的每一个人都是自
豪的，小战士争了大荣光。回到北京没
几天，李庆文就给我发来了他重走长征
路的几十首短诗，命名《灵魂遗址》。真
是触及灵魂的好诗！看来，这个年轻人
没有白走长征路，长征路触及了他的灵
魂，灵魂触及了他的诗歌！他用自己被
洗亮的灵魂书写那些远去的灵魂！我
选了部分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出
来。后来，在多种场合的诗歌朗诵会
上，我推荐了他的这组《灵魂遗址》。

最近，他又出版了诗集《时间的子
弹击中我》（蓝天出版社）。我不吝啬对
李庆文诗歌的喜爱，是因为他的诗歌有
光，心灵的光，艺术的光，照亮人心和诗
坛的光。

这是一个年轻军人的心灵之光，圣
洁和情意是他心灵的品质，也是他诗歌
的品质。他穿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
实中，歌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永动机。
他靠近毛泽东和一群披着蓑衣的人，看
他们是怎样用生命和体温暖热《山海经》
里巨兽都垂涎的中国。他坐在济南烈士
公墓的台阶上哭泣，怀想那些为国而死
的儿郎。他站在青杠坡上瞭望，呼唤千
千万万个送郎上战场的丁香。他敬仰江
姐一样心怀革命的仁人志士。他痛心刚

穿一天军装的战士就被敌人的子弹击穿
了心脏。他哀伤抗日战争时的南京没有
一剂止疼的药。他担忧三千五百万座墓
碑如何安放。甚至一匹瘦死的战马、一
片荒芜的战场、一朵战地的野花，他都怀
有真诚的敬仰和敬畏，都会使他的诗歌
怀想、惦念、流泪、歌唱。无论写什么，李
庆文都带着心灵和情感，像泥融进土一
样融进去。在他的情感世界里，那些活
着的英雄、死去的烈士，那些拿枪的战士
和不拿枪的乡亲，都是他的战友和亲人，
他都用诗歌与他们相互依偎，相互取暖，
传递体温。这是他诗歌里最宝贵的情意
和温度。

而当他站在现实主义的星空下时，
他的诗歌又跳脱了这种情感的黏度，变
得浪漫和飘逸起来，浪漫主义、理想主
义气息弥漫在字里行间。他自豪见歼-
20载着万吨忠诚飞上蓝天时像鹰一样
抱住太阳，他告诉你若要知晓天与地的
距离，就去问问飞行员的身长。他浪漫
得想春天能给他一把嘹亮的军号，想借
天空的蓝墨水写一首抒情的十四行诗，
庆祝苍穹之下万物生长。他豪情万丈
地要把冰雪内心的光喊出来，把土地内
心的暖喊出来，把世界从春天的内心喊
出来，他要把这喊出来的一切都交给太
阳。太阳是位有责任心的邮递员，他要
太阳在黎明前出门查收后再光芒万
丈。无疑，这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是
极为诗意的，是李庆文美好心灵之光的
折射和闪烁。但这种诗意不是无病呻
吟，是立于天地之间，有天地之气；融于
家国情怀，有浪漫和理想之本。

家国情怀的表达是他整部诗集的
灵魂，用情人一样的爱恋讲述家国情怀
的事，用情歌一样的美好赞颂有家国情
怀的人，用情爱一样的痴情表达家国情
怀的心。比如他讲述和赞美的那些黑
夜里举着火把奔在最前面代替星辰的
人，那些赶在黎明前把中国叫醒的人，
那些弓下腰去给百姓掘井、抬起头来给
恶霸掘墓的人。比如为了报答那片种

下自己长成太阳的热土，他愿用自己的
血浇灌这片圣洁的土壤，如同千年不朽
的胡杨。比如对待天空就像对待自己
的母亲，为了赢得空战的胜利他会舍去
自己，给机身烫上红星。有了精神品质
就有了精神高度。

唯有精神，照亮人心。李庆文的诗
充满了艺术的动感和美感，有甘之若饴
的审美享受。

首先，情感不僵不矫。他是用一种
战友和亲人的情感去与描述对象对接、
依偎，文字的情感就自然而然接通了人
的情感，文字的生命就如同人的生命，
有了呼吸和温度，有了亲和力和人情
味，就觉得不假大空，不矫情、虚情。正
所谓辞因情生、文随情动，文字的一潭
死水会因为情感的灵动和生动而鲜活。

其次，诗意繁复绵密，意象充盈丰
沛，意境深邃高远。生动的比喻，天才
的想象，神奇的构思，深远的意境，常常
出人意料，让人眼里、心里都惊喜发
亮。在他的眼里，古田会议的人活动关
节不仅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能够食指
扣得动扳机。红军桥是用很多的星辰、
眼泪和体温搭起来的，他能够从中认出
战友的灯火、指纹和涟漪。红军衣服上
的补丁是层层叠叠的梯田，会议室小小
桌子盛放的是所有的土地，红井是土地
的泪水通往五湖四海。他的琴声是深
潭里荡漾出来的，他的星星是内心里养
大的。他种一粒麦子，太阳一照打一万
粒麦子；种一杆红旗，春风一吹哗啦啦
长出万杆红旗。天边的一百顶斗笠就
是脚下一万亩竹林，竹子心疼竹子，约
好在雨后重生。这些一个连着一个的
诗意回旋徘徊，一个连着一个的超然意
象和一个个诗意和意象里所表达的一
个个意境，让人美不胜收。

但愿李庆文能早日从厚重的诗坛天
幕中走出来，站在星光璀璨的舞台中央，
让诗坛内外都听到他喊出的内心的光。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著

名作家）

喊出内心的光
■彭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