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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可以这样讲：初心·使命》
（人民日报出版社），作者斯国新是
全国优秀宣讲员，他总结多年宣讲
实践，采取分段讲解的方式，将中共
党史用“精神”串联起来，既维护了
党史的严肃性，又赋予了内容的趣
味性。全书涵盖党的创建与红船精
神、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红军
长征与长征精神、延安岁月与延安
精神、抗日战争与民族精神、解放战

争与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与国际
主义精神、改革开放与时代创新精
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等。全书既
有对时间的梳理、对事件的回顾和
对数据的总结，又有对原因的剖析、
对经验的讲解和对历史的评价，也
给出了弘扬和传承精神的方法和路
径，既是一部理论宣讲方法的辅导
读物，也是一本党史知识普及教育
的参考读本。

用细节宣讲党史精神
■王泽军 杨 帆

海飞工作室“深海谍战”系列小说
《棋手》（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
由海飞、赵晖合著，故事以抗战时期的
上海为背景。浙江青年贺羽丰是个象

棋高手，他以摆擂台赌棋的方式吸引
投敌汪伪的叛徒、象棋迷李寻烟来茶
楼并伺机实施刺杀。当李寻烟现身
时，贺羽丰方知此人竟是父亲多年前
的救命恩人……贺羽丰陷入彷徨与纠
结。历经情感的磨难和思想的变迁，
他最终成长为坚定的抗日青年，写就
一番浩气昂扬的传奇，也印证着《棋
手》腰封上的那句话：所有的人生，都
是春风沉醉中的落子无悔。有评论家
认为，“深海谍战”系列写的是命悬一
线的乱世、孤绝幽暗的人性，文字中却
展现了惊人的想象力：那是关于不可
能的可能，关于人的光芒。

英雄故事折射人性光辉
■李 涛

多年前，团政工网刚刚建立时，各连
队开始通过政工网发表新闻稿件。官兵
学过新闻写作的人不多，因此稿件质量
参差不齐。后来单位对新闻宣传工作愈
加重视，提高稿件质量也就成了必然的
要求。于是，连队官兵开始模仿着报纸、
网络上的文章撰写稿件。机关又给各连
队配发了几本专业教材，供大家学习参
考。就这样，政工网的稿件质量慢慢提
高上来。

或许是写稿件的人多了，官兵中的
读书氛围也逐渐浓厚起来。官兵开始阅
读新闻写作以外的书籍，连队图书室也
逐渐有了加班夜读的人。

有天晚上我去查铺，那时已近晚上
11点，发现某个连队图书室还亮着灯。
我走进图书室，看到官兵读的书很杂，有
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专业的理论教材，有
关于法律的书籍……有位战士可能以为
武侠小说是闲书，看到我后藏藏掖掖有
所闪躲。我把他叫过来，与他探讨了许
多有关金庸的家国情怀以及《天龙八部》
中的爱情故事。

后来我们接到上级加强“书香文化”
的通知，把书籍请进了寝室，每人床头各
有一本。有次上级首长来连队检查工
作，随手翻开一本床头书，书页上虽然没

有明显的标注，但右下角每隔几页都有
浅浅的折痕，说明这本书官兵在看，而不
是只把它当作了摆设。

有的连队看到大家私下里经常讨论
一些读书的感悟，便开展了读书交流活
动，并在全团迅速普及开来。有时各连
队还会结合理论教育适时组织专题交
流，如“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专题
交流讨论会”，官兵发言时气氛热烈。尤
其是一些来自陕西的战士，讲起窑洞
“陕”味十足、生动形象。

随着军营读书氛围越来越好，自觉
通过读书提高自己成为官兵课外生活
的主流，单位的人才储备也越来越足。
几个月前我们统计制作了一个人才库，
发现视频制作、乐器演奏、摄影摄像、演
讲授课等各方面人才很多，且大多都是
通过读书自学成才。这两年单位考学
成功的人也越来越多，不断有官兵走出
去深造，学得一身本领后又回来参加单
位建设。

结合官兵投票选出的书目，我们给
每个连队添置了大家喜欢的新书，如
《苦难辉煌》《红高粱》《摄影笔记》等。
这些新书带着浓浓的墨香，像甘霖细雨
走入军营，悄无声息中滋润着官兵的精
神世界！

书香飘满军营
■张 力

日记是时光的投影，岁月的留痕。
许多人有写日记的习惯，一日记容易，
日日记难，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就更难。
由此，当长达十七卷、九百多万字的《胡
世宗日记》（春风文艺出版社）耸立在案
头的时候，它给我的是一种震撼。这部
映象着半个多世纪生活的日记作品，仿
佛把我们带进了作者心灵的长空，看时
代风云，观社会彩虹，特别是那些隐现
的纷繁的星光，构成了一种思想精神的
标记，引人奋进。

胡世宗是一位军旅作家，长期执
著于我军军史的研究。为查阅浩繁的
革命战争史料，他四处奔波到革命圣
地采访，曾先后两次重走长征路，去追
寻红军的足迹。这就使得他在上世纪
60年代初开篇的日记就延伸到了中国
革命战争的历史深处，让笔录的记忆
宏阔而辽远。在这些日记的篇什里，
他写下了领袖的文韬武略、英雄的丰
功伟绩，而更多留存的是无数普通官
兵和人民群众在战火硝烟中的印迹，
像在反“围剿”中坚持每天写宣传标语
的红军小战士，长征路上为摘野果充
饥而牺牲的小号手，平型关大战中打
光了子弹、拼弯了刺刀、举石头与日本
鬼子拼杀的八路军官兵，在辽沈战役

中再渴再饿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
解放军指战员，以及红军战略转移后
留下的那些守望红军的女人们，淮海
战场上用扁担、小车组成浩浩荡荡支
前大军的父老乡亲，等等。文字记下的
或是他们帽徽上的一抹耀眼的色彩，或
是他们草鞋下的一缕飞扬的尘烟，或是
他们坚守阵地的一种挺立的姿态，或是
他们倒向沙场的一个消失的身影……
这些作者历经多年打捞的战争生活的
闪亮碎片，汇成了一道绚丽的精神星
云，令我们思想向往和心灵追逐。

絮语过往成珍藏，速写当今向未
来。当然，《胡世宗日记》的重头篇幅
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别是他一点一
滴、成年累月记录的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发展变化，经艺术的拼接，彰显为
多彩画卷，弥足珍贵。在这由时间折
叠的一幅幅画面里，最鲜活的依然是
作者最熟悉并与之心心相印的当代军
人形象。从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
“东方第一哨”的官兵，到夜夜枕着波
涛入眠、守卫南海岛礁的指战员；从长
白山上为抢修国防线路而化作“冰雕”
的两位战士，到南疆战事中耸立成一
片墓碑的诸多英烈；从赶马车的驭手，
到驾驭新型战机的陆航飞行员……

散点聚焦写忠诚，真情实感颂崇
高。从中我们看到了，在党的领导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哺育下，官兵茁壮成长成材的青春“拔
节”，营盘锻造强大的浴火重生，我军
走向辉煌的凤凰涅槃。这些都让我们
在与作者共享心幕的回放中得到了精
神的愉悦和思想的启迪。

胡世宗的创作勤奋而多产，已出
版各种文学作品 60 余部。读他的日
记，我们就知道他为何能保持如此旺
盛的艺术活力。他采撷的生活的缕缕
星光燃亮了创作的天空，同时，那片闪
烁的星辉也在温暖着重整行装再出发
的我们。

心灵的长空星辉灿烂
——读《胡世宗日记》

■焦凡洪

张雨生因失语而淡出读者的视野，
已有8年多了。

他患脑溢血的消息是军旅杂文家
李志远告诉我的。那是 2010 年 4 月 29
日。我当即打电话给张雨生夫人刘素
英，才知他右脚右手瘫痪，语言障碍严
重，住在海军总医院将近 40天了。那年
6月我在北京，曾前往医院看望他。情
况比原先估计的好些，讲话不方便，脑
子是清楚的，右手也在恢复之中。第二
次去看他，已经能够坐起来了。之后我
没有再去过北京，也没有再见到张雨
生，只是过一段时间给他打个电话。他
能走路了，能独自出去散步了，但他的
语言障碍一直未能排除。说是与他通
话，其实只能单音节发声，大多都是他
夫人说的。

我认识张雨生已快 30 年了。那时
他尚未去《解放军报》任职，是石家庄陆
军学院的教官，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谦
和、沉稳、真诚。他写杂文出道很早。
1982 年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
卷》（1976- 1982）收入他的杂文就有 6
篇，大多原发《人民日报》。《虎皮鹦鹉之
死》《他就是他》还被选入普通高中、职业
高中及初等师范的全国统编语文教材。
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势头，发表于 2000
年的《“刘邦文化”是什么》同时获得全
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副刊作品金奖。
恰如阿敏在《一架理性的水磨——读张
雨生》中所说：“他的名字随同千千万万
个人刻录在大脑里，却似乎没有大红大
紫，没有被人爆炒或自我爆炒出个上马
提金下马提银的身价。他这架水磨依
然不紧不慢地转着。不紧不慢地，隔几
年出一个集子。”

中国杂文界是不该忘记张雨生的。
我一直想撰文说说他的杂文，主要是说
他本世纪来尚未收入过集子的杂文，却
一直拖了下来。如今鉴于彼此的身体情
况，觉得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从朱大
路、鄢烈山、王乾荣等选编的杂文选本中
搜索本世纪初的张雨生杂文。品读这些
文字，我首先想到的是，张雨生写杂文关
注的是什么？

张雨生有不少杂文，关注文艺界与
学术界的乱象。
《姑妄言文》当是这方面的力作。

此文说的乱象，一是“著名”。作者说，
有些著名作家艺术家除了名字“著名”，
其作品的“名”却没有几个人能记得。
二是“大赛”。作者说，有的作品“费时
一两年，花钱几百万，为的是到上面参
加大赛”，回来后就散场了。因为它们
是专门用来参加大赛的，没有别的功
能。三是“研讨”。作者说：“开作品研
讨会，照例要宴请入会者。照例要发个
红包。将发言整理成文章发表，照例要
先给润笔。”这“照例”的后果，就是研讨
成为捧场。如此种种，归纳起来，就是
功利、浮躁与不诚实。《中国人失去自信
力了吗》一文说的是学术界与文艺界某
些富有“他信力”的人。文章仅说二
例。一是对“国际大奖”的痴迷；二是对
“金色大厅”的膜拜，致使欧美国家有人
借此发财。作者说，这种“被他信力弄
得直不起腰杆的人，无论如何也称不上
民族的脊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雨生杂文之
特色，或可用“轻”与“重”二字归纳。

先说张雨生杂文之“重”。话题深
重，包括深厚与深广。他敢于直面现
实，不回避敏感问题。立论稳重，既不
过甚其词，不顾此失彼，又能一语中
的。例如，有的“富二代”自称为“第二
代企业家”。张雨生说：“刚从父辈手里
接过企业管理权，就要称‘家’，实在太
早了。能成为企业家的，将来肯定会
有。被淘汰的，成为败家子的，也肯定
不少。”如此立论，可谓客观真切精准。
因为话题深重，立论稳重，他的杂文就
显得厚重。

再说张雨生杂文之“轻”。他能举重
若轻，论述很平实，很少引经据典，很少
拐弯抹角，很少故弄玄虚。我不是说杂
文不能引经据典，不能拐弯抹角，但不引
经据典，不拐弯抹角就能说清事不也很
好？张雨生杂文用的大多是家常话，有
些杂文也写得很俏皮，前面说的《姑妄言
文》，便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2004年春，张雨生给我出过一个题
目，叫“龙坛登文术”。这是从鲁迅先生
的《文坛登龙术》借用过来的，要说的问
题大致是官员出书中的不正之风。这个
题目我们两人都写了，我写的发表在《新
民晚报》，他写的发表在《文艺报》，后来
被朱大路选入《世纪初杂文 200篇》。李
志远在《北京日报》撰文称此为“文坛佳
话”。这仿佛还在眼前的事啊，而今却已
成如烟往事。

我真的很想张雨生能再出这样的杂
文题目，能再写这样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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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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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2 月 11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
国青年报社联合“志愿中国”和共青团
中央官微进行“改革开放 40年大型青年
调查”，选出广大青年心目中对自己影
响最大的文学作品。66%的受访青年确
认，《平凡的世界》对自己影响最大，获
选率排名第一。
《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上世纪

80 年代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
说。小说以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到 80年
代中期的十年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现了
中国当时城乡社会生活。作品以孙少
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人物中心，刻画了
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并
将他们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
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
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展示了普通
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
曲折道路。全书共三部，1986 年 12 月
首次出版。1991年 3月，《平凡的世界》
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知道，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坛把
生命献给文学、献给读者的优秀作家。

他的作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和精神，
以及人生奋斗的信念。为文学、为读
者，路遥把他的生命、心灵和精神全部
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他是在用心血、
用生命写作，作品带有很强烈的、深刻
的生命体验，也由此在中国文坛留下了
独特的“路遥精神”。路遥的作品不仅
具有崇高的审美境界，更有着高尚的生
命境界、闪光的灵魂，以及爱和善的最
高价值追求。

30 年来，《平凡的世界》这部呕心
沥血之作仍在畅销，成为一部流传广
泛、对读者影响深远的作品。它激励
了千百万青年的人生奋进和拼搏，带
给无数青年读者深深的感动和心灵的
温暖……

这次文学调查，让我们想起中国
青年报社于 2004 年举办的那次调查。
那次调查就显示，很多青年把《平凡的
世界》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文
学作品。两次调查都被广大青年读者
所欣赏和热爱，可见作品在一代代青
年的精神成长史、心灵史中留下深深
的文学烙印。
《平凡的世界》受到青年读者的喜

爱，生动反映了当代青年心目中最好的
文学作品标准是什么。
《平凡的世界》关心的是青年人与

时代的关系，关注的是青年人的发展与
命运，回答的是青年人的人生课题，昭
示的是时代的青年群体精神，凸显的是
一代奋斗青年的群体形象。一位 80后
读者在读过《平凡的世界》后说，这部作
品之所以打动了那么多年轻人，就是因
为改革开放 40年来，一代代年轻人对奋
斗、对理想的执着是相似的，他们的生
命体验与书中主角有很多共通之处，
“好像实实在在地就发生在自己身
边”。喜爱《平凡的世界》，既是一种文
学审美，也是一种自我教育……
《平凡的世界》中的理想主义色彩

和奋斗信念给了我们心灵的感动，让我
们切实感受到温暖，进而获得长久的激
励。一位 90后读者说，自己经常被书里
传递出的勇气和力量所感动，“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苦难，但都咬着牙绝不放
弃。我甚至感到，不经历苦难的人生不
值得度过”。这也正像路遥所说：“生活
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
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
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
场。”这位读者最后说：“书中的孙少平、
孙少安远比现在的一些明星更适合做
我们年轻人的偶像。”可见，《平凡的世
界》成为很多青年人精神的引导者，力
量的引导者。

在很多读者看来，《平凡的世界》不
仅仅是当代文学名著，更是一本解读人
生成长的优秀读物，“流泪”“感动”“震
撼”是读者的共同感受。与这本书相遇
的岁月是很多读者难忘的记忆，他们从
中找寻到了自己青春和激情的投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曾在出版的
《平凡的世界》腰封上印有“激励千万青
年的不朽经典”图书推荐语。在一些网
上书店，“影响千万青年的励志名作”紧
随《平凡的世界》的书名出现。而用“平
凡的世界”加“励志”作为关键词，在百
度上有约152万多个搜索结果……

如今，虽然我们身边浸染着商业
消费的色彩，读者却还能长久地去关
注路遥的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路遥
的文学精神和作品中蕴含的理想主义
精神等，无时不冲击着读者的心灵。
读《平凡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不仅有一种审美的冲动，更有一种被
温暖触动的感觉，从而对路遥、对作品
产生敬畏之心。

今天，《平凡的世界》仍然被人们铭
记，路遥的精神、心灵和文学生命仍然
感染和打动着我们的内心世界，这才是
一个真正作家的精神价值。这也再次
印证，文学经典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和
艺术的力量，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著名作家路遥名列其中。多年来，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深远影

响，让人们一次次领略到优秀文艺作品独有的力量。

文学精神与作品生命力
■袁跃兴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