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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种以天下
为己任的忧国情怀，是我国老一辈革命
家留给后人的优良传统。面对今天在
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
的中青年人，想让他们理性地看待我国
的安全环境和当前的斗争形势，不仅需
要阅读政治教科书，更应该去看一些政
治性、哲理性、可读性俱佳的作品。罗
援同志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的《鹰
胆鸽魂》，是一部国际时政方面的专著，
全书就有效地实现了这几方面的结合，
引发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从国际时事
研究部门的专业人员到普通的在校学
生，对这部书大都喜闻乐见，并认为能
从中得到启发。

罗援同志的这部书汇编了作者近
些年来在国内发表的一些时论。书中
结合当前国内人们重点关注的现实问
题加以阐述，尤其是针对涉及我国安全
的一些周边热点问题，以多视角、多方
位来分析，论述深刻且语言生动，突出
了正能量，而且特别适宜作为年轻人的
阅读需要。

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力戒“空谈误
国”，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要改进
文风，力扫过去文章中充斥的空话、套
话和那种呆板枯燥的僵化写法。《鹰胆

鸽魂》一书的突出之处，就是将形象思
维与抽象思维、具体事例与哲理、往昔
和今朝有机地结合起来，作者又从里面
升华出有启示的结论。如今，在实现中
国梦的征程上，人们迫切需要这类文采
和理论寓意兼备的作品，并以此为社会
提供精神营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读者
的爱好也应是检验作品的基本标准。
过去国内出版的有关国际时政的书籍
不少，有的却得不到读者喜欢，以至于
销量很小且没有多少影响。某些追求
刺激、散布歪理邪说的言论却能在网络
上流行，并对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产生
误导。这种现象正是对以往僵化说教
的一种惩罚。正视现实的人都会知道，
全球化的趋势已使我国政治、经济、科
技和军事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人们知识结
构和思维方式已有了很大不同，了解外
部信息的需求也不相同。那种陈陈相
因、语言枯燥的说教式书籍，对社会上
许多人都有味同嚼蜡之感。其实，国内
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本身大都是很生动
的，从中可以找到许多感人的故事，不
过以往一些新式八股的方式却把鲜活
的事件写死了。现在能受读者欢迎的
作品都是克服僵化的写法并有创新精
神的成果。打破僵化文风需要鲜活之
气，《鹰胆鸽魂》这本书的一个重大特点
就是体现了文风的改进。

发表作品首先要考虑阅读对象，

不能采取应付差事式的照抄照录或自
话自说，而应力争让大多数的读者喜
欢。《鹰胆鸽魂》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
风格，尤其能针对现在社会上众多人
对国防建设和安全形势的一些关注
点，阐述出深刻的、有独到分析的观
点，这也是该书能引发强烈反响的主
要原因。

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加上世界范围
的冷战结束，使国内乃至世界形势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形势下，过去
一些僵化的正面说教经不起复杂的多
元化社会中多种信息的冲击；有些人受
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对过去所受的理论
教育产生疑问，同时一些青年学生也产
生偏激情绪。为了保障我国社会的健
康发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
社会价值观，教育新一代人理性地看待
外部世界和国内事务，已经是政治思想
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罗援同志近年
来在媒体中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正起到
了这方面的作用。

自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和平发展已
代替革命与战争成为世界潮流。在今
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人民的主要
任务是争取一个国内和谐、外部安宁的
环境以利建设。不过有些势力一直在
企图打压和破坏我国的建设事业，因而
国家要认真搞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并进
行适当的对外斗争，《鹰胆鸽魂》一书的
书名正好体现了对这两方面任务的注
重。罗援同志书中强调的“鹰胆”，表现

为强调敢于斗争，反对忽视国防而一味
强调温和的倾向；书中又突出了“鸽
魂”，阐述了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
的思想实质还是为了争得一个和平环
境，并不是黩武主义。

今天，社会上的许多人由于缺少正
确的理论引导和受偏激观点误导，在看
待国家安全的问题上经常容易走向两
个极端。罗援同志的书中把强调“鹰
胆”和“鸽魂”结合起来，正好适应于帮
助人们纠正错误导向。即一方面认清
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性，一方面又要看
到坚持和平发展的必要性。

为了国家保持健康发展，我们需要
推出有好的政治导向、有深刻理性分析
和可读性强的高质量的出版物，这关系
到年轻人的灵魂塑造，能否“不忘初心”
并对未来事业充满信心。罗援同志的
《鹰胆鸽魂》一书正好合乎这几方面的
要求，而且是近些年来出版的相关图书
中的佳品。

罗援同志有过几十年的军旅生
涯，其作品中充满着军人的豪气以及
对强国强军的向往。书中阐述的一些
内容，还能教育和启发新时代军人和
其他关注国防的群体，使人们能很好
面对变幻的国际风云，了解在复杂的
斗争中如何把握斗争策略，并正确地
选择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途径。《鹰胆鸽
魂》一书也正好适合于国防教育的需
要，值得在社会上推广，有识者也应该
为之鼓与呼。

深刻的见解 生动的文风
■徐 焰

名家荐书

书海风景的最佳导游

20世纪30年代初，蔡元培应邀为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读书指导》第一辑作

序，开篇就以“点石成金”的故事来说明

读书方法的重要性。他说，那位穷人不

要“金子”而要吕洞宾金手指的态度，在

“为道日损”的道教上固然大失所望，但

在“为学日益”的科学上是最不可少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也！”

在我国，古人把阅读当作一种习惯、

一种享受，是人应该毕生追求的一种境

界。明代诗人于谦在《观书》一诗中写道：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

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阅读不能

有太多的功利，它是心灵的一种需要，是充

实生活、引导灵魂前行的一种方式。以这

种心境阅读，如同煲汤，煲出精华；如同熏

艾，熏除疾病；如同品茗，品出回甘，渐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佳境。此时，自有

一股“书香”扑面而来，直抵心灵、浸润灵

魂。除古人说的学养学养，以学为养，养生

养神养心外，还可养精神养品质养灵魂，以

修养身心，陶冶情操，提升境界。

蔡元培在为读书人指点迷津的同

时，还为我们介绍了两则读书的方法。

一是取材的读法，读了一本书，把我们所

需要的材料取得了。就是著这本书的

人，还著了许多别的书，可以不问；著书

人的品性与行为，也或可以不问。一是

尚友的读法，读了一个人的著作，觉得是

他人格的表现，于是不能不考究他的生

平了。这两种方法，前者为“点状”读书

法，后者为“面状”读书法，或曰“线状”读

书法，都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尤其是后

一种方法，把精读的文章或书籍作为出

发点，然后向四面八方延伸开来，由精读

一篇文章带读许多书，有效地扩大自己

的知识面，更需要我们躬身实践。读书

只有泛览百家、博采众长，不安于“在一

块草地上赏花”，才能有所专攻、善于总

结，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并有所建树。

信息时代，各种新知识、新观念层出

不穷，我们需要一定的浅阅读，掌握必要

的信息，但不能将此代替深阅读。深阅

读应该是什么？就是系统地读与我们职

业相关的专业书籍，读为我们奠定人文

基础的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里的经典

原著，读我们业余爱好中某个领域的专

门知识……这个世界上，事业上有建树、

学问上有造诣的人都不是以浅显的知识

为支撑的。深阅读能让我们的科学价值

观真正树立起来，专业领域的知识形成系

统，思维更加开阔更有深度。有定评的

经典作品经过时间的筛选，一定有着深

邃的思想，丰富的内容，高尚的品格，是

人类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峰巅。一个人

能够获得更大的能量，取得更多的成就，

很大程度决定于对经典的深阅读。

在读书问题上，曾听人讲过两件历

史趣事，一是康德时代，德国一些贵妇人

虽然不一定真正读懂康德的书，却一定

要在床头摆放《纯粹理性批判》《形而上

学导论》等书以为时尚，显示与自己高贵

身份相符的高雅品位。二是有一条哲学

小道，谢林、黑格尔等学人们每天清晨或

傍晚散步，碰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是：

“你今天又哲学了吗？”更多的是：“你今

天又读书思考了吗？”如何读书，可能有

许多具体方法，但最根本、最管用的方法

莫过于独立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我国古代曾有不少迂夫子，虽然读书破

万卷，但并没有真学问，只会重复别人的

东西。原因之一就是不善于用脑子思

考，被人讥之为“书囊”“书橱”“书虫”。

从阅读中见出疑问，在求知中注重思考，

对书的内容作创造性思考，在他人的基

础上再进一步，力求更为贴近客观的道

理，引出自己的见识，并用之于实践。读

书读到这个份儿上才如哲学家冯友兰所

说的，“是在用脑子读书，而不只是用眼

睛读书”，并进入“把死书读活，使书为我

所用”的境界。如此，我们不仅能享受获

取真知的快乐，而且可使我们活得更加

丰富与智慧，人生也因此更加精彩。

美国心理学巨匠威廉·詹姆斯有言：

“种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行为；种下一

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种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性格；种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

命运。”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你是过去习

惯的结果，今日的习惯将是你明日的命

运。凡事同理，读书也如此。只有养成

良好的读书习惯，掌握正确的读书方法，

才能“点石成金”，真正把读书变成通向

进步和成功的阶梯。

读
书
要
有
﹃
金
手
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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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
彪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只有北
边缺着点口儿，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
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
它们全安静不动地低声说：你们放心吧，
这儿准保暖和。真的，济南的人们在冬
天是面上含笑的。”这是老舍散文名篇
《济南的冬天》中的一段描写，寥寥几笔，
济南的地势、冬天的气候以及济南人的
心态跃然纸上。这些文字朴实无华，毫
无扭捏作态之感，但却渗透着老舍幽默
风趣的语言特色，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最近选编的
《老舍散文精选》，分为“济南的冬天”“读
书”“小动物们”“何许人也”“几篇小说”
五部分，收录了《济南的冬天》《落花生》
等 49 篇文章。老舍先生喜欢旅行，济
南、内蒙古、成都、广州，天南海北到处游
走，走一路留下一路文字。除了名篇《济
南的冬天》外，他还着实将成都赞美了一
番，认为成都是可爱的。一是因为成都
与北平有许多相似之处；二是成都当时
住着许多老友，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
方；三是成都有手有口。“手”就是手工
业，门类齐全，各具特色，这就留住了传
统文化；“口”则是川剧、扬琴与竹琴，五
彩斑斓，各美其美。

老舍先生自己说：“哲人的智慧，加
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
了。”不过就老舍而言，光有哲思和童趣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上勤奋。据舒
乙介绍：“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
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不说话，在闷着
头构思写作。很严肃、很封闭。但是只
要有人来，一听见朋友的声音。他马上
很活跃了，平易近人，热情周到，很谈得

来。仔细想来，父亲也矛盾。因为他对
生活、对写作极认真勤奋；另一方面，他
又特别有情趣，爱生活。”

作为一位大家，老舍所反映的社会
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
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
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
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喜怒哀
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
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
十足的世界。老舍先生的戏剧成就非常
高，其笔下人物譬如王利发、常四爷、松
二爷、唐铁嘴、刘麻子等人早已成为经
典。老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一是饱含
强烈而纯挚的感情；二是结构上围绕中
心，不蔓不枝，—气贯通；三是语言平易
朴实，活泼生动。

老舍非常热爱生活。他喜欢读书，读
书没系统，一切随缘。读书时不喜欢记住，
他说：“书都要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
应该记住自己。”想想也有道理，人类典籍
浩如烟海，如果我们每看一本书都要记住，
那该多累啊。可见老舍看书纯粹就是休
闲，就是打发时间而已。老舍也喜欢养花，
他坦承自己“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
乐趣，花开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
花，我就高兴。”养花“有喜有忧，有笑有泪，
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
识”，已经成了老舍的生活常态。

正是有了对生活的这种热爱，老舍
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也使得他的文字
时而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时而意趣横
生，妙笔生花。他用真挚的感情和深刻
的人生体悟给读者们带来一次不一样的
阅读体验。

在优美文字中感悟
■邓 勤

视觉阅读·渔家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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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后来

逐渐演化为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也称

中土、中州、华夏。所谓“中原文化”，主

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的总称。融媒体版《记忆中原》丛书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生动地呈现了

可读、可听、可看的中原文化故事，是一

次重温河南历史的文化之旅，也是一张

展现出彩中原的亮丽名片。

目前河南省共有18个省辖市，每个

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特征，都形成了地域

文化的独特小环境，增强了中原文化的

多样性与生命力。丛书采撷河南历史、

人文、地理等特色亮点，对中原大地厚重

的历史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挖掘，集文

字、图片、音频于一体，融资料性、学术

性、观赏性于一路，对研究中原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全书共19卷，分为《品读中

原》1卷和《叩醒商都——郑州》《梦华宋

都——开封》《千年帝都——洛阳》《楚风

汉韵——南阳》等以18个省辖市为单位

的18卷，每卷由谈古说今、要事回放、名

人扫描、寻根问祖、古城印象等10个部

分组成，是一套结合多种新媒体方式，全

面展现中原文化风貌，讲好中原故事，传

播中原文化，凝聚中国力量的优秀丛书。

《记忆中原》丛书

中原文化名片
■白万献

小说《闪闪的红星》（人民文学出版
社）我已经阅读过无数次了，每一次阅
读都有新的感悟。“小小竹排江中游，巍
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
骤……”这首歌来自根据小说改编的同
名电影，当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
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句。《闪
闪的红星》已经成为几代人无法抹掉的
文化印记，激励更多的人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小说描写的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
时期的柳溪镇。1934 年秋，红军主力
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冬子的父亲
是一名红军战士，临别前给他留下了
一颗红五星。在这颗红星的影响、引
领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克服
重重困难，最后光荣地加入了红军。

小说中，机灵勇敢的潘冬子、恶霸地主
胡汉三这些文学形象给一代代读者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潘冬
子为游击队送盐的情节。胡汉三封锁
了上山的路，游击队缺少盐，怎么办？
潘冬子灵机一动，把盐水洒到衣服上，
顺利地通过敌人的关卡，然后再把盐
水洗下来，在火上重新熬成盐。这样，
游击队就有盐吃了。从中可以看出，
潘冬子是一个机智勇敢、无惧困难的
少年英雄！

在读《闪闪的红星》时，潘冬子的一
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听党话，跟党走！”
那么，潘冬子这个典型形象的原型是谁
呢？多年之后的 2018 年 10 月，为纪念
济南战役胜利 70周年，我在采访许世友
家人给济南战役纪念馆捐赠将军的历
史文物期间，在将军家里认识了一位儒
雅谦和的小伙子。经许世友将军子女
们介绍得知，他叫鲍成成，他的爷爷鲍
先志是许世友将军的战友，湖北麻城籍
开国中将，他的大伯鲍声苏正是潘冬子

的主要原型。
1926 年秋，鲍先志投身革命，1930

年当选村苏维埃主席，同年 10 月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
动派和还乡团将鲍先志的妻子贩卖到
外地，将鲍声苏贩卖给地主恶霸，受尽
折磨。新中国成立后，鲍声苏才找到
父亲鲍先志。因为文化程度很低，鲍
先志便让他到部队举办的文化速成中
学作为插班生参加扫盲。当时，小说
《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李心田就是他的
文化教员。鲍声苏的一篇作文《我的
童年》引起了李心田老师的关注。鲍声
苏向李心田讲了自己童年的成长经历，
讲地主恶霸和还乡团的狠毒，讲麻城的
满山红杜鹃，讲他盼望红军回乡的故
事。这篇作文激发了心田老师的创作
灵感，并将鲍声苏作为主要原型创作了
这部影响几代人的小说。鲍成成告诉
我，2011 年，在鲍先志将军诞辰 100 周
年之际，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彭
勃也特意撰写文章讲述电影《闪闪的红

星》的选材和拍摄过程，提到了该影片
的故事确实主要源自鲍先志将军的家
庭，也澄清了社会上一些关于潘冬子原
型的传闻。

不过，在战争年代，像“潘冬子”这
样的原型，在全国的革命老区还有很
多，鲍声苏只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故事
最典型、呈现最直接的一个。还有很多
人物的形象也成为李心田老师的创作
来源。例如：抗日战争期间，胶东有一
位女青年，17岁入了党，入党的第二天
去开辟新区，做了英勇斗争。被捕后，
敌人把她吊在树上用火烧，她高喊口号
壮烈牺牲。还有，江西革命根据地有一
位红军，长征时给家里留了一顶红军
帽，帽子里有他的名字。新中国成立
后，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帽子找到
了父亲。“潘冬子”作为一个文艺作品中
虚构的人物，他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是现实生活中多个人物的“化身”，代表
了那一批被留在家乡从事革命斗争活
动的红军子女。
《闪闪的红星》这部红色经典曾获

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并在世界各
国传播，在中外文化交流领域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自 1972年初版到 2014
年，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29 种汉语
版，一种盲文版。1974 年至 1978 年外
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等 8种外文版。1974 年，《闪闪的红
星》被拍成电影之后连年放映，经久不
衰，可谓是家喻户晓。

红星永远闪烁
■季 平

我最难忘的一本书

书籍，人生旅程的精神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