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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深刻指
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
色。”翻开历史的画卷，无数优秀中华儿
女、无数革命先烈，用一腔热血染红了我
们的党旗、国旗和军旗，开国战将就是他
们中的典型代表。

近日，再次翻开军旅作家吴东峰撰
写的《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经
典史记》（国防大学出版社）这本书，书
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 200 多名开国将
军的成长经历。这些开国将军，他们没
有朱可夫妙笔生花的文采，没有巴顿面
对星空朗诵古战场诗的雅兴，没有蒙哥
马利戴着两个不同帽徽军帽的骄人气
派，没有“沙漠之狐”隆美尔每天给妻子
写情书的罗曼蒂克……他们绝大多数
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做过放牛娃或者

“种田佬”，即使是出身富裕者也是历经
磨难。然而正是他们，战胜了那些毕业
于所谓世界著名军事院校的将军。他
们是世界上经历战争次数最多、时间最
长、战伤最多的一群人，他们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军人。

1936 年，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的美国记者斯诺穿越中国国土，
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走进延安。看
着延安的百姓舍生忘死投身革命、一心
一意支持红军时，斯诺惊讶又好奇：是怎
样的一群人，让这些受苦的人们获得了
希望？一年后，《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
出版，书中是斯诺从此次延安之行中得
到的答案。

80多年后，《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
国战将经典史记》再一次让我们触摸到
了那段峥嵘岁月的脉搏，感受到了那一
群最可爱的人的温度。不施以粉墨，不
铺张扬厉，字里行间飞溅而出的是金戈
铁马和峥嵘岁月，句读顿挫里脱然而出
的是如雷贯耳的大将名师。火药味、血
腥味、泥土味、书生味，作者直接采访了

200多名开国将军，参阅了 100余本战争
回忆录，以亲历、亲闻、亲见，以真实细节
“拼凑”出了他们这群创造历史的传奇英
雄。当年的将军们以惊人的勇敢和热血
的青春，或勇毅、或智慧、或忠诚，点点滴
滴，片段枝节，大写出军人本色、坚定信
仰和革命的力量。

细读此书，那些值得崇敬的人和
事恍如昨天，历历在目，不断回溯，让
读者身在如今，心却和那些璀璨的将
星相逢。
“解放战争时期某战斗，王必成将军

亲临前沿指挥，距敌仅二三百米……一
弹片击中将军望远镜，斜擦而过，将军一
步不挪，仍继续指挥战斗！”书中的描述
让我们不禁感叹：他们是直奔死亡而去
的真正勇者，是战争的强者，他们的战袍
上闪耀着金光，像仲夏的太阳一般夺人
双眸。
“某年，刘亚楼将军率团参加古巴国

庆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刘亚楼将
军下死命令道：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
持中国军人的风度。故中国代表团成员

自始至终精神饱满，举止文明。古巴领
导人卡斯特罗赞不绝口……”这更加让
我感到他们是钢铁铸成的勇士，精神抖
擞得像一尊尊会呼吸的雕像。

他们既是将军，又是普通人。他们
带兵真诚，“砸锅卖铁，也要让战士吃好
吃饱”；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到“夏不挥
扇，雨不张伞”；他们之中有“熟读四书
五经，过目不忘”的陶汉章将军，有善下
围棋的叶飞将军，“痴”打篮球的刘震将
军，酷爱干净的郭林祥将军，能自编自
演独幕话剧的萧劲光将军……他们是
终结了那百年屈辱的伟人和英雄群
体。忠诚是他们的生命本色，战伤是他
们的光荣之花。
“功名只从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

夫！”他们这群军人，用鲜血、用步伐、用
信仰、用悲痛，踏实又执着地在党的领导
下，求索中华民族的梦想和未来，在风雷
激荡的时代一起筚路蓝缕，一起矢志不
渝。多年后，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故事
依然流传，向我们传递着这样一个强烈
的信念：红色，永远不能淡化的颜色！

红色，不能淡化的颜色
—读《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

■张鹿峰 云利孝

深阅读

发现书中的大千世界

和煦的春风吹过脸颊，久违的春色
迎面而来，戈壁滩上暖阳高照。在午
后，在清晨，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手捧
一册书籍细细品读，该是多么美好的事
情啊！

那些美丽的文字、不凡的思想，像
和风丽日一样温暖着孤独的心灵。也
许你还在为领悟人生哲理而煞费苦心，
殊不知从一粒沙中可以看世界，从一滴
水里亦可观大海。一个词语也许能够
滋润久旱的心灵，一个句子或许可以缓
解疲劳的神经，一个故事往往影响一个
人的一生，一个哲理甚至改变千万人的
命运。在书中，我们领悟人间真情，收
获智慧箴言；在书中，我们赏春日的莺
歌燕舞，抚夏日的柳绿花红，葬秋日的
枯枝败叶，吟冬日的傲雪寒梅；在书中，
我们吟诵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悲伤杜甫的“故园东望路漫
漫，双袖龙钟泪不干”，体会曹操“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的宏愿，感慨晏殊“无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惋
惜。

阅读是一种享受，享受鸟语花香、
清风流水；阅读是一种情怀，让你敞开
心扉、亲近自然；阅读是一种幸福，助你
融化坚冰、温暖世界。人的生命不能永
恒，就像花儿一样不能四季常开，终会
凋谢。然而，人生的真理却可以被铭刻
到那些经典作品中。阅读此类书籍或
者文章，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自
我，体味人生；在无形中开阔视野，优化
知识结构；在享受中净化心灵，美化语
言；在真情中找寻快乐，紧握幸福；在回
味中斗志昂扬，追求成功。

生活的点点滴滴需要我们用心呵
护。当我们一路带着微笑或艰辛，穿过
世事的云烟后，就可以学着应变，努力
耕耘，收获丰硕，提升认知，强健心弦。
知识不会成为负担，它是你无论何时都
可以随身携带的财富。读其书，如同观
其人；同样，观其朋友，也如同观其人，
因为书如同人，都可以成为伴侣；无论
是以书为友还是以人为伴，都应该择其
善者而从之。从他们身上，我们得以增
长知识、明白事理、辨别是非，优化自己
的灵魂，荡涤自己的心胸。

一本好书可以成为我们的挚友。
它始终不渝，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将来也不会改变。朋友之中，书是最有
耐心和最使人愉悦的。在我们身处逆
境、悲伤失望时，它也不会弃我们而
去。它总是心怀善意并一如既往地接
纳我们，青春年少时，它给予我们欢愉

并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垂暮之时，
它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和鼓励。

经典书籍具有永恒不朽的本质，它
是人类努力奋斗最为持久的结晶。寺
庙会倒塌，神像会腐朽，而经典书籍将
会永世长存。对于那些伟大的思想来
说，时间是无足轻重的，多年前首次涌
上作者心头的那些伟大思想，今天依然
鲜活如初，它们跃然纸上和我们侃侃而
谈。时间唯一的作用就是：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大浪淘沙，洗尽铅华。因为
只有真正优秀之物才能经久不衰地永
存于文字之中。

韶华易逝，蓦然回首，人人心中皆
充盈着无尽的哀伤和懊恼。雁过无痕，
风吹无形，感谢有书，这么多年伴我同
行，伴我走过孤独，走过迷茫，走过世事
沧桑。在这个繁花似锦的季节，闲暇之
余的你何不邀一轮明月，品一盏香茗，
捧一卷好书，让思绪畅游在文字的海
洋，体验那春的柔情、夏的狂野、秋的悲
凉、冬的肃穆。人间四月艳阳好，春风
伴我去读书，让我们用全部的爱去迎接
新的一天，爱生活、爱自己、爱亲友，爱
周围一切的美好。

春
风
伴
我
去
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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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广
砚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我们常说“开卷有益”。讲的是，只

要对获取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有

益的书籍，无不可涉猎。但笔者以为，

作为军人，还是应该多读一些“兵书”。

读兵书可以养精神。战争既是钢

铁的激烈比拼，也是精神的一种较量。

我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同时也

是一部深厚的军事斗争史，其中蕴含着

历代伟人、军事家的智慧光芒。从闪耀

着兵家韬略与哲学智慧的《孙子兵法》，

到我军所向披靡的军史、战史，以及党

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事

思想，都是军人读书学习、汲取养分的

宝库。多读此类书籍，无疑可以从中更

好地了解战争、认识部队，汲取精神养

料、增长谋略智慧、继承优良传统、厚植

红色基因、培塑血性胆气。从实际情况

来看，我军过去之所以能够在武器装备

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对抗敌人的飞机与

大炮，并且取得许多“以少胜多”“以弱

胜强”的战果，“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

读兵书可以强本领。一个人的精

力总是有限的，投向不同收获就会不

同。作为军人，如果不读点兵书，如同

医生不读医书一样，不能不说是一种缺

欠。纵观历代功成名就的军事家，他们

除在战争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

外，绝大多数都是熟读兵书，钻研兵法，

得益于兵法理论的提高。诸葛亮自幼

熟读兵书，辅佐刘备，用兵如神，成为后

世崇敬的大军事家之一。战争年代，我

军的一些将领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却有

不少人成为有勇有谋的儒将，为革命胜

利立下汗马功劳，与他们遨游书海、多

读兵书是分不开的。粟裕即使在战争

年代紧张繁忙的日子里也总是抓紧一

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博览古今中外兵书，

并把自己的所学应用于战争实践，被誉

为“一代战神”。“熟读兵书百卷，韬略生

焉。”正是靠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

读深研，成就了我国历史上一个个叱咤

风云、决胜疆场的名帅良将。新时代对

军人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

必须坚持从“兵书”中感悟带兵打仗的

谋略和思想，通过多读“兵书”来提高我

们的打赢本领。

读兵书可以壮筋骨。俗话讲：“书是

无言的老师。”“兵书”也不例外。中国历

代凡是有所作为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

都教育其臣、子攻读兵书，钻研兵法。三

国时吴主孙权见吕蒙不读兵书，便命其

挤出时间攻读《孙子兵法》《六韬》，吕蒙

受教不违，刻苦攻读，遂成为智能双全的

名将。宋朝政治家范仲淹以“将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劝导只凭血气之勇而缺

少智谋的狄青攻读兵书，狄青遵从其教

诲，通读历代兵书，成为宋代通晓兵阵战

法的名将。中国兵书历史悠久，卷帙浩

繁，影响深远，是有待我们继承和开发

的、无比丰富的智慧宝藏。据载，我国经

过整理、有记载的历代兵书就有 1304

部，现代兵书也是举不胜举，这些兵书都

是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结晶，只

要用心去读，就会为我们“强筋壮骨”提

供源源不断的知识营养。

读兵书可以催豪情。我国历代优秀

的兵书不仅蕴含着兵法智慧和战争哲

学，而且处处闪耀着爱国主义、英雄主

义、民族精神、战斗精神、尚武精神、奉献

精神等励志的光芒，也有许多著名的爱

国者和民族英雄值得我们效法。比如，

不畏强暴的晏婴，英勇抗击匈奴的卫青、

霍去病，精忠报国的岳飞，收复台湾的郑

成功等，他们的爱国献身精神至今仍具

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这些优良、崇高

的精神和品德犹如红色的血脉在官兵心

中流淌，亦如丰厚的精神食粮滋养着官

兵的身心，处处显示出战斗锋芒和精神

力量。引导大家把爱党爱国爱军情感和

报国之志转化为精武强能的不竭动力，

转化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革命斗

志和责任担当，转化为不怕流血牺牲、无

私奉献的革命豪情和铁血豪迈，从而以

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投身强军兴军

伟业，履行好军人的使命。

多读兵书益处多
■李 青

不久前，著名军旅作家石钟山推出
自传体散文集《重逢》（江西人民出版
社），收集的篇目一如其简单朴素的封
面，没有色彩炫目，没有造型修饰，娓娓
道来的都是作家在人之初和兵之初最难
忘的故事——“那些不断遇到和想起的
人”“深深镌刻进年轮轨迹的存在”。

如果单就文学研究来说，这无疑是
研究和理解石钟山创作经历和作品脉络
的一个重要参考。因为从理论上说，作
家的童年或涉世之初的经历，同其后来
的创作有着莫大的关系，其影响甚至远
大于他后来的经历。在那些鲜为人知的
早期人生际遇中，往往蕴含着深刻影响
作家创作的文学密码。这已经被众多事
实所证明——童年经历是作家作品研究
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重逢》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捕捉到
类似的文学密码。比如其中关于少年梦
想成为英雄的故事、部队大院子弟的不同
成长路径、新兵期间遇到的战友等，这些
短小精致的叙述和不同人物角色，总让我
联想到石钟山系列作品中几乎是一以贯
之的英雄母题、情感主线、小人物命运以
及“大院”意象等。可以想见，在这些文学
元素的凝练过程中，像《父亲进城》《幸福
像花样灿烂》《大院子弟》等作品中的人物
形象、故事架构等，可能都曾在暗中与《重
逢》中的故事发生过某种眼神上的交流。

然而我总觉得，如果单从文学视角
去看待《重逢》不免过于单薄，它最触动
我的还是有关生命与审美的思考。因为
作家“重逢”的对象是自己在人之初、兵
之初的岁月。在这种语境下，“重逢”其
实已经化作一个极具生命意蕴的词汇。

这样的重逢，首先意味着生命意识

的觉醒。从生命诞生那天起，时间就把
我们裹挟在一条永不停息的长河里，并
不可抗拒地推着我们往前走。同样置身
于这一长河，人与动物的一个巨大差异
就是，人类在生命价值、意义和归宿层面
上的不断认识和自觉追寻，并且在这种
认识和追寻当中，努力实现对个体生命
的自我体认。这一过程，就是我们通常
讲的回答关于“我是谁”的过程。生活
中，可能更多人不会如哲学家般专心致
志地思考“我是谁”，但这一问题始终暗
藏在我们心底，每每触及便会让人陷入
沉思。这样的沉思并非不着边际的迷
茫，从生命的角度看恰恰是人性的凸显，
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人们在思考
“我是谁”的时候，可以通过阅读路边的
风景或是他者的风景去推断，但最让自
己内心踏实的还是自己走过的路，还是
那些凝固在自己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

就像诗人纪德说的，“流动着的水不
是一面好镜子，但当它停下来时，人们都可
以从中窥视到自己的面容”。那些镌刻在
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便是“停下来的水”，
集合起来就是一面清澈的“生命之镜”。我
们的生命面孔，之所以欢喜什么、忧伤什
么，之所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之所以生
活在此时的状态而非别的状态，其原因都
大抵可以通过这面镜子观照出来。所以，
翻开这些记忆，其实就是在内心仔细勾勒
自己的生命面孔，就是在回答“我是谁”的
问题。勾勒得愈加清晰，我们对于自己的
认识就更加深刻，对于生命价值意义的追
问也就有了更加真切的注脚。由此，我们
就不难理解现象学家舍勒尔为何把“回忆”
看成人的价值生成的必然起点。

当然，与其他人比起来，作家在这种
“重逢”当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原因
在于，作家善于让生命中看似平常的点
点滴滴，从质朴的素材进入到生命审美
的范畴。这就像原野中的树，对于一般
路人和进入审美状态的画家来说，其意

义显然是不尽相同的。在后者的眼里，
每一根树枝都可能散发着岁月的礼赞，
每一片叶子都可能闪耀着生命的光彩。
在《重逢》这部集子当中，弹弓、球鞋、战
争片、军帽……这些在作家童年最具时
代色彩的存在，因为被作家从碎片化的
生活记忆中剥离出来，并且与人生命运
连在一起，顿时就充盈着岁月的光泽和
生命的色彩，被赋予了丰富的审美意义。

从这个角度说，作家着实是幸运的。
因为作家可以通过文学创作，把那些属于
个体的凝固记忆，那些浸润着荒唐与刺
激、欢乐与痛苦、憧憬与沮丧等丰富感受
的镜头，如同油画一般呈现出来，使之不
仅有生命的质感，还有艺术的美感。作家
看似是在平淡地讲述自己的生活史，事实
上早已经“拿起画笔”，在进行着基于自己
生命的审美活动。就像普鲁斯特所说：
“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
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
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认识
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
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得到“解放”
的生命记忆通过审美之维得以去粗取精、
删繁就简，就得以超越作家的个性化特
征，从而具备了生命的一般性本质特征。
你所经历的或许不是那把弹弓、那双白球
鞋、那顶军帽，但你能说这些形象出现在
你眼前时，就不曾打开你难以忘怀的记
忆，就不曾激起你波澜起伏的遐想？所
以，这样的重逢，这样的生命审美活动，不
仅让作家再一次地“经历”自己，也让他者
能够从中部分地找到自己的影子，进而引
起情感共鸣，激起关于生命的思考。

如果说与涉世之初重逢的过程是基
于生命的审美过程，那么这种重逢的结
果则是人生境界的升华。为什么？因为
这样的重逢遭遇的是童心、初心。明代
末期杰出思想家李贽在其名篇《童心说》
中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
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

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
初矣。童心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
初也。”童心、初心是我们在体认生命时
的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本来的面目，同
时它又在我们观照未来人生时，如灯塔
般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洒下温暖的光芒。

所以，我们在《重逢》中可以看到，作
家在描述往事之后往往又让思绪回到当
下，回到对生命的思考。“漂亮美好的青
春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回忆，而我们眼前
的是各自现在的生活。每个人都奔波在
生活的洪流中，生命不息，生活不止。”但
是，“我时常产生这种时光交错的感觉。
当年恐惧的生活，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游
荡在我灵魂深处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
童心、初心给人们带来的生命馈赠。因
为它使我们得以超越无法停止的脚步，
在纷繁世界中找到一个生命的参照系，
去判断眼前的真实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由此，人们在面对未来时有了更多踏实
的方向感，也得以在时间以外的精神世
界不断拓展视域，让有限的生命不受时
间约束地自由延伸。从这个角度看过
去，作家的这种重逢绝不是孤芳自赏地
回忆过往，而是一种积极的生命之思、诗
性的价值关怀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
许。这，何尝不是人生境界的升华呢？

总之，作家与生命之初的重逢，让生
命自然进入审美之维，使作品更加充满
了哲学与美学意味。它不再是凝固的记
忆本身，不再是对过往岁月的素描，而是
一种以生命对象的诗意重建和反思。它
在人性与生活之间编织了一条看不见的
纽带，让作家在发现生命、确证生命的同
时，又在丰富着生命、升华着生命。它凝
聚起来的不仅是“生命之镜”，也是“生命
之灯”。与此同时，作家的经历也是一个
时代的投影。杂糅其间的哭和笑、悲和
喜、曲折与传奇等，对读者而言都不仅是
一个时代留下的散落珍珠，亦能从珍珠
的温润光泽中感受到人性的暖意。

当生命进入审美之维
—读军旅作家石钟山散文集《重逢》

■栗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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