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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已经

连续举办了四季，受到广泛关注，引起强

烈反响，相当程度上还在社会尤其是大中

小学校引发了诗词热。在部队，在许多军

营和官兵中也刮起了诵读诗词之风。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在刚刚结束的央视第四季《中国诗

词大会》上，北京大学工学博士陈更，决

赛中于“飞花令”环节，以其对诗词的广

博把握与深厚功底，战胜来自中科院的

在读博士生孙晓婧后获得冠军。由此，

“飞花令”也在诗词爱好者中引起了浓厚

兴趣。这里，笔者将查阅相关资料所得

与个人的理解，把“飞花令”作一浅释与

解读，且与各位战友分享。

据载，“飞花令”原是饮酒助兴的一

种文字游戏，源于古人的诗词之趣，得名

于唐代诗人韩翃《寒食》中的名句“春城

无处不飞花”。一经行世，就因其古诗词

的艺术魅力，以及行令中学识博弈的趣

味与引人入胜的形式，博得众多文人墨

客的青睐。

古代行“飞花令”游戏的规则比较

苛刻。基本的要求是：其一，行“飞花

令”时可选用诗和词，也可用曲，但选择

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其二，所选

令字在诗词曲中的位置有讲究。比如，

甲说一句第一字带有“花”的诗词，如

“花近高楼伤客心”。乙要接续第二字

带“花”的诗句，如“落花时节又逢君”。

丙可接“春江花朝秋月夜”，“花”在第三

字位置上。丁接“人面桃花相映红”，

“花”在第四字位置上。接着可以是“不

知近水花先发”“出门俱是看花人”“霜

叶红于二月花”等。到花在第七个字位

置上则一轮完成，可继续循环下去。行

令人一个接一个，当背不出诗或背错

时，由酒令官命令其喝酒。其三，也可

当场作诗，“花”字所处位置同样严格按

上述规则办。这当是更考验参与者的

水平和能力的，难度也更大。

此外，在酒宴上，行令方式还可以有

一些变化。如直接说一句带“花”字的

诗，“花”字在诗中的位置对应到某客人，

此客人再接，如果正好对应到自身，则罚

酒。还有一个是，行“飞花令”时，诗句中

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

个人喝酒。

时至今天，“飞花令”的重新现世并

广为人知，实得益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复兴。它最早出现于电视台举办的诗

词大赛中。首先采用这种形式的，是河

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栏目，主要在决

赛环节，让选手以此对决分出胜负。其

后，中央电视台在办《中国诗词大会》中，

节目组也引进并改良了“飞花令”，用“飞

花令”作为选手最后的对决。其程序是，

在场上选手完成答题后，由选手得分最

高者和百人团答题成绩的第一名来到舞

台中间，轮流背诵含有关键字的诗句，直

到有一方背不出，另一方则获胜。获胜

者直战擂主。

这种“飞花令”是真正诗词高手之间

的对抗，挑战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整

说出一联含有约定关键字的诗句。这不

仅考查选手的诗词储备，更是临场反应

和心理素质的较量，因而“飞花令”的竞

赛感很强，电视观赏性很高。观众的心

每每随着选手的表现而跳动，或者激动，

或者着急，或者叹服，或者遗憾，紧张激

烈的比赛将气氛推向高潮。

从比赛实际情况可以看出，比起古

人的规则，《中华好诗词》和《中国诗词大

会》中现场的“飞花令”都相对简单得

多。其一，它所设置的关键字不再仅限

一个“花”，而是增加了“云”“春”“月”

“夜”等诗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其

二，对诗句要求没有古代那样严格。选

手只要背诵含有约定关键字且诗句不要

与双方说过的重复即可，对关键字的位

置没有要求。这样一来，就为选手的选

择拓宽了空间，也使比赛更加有趣，更有

看头。

可以这样说，“飞花令”是一种游戏，

更是一场知识与智能的对抗。《中国诗词

大会》因“飞花令”而增彩，“飞花令”因诗

词大会而走红。“飞花令”让更多的国人

迷上了诗词，诗词大会为诗词的推广与

民族文化的弘扬而助推发力。

主持人董卿说：中国是一个爱诗的

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爱诗的民族。诗

词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世世

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早已融入了我们

的血脉里，塑造着我们的容貌，淬炼着我

们的思想。

是的，在诗词的世界里，有春华秋

实，有晓风残月，有壮志豪情，有悲欢离

合，有春风得意，有荣辱辛甘……在诗词

的字里行间，能看到大好河山，万千妖

娆；能感识人间百态，人情冷暖；能领悟

历史沧桑，人生哲理……“我哭，诗中已

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代我笑了”（史学

家钱穆）。在诗词的世界里，我们与天地

融为一体，与众生同声共息，与自己心灵

对话。

读诗，是学识的增加，是身心的成

长，是灵魂的充实，是精神的升华。有人

说，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

方。其实，诗就在我们身边，远方也有我

们要寻找的诗意。我们应该诗意地栖

居，诗意地活着。无疑，一个喜爱读诗的

人，一定会活得更加浪漫，更有质感；一

个爱诗词的人，一定会将日子过得更有

情趣，更有光亮。

作为一名军人，闲暇之余，多读一些

诗词，也将大有益于军旅生涯，大有益于

个人人生。特别是军旅诗，自古以来留

存极多，是浩瀚诗海中的奇葩与高山，很

值得我们诵读。从中，我们可以感知“兴

我戈矛”“兴我甲兵”之武备要义，可以感

受“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戍边艰苦，

可以感念“醉卧沙场”“马革裹尸”之杀敌

心志，可以感怀“金戈铁马”“誓破楼兰”

之战斗豪情，更可以感奋“横扫千军如卷

席”之豪迈气势与“九天揽月”“五洋捉

鳖”之大无畏革命精神……军人的爱国

之心、报国之志、奉献牺牲精神、英勇坚

毅品格等等，在诗词中均被展现得淋漓

尽致，感天动地，撼人心魄。这都是磨砺

我们军人血性的磨刀石，是滋养我们军

人品格的营养品。

趣味盎然“飞花令”
■杨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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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青葱岁月”四个字时，我脑子
里浮现出一片国防绿！注意，“国防绿”
三个字时代感特别强，它属于“50后”，
属于“老三届”，更属于一个遥远到半个
世纪前的词汇。

国防绿，其实就是当年的解放军
军装（也包括军帽）的统称。五十年前
的时尚是军装和军帽，一个男孩子如
果拥有了这么两件物品，给他个王子
都不换！

刘海栖的成长小说《小兵雄赳
赳》（青岛出版社）记录了一代人的军
营生活，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或者贮
存在广阔天地，或者遗留在辽阔草
原。当然，刘海栖的青春略有不同，
掩映在军营，消融于军旅，更准确地
说：新兵连。

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学生突然变
成解放军战士，这个身份的转换其实
意味着一个少年从身体到灵魂的彻
底破茧重生——由于我有过与海栖
相似的经历，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主
人公刘立宪所体会、感知乃至察觉到
的每一步。从他军营里的梦到他脚
下的水泡，从他寒夜的站岗到他和一
群战友的相处，我仿佛和主人公一道
紧急集合打背包，慌乱中穿反了棉
裤，甚至也在欢送退伍老兵的聚餐中
喝下一大杯辛辣的饮料，豪迈得一塌
糊涂。再譬如会理发的新兵阮三成，
用吹唢呐的技艺换来香烟。一桩桩、
一件件新兵往事在刘海栖笔下轻松、
幽默地呈现出来，既有五十年前新兵
连的时代特色，又有当前文化趣味的
个人选择，古旧中有新鲜，呆板中见
灵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此兵非

彼兵，此营非彼营，这些兵和这座营属
于十六岁的小兵刘立宪，岁月没有淘洗

尽他的少年意气，于是给当代小读者留
下了一部耐人寻味的另类少年写作。

这是少年成长文学，也是青春军旅
书写，值得每一个小男子汉阅读。当代
中国的青少年朋友，亟需《小兵雄赳赳》
这样的文学作品的滋养。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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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曾说：“江水三千里，家书十
五行。”在信息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尤
其是战争时期，家书无疑是传递思
念、喜报平安的最好方式。由中宣部
宣传教育局编选的《重读抗战家书》
（中华书局），就是一部重温战火岁
月、品读抗战家书、追寻民族精神的
优秀作品。
《重读抗战家书》收录了左权、吉鸿

昌、张自忠、赵一曼等 32位抗战先辈的
家书及其背后的故事，每封家书包括抗
战英烈照片及简介、家书照片及誊清
稿、家书解读三个方面的内容，有厚重
的历史感，有鲜明的思想性，图文并茂，
鲜活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长达 14年
的抗战心灵史。

一封家书就是一段历史。穿越历
史硝烟，打开这些尘封多年的抗战家
书，扑面而来的是抵抗侵略的战火硝
烟、乱世纷飞的颠沛流离、千里相隔的
倾诉衷肠、至亲骨肉的生离死别。

抗日英雄蔡炳炎致妻书中说：“殊
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
保，家亦焉能存在？”有国才有家。这段
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呐喊，奏响了气
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也反映了国破家亡
时屹立不倒的中华民族精神。

共产党员吉鸿昌致妻书中第一句：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仅仅十
一字，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为争取民族
解放、实现革命理想捐躯赴难、视死如
归的革命豪情。

我军高级将领左权在给叔父左铭
三的信里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
福，为我的事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
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这掷地有声
的话语，抒发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为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
远大抱负。

一封封柔情家书，一篇篇精神宣
言，是什么让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
坚定信念、视死如归？

聆听沙场绝笔，体会烽火岁月，我
们可以从中寻得答案。在这些家书中，
我们读到坎坷和苦难、思念和牵挂、诀
别和希望。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能读
到革命前辈的忠肝义胆、血洒疆场的忠
贞报国、勇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思想家罗家伦有句名言：“武力占
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
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在五
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
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这种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
是一个民族凝聚力量的动力之源，是
鼓舞和动员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旗
帜，更是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
神支柱。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人的
家。毫无疑问，战争给国与家都带来
无法愈合的创伤，但我们的民族就是
在这些灾难与浩劫面前不屈不挠、团
结奋战、愈发坚强，在战胜灾难和困难
的每一次过程中，民族精神都得到了
极大的丰富。

硝烟总有散去时。当年的那场战
争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战火岁月中留
下的一封封家书却成了历史最好的见
证。“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
华。”正如朱德元帅所说，革命先辈们
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
续前行。

烽火连天家国情
■李 虔

《伟大的渡江：在靖江》（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是一部全景式反映靖江和靖江

人民支援参与渡江战役的史料书，是对

党、军队和人民的深情礼赞。该书历经两

年多时间的编撰，明确“以史为主、文史并

重”的编写风格，讲述了七十年前，中国人

民解放军从靖江飞渡长江、开启渡江战役

千里战线的辉煌历程。作为渡江战役中

重要的集结点和进攻发起点，靖江是渡江

战役千里战线的东线起点，被誉为“东线

第一帆”。在渡江战役中，靖江人民贡献

船只、船工，修桥铺路，提供粮草，为渡江

战役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体现出浓浓的

军民鱼水之情。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

到，渡江精神在新时代中注解成为靖江的

城市品格，靖江人民在传承弘扬红色基

因、奋发进取中不断续写“军民同舟，千帆

竞发”的新篇章。

《伟大的渡江：在靖江》

生动解读渡江精神
■夏董财

由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

《亲历长征》（人民日报出版社），以准确的

长征史料为基础，将生动翔实的回忆资料

与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结合在一起，为读

者展现了一幅万里长征的壮丽画卷。该

书以时间为序，以重要战役、重要会议、重

大事件为主线，精选95位亲历长征的革命

前辈撰写的回忆文章共149篇，选编长征

主要文献57份，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

千难万险而完成的伟大长征，阐述了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缅

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进而启迪后

人，昭示未来。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

伟大的长征精神和红军精神，深切地感受

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

《亲历长征》

展现长征壮丽画卷
■吕进云

《梁衡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已经翻来覆去读了几遍，每次阅读如饮
香茗，香远益清，回味无穷。

这本书是作者上个世纪 80 年代和
近年来陆续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随笔
精华集，含山水、生态、政治等篇章，集中
展现了作者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让
读者强烈感受到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家
国的情感，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
国学基础和新闻理论家的敏锐，让读者
从中得到文字中蕴含的美感和艺术的滋
养。

梁衡的游记散文思路明晰，在认真
观察和记录游览景物的基础上，采用多
种交错使用的写法，使文章条理清楚，一
目了然。抓住景物特点，投身自然的怀

抱，悠然闲逸的心情，不带明言却表现得
淋漓尽致，每到一处总有一种缅古思昔
的肃然之情。比如《冬日香山》，一般人
都会写层林尽染的香山秋色，而梁衡在
文中写道：“春天来时我看它的妩媚，夏
天来时我看它的丰腴，秋天来时我看它
的绰约，冬天来时却有幸窥见它的骨
气。”作家以独到的视角，抓住事物最有
个性的特征进行细致地刻画。“它在回顾
与思考之后，毅然收起那些过眼繁花，只
留下这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靠着这骨
这气，它会争得来年更好的花，更好的
叶，和永远的香气……”把意境美、哲理
美都表达出来了。

梁衡的生态散文常以状物抒怀，慨千
古兴亡，道悠悠历史。比如《带伤的重阳
木》，采撷古树及其背后动人的历史故事
和人文故事，在重阳木五百年的生命年轮
上留下作家饱含深情的一笔，重阳木也由
此获得永生。一棵树见证了历史，因为它
历经了世事沧桑。《华表之木老银杏》写出

了老银杏树下齐桓公的威武霸气、管仲的
足智多谋，还有长城边红柳在电闪雷鸣中
所表现出的钢铁般意志……作家在挖掘
草木背后蕴含的文化意蕴时，也以饱满
的诗心展现作家浓郁的人文情怀，以古
树名木留住乡愁，为拓展乡村旅游增添
丰富的历史底蕴，留下他对绿色文明的
呼唤和思考。

梁衡的人物散文更是分量厚重、大
气磅礴、篇篇精品。以《大无大有周恩
来》《觅渡，觅渡，渡何处》《青山不老》为
代表。《乱世中的美神》写的是孤独无奈、
花容月貌、才华横溢的南宋词人李清照，
他设置了三大“磨难”，多角度、多层次去
剖析人物的命运，达到了“情动辞发，不
落窠臼”的艺术效果。每次阅读我总会
被词人、被作家的爱国热情、浩然正气感
动得热血沸腾。《把栏杆拍遍》独具匠心
地解读了铁甲烈马、威风凛凛，以武起事
又以文为业的大词人辛弃疾，从内心发
出了“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的，而是蘸着

血和泪涂抹而成的”呐喊，成为激励后人
的精神食粮和宝贵财富。《最后一位戴罪
的功臣》写的是被发配边荒的中国封建
社会最后一位罪臣，同时也是中国近代
史的第一位功臣林则徐，思想深邃，发人
深省。他的人物散文总能与中国古代、
当代、现代完美地融合，善用理性分析和
形象表现。作品视野宏阔，气势磅礴，具
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气息，也赋予作
品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梁衡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传统文
化和劳动人民的赞美之情，从字里行间
渗透出来。他在文字中充满“反哺家
乡”、热爱家乡的情怀，《何处是乡愁》
《南潭泉记》等反映故乡的名作，使故乡
从默默无闻的山西小村成为颇具文名
的诗意古村。他在家乡的土地上撒播
文学的种子，有着别样的深远意义。《夏
感》将盛夏时节黄土地的丰饶美景与热
烈忙碌的麦收场景细致传神地表现出
来，已成为一张地域名片，一篇乡情依
依的文学佳作，带来的不仅仅是家乡人
的自豪感，也唤起更多本土作者对文学
的向往。这是精神上的滋养，是文脉绵
延的未来与希望。
《梁衡散文精选》让我明白，文学爱

好者首先要有渊博的知识、不断的探
索、丰厚的积淀，还要投身时代，深入基
层，讲述家国故事、抒发家国情怀，更要
拥有新眼光、新角度、新观念，这样才能
写出有温度、有血性、有深度、大气象的
作品来。

感受家国情怀
—《梁衡散文精选》读后

■马春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