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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是甘甜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
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也
在上海解放中得以证实。著名军事专家
刘统的著作《战上海》（学林出版社）用详
尽的笔墨为我们讲述了上海的解放史，作
者在宏观的格局、视野之下，对这场战役
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述与描写。

“破坏一个旧世界”

《战上海》全书共十五章，前三章详
尽叙述了共产党人从“谋划解放大上海”
到正面战役，再到大获全胜的过程。
1949年，我军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以雷
霆之势突飞猛进，“渡江战役第三阶段
的任务，是解放和接管上海。”当时上海
的情形，正可谓是“黎明前的黑暗”，国
民党在上海陷入了最后的疯狂，转移物
资、拆除民房部署防御、破坏江南造船
厂、对学校展开大搜捕、对进步民众进
行大屠杀……除此以外，整体局面错综
复杂：帝国主义势力缠绕纠葛，稍有不慎
就会带来节外生枝的麻烦；同时，我军在
作战时要保护上海人民生命财产和古迹
建筑，难度可想而知；再者，战后怎样才
能赢得上海百姓的认可，怎样在上海站
稳脚，方方面面的问题汇总起来，“战上
海”对共产党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战上海》再现了十五天的上海战

役，给读者铺开了一卷详尽的战争全景
图。在这场战役中，我军歼灭国民党军
总计十五万人。随着时间节点清晰明了
的阐释，结合上海战役前态势图和第一
阶段经过图，读者仿佛身临其境：1949年
5月 12日，我 28军与 29军占领浏河、太
仓、嘉定；5月 13日，29军向月浦发起进
攻……在淞沪战役推进的过程中，双方

战争也有陷入胶着之时。刘统在写战争
时并非一味弘扬胜利而规避失利，他在
描述战役进度时，也提到我军从一开始
的轻敌到后来的调整战术，从猛进穿插
战术改换为近迫作业攻坚战术等，严格
尊重历史，进行理性、客观的书写。

在军事上解放上海并不代表可以从
此高枕无忧，因为接管上海、改造上海的
重任随之而来。对此，共产党人早就未
雨绸缪，在渡江战役之前已经“得到了达
百万余字的调查资料”，编订了《城市常
识》。针对上海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理论联系实际，制定一系列接管上海
的政策与措施。在打下上海之前，陈毅
多次强调军队的入城纪律。《战上海》中
提到了一个历史细节：进驻部队为了不
打扰民众，军人们在雨中街头枕肱席地
而眠。战胜军入城而露宿街头，这在历
史上只怕也是极为罕见的。正是共产党
领导下的队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感叹：
“这真是我们的队伍！”也正是这样的队
伍，能够“破坏一个旧世界”，为建造全新
的上海奠定坚实的基础。

“建设一个新世界”

当正面战场上烽火狼烟散尽，另一
种形式的战争又摆在了面前。《战上海》
从第四章开始，详细叙述了如何接管上
海、改造上海。接管上海的过程并非一
帆风顺。当时的上海形势复杂，枝蔓纠
缠的帝国主义势力、盘根错节的黑恶势
力、纸醉金迷的委顿疲靡……这些千头
万绪的困难都是不容小觑的挑战。此
外，从正面战场上看，虽然国民党军队
已经败退并撤出上海，但其依然保有相
对完整的空军与海军系统，这些都对上
海构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从 1949年
6月 23日起，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
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
锁。”不仅仅是海上封锁，空中亦有国民
党空军不间断的轰炸和骚扰，甚至还有
国民党特务叫嚣要控制“两白一黑”，即

米、棉、煤，从而困住上海，扰乱上海的
经济运行模式。当时的局面依然是内
忧外患，充斥着混沌的迷雾与险情。
《战上海》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用

丰裕详确的史料与图例讲述了接管上海
时付出的种种努力。在动乱的社会环境
中，我军成立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扫盗荡
匪、打击暗黑团伙、清除潜在国民党特
务，保证了大环境的平稳安定。此外，对
资本家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式，不
仅使上海的工商业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也体现了共产党博大的胸
襟与气度。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米棉之战”“银圆之战”，严
惩投机分子，打了一场漂亮的金融战。
此举不仅平抑了物价，也维持了社会秩
序的稳定，安抚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对
于外国势力，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
争方式，由此，中国在世界范围树立了崭
新形象……在这些过程中，旧上海逐步
被治理成一个崭新的上海。

在重重困难面前，共产党人机敏灵
活，他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量来改造旧上海。“市民拿出积蓄多年
的黄金白银兑换成人民币，支援国家建
设”“广大市民踊跃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
债”“码头工人以主人翁态度和极端负责
的精神对待工作”……上海在短时间内
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种种
细节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赢
得民心民意的能力。从第十二章到第十
五章，《战上海》讲述了共产党人在面对
台风、海上封锁、大轰炸等天灾人祸时表
现出的大无畏勇气和解决重重困难的决
心。党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共渡难
关：减少能耗、经济转型、寻求外援、建立
自己的空军部队……在艰苦卓绝的奋斗
下，上海迎来了最终的胜利。自此，一个
崭新的世界建立了起来。

数往知来，以历史为师

《战上海》一书生动鲜活地展示过

往曾经，描绘出一幅浩瀚迤逦的历史画
卷。从行文的周密和对历史的尊重中
可体会到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对
既有史料的考证与汲取。

学史从军的经历在刘统的笔下化
作严谨细致、敏捷干练的文风。他在刻
画正面战场时，语言简明有力、字字锋
锐，激战场面精彩纷呈，读来令人血脉
偾张；在讲述后期接管时，我党爱民护
民、团结群众，丰满温情的情节娓娓道
来，令人如沐春风。由此角度看，《战
上海》不仅是历史读物，同时也具有较
高的文学价值。全书布局严密，张弛
有度，落字成声。解放上海、将上海从
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在改造过程中，
上海从混乱无序到为整个国家的经济
做出贡献……这些恢宏的大事件透过
书页投射在读者面前，宏观场面下蕴
含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历史能留给我
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生动的情节。”
书中鲜活的情节再现了“战上海”的种
种场景，穿插在行文中的多幅珍贵照片
资料与叙述相得益彰，文图结合的方式
详细还原了历史现场。从这些内容中，
我们更能体味到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令
行禁止的精神，以及乐观昂扬、慷慨奋
进的气概。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今天，上海已经发展成为繁荣的
国际大都市，与 70年前相比，真是翻天
覆地的变化。抚今追昔，我们还记得前
辈们经历的峥嵘岁月吗？我们该如何继
承他们的奋斗精神？我写这本书，就是
为了如实展现当年共产党人接管上海的
风雨历程，从前辈们非凡的经历中寻求
他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阅读
《战上海》，在疾速飞驰的变迁中潜下心
来回望过去，穿透时间的重重迷障，在沧
桑的历史中近瞻共产党人当初击溃敌
人、接管上海的壮举。数往知来，后人应
从前人的经历与思想中汲取宝贵的精神
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路
高歌凯行。

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评刘统著《战上海》

■姜 淼

《白银案实录》（群众出版社）是一本

全景式记录白银案侦破过程的纪实文

学。该书作者历时两年，行程万里追踪此

案，以第一手材料对白银案进行了“立体

式、全景式”的书写。作者希望通过该书，

能够提高人们的安全防卫意识，让公众关

注我国的法治进程。同时，该书展现了政

法干警追求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的朴素情

感，也是在向努力守护正义的人们致敬。

《白银案实录》

致敬正义守护者
■夏董财

30年前，接兵干部那句半开玩笑半

认真的话，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1989年 4月1日上午，来自全

省各地的热血青年们穿着崭新的军装，

聚集到长沙火车站，简短的送兵仪式后，

大家带着家乡父老的期望和嘱咐登上运

兵专列，南下向着广州的海陆空军营进

发。上车前，接兵的一位干部要我帮他

提点东西，我一看，竟然是一大捆旧报

纸，便偷偷地笑了。

上车后，我好奇地问他，带这么多旧

报纸干什么？他笑着回答说，来你们这

里，最大的收获是接到了你们这批素质

不错的新兵，其次是了解了这边的风土

人情，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发现

你们晚报的副刊编得不错，刊发的绝大

多数文章既有地域特色又有可读性，而

且品位还不低，就从警备区和人武部把

能找到的报纸副刊都找来翻了翻，挑了

这些带回广州有空再仔细读。

我实事求是地对他说，在上学期间

很少看报纸，特别是高中三年，基本上没

时间看报纸。他微笑着说，到部队后就

有时间看报纸了，小伙子，不管在哪里，

都不要放松学习，尤其要多读书看报。

下车后，他送了我十份副刊，并且还说，

第一次离家出远门，肯定是会想家的，如

果想家了，就把家乡报纸拿出来读读吧。

分配到驻汕头部队后，我在刻苦训

练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复习文化

知识，积极报名参加全军军校招生考

试。想家的时候就找出一张报纸，在岗

亭内小声读上几篇，让自己的思绪飞回

千里之外的故乡，徜徉在亲情与乡情交

织的田野上。当兵一年多后，我以优异

成绩考上了北方一所有名的军校。

军校的阅览室里除了有《解放军报》

《解放军文艺》等报刊，竟然还订有家乡的

晚报，这让我有种离家近了的感觉。那时

网络还没有普及，要想得到家乡的近况，

最好的途径只有看报纸和电视。我除了

喜欢兵味十足的《解放军报》外，也喜欢家

乡晚报的副刊，它的每一期、每一篇文章

我都会仔细阅读并认真体会，看多了就有

了写作的冲动。我在课余时写的几篇短

文，发表后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从此我又爱上了写作。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驻湖北大山深

处某部。由于驻地偏僻，根本无法看到

家乡晚报。每次有同乡战友回家探亲，

我都要委托他们帮我带报纸。后来因工

作需要，我调进北京。能进首都工作的

兴奋劲一过去，竟发现大机关的阅览室

也没有家乡晚报。我有次在信中把这份

苦恼告诉了远在家乡的女友，没想到她

还真有心，从此每周给我寄一次报纸。

机关的战友们都开玩笑，说我收到的情

书很特别，每次都是那么厚。我回答说，

信封里不但有爱情，还有亲情、友情、家

乡情、天下情！

后来，我告别北京回到南方工作。每

天第一时间能看到家乡晚报对我来说也

是一种幸福，这是很多没有类似我这样经

历的人难以理解的。认真地工作、严谨地

生活、开心地读报，偶尔再为报纸副刊写

写稿子，已成为我最佳的生活状态。

家乡晚报的副刊
■龙玉纯

浏览陈曦教授新著《中国古代军事
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我脑子里浮
现不少往事。为了军队文学教育事业
和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为新世纪军
旅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事业培养储备
骨干力量，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自
1995 年开始筹备并实现了招收首届地
方本科生，1997年成功获得了硕士研究
生招生培养权，开启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先河。

有了人才培养的资质和阵地，随之
而来的工作便是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和
路径，而首要的任务则是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及规定的课程体系和编选各类课
程的适用教材。如今，读到陈曦教授的
《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真是感慨系
之。从 1994年迄今，二十五年弹指一挥
间，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研究这一块处女
地终于由陈曦教授开垦出来了！

陈著虽为若干论文汇编，却已经具
备了中国古代军旅文学史的雏形，其名
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学研究，实可作为进
一步编纂成史的底本。陈曦曾于北师
大攻读博士，师从著名学者韩兆琦先
生。韩先生长期担任中国《史记》研究
会名誉会长，在先秦两汉文学史，特别
是《史记》研究方面造诣高深。陈曦的
学术功底十分扎实，这在她的新著中有
很好的体现。本书以作者近年来发表
的一系列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经典研究
论文为主要内容，按照时间和体裁进行
精心编排，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战争
文学发展流变的大致轮廓。从诗经、古
风、唐诗、宋词直到明清小说，本书对每
个历史阶段代表性文学体裁中的经典
军旅题材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彩
评述，它史论结合，将中国古代战争文
学的逻辑线条清晰描述出来，给人以史
论引导和思想启迪。

欲作诗者，功夫在诗外。与此同理，
欲做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研究，学术准
备也不能仅限于文学之中。陈曦教授在
中国古代战争研究方面学养丰厚，对中
国古代军事思想经典著作有过深入研
究，为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之《孙子
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多部兵
书做过全本全注全译，其译注的《孙子兵
法》已发行二十余万册，俨然成为权威普
及读本。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厚的学术
准备使她在进行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研究
时具备了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譬
如，在解读《诗经》时，作者大胆指出了以
往注家对《诗经》中一些战争诗的误读，
并将《诗经》战争诗的情感类型和价值取
向分为“厌战”“颂战”两类进行比较与辨
析，发人所未见，启人深省；再譬如，在解
读《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时作者也新见卓
然，认为罗贯中对诸葛亮的形象塑造存
在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将他塑
造为大儒形象，一方面又使他焕发出纵
横家色彩。

细究背后原因，作者认为，罗贯中
对诸葛亮这一人物的主体定位是儒家，
但在塑造人物时为了趋利避害、生动传
神，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兵家、道家、阴
阳家、纵横家等诸多复杂元素，而且按
照自己的设计，对真实的历史事件进行

了大胆的虚构和主观演绎，将正史《三
国志》所述赤壁之战中作用巨大的鲁肃
作边缘化处理，从而反衬出诸葛亮的精
明睿智乃至料事如神而“近妖”（鲁迅
语）。这种处理不仅与历史记述相去甚
远，更重要的是以此为例，说明了作者主
观意图过于强大与明显并且还自相矛
盾，必会伤及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与可信
度。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是非常有新意
的，同时对今天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人物
塑造也深具警醒与借镜意义。再譬如，
在分析《水浒传》的武装斗争性质时，作
者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将梁山 108个好汉细分为多种类型，
而后发掘出文本背后隐藏的真实人物价
值取向：多数好汉上梁山为的是江湖义
气，而真正具有反抗压迫、重建公平等政
治理想的好汉人数占比较小。

这些分析做得十分细致，作者以列
表的形式完成了数据分析式的精确比
较，有力地支撑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诸
如此类的切入角度和认识方法对当代
军旅文学史的研究都是大有启发意义
的：在小说创作中将人物先入为主地设
定为某种类型而且还不能整合统一，势
必给人物塑造留下瑕疵，作品的艺术性
也会因之减弱而经不住认真推敲，如此
等等。在此前的当代军事文学研究中，
类似陈曦教授对中国古代战争文学的
这种视界开阔而又角度精细的研究方
法与成果还少有涉及，令人深感陈曦教
授研究成果的稀缺与可贵。

总之，陈曦教授的著作既见森林，又
见树木，对中国古代战争文学史的基本
轮廓描述清晰，对经典文本分析有独特
见解，解读生动可感，行文干净简捷，可
以为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理论研究和作品
创作提供借鉴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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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名家荐书

书海风景的最佳导游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
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
象和成长命运的优秀长篇小说。1914
年 9月，女作家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
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
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
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
想，并加入了共产党。《青春之歌》正是
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
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
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觉
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
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侵华战争。此
时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仍在压迫贫苦

的农民，有的成了资本家，谋求自身的
安逸与稳定，在政治上寻求自保。帝国
主义扶植下的各派势力战争连连，国民
党反动势力连年的“剿共”政策给这片
土地又添加了白色恐怖。处在社会动
荡期的广大青年，或坚定、或彷徨、或积
极、或消沉、或奋起、或逃避。

一位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的学生林
道静，用两次“离家出走”追寻理想道
路。第一次出走，是为了逃离封建父权
给自己的婚姻规划，她遇到了给予她精
神救赎的青年余永泽。起初，余永泽给
人们展现了一个善良正义的形象。可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发现他性格中
自私、懦弱的一面。他漠视身边革命者
的奋斗与牺牲，一心为生计考虑，苟活
于世的他只能是碌碌无为。正缘于此，
林道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追寻真正
的精神归宿。这使她再次踏上寻求“精
神导师”的路。

第二次出走，便是因为一次学生运
动中地下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出现，卢嘉
川被捕入狱即使被反动派打断双腿、扎
破双手，也依然不忘心中的革命信仰，
带领狱中被捕同志反抗敌人的威逼利
诱。这些让林道静寻找到了冲破这个
时代枷锁的精神归宿——共产主义。

从专制的“父家”出走到“夫家”，再
出走到“社会”，林道静的思想在一步步
变化。从面对家国命运的不知所措，到
参加北大学生集会的胆战心惊，再到遇
见革命战士江华成为革命浪潮中坚定
的一员，林道静的每一次蜕变都让读者
心潮澎湃。

书中，面对选择革命就等于选择死
亡的现实，有的青年坚持利用集会游行
宣扬共产主义，鼓励群众参加爱国运
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
内”政策；有的青年不堪现实的黑暗，选
择了沉睡在自己的“安乐窝”；而有的青

年则经不住诱惑选择了背叛革命……
林道静则不断地冲破封建思想的

枷锁，一步步成为成熟的革命者。她为
了反抗“花瓶”“没有灵魂的傀儡”和依
靠别人的供养度日的命运，走向了共产
主义道路，在革命者的帮助下成了有坚
强内心，不畏强权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为了宣扬爱国思想，她在北戴河杨庄小
学给学生们开展宣讲，播撒革命的火
种。

青春期的躁动不安给了青年一代
敢于尝试和冲破一切枷锁的无畏。这
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群青年人，他
们为理想而奋斗，他们是平凡但坚定的
革命者，为了革命的胜利将个人的生死
置之度外，不惧怕把牢底坐穿，坚强地
面对强悍的敌人。他们的成长历程同
国家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们是那
个时代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他们用热
情、活力乃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渲染上鲜红的时代底色，奏响那
个时代最动听的“青春之歌”。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更应传
承先辈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
奋斗，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
想，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
中谱写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

鲜红的时代底色
■黎泽民 云利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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