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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把书视为自己的生命，最怕
把书借出去收不回来，古今皆然。所
以，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读书人借书、
收书的佳话。

我自认为“喝”了几瓶墨水，在文学
圈子里摸爬滚打了二十余年，可至今收
效甚微，除了有些小文闪现在各地报纸
副刊上，几乎没有弄出个长篇巨著来。
归其原因，还是自己吸收的东西太少，
肚子里没有“货”，写起东西来自然就干
瘪空洞。于是，我拼命阅读，以此来充
实自己。

蜗居在小城，距离一家书店几脚板
的路程。本以为占尽天时地利，完全可
以利用休闲时间去饱览群书。到了书
店，我东翻翻西看看，像猴子掰玉米棒
子一般，总觉得这本不错那本也不赖。
一个上午过去，除了知晓了几本书的内
容梗概外，我一无所获。

扫兴而归，妻问收获几成，我倍感
惭愧，无言对答。“要是你喜欢，就大大
方方买回来，好好读读！”妻的话，一语
点醒梦中人。

下午，我再次奔赴书店，毫不吝啬

地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将自己心仪的几
本世界名著买回家中。我把自己封闭
在书房，拿出笔，一边阅读一边勾画，时
而被书中幽默的语句逗笑，时而为书中
人物的命运悲叹。我完完全全把自己
交给了书本。

那段时间，我工作归来，如当初
升学考试一般，拒绝电视剧、网络的
诱惑，彻彻底底埋头于书本，遨游于
知识的海洋。一月不到，我收获颇
丰——几本名著被我“啃”完，还写
出不少的读书心得，有几篇还见诸
于报端。

如今，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读书也不再
是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唯一来
源。据我观察，现在经常买书的人可
分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学生，为了
前途命运，寒窗苦读；第二类是我等
自诩为“文人”的人，勒紧裤腰带省下
早餐钱，看到中意的书也会倾囊而
出，买回家去；第三类是那些有了钱
却没时间读书的人，为了在人前“文
化”一把，买回各种精装本，摆放在办
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充门面。我是第
二类人，本来就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所以买回的书哪有不认真读的道
理？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啊！

由此，我有了感悟：书非买不能读。

买书的感悟
■徐成文

刚刚投身军旅的青年，需要学习
了解哪些内容？这是所有新训干部面
临的共同问题。在以往组织的新兵教
育中，干部们经常遇到新兵提出的各
种问题。那些部队日常训练生活中遇
到的问题还好解答，如果是理论性比
较强的问题，干部们就很难做出深入
系统的回答。拿起全军统一印发的
《新兵读本》，不知不觉就被吸引着往
下读，42个问题在这里被逐一阐释解
读，一个个问号也慢慢被拉直。
《新兵读本》 打开了认识人民军

队的一扇大门。它介绍了什么是国
防、国土、主权，为什么说依法服兵
役义不容辞，我军打胜仗的力量源泉
在哪里，我军形成了怎样的力量体
系，怎么看纪律和自由的关系等等。
这些关于国防和军队的基本问题，也
许曾在你脑海中一闪而过，也许你习
以为常而不甚了解，但作为一名初入
营门的新兵，这些问题就是认识军
队、走进军队必须要通过的一道道门
槛。特别是作为新生代青年，新兵们
往往喜欢探根求源，这一个个问号其
实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不少新兵反
映，看了《新兵读本》很解渴。有的
新兵谈到，“为什么说依法服兵役义
不容辞”这一节，开头列举了我国古
代及外国的兵役制度，介绍了我国实
行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
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更加感到
当兵服役是主人翁精神的体现，拒服

兵役不仅违法，也是不担负社会责任
的体现。

读本既有我军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初心之问，也有参军入伍干什
么、当兵打仗为什么的价值之问，还
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永葆生机
活力的源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样子
这些我军精神富矿中的珍宝，标识了
人民军队伟大精神的一个个地标，为
革命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图谱。
有的新兵说，入伍前很崇拜解放军，
但只是感到军人威武、帅气，遇到危
险能够挺身而出，学习了读本才知
道，我军是有信仰、有追求的部队，
是崇高精神汇聚的地方，这个大熔炉
我来对了。还有的新兵读了《革命军
人的担当》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担当，但什么是担当、军人为什么要
担当、怎么去担当，这些问题可能不
是人人都明白，这一讲让我看到了军
人特有的担当精神，那就是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面对强敌敢于亮剑、艰苦
环境默默坚守、平凡岗位创造不凡。
《新兵读本》 吹响了引领新兵走

好军旅第一步的催征号角。读本既
正面回应了新兵疑问，又启发了新
兵思考，把这些问号拉直的同时，
在每名新兵心中燃起投身强军兴军
的烈火，激励他们以自觉而又坚定
的行动去为了梦想而奋斗。相比于
那些概念介绍、硬性要求、规章条
文，《新兵读本》 中很少看到“要”
“必须”“严禁”等字眼，而是通过
情况介绍、典型事例、形象比喻
等，让新兵在平等交流中启迪心
智、启发自觉。有的新兵说，读本
介绍了十位挂像英模的先进事迹，
他们都是从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的，
是自己学习效仿的楷模，自己来部队
就是想改掉身上懒散、随性等毛病，
今后要跟着《新兵读本》这个无言向
导走，争取早日戴上军功章。

拉直兵之初的“问号”
——感悟《新兵读本》
■94869部队 韩 超 王 坤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编辑《新兵
读本》（解放军出版社）的感受，那就
是“新”。这种“新”，不是什么新潮
的包装、新颖的表达，而是从字里行
间、由内而外透出的那股“新”气。

新在时代色彩鲜明。“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有
关问题，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认识的
新高度、新视角。在强国强军新征
程，怎么引导新兵看今天的军队、军
营、军人，《新兵读本》以新时代的新
视角，对我国的国防，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
使命任务，军人道德法纪等 10个问题
一一介绍和阐释，贯穿其中的一条红
线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体现
习主席对我军历史方位和面临形势的
判断、对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
总结、对青年官兵特别是对新兵的要
求等，让新兵在学习阅读中受到党的
理论创新最新成果的浸润，全方位引
导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激发他们建功军
营的热情和动力。

新在富有学理、柔性表达。随着
新兵文化层次的不断提高，研究思辨
能力也越来越强，只讲“有什么”“怎
么办”，难以把他们心中的问号内化为
自觉的行动。《新兵读本》注重从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出发，对
问题探根究底，把大家习以为常的道
理从源头上讲清楚，真正让新兵解
渴、解扣。比如在第一章《我们的国
防》中，从“国”这个字讲开去，对
国防、主权、统一、领土、安全等基
本概念逐一阐释，加以丰富史料、经
典论述，将知识性与政治性较好地统
一起来。为了防止生硬说理、硬提要
求，本书采用问答式编写体例，紧紧
围绕新兵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出回答，
仿佛一位老班长与你促膝交谈，融真
情、接地气、重知行，在面对面娓娓
道来中讲清了道理、打开了问号。读
本还注重用事实说话，一个个历史镜
头的还原、一组组翔实准确的数据、
一位位英雄模范的事迹，把道理讲得
很实在很透彻。那一幅幅精心挑选的
图片，不是文中内容的简单佐证，而
是以“读图”方式进行的延伸学习，
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另一个维度阐释
道理。比如从女兵郭燕与小女孩的牵
手照，引出了也门撤侨中我军行动的
有关情况，增强了读本的可读性与生
动性。

新在融媒立体呈现。在网络成为
社会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当下，人
们越来越习惯于快捷、海量的信息网
络传播，网络媒介与纸质媒介的吸引
力也呈现出此升彼降的新趋势。本书
顺应青年战士认知特点，充分运用网
络媒体新型教育资源，配套链接了系
列融媒体产品。读者在阅读纸质书的
同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观看“军
营第一课”系列微视频，欣赏相关歌
曲、电影，这样就打通了纸媒网媒、
内网外网，构建了书本、网络、电视
三位一体的传播新格局。这些丰富的
视音频资料拓展了教育内容，在更大
时空发挥了教育人、熏陶人的作用。

面对新入军旅的战友，《新兵读
本》在求新创新上下足了功夫，相信
一定能成为新兵走好军旅生活第一步
的入门书、工具书，也一定能成为一
本指导他们做“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励志书、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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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龙同志的新著《走向崇高》（团
结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先睹为快。这
本书内容丰富，体裁广泛，既有散文随
笔、杂文小品，又有访谈游记、札记述
评，可谓多姿多彩，琳琅满目；文涉古今
中外，经史子集，人文自然，堪称一部议
叙并茂、雅俗共赏、饱含知识和哲理的
佳作。

军人出身的朱兆龙是位学者型作
家。他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更是一位
居高望远，有胆有识，有强烈社会责任
感的杂文家。他的作品言近旨远，格调
雅致，论辩机敏，文辞犀利。正面议论
的，多铿锵而深邃，持重而宏毅；批驳匡
正的，笔锋多带雷霆，议论常伴辞赋，既
充盈着战士的豪迈气，又洋溢着学者的
书卷气。他的杂文总是站在党和人民
的立场上，惩恶劝善，旗帜鲜明。这本
书出版的背景和初衷就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当有人极力鼓吹娱乐至死、虚无
主义，用所谓精致的个人主义取代集体
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时；当有人抹
黑崇高、回避崇高，乃至诋毁英雄、丑化
先烈时，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接连著
文，向社会发出践行崇高的强烈呼吁。
将这些作品汇集成书时，他又特意将其
命名为“走向崇高”，高调弘扬主旋律，
展示了他的为文追求，更体现了他的社

会担当。
朱兆龙用作品告诉读者，他对党

风、世风存在的问题，对干部群众认识
中的模糊观念，对错误思想的滋生蔓
延，有着刻骨铭心的深刻认识。正因为
如此，他的每篇文章都有理有据，显露
出明确的针对性；同时，就事论理，具有
亲切感人的说服力。他遵循鲁迅先生
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
选材行文、谋篇说理时十分注重从正反
两个方面下笔着力，从不同的角度阐释
同样的主题。

在这本书里，有不少作品从正面入
手，选取先进典型，彰显古今楷模，由之
借题发挥，议论点赞，以此树立标杆，弘
扬榜样，帮助人们孕育崇高理想，构建崇
高情怀，投身崇高事业。他在《总理衣
冠 公仆楷模》一文中，列举了周恩来总
理用了20多年、补了14块补丁的浴巾和
那带补丁的“礼服”，以及他呕心沥血为
国为民的感人事迹，歌颂总理的崇高品
格，令人深受感动；在《敬礼，老兵！实践
崇高的楷模》中，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
模”光荣称号的退伍伤残老战士朱彦夫，
以伤残之躯挑起村支书重担，每天“爬着
上山，滚着下山”，苦战奋斗，带领乡亲将
穷村建成富村。他的“只要信念不倒，精
神不垮，什么都能扛过去”的豪言，让人
无比感奋；在《君子正其衣冠》《廉洁的品
位》《焦状元和他的廉吏观》《好德品自
高》等作品中，他用孔子、焦竑等古代先
贤的廉政论述和清正言行，阐述廉洁标
准，提倡格物自律。

在《正谏·讽谏》《规谏·致谏·直谏》
《华表·铜匦·登闻鼓》《红袍·绯衣·獬豸
冠》等文中，作者引经据典，系统地介绍
了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实践，为当前建立
和完善纪检监察制度、编密权力“笼子”
的经纬网提供了历史文化的智慧和借
鉴。在《提刑官的化妆舞》中，深刻阐述
了纪检监察人员“打铁还需自身硬”的
重要性；在《公仆就是要讲公》一文中，
论说党的干部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
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哲理大道……诸
多篇什都如行为规范和思想指南，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

在善取正面典型议论发挥的同时，
他又总能及时而机敏地抓取反面教材，
以金刚怒目之态，疾呵怒斥，戟刺刀剖，
极力挞伐。《贾雨村跑什么》《陆游笔下的
官场段子》《灰色的清官贾政》《自信，请
把老婆孩子带回来》等作品，往往从一人
一事而多层多面地挖掘开拓，由腠理而
肌体而灵魂地逐层剖析，在由此及彼、由
表及里、由点到面的探究中，让人们知是
而弃非，达成由卑下到崇高的认知和升
华。可以说，在表现兴利除弊、打黑除
恶、反腐倡廉、建设崇高等方面，兆龙的
杂文发挥了冲锋陷阵的战斗功能。

这本书里还有 30多篇散文。这些
散文无论描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无
论说今述往，抑或谈人论世；无论歌颂
家乡，抑或指陈时弊，都充满美的韵味，
给人深刻启迪。其中不少篇章钩沉拾
遗，因借史实，在追根溯源中古为今用，
在铺排发挥中灌输作者论旨。他笔下

那醇香的奶酒、隽永的盐歌、质朴的村
民、炽热的情思、砥砺奋进的中国故事、
“我是中国人，祖国在我心中”的爱国情
愫，都令人永志不忘。他对陈毅、粟裕
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战斗在苏中抗日
根据地的英雄业绩的热情讴歌；他对戈
公振等爱国志士的推崇赞颂；他对范仲
淹、王艮和其他昔日在东台任职的基层
盐官们先忧后乐、爱民利民的嘉言懿行
的由衷称赞；他对家乡古镇乡愁、良辰
美景的临摹勾勒等，俱视野宽广、内涵
丰蕴、文笔流畅、情感真挚，具有时空纵
深感和浓郁的知识性、哲理性，激励读
者见贤思齐，积极向上，摈弃卑劣庸俗，
构建崇高情怀，呼唤人们理解崇高，认
同崇高，信奉崇高，践行崇高，为弘扬集
体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鼓劲呐喊，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添砖加瓦。
应当说，这是兆龙散文的独到之处，也
是其可贵之处。

对于朱兆龙和他的大著，要说的话
很多，比如他作品中对家乡的深情挚
爱，他对杂文新人的栽培呵护，他对普
通民众的顶礼尊重，他对民生民瘼的牵
念挂怀，都让人深受感动。尤其是他的
饱学多才、满腹经纶，他对文史典故的
索奇探幽，对各种知识的随手拈来，都
令人惊叹艳羡。听他家乡东台的朋友
们称，他是“东台的文胆”“东台的活辞
典”，这让我想起刘勰称古之杂文家为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
乎气”的话。回观博学的兆龙及其杂
文，我深以为然。

为文应有社会担当
——读作品集《走向崇高》随想

■李庚辰

对于杜甫的诗歌风格，人们会用“沉

郁顿挫”四个字来形容，它在“沉郁”之中

又有一丝深挚、沉雄、郁结、抑塞，更多表

现的则是“意”与“思想”，而“顿挫”却能

让人感受到句断意连、波澜起伏。如果

说，时代可以沉淀文化，那么，时代也可

以成就一种文学风格。乾元二年（759

年）杜甫弃官入川，虽躲避了战乱，生活

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

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和生活的磨难，让

杜甫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被沉郁、感

伤所代替。尤其到了晚年，忧国忧民的

情怀更加强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字》《洗兵马》《蜀相》《登高》《秋兴八首》

《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更是

积淀了他多年的情感。

记得，第一次接触杜甫的诗集是《春

望》，儿时不懂诗中意，更不懂“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的无奈与“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的相思之痛。随着年岁渐

长，在每次拜读完杜甫的作品后，都会有

不同的收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这是青春时期的杜甫，豪情万丈、傲

视群雄，登高一览，江山尽在怀抱之中。

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青春时代，也

是大唐的鼎盛时代，诗中透露的是杜甫

兼济天下的浪漫主义情怀。

杜甫的诗犹如在烈火中灼烧的薪

木，轰轰烈烈、悲怆黯然，让人无法忘怀，

而诗意内容便是刻画杜甫内心情感最好

的诠释之作，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更多

的是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千千万万劳

苦百姓。他的诗，我们大多都能感同身

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如同那

些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们都有着自己的

乡愁，忘不了的是自己的故乡，也都有值

得自己追忆和怀念的地方。

杜甫晚年生活在一个压抑、沉重的

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对家、对黎民百姓

的责任与重担踽踽独行。当杜甫凝视

着这片满目疮痍、血泪纵横的大地时，

他只好用自己那现实的笔墨来描述当

时的时代面貌与百姓们的窘迫疾苦。

杜甫的诗亦如盛世大唐由盛转衰

的悲壮历史，更如一面镜子，折射着他

不同时期的真实感情和社会生活存在

的矛盾。他的诗又像是一件历史瑰宝，

包含着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言辞字

句。一句“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诉不尽忧国忧民的深衷与内心的无奈；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写不完壮

志未酬的苦闷与无边的艰辛。读他的

诗，俨然是在接受一次灵魂的熏陶、心

灵的洗礼。沉郁悲凉的格调、忧国忧民

的情怀、铿锵凝练的文辞，无不在我心

中荡起一圈圈涟漪，让我不禁想起了大

海的浩渺，想起了湖光的宁静，也联想

起了杜甫经历的那个悲苦时代。

杜甫是一位独具人格魅力的伟大

诗人。在他流传至今的诗词中，提到

诸葛亮的就有几十首，被公认写得最

好的便是这首《蜀相》：“三顾频烦天下

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一生，

被杜甫短短四句道尽乾坤。在杜甫的

诗词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那颗

炙热的赤子之心，忠于初心、忠于事

业、忠于人民。在“敢辞茅苇漏”的窘

境中依然能保持“已喜黍豆高”的处世

姿态，着实让人敬佩；在呐喊“吁嗟呼

苍生，稼穑不可救”的悲悯时，却又将

希望寄托于“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

漏”，也让人替他惋惜。

杜甫的诗集中承载着希望，也暗含

着无奈，而今再读杜甫，更多感受到的

是那一份温情、人情、意境。就像孔子

两千多年前所说的那样：“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读杜甫的诗词，

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我想，这也是

我们的一份幸运。

沉郁顿挫系苍生
■滕 超

名家荐书

书海风景的最佳导游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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