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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成

果——《边境防卫管控学》近日由解放

军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有效履行新时代边防使命

任务为牵引，深入研究了边境防卫管

控能力生成机理，全面系统回答了“什

么是边境防卫管控、如何构建中国特

色边境防卫管控体系、怎样加强边境

防卫管控能力”等边防建设中带有根

本性的问题，提出了边境管理、边境控

制和边境防卫三种不同形态下的边防

理论，形成了“三位一体”边境防卫管

控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了新时代边防

理论。针对新时代边防建设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首创了边境防卫学科专

业，开启了边防学科专业和理论研究

先河，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实

践性，填补了边防学科理论的空白。

该书由陆军边海防学院教授侯胜亮

历时多年研究创作完成。在撰写过程

中，他深入边防一线调查研究，广泛征

求了广大边防官兵和涉边职能部门的

意见建议，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以

及边防体制机制改革和国家新出台的

边防政策法规要求，多次进行了修改

完善。全书一套三卷，共60余万字。

（钱晓虎、吴国东）

《边境防卫管控学》出版

读罢杨志武著《儒兵合一王阳明》
（广东教育出版社），心中不免感慨万千。

王阳明是明朝著名思想家、军事
家、教育家，他开创的心学被后人称为
“阳明学”，不仅风靡明朝末期，而且远
播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影响至今。
王阳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
御史，因平定“宁王之乱”等军功而封新
建伯，隆庆时追封新建侯。是明朝中后
期唯一因军功而封侯的文官。《明史》亦
赞：“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

书的开篇即对王阳明之儒进行挖
掘。“儒”是王阳明的精神底色，也是被
后世关注最多的板块。本书并没有长
篇大论地去阐述，而是以其叫板朱熹、
超越陆象山、不拘一格收顽徒等故事，
把一位五百年前的夫子形象塑造得鲜
明生动，恰如王阳明就在眼前思考、辩
论、伏案著言一般。

书的第二部分着重投影出王阳明
兵家智慧的成长路径。书中特别对其
《陈言边务疏》进行深入解读，涵盖人
才、国防、经济诸方面，使读者对王阳明
的战略眼光有了深刻了解。难能可贵
的是，作者杨志武入伍多年，军事为长，
凭借自己的职业敏感性，以丰富的战斗
示意图、战果统计表等将读者拉回战火
硝烟的现场，再现王阳明的辉煌战绩。

书的第三部分着重阐述“儒”与
“兵”到底怎么合，合在哪。书香溢美，
流露出辩证统一的哲思，这也正是王
阳明的方法智慧。条分缕析人道主义
战争观，看到了王阳明“民”为本、“武”
为辅的统一；建军治军方略，王阳明坚
持“仁”“战”一体，辩证看待仁义，坚持
对敌人的狠就是对人民的仁；战术理
念，王阳明不忘儒家之“诚”，也不放弃
兵家之“诡”；战后建设，王阳明着眼从

根本上解决战争，平衡出“教”“惩”两
把利器。
“儒兵合一”并非一时之流，亦非王

阳明之特质，本书溯流而上，在第四部
分以缜密的历史思维，拨弄春秋，历览
前贤，揭开“尊王攘夷”“百家争鸣”的另
一面纱，剥落出深埋历史尘土中的文化
之根。珍珠成串，一个个历史瞬间，一
波波时代洪流，从郦食其这个儒家代表
主动出击到儒家成为主力的演化；从
“勒石三戒”到儒将的“批量生产”；从棍
棒为武到火药张扬，“儒”与“兵”在靠拢
渗透，界限模糊，终难分解。对于王阳
明而言，他在赓续家风中渴望成圣，在
“知行合一”引导下走向“儒兵合一”。
细细咀嚼，正如书中所言：“‘知行合一’
是‘儒兵合一’的理论指导，‘儒兵合一’
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落地。”
《儒兵合一王阳明》是一份历史资

料，横槊古今、纵论八荒，书中引用都有
大量材料佐证，可谓严谨；《儒兵合一王
阳明》是一本哲学著作，作者鞭辟入里、
精论深析，剥去阳明心学之外壳，通透
地展示了王学之理，化繁为简；《儒兵合
一王阳明》是一册人物传记，披沙拣金、
点滴成形，全面而生动地描摹出了王阳
明不断成长、走向成功的一生；《儒兵合
一王阳明》是一部方法集成，去粗取精、
知行合一，作者深入探究王阳明军事功
绩与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透视出中国
传统文化“儒”与“兵”融合的必然使命，
酣畅淋漓地展现王阳明在为人处事特
别是军事实践中所蕴含的方法论。

作者以这样一本书表达他对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的理解。原来文化的基
础是人，人的本真即智慧。愿人人都
像王阳明那样，以“儒兵合一”的智慧
常拭心镜，化忧解难，安顿灵魂。

汲取古代军事智慧
■赵泽伦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

少时初识的大漠，它让我感悟到什么是

气冲霄汉，什么是苍凉高远。后来，读

过不少时人笔下的大漠，虽绚丽多彩语

尽巧技，但难以像唐诗里的大漠那样令

我心神俱醉魂牵梦绕。这或是因为这

大漠之上跌宕着历史进程的悲壮，行进

着大唐军魂的缘故吧。

我喜欢岑参的“君不见，走马川行

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的风发豪放；

我陶醉于“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

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雄浑壮

美。岑参两赴边塞任职，怀拥报国宏

愿，仗剑策马天涯。故诗言峭拔，情辞

慷慨。岑参的大漠有着狂舞苍阔的奇

景，更有戍边将士那燃烧的激情。我沉

迷于王昌龄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

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

擒吐谷浑。”大漠无垠，满目肃杀，严酷

荒凉。但是，唐代的将士就在这险恶的

环境中实现着报国的宏愿。他们枕戈

待旦、握剑而梦，他们踏雪远行、卷尘

挟风，他们千军万马横扫大漠，抛洒热

血泣天恸地……这是何等的英勇和忠

诚！

唐代诗人崇尚从戎报国。他们身

临战火烽烟，挥毫千古诗篇。初唐诗人

杨炯就唱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

生”的豪情。弃笔从戎，开疆拓土，建功

立业，保国安家，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和

理想。于是，就有了诗人与边塞大漠的

结缘，就有了穿越千年的大漠风光，在

黄沙、黄河、北风、白雪、冰川、孤城、沙

丘之上，塑就了大唐将士征战千里的英

雄群像，并将其刻进了民族记忆的深

层，融进了民族血脉的洪流。“黄河远上

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

“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高适）”“青

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

龄）”黄沙满天，冰川千尺，黄河滔滔，万

仞高山，雪峰刺天，楼兰决战……奇崛

的语言、泼墨的浪漫，绘出了真实的边

塞大漠：萧瑟中有激扬、冷峻中有炽热、

荒凉中有葱茏、搏斗中有刀剑的铿锵、

死寂中有将士军魂的飞动。这就是大

唐将士的千秋功业，这就是大唐军魂的

恢宏交响。

大唐的大漠总以厚重、苦寒、险峻、

辽阔、战争、烽烟……拥抱着边关将士的

坚贞和英勇。大漠之上，总能看到他们

坚毅的目光、艰难的步履、燃烧的志向，

总能看到他们荷枪执剑的无惧、策马驰

骋的骁勇。“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

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胡人正牧马，

汉将日征兵。露重宝刀湿，沙虚金鼓

鸣。（崔颢）”“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高适）”“回乐

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

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此

般诗作，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

旅。那残雪、重露，那蓟门、风尘，那宝

刀、金鼓，那沙似雪、月如霜，无不凝聚着

将士拼死报国的誓愿，让人感慨，让人沉

思，让人心怀向往。

唐朝的大漠亦有温润。“弯弯月出

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

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渭城

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

（高适）”那如钩弯月、琵琶铮铮，那阳关

客舍、青青柳色，打湿了多少今人的情

怀。诗心与漠野风情相融，胸中意趣与

尽情铺陈相彰，有着苍凉之美，也有着

人性之美，这大漠之上浓墨重彩，不就

是大唐千年不蚀的诗画长廊吗？

唐朝的大漠之上也演绎着民族融

合的历史。“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

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

鼠袍。（岑参）”寒风凛冽中，戍边将领与

单于娱乐的场景当是战事平息和睦共

处的祥和吧？“玉帛朝回望帝乡，乌孙归

去不称王。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

日月光。（常建）”边塞终归安谧和平，又

说明了什么？是民族的融合，还是人心

的向背？是疆域的拓展，还是大唐的昌

盛？这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对于这些，我无欲细说，我只

想说，回望大唐，遥想未来，大漠之上那

不逝的军魂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挺立

世界的军旅之魂，何尝不是民族复兴征

程上立于不败的钢铁长城！

大
漠
里
那
不
逝
的
军
魂

■
茹
喜
斌

回顾空军发展历程，歼-10 的列
装，使我国空军装备实现了历史性的突
破，积累的经验和队伍至今依然滋养着
我国新型战机的诞生。作家段平的新
作《宋文骢》（云南教育出版社），以歼-10
的设计制造为核心，用激情洋溢的笔墨
解读 20年丹心铸剑的歼-10总设计师
宋文骢，自投身革命以来坚守报国之
志，为祖国的空防奉献一生的光辉岁
月。这部优秀的军事人物纪实文学作
品，通篇洋溢着军人的报国情怀和强军
情结，字里行间灌注了壮美、崇高的英
雄气概，为军事文学献上了一份文学价
值和史料价值兼具的厚礼，阅后令人振
奋，壮怀激烈的情绪勃然迸发。

作者以研发“国之重器”歼-10为写
作核心，详尽记录宋文骢的精神世界和
人生成长轨迹，以及军人的家国情怀和
波澜壮阔、矢志报国的一生：宋文骢童年
时期目睹侵略者的狂轰滥炸，立下报国
强军的远大理想，后投身革命事业，又参
加抗美援朝，回国后进入航校和哈工大
学习，空防报国之路就此启航。毕业后，
足迹遍及冰雪北国和巴山蜀水，成为新
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先行者与开拓者，
用热血书写从游击队员、侦察战士，到航
空工业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精彩人生。如
是，我们看到宋文骢血肉丰满的报国精
神光芒闪耀：为纪念歼-10试飞成功这
一伟大时刻，他将自己生日改为 3月 23
日；为蓝天有战鹰的钢羽切割敢于来犯

之敌，家人 20年时间不知道他做什么工
作，甚至以为他转行当医生；被评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鲜花和荣誉纷至沓来，他
却泰然处之。实可谓“殚精创业堪为师
表，睿智创新大成国器。”

本书写作手法上大刀阔斧、大开大
合，借宋文骢追悼会上，中航工业集团
董事长、党组书记的致辞，慷慨激昂推
出宋文骢：
“他是航空工业的一代宗师，八十余

年风雨人生，六十多个春秋风华，把全部
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为祖
国航空工业发展披肝沥胆、鞠躬尽瘁，他
用心血铸就了歼-10等一个个守望共和
国蓝天的倚天长剑！实现了我国战斗机
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历史跨越，开
启了我国航空武器装备从跟踪发展到自
主创新的历史进程！他的历史功勋将永
远镌刻在祖国的蓝天之上！”

将宋文骢研制歼-10 的成就定位
到世界和平的高度，气势不凡中高瞻远
瞩，开篇就将《宋文骢》一书的基点提升
到大气层的“平流层”，当然，昂扬的自
信源于对歼-10的自豪。

宋文骢能成为共和国航空工业的
“一代宗师”，是信念使然。1930年，宋
文骢出生在昆明，正好赶上了硝烟四起
的年代。他的童年，充斥着战争与炮弹
蹂躏国土的记忆。每当敌机来袭，警报
声一响，他就要背着弟妹往防空洞跑，
生离死别的悲剧几乎时时都在上演。
苦难是最好的课堂，报国理想在血与火
的洗礼中发芽——宋文骢童年的愿望
便是，“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开飞机，去
炸那些日本鬼子”。1949年，17岁的宋
文骢参加游击队，进入革命队伍。年轻

的宋文骢对未来有多种选择，但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童年的志向——献身祖
国的空防。1950年，宋文骢加入长春空
军第二航校，成为第一期学员；1954年，
宋文骢踏进哈工大校门，从此与飞机的
设计结下终身之缘，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理想，也是对他坚持初心的回报。至
此，宋文骢的命运与新中国的空防紧密
相连，直至歼-10研发成功。
《宋文骢》一书对细节的描写异常精

彩、到位，大量的细节将该书滋养得丰润
耐读，血肉饱满，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比
如说到宋文骢的严谨和对歼-10飞机每
个零部件性能参数都熟悉到如数家珍的
地步，作品采用了精彩的细节描写：研制
歼-10期间，一天，主管机电的副总工程
师向他报告，机翼油箱输出油泵的干运
转时间，经承研单位试验已超过了 2分
钟。宋文骢听后马上指出：“不对，按设
计标准，油泵的干运转时间应该达到或
超过 15分钟！”事后，这位副总工程师到
处跟人说：“老爷子的脑瓜太厉害了，这
么具体的数据参数都记得一清二楚，难
怪人家能干两个型号飞机的总设计！”

还有，歼-7某型首飞成功的消息传
到北京后，航空部当天发来贺电，有人
看见宋文骢背过身子，悄悄擦拭着眼角
的泪水……还有，为了歼-10，宋文骢严
肃地对部长说：“部长，要不我给你立一
份军令状？完不成任务，你杀我的头！”

矢志报国、敢于担当的宋文骢形象
在细节的描写中丰满动人，其人格魅力
由此光芒四射。
《宋文骢》史料内容的丰富性，文章

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也独具特色。
事实上，飞机设计工作极其枯燥，

书写飞机设计师的文稿非常容易流于
平庸。《宋文骢》一书在结构上下足了功
夫，巧妙破解了这一难题。作者段平紧
扣“无空防即无国防”这一现代战争理
念，从二战、五次中东战争、马岛战争、
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等，旁征博引空军
在现代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通过战争
实例证明空军的重要性、先进战机的战
略价值，从而让读者看到歼 10的研发不
是简单地研制一架战机，而是研制空防
之“大国重器”。

精心组织素材，在细节和结构上大
胆突破，让渴望报国的主人公宋文骢的
艺术形象跃然纸上。最后用《老兵不
死》一章总结宋文骢为国家和国防做出
的巨大贡献，其个人价值因此无可替
代，其精神、意志、理想和信念堪称军人
的楷模。

作品运用了大量的叙述、渲染、对
比等文学技法，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
立体，情节如影视剧一般转换。语言平
实自然、简洁质朴、生动贴切，作者精于
小段落描写，巧用平实生动的口语，加
以合理恰当的引用和生动形象的比喻，
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与可读性。精神
和信念更是洋溢书页。阅读之后，我们
得到了战鹰如何练就钢羽的答案：胸怀
报国之志，敢于挑战天空，始终不忘初
心，终生矢志不渝。

军人的荣耀需要文艺的歌颂，军人
的无私需要文艺的彰显。在强国强军
的伟大奋斗中，《宋文骢》用从平凡到伟
大的一生，印证了天下好男儿唯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将平凡淬炼成伟
大，其出版的价值和丰富的营养尤其集
中于此。

战鹰这样练就钢羽
——读军事人物纪实《宋文骢》

■官玉华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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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爱在高原》（云南人民出版社）是
一部具有浓烈军旅风格、弘扬军人精神
的作品，讲述了云南、上海两地武警官
兵在云南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
的感人故事。全书采用视点人物的写
作手法，增强了叙述的灵活性和丰富
性，叙事视角在刘延涛、张亮、杨峰、王
昕等武警官兵和深度贫困地区的驻村
扶贫队长、乡长、村党支部书记间不断
切换，分别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同一件
事情，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和共
鸣。当部队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责任感、荣誉感、刚硬气质通过参
与脱贫攻坚战来表现的时候，产生了令
人肃然起敬的阅读效果。
“既然要扶贫，就不能走形式，就要

打硬仗。”在部队官兵心中，只要是人民
的需求，就责无旁贷。从海拔 3000多米
的雪域高原到澜沧江、怒江之畔，再到
湿热平坦的西双版纳地区，部队官兵对
各族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急民之所
急，解民之所需，书中老百姓、贫困学生
感激武警官兵的篇章，构成了这部作品
最富有感情和温度的底色。

该书在全面描绘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这件事的艺术表现上非常成功。

首先，作者擅长环境、气氛描写，能
够将贫困地区的那些山、那些水、那些
人生动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比如在《攻坚大峡谷》一章中，对
于怒江大峡谷的夜晚，作者是这样写
的：“除了车轮碾压碎石的声响，一片死
寂……到处黑乎乎的，山变成了平面的
剪影。”寥寥数笔，就将怒江大峡谷原
始、贫穷、落后、封闭等特点表现出来。

其次，在故事叙述上能够以事实
为依据，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内容

上能够走进扶贫现场，探寻历史、眺望
未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爱在
高原》一章中，在对怒江扶贫点的选择
上，体现出武警官兵的责任担当。怒
江州扶贫办一开始提供了俄嘎、色德
两个深度贫困村给武警选择。俄嘎村
虽是贫困村，但基础设施较好，产业发
展也有一定的基础，能够在 2020 年前
实现脱贫目标，武警参与进来不过是
锦上添花。色德村则大不一样，基础
设施差，没有支柱产业，居住环境非常
落后，内生动力弱，用武警官兵调研时
的话说就是“具有低层次的满足感”。
在这种缺乏发展致富活力的地方打开
脱贫攻坚的局面，面临着巨大的、难以
预料的挑战。武警部队迅速统一思
想，明确了把色德村作为帮扶对象。
虽然难度大，但只要尽力去做，打牢发
展致富的基础，也是对人民负责的具
体表现。

再次，书中对军民鱼水情的刻画十

分感人。在西双版纳州河边寨村，武警
官兵为了资助一个贫困学生重返校园，
驾车到学生家里，把大家凑起来的钱交
到学生手里。离开的时候已经傍晚，回
头望去，村民们送别的手电筒光亮成一
片；在迪庆州念里米村，武警官兵捐资
助学采取“1+1”模式，迪庆支队宣传部
干事方斌到野外寻找藏族小孩此里扎
史，在耐心劝导后，他与正在放猪的此
里扎史终于“签订”了助学协议，这一幕
温暖了当地老百姓。

该书为云岭高原的脱贫事业写上
了具有军旅特点的精彩一笔。武警部
队抓住产业扶贫这个“牛鼻子”，在色
德村发展乌龙茶种植和中华蜂养殖产
业；在念里米村发展乌天麻种植产业；
在河边寨村大力开展脱贫攻坚示范村
建设。在具体项目的推进中，武警官
兵对症下药，把扶贫、扶志、扶智紧密
结合起来，在色德村建设幼儿园、在河
边村开展助学帮扶、在念里米村推行
“1+1”助学活动等。该书通过丰富的
扶贫实例，将军民相互协作、相互支
持、相互配合的情谊展现出来。原云
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云南省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黄尧评价这部作品时说，“该
书体量较大，内容厚重，风格深沉，作
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追问，他的悲
悯与爱，充沛其中”。

浓墨重彩谱写扶贫壮歌
■李定乾 邱彬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