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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视觉阅读·雪中小景

禄 政摄
第4763期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犹如重新聆听了一次英雄的赞
歌，同时也感受到诗中澎湃着的英雄
主义情怀。展读《贺敬之诗选》（人民
文学出版社），仿佛有一个强烈声音在
呼唤着英雄主义的归来。

贺敬之诗歌中的英雄主义情怀由来
已久。早在 1944年，他在延安鲁艺文
工团工作时创作的《罗峪口夜渡》一
诗，就是为纪念英雄刘志丹烈士而作。
诗歌写了刘志丹率领部队夜渡黄河的一
段经过，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在贺
敬之笔下，人民群众是英雄的主体，
人民群众是“我们壮丽的英雄的名字”
（《放声歌唱》）。诗选中的《搂草鸡毛》
表现了解放战争中农民踊跃参军的情
形，作者较早地在新诗中把农民当作
英雄来歌唱。1958年 3月创作的《中流
砥柱》 是一曲新中国工人阶级的赞
歌，过去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农民，
此时在作者诗中成了英雄主体。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
夫》中说：“尽其所能的人就是英雄。”
英雄一方面是那么普通，是凡人，一方
面又是尽其所能主宰了自己命运的人，
是强人。而贺敬之表达的意思也正是，
“英雄/在我们行列”（《 回答今日的世
界——读王杰日记》），在群众之中，“创
造一切的神明正是我们自己”（《放声歌
唱》），甚至，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推动共
和国车轮前进的中国人民：“啊啊！
就是这样——在共和国的大地上/闪耀
着/数不清的/英雄形象/震响着/不朽
的/英雄的声音！”（《十年颂歌》）

贺敬之这种英雄主义情怀，像气
势雄壮的奔马，冲奔在辽阔的诗歌世
界里，随处都能听到这种“嗒嗒”的

响亮的蹄声。最突出的是那首著名的
《雷锋之歌》和书写英雄王杰的《回答
今日的世界》。这两篇作品以那个时代
特有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人
生和生活的感知与领悟，在 20世纪六
十至七十年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鼓舞
了几代读者。
《雷锋之歌》 是一首大诗，全诗

1210 余行，今天读来仍然震撼人心。
那种字简语浅的意味和汪洋恣肆的格
调，唯有战士激情与英雄情怀的碰撞
才能产生。可以说，《雷锋之歌》也是
作者的生命之歌。在诗中他这样称谓雷
锋：“你——雷锋/我亲爱的/同志啊/
我亲爱的/弟兄……/你的名字/竟这样
地 /神 奇 /胜 过那神话中的/无 数英
雄……”他称雷锋为同志和弟兄，也
称赞雷锋“胜过那神话中的/无数英
雄”。这种英雄主义情怀也在鼓舞着
作者，使作者对人生和未来产生了诸
多深度思考。他在诗中写道：“什么
是/有始有终的/英雄的晚年啊/什么
是/无愧无悔的/新人的一生？”整首
诗，作者一再这么追问，如在诗的开
头所写：“假如现在啊/我还不曾/不
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啊/再一次
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在这广
大的世界上啊/ 哪里是我/最迷恋的
地方/哪条道路啊/能引我走上/最壮
丽的人生？”

可见，英雄的人生引起了作者对
人应该怎样活着、什么是真正的幸
福、什么是青春的生命等等的思考。
在这里，诗人与诗歌是合一的，诗人
感情完全融入了主人公的生命追求之
中。正如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在谈到
拜伦对东欧诗人的启迪时所说：“他是
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
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诗中，作
者一直在向内心寻找力量，解答生命
的意义，目的就是要追求“像自己写

的那样去生活”之路，做一名像英雄
那样的人。

周良沛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总结得
十分到位：“从某种角度讲，作者就是
这首长诗的主人公，是诗人对自身理
想的歌唱。”这首彰显了时代心声，实
则也是张扬着个体心灵的长诗，在当
年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其影响可以说
是前无古人，大约也不妨说是后无来
者的。可以说，作者已经用诗歌、用
无愧无悔的人生回答了“哪条道路啊/
能引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的自问，
并诠释了英雄人生的内涵。

长诗《“八·一”之歌》是一首赞
颂英雄军队的长诗。在该诗中，作者写
了伟人英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
小平等等，也写了刘胡兰、董存瑞、戎
冠秀、雷锋这些寻常百姓中的英雄。另
外，选集中还收入了其他一些有代表性
的歌词，如《朱德歌》《贺龙》《志丹
陵》等，这些作品也都洋溢着浓郁的英
雄主义豪情，为这类题材创作增添了亮
丽光彩。

贺敬之一直力倡用诗歌来弘扬英
雄主义精神，不管当时或当下。他始
终把英雄主义精神视为诗歌创作的一
种重要精神价值，写英雄，颂英雄，
呼唤英雄。他在一封致一家文学刊物
的信中写道：“我和许多战友与诗友
一样，向来认为：歌颂推动历史前进
的英雄人物，表现英雄主义精神，是
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不可或缺的
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文艺尤其应
当如此。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要
充分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不
能离开英雄主义精神的。”1993 年 5
月，他在一次诗歌颁奖会上发言时
说：“文艺创作中的非英雄化，已经
有些日子了；反崇高，时间也不短
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主张非
英雄化、反崇高。他们也是崇拜英

雄，宣传崇高的。只不过我们心目中
的崇高的英雄，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崇
高英雄罢了。”

贺 敬 之 是 从 时 代 和 民 族 的 高
度，从文学能够潜移默化影响人生
的角度来看待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精
神的，其意义非同一般。他的诗歌
展示出来的英雄身上那种眼界与情
怀、血性与担当、奋斗与牺牲的人
格高度和情感力度，至今还在影响
着读者。不仅如此，他还在作品里
提醒人们，永远都不应忘记那些人
民的英雄，这既是因为英雄精神能
够激励我们继续前行，也是对英雄
的纪念和尊敬。从精神层面上讲，
这种文化价值上的坚守又何尝不是
诗人的一种舍身奔赴的姿势和英雄
担当的作为呢？从诗中看，作者也
正是这样孜孜以求奋起直追的。

诗歌创作中，彰显个人化与英雄
书写似乎渐行渐远。然而，现实是，
英雄一直就在我们身边。针对这个显
而易见的现实，贺敬之还有着更为深
入的看法，他说：“谁是英雄这个问
题，其实还是和对时代的认识有关。
归结起来，我们还是要回答：现在究
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可以说，英雄一直像
峭壁、松柏一样，与这片土地已融合
在一起，英雄主义在这个时代必然是
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

贺敬之是英雄主义题材诗歌在
当今出版发表数量较多、影响较大
的诗人，在英雄主义题材诗歌创作
上独树一帜，这类诗歌也是他政治
抒情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以
崇高为特征的美学风格。新时代需
要传承英雄伟业和英雄精神，需要
这种弘扬舍生取义的牺牲、见义勇
为的担当、超越功利的奉献和忍辱
负重的付出的英雄诗篇。

英雄主义的雄浑篇章
■王迩宾

《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以观察全球维

度、认识世界大势的大历史视野，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战略性和全面

性的研究，系统总结和权威解答什么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提出一系列理

论和战略对策，能够帮助读者更加全

面、清晰、准确地理解和认识“大变局”

中的中国与世界。

《百年大变局》

研判国际大势
■林 杰

父亲这一辈子最大的喜好就是读
书，他的空余时间有一大半都是在书籍
的海洋里度过的。从我记事起，父亲的
枕头旁总放着一本书。睡觉前、醒来后，
父亲都要翻看几页。读书已被父亲视为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这大概也是“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深入其心吧。

父亲只有初小文化，但在当时的农
村也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了。上小学时，
他的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因家境
困窘被迫辍学，但他没有因此放弃学
习，到田间劳作时都带着本书，别人休
息他就坐在田埂上读书。公社干部看
中父亲的刻苦好学，推荐他做了大队会
计，这使他接触书的机会大大增多。父
亲读的书，用现在话讲也不是高大上的
名著，多是种田手册、会计业务之类的
农村实用图书。但不管什么书，他都读
得认真仔细。父亲是党员，对时政尤为
关注。我清晰地记得，他经常抱着一本
《毛泽东选集》看得入神，读了很多遍，
依然津津有味。

这些年，随着年纪的增大，父亲的视
力开始下降，书本上的字看着也日益模
糊起来，要戴老花镜才能稍微看得清楚
些，但他对书籍的热爱丝毫未减。每到
周末，父亲便会打电话让我带本书回家
给他看，有时候我要加班，没有办法如约
回去，听得出电话中父亲的失望。我知
道，没有书读的父亲内心很是失落。

于是，我双休日总是尽可能回家，见
面时递给他一本新书。父亲见到书后欣
喜若狂，捧起书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他读书似品尝一杯香茶，细斟慢饮，如痴

如醉。有时候父亲笑着对我说：“儿子，陪
我一起看会儿书，好不好？”我点点头，此
时父亲一脸的幸福。阅读完一个段落或
一个章节，我们就一起讨论书中的人物和
情节，有时还为某一事情、某一人物各执
己见、争论不休，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到
了吃饭时候，我们又在饭桌上继续讨论。
有一次，父亲放下筷子，突然转换话题，神
情庄重地对我说：“现代社会，沉得下心来
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可是我们，尤其是
你，千万要记住，常读书，多读书，对身心
和家庭、事业等，都是大有好处的……”

我不在父亲身边的日子里，他就一
个人静静地读书，静静地思考，每每读有
所得、读有所思，就在书旁作批注，或写
在笔记本上。我回到家，父亲就和我一
起探讨。他虽然眼神不济，但思维仍很
敏捷，他的读书日记不乏真知灼见；他的
记忆力尚可，有些书中的优美章节还能
大段背诵。有时我逗他：“你都这么大年
纪了，读书还有啥用？”父亲严肃地说：
“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读书，是为
了知情达理，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
为更加合理。”

我理解父亲，他一生粗茶淡饭，贫穷
困窘，但以读书为乐，以书为伴、以书为
师、以书为荣。他饱经人世间的沧桑，经
历过无数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是书帮他
保持平静恬淡的心境，喜怒哀乐在书中
得以交流；所有困惑、疑虑，他都能在书
中找到答案，获得喜悦，求得开脱。他从
书中已获得极大的满足。

陪父亲读书，让我在学到知识的同
时，还领悟到不少做人的道理！

陪父亲读书
■吴 建

重读军旅作家周大新获第七届茅盾
文学奖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作家出版
社），感觉依然是那么亲切。不仅因为我
和他一样，长在中原同一县城 18年，毕
业自同一所中学，更是因为他的这部作
品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饱含着怀乡的
感情，寄托着我无限的乡愁。读这本小
说，就像生活在身边的一位老大哥朴实
无华地给我讲述一个关于美与丑的寓言
故事，告诉我要坚信，困难总会过去，风
雨总会平息，每一个春天都会如期而至。

周大新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当时
拿到《湖光山色》这本书时，看书名感觉
应该是写青山秀水、碧波荡漾的秀美景
色，俊男靓女间的浪漫情怀。读后方知，
小说以丹湖畔楚王庄为地点，描述了一
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与命运抗
争、追求美好生活的经历。随着主人公
暖暖的命运起伏，读者一会儿如鲠在喉，
一会儿神清气爽，一会儿愤怒不平，一会
儿如释重负。故事在一乾一坤两卷中，
用“金木水火土”五行循环来结构整个篇
章，将人事的变迁与更迭、人性的嬗变与
持守、人心的悲喜与冷暖，农村在市场经
济冲击下的改变，农业在商品文化充斥
下的巨变，农民在城市文明影响下的裂
变一一再现。

作品展示了生活在如诗如画般的楚
王庄的暖暖，在经历了打工返乡、追求爱
情、择偶成家、相夫教子、春种秋收、假药
事件、意外向导、乡村旅游等等这些世纪
初前后 20年间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刻
画了老实本分的楚天顺、直爽有情的青
葱嫂、踏实肯干的九鼎、勤快孝顺的禾
禾，还有被权欲扭曲的旷天田、奸商薛传
薪等人物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乡村生活
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反映了
乡村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
《湖光山色》生动地描绘了自然之

美。每读一次都仿佛又一次徜徉在家乡
的美丽风景中，书中描述的许多景色是
我儿时就非常熟悉的地方。书里的丹湖
就是老家的丹江口水库，山就是伏牛山，
楚长城就是我们县里的杏山楚长城遗
址，凌岩寺就是仓房镇的香严寺。楚长
城也被称为杏山楚长城，是整个楚长城
遗迹的起点。站在杏山上，向西眺望丹
江口水库就在长城脚下，渠内绿水长流，
岸上树影婆娑。高中时多次去过杏山，
山上有周仓洞、蝙蝠洞、麋鹿池、悬晃石
等景观，山路荆棘遍布，野枣、野柿、野葡
萄、野山楂等漫山遍野。丹湖是现在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丹江口水库，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到 70 年代，豫鄂两
省数万民工汇聚丹江口大坝和陶岔村，
战天斗地，拦坝挖渠，凿山引水。小时候
记忆中有许多移民村、移民小学、引丹学
校和引丹局等等，都和这一工程有关。
《湖光山色》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人性

之美。小说突出了暖暖的善良，向我们
展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剧变背景下
的惊悸和坚守。全书写的是打工返乡、
择偶成家、乡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
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

史沧桑的思考。通过一连串故事的开
展，也反映了当代农村的变化。在物质
生活还相对贫穷的农村，暖暖放弃选择
村主任的弟弟，因为爱情选择了穷苦人
家的开田；在开田当上村主任后一手遮
天时，暖暖发现这个男人已经陌生了，便
毅然选择了离去。对于帮过她的九鼎，
暖暖帮他出谋划策，走上富裕之路；富了
后的九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使无数人
受到了丹湖楚城带来的好处……小说中
暖暖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表达了作者
构筑远离金钱腐蚀、权利诱惑的纯洁净
美精神家园的追求。人生是一个无法预
测的过程，暖暖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终
于迎来了带着暖意的人生。

再读《湖光山色》，唤起了我无限乡
愁。小说中楚王庄的楚国一条街正式建
成，丹江大观苑、先秦都城、楚国景观和
丹湖杏山相互映衬，与远处的农家田园、
幽静古刹、烟波碧水相映生辉，化为了一
幅和谐、宁静的现代乡村自然画卷。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会懂
得平静如常的日子是多么珍贵。重读经
典，让我更加坚信：风雨过后，湖光山色
依然是那么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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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风气、
风格和传承。好的家风像一面镜子，映
照着一个家庭的品行和美德。《红色家
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书，用一个
个感人故事，形象、生动地讲述了毛泽
东、朱德、陈云、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风范。
品读一个个感人肺腑的革命家庭故事，
能够深刻理解红色家风的博大内涵，触
摸红色家风彰显的共产党人的初心。

红色家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
守信仰，对党忠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
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打天下、坐江
山，都离不开对信仰的坚守，都离不开
信仰的力量。夏明翰不幸被捕后，在狱
中用敌人要他写“自白书”的半截铅笔

和纸，分别给母亲、妻子、大姐写了三封
家书。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红
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即夏明翰烈士的
女儿夏芸）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
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给大姐的信
中，夏明翰坚定地表示：“认定了共产主
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
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
热血。”罗荣桓临终前留下的《告子女》
一文中说：“我的遗嘱就是一句话：永远
跟着共产党走。”当前开展的“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继承革
命先辈的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光荣事
业，用信仰铸就忠诚，用实干成就梦想，
在不懈奋斗中成就我们的伟大事业。

红色家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谨
慎用权，不搞特殊化。在这方面，毛泽
东堪称典范。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慧烈
士的兄长杨开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
作，毛泽东亲笔回信说：“希望你在湘听
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
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
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

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收
到回信的杨开智仍不甘心，又托表弟向
三立替他说情。毛岸英按照毛泽东的
意思，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委婉拒
绝了他的请求。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
和夫人于若木上下班走的是同一条路
线，尽管顺路，但于若木一直坚持骑自
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
车。于若木曾经说过：“我们家的家风
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
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
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陈
云深刻认识到，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
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人民
服务，绝不能为亲朋好友谋取任何私
利。《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
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
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
为了造福人民，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红色家风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为了使子女始终保持
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老一辈革命家在

这方面的家教尤为严格。长征过程中，
朱德、康克清和全军士兵一样，每人分到
了一元五角钱的“伙食尾子”，两人加起
来是 3块银圆。为纪念红军时期的艰苦
岁月，朱德、康克清一直将其珍藏在身
边，并以此教育子女永远保持艰苦奋斗
的光荣传统。儿子朱琦曾经在战斗中负
伤，导致右脚残疾。新中国成立后，朱琦
转业到地方工作，按照朱德的要求，已是
团级干部的朱琦当火车司炉工和司机，
真正从一名普通工人学起、干起。从一
定意义上讲，一部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
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从艰苦卓
绝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先辈，更懂
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的道理。正是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
汤”，催生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正是
长征路上的草根树皮，支撑了北上抗日
的滚滚铁流；正是延安的小米饭粗布衣，
孕育了中国革命的灿烂曙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
“家”，既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
“家”。《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
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无之。”革命家庭的红色家风，传承着我
党我军的红色基因，彰显着共产党人的
初心使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教
材。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对照革命前辈
留下的红色家风，照照镜子、找找差距，
立下好家风、弘扬好作风，使革命前辈
的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红色家风彰显的初心
■刘国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