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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诸门类，诗最受尊崇。诗歌起

源于劳动，文学起源于诗歌，诗是中国文

学殿堂里的明珠，是人生的敏锐触须，是

时代的号角和“发言人”。

中国是诗的国度。对诗歌艺术形式

的热爱尊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

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

置。先秦时期，诗歌在宫廷生活和外交

答对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汉代，“登高

能赋，可以为大夫”。唐代以降，诗歌的

写作能力成为登科入仕的基本科目。近

现代以来，足以描绘时代精神和心灵世

界的文学形式总少不了诗的存在。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隽永优美的古诗词，呼吸宇宙，吐纳

风云，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与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

标识，千百年来，已融入民族的精神血

脉。清新俊逸自信派的李白，旷古奇才

乐天派的苏轼，满腔忠愤豪放派的辛弃

疾……无数文化巨匠“笼天地于形内，挫

万物于笔端”，留下了绚烂瑰奇的篇章。

纵情徜徉在诗词歌赋里，思接千载、心游

万仞，已编织成中国人的情感之弦，化作

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陪伴我们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中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不学诗，

无以言。”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是我

们的共同记忆。儿时，背诵孟浩然的《春

晓》，扑面而来的是音韵之美、诗心之美，

年幼虽不懂“春愁”，却知爱惜“春光”。

当年在新兵连，《解放军报》“长征副刊”

刊发了我的一篇诗歌处女作，自此激励

我更加爱诗、咏诗、赏诗、写诗，在诗趣中

涵养浩然之气、淬炼意志品质、培塑高尚

人格。

经典流芳，正在于它能观天地、阅人

心、陶性情，耐得住千年的咀嚼。我年轻

时不喜欢杜甫，觉得他沉郁、冷峻。几十

年军旅风华，拾卷重读，顿感句句遒健苍

劲。“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少壮能

几时，鬓发各已苍！”……年少不知诗中

意，再读已是诗中人，不禁独怆然而涕

下：这字字珠玑、刻入心肺的光阴流年，

何尝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岁月和人间！

诗言爱、诗言义、诗言志。诗词不仅

照进历史与美学，还照进生活，能使读者

触摸到诗人的心灵、品格、襟抱和修为。

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

和时代良心。“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

无衣，与子同袍”“气清更觉山川近，意远

从知宇宙宽”……全球抗疫，重温这些烛

照人性、胸怀大千的一颗颗滚烫的诗心，

不知有多少人从中获得慰藉和勇气，进而

更加自觉地尊重自然，敬佑生命。

诗词解得人间味。里面有日月山

河，有江山渔火，有明媚和温暖，有灵趣

和哲思。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

花辞树”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从“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

山”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也无晴”……这些旨趣深远、抵达未来的

史诗浩歌，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温雅玉

润，再细微、再难以言传的感情在诗中也

能觅到知音，遇见自己。诗词背后的人

生际遇，家国大义，时代悲喜，总能唤醒

民族的文化记忆，激发出追溯中华古史、

探寻文明源流的醇厚情感。

人生自有诗意。从大漠孤烟塞北到

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

铁马阳关，我们沉醉于诗和远方的召唤，

也在蓄积静影沉璧的心力。在以生命相

交融、相感发的句读碰撞中，一如古圣先

贤在耳畔叮咛：“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

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经典流芳品诗词
■褚振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湘文化的
熏陶下，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学以
致用，不断努力追求真理，以其独特
的人生历练和精神理念，构筑了一道
亮丽的青春风景线。由中央文献研究
室和中共湖南省委编纂的《毛泽东早
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录了至
今已搜集到的毛泽东 19 岁 至 27 岁
（1912年 6月至 1920年 11月）时的全部
文稿，为研究青年毛泽东逐步成长为
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以及当时其他
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对青年毛泽东的
影响等提供了完整和准确可靠的文献
资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长期以来，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对
于毛泽东的早期文稿曾做了大量的搜集
和考证研究工作。在编辑这本书时，编
者尽一切可能从各方面去收集文稿，并
对每篇文稿认真地进行考证和鉴别，然

后分不同情况收入正编和副编。
在这部文稿中，有相当一部分珍

贵的文献是有识之士不避艰险，在非
常困难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献给国家
的。在校勘工作中，编者们尽可能地
找到最早的版本或者稿本作为刊印的
根据，以确保所收文稿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凡有手稿的，他们都严格按手
稿校勘，纠正了过去有些文章引文中
的一些错误。该书中信函占四分之
一，且多是手稿，其中很多草字很难
辨认，他们通过请教专家，反复辨
认，最终解决了这些难题。对于没有
手稿只有铅印件的文稿，他们则以最
早的版本或善本作为底本进行校勘，
发现并订正了一些错讹。例如《民众
的大联合》中的一句话，长期以来在
引用中都被写成“压迫愈大，反抗愈
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其实，在
原版中，是“反动愈大”，而不是“反
抗愈大”。这里的“反动”，是指反作
用力，是当年的用词习惯，不必要也
不应该改动。修订重印此书的严谨态
度由此可见一斑。

该书共收录文章、书信、诗词、

读书批注、日志、纪事录、谈话、报
告、通告、启事、文电、课堂笔记等
100 多篇。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其余虽在当时的出版物上发表
过，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
未正式刊印，可以说是十分珍贵。
《毛泽东早期文稿》最早于 1990年 7月
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迅速脱销，后应
广大学者、读者要求多次增印。

该书对解读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感受和学习一代伟人的成长成才历程
具有重要作用。毛泽东生于湖南省湘
潭县韶山冲的普通农民家庭，但他立
志高远，胸怀天下，关注国家兴亡和
民生疾苦，不停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严谨刻苦的求学精神和科学深入的实
践精神贯穿于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他
立志改造社会，不做迂腐的学者。注
重理论研究，结合自身实践提炼成
果，注重舆论导向的作用。同时，他
读书时期就坚持锻炼身体，善于结交
良师益友，积极参加社会实践。1918
年，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京
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
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在

这里，他读到了李大钊的《布尔什维
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获得广泛接触
各种新思潮的机会。

此外，毛泽东还首次见到了陈独
秀并深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具有可
贵的批判、探索和牺牲精神。17 岁
时，请亲戚说服父亲允许他去“洋学
堂”上学；中学时，在学校张贴文章
支持推翻清朝政府，并带头剪掉辫
子，投身革命；1919 年 7 月，毛泽东
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
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雄文都出
自他的手笔。在反复探索学习和不停
的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逐
步趋于清晰和完善，直至看清国情，
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由此可进一步看出，该书作为革
命领袖青年时期的著作，其独特吸引
力是可以预见的。它不仅是专业研究
工作者的珍贵文献，同时也会吸引各
领域的忠实“粉丝”。毛泽东早期文稿
写作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虽已远
去，但其中蕴含的一代伟人的成长经
历和思想价值，仍然令人振聋发聩，
受益良深。

信仰之坚 其来有自
—读《毛泽东早期文稿》

■梁德荣

《读懂雷锋》

平凡中的非凡
■周建红

《读懂雷锋》（东方出版社）是雷锋

研究专家余玮的一部新著。作者通过

20多年的大量寻访、研究，围绕“一团

火”“一滴水”“一块砖”“一颗钉”“一粒

种子”“一缕春风”展开，用平实的语

言、真切的细节、立体的阐述，复活了

一个可敬可亲可学的普通人雷锋，还

原了雷锋生平中的一些亮点，回应了

社会上的一些杂音与质疑，探寻了雷

锋精神的源头、形成轨迹，以及在新时

代的力量。

《齐冬平诗选》

“新工业诗”的画卷
■孟令浩

《齐冬平诗选》（吉林出版集团）收

录了作者126首精品诗歌，分为6个章

节。从“自然之约”到“大洋的另一

边”，从“历史并不相信眼睛”到“故乡

那朵我能读懂的云”，从“今天把脸深

埋在阳光里”到“初心”，6个篇章融汇

着作者大半生对故乡的思念，对新中

国冶金事业的热爱。诗作既包含了作

者的赤子之心，也包含了家国情怀，既

有着作为个人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

初心，也有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

心，两者因相通而互补，互为映照、相

得益彰。“熔铸”篇深情回顾了新中国

冶金建设行业由 1948年启程到现在

70多年的伟大历程，讴歌了中冶人永

远听党指挥、立志富国强民、拼搏奉献

的庄严使命，构成了“新工业诗”的壮

美画卷。

《生命摆渡人》

平民英雄的故事
■季天宇

讲述武汉抗疫一线快递小哥汪勇

故事的《生命摆渡人》（人民日报出版

社）一书，以汪勇的故事为出发点，讲述

了武汉在疫情最严重时期经历的考验、

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英勇抗争的全

貌。书中描绘了疫情之下一个个普通

人共克时艰、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讲

述了汪勇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关

键时刻勇敢站出来成为平民英雄的故

事。书中还收录了部分金银潭医院医

护人员的日记手稿，以最朴素的文字展

现了武汉抗疫一线情况，讲述了白衣战

士的心路历程。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束不灭的精
神火炬，讴歌她的诗文不计其数，龚
学敏创作的长诗作品《长征》 (四川文
艺出版社)当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长诗《长征》的成功与感人，首
先在于书中洋溢着的那种崇高精神之
美。这种美，源于“纯真的理想”，源
于不惧流血牺牲“善良而且勇猛的灵
魂”。有了这种美的精神，这支队伍就
能突破乌江、攻克遵义、血战娄山
关、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
定桥、爬皑皑雪山……最终“越过峡
谷深处”，战胜“所有的饥饿和身披饥
饿外套的草织的寒冷”，蹚过“潜伏阴
谋的草地”“一片白骨的沼泽” ，击

败强大而残暴的敌人，胜利到达陕
北。这种精神，在千难万险、万水千
山的极限绝境中冶炼而成。在这部长
诗中，我们看到，红军战士是“站立
的热血”，是“沐浴红星光芒的男
子”，是“阳光中的阳光”，是“闪烁
着炫目光华的火龙”，因而能将“一面
最完美的旗帜，插在/关于所有荣光的
词藻砌成的城楼上”，他们“行走在秋
天树叶辉煌的/枝上，行走在狮子睁开
的黄土的眼睛/和 向 东燃烧的姿势
中”，长诗将红军将士们的精神，写得
如此回肠荡气、撼人心弦。

意象的创新，是长诗《长征》的
另一大特色。诗人常用强烈的色彩创
造意象，表达感情。譬如写红军、革
命，多用红色，“温暖鲜血的红星”
“一支红色的响箭”“红色绸扇”“红色
的河流”等。诗人赞颂红军战士是
“在纯粹的铁一万年的寒冷中舞蹈的英

雄，在纯粹的火一千年的焦灼中舞蹈
的英雄”，“用闪电的形象逼近那只秃
鹫影子之中”。无论是比拟红军的伟
大、英勇、悲壮，还是象征敌人的残
暴、腐朽、阴险，都立象新奇，形象
鲜明，有过目难忘的艺术效果。又
如，诗人对横断山一连用了几个意
象，“就是一粒子弹走过的路”“一把
刀陡峭的刃上面形成的十字”“雾一样
弥漫的尘土的河流”，强化其“路难
行”与红军不畏艰难的意志，寓意深
刻、丰富。

这部长诗通过时空的艺术组接，
对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颇
有力度的概括，宏大的叙事由一个个
独特的意象，一处处看似冷静、实则
热流在内心涌动的细节，一个个智与
美的时空情境组成，给人新奇、简
洁、充满激情与智性的灵动鲜活之
感。罗兰·巴尔特认为：“在现代诗的

每个字词下面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
质学式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
全部内涵”，要“发挥字词的迸发作
用”。长诗《长征》就是如此凝练、准
确、生动地表现了长征精神。这部长
诗打通了视觉与听觉、触觉与味觉、
感性与理性、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并
将其融通于诗句中，既有气势，又注
意全诗节奏的缓急，因此读者能获得
丰富多彩且新鲜的审美享受。

诗人常用特写镜头对准人物，凸
显人物的浮雕感。他写毛泽东：“一
位名叫毛泽东的湖南人，置身于都城
北门/朴素小院的一朵花蕊中间，席
地而坐/用农民的手，蘸蘸家传的月
光/正在梳理思绪修长俊美的头发/一
支被骨与肉分离时点燃的香/袅袅升
起的青烟，和天空中央女人般温顺的
月亮/在多情的诗句们汇集的河边，
渐渐/寒冷起来”。这一小节诗句，不
仅画面感强，还写出了长征出发前毛
泽东为党和红军前途命运而焦虑、忧
患的神态。

这部长诗还具有情境的画面感。
诗人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家，摄下长征
途中的一幅幅山水和红军的战斗场
景。这些画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
的；是动态的，又是静止的；是客观
的，又是主观的；是直觉的，又是深
层的，有丰富内涵的。诗人在突破惯
性思维和平面思维的书写中展示了高
超的艺术表达力。

激荡心灵的崇高之美
■唐德亮

生活之于文学，犹如土壤之于植株，
而优秀的作家总能够在生活的土壤中吸
取美好的、善良的养分，进而开出绚丽的
花朵。十余年青藏高原军旅生涯的磨
砺，既锻造了贺贵成的铁骨丹心，也让他
成长为一位有明确创作理念和文学追求
的军旅作家。他最近推出的长篇小说新
作《守四方》（安徽文艺出版社），就是生
活给予他的丰厚回报。

小说以上世纪 90年代为背景，讲述
了驻青海武警某部20多个官兵及其家属
的故事，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的军人形象。主人公程玉刚是个干一行
爱一行，在每个工作岗位都干得很出色的
优秀干部。他原来在格尔木某部从事宣
传工作，发表过不少通讯报道和文学作
品，后来又被派到文艺演出队任职。他严
格落实部队管理制度，使演出队组织纪律
明显加强，官兵生活有所改善，文艺节目
演出质量也大大提高，得到了官兵的好
评。他本人真诚、真情、真心地关心每一
个官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官兵
中也有良好的口碑。

小说着力塑造了程玉刚这个基层政
治工作者的形象。他关心下属、认真负
责、善于做思想工作。歌唱演员洪燕最
大的理想是把歌唱到首都北京去。在一
次慰问演出时，她因连续 20多天演出，
身心俱疲，加上高原反应晕倒在地。程
玉刚对洪燕的病情十分重视，马上联系
安排她住院治疗。洪燕对程玉刚的工作
能力和为人十分钦佩，住院期间，在与父
母见面后还情不自禁地说起程玉刚。作
者叙述道：“在她心目中，程玉刚就是一
块璀璨的玉石，洁白无瑕；就是一个刚柔
相济的人物，完美无缺；就是一个文武双
全的人，无所不能。她佩服程玉刚，已达
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了。”

小说还塑造了一批基层官兵形象，讲
述了他们凄美而悲壮的人生故事，反映了
高原军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崇高精神。高原军
人身处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刻面临常
人难以想象的危险。极端恶劣的高原气
候挑战着人们的生理极限，天气说变就
变，一天中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所
以，随时要有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零下
30摄氏度的严寒，积雪一尺多厚的崎岖山
路，官兵们不但跋涉困难，有时甚至还要
付出生命的代价。“氧气吃不饱，四季穿棉
袄，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就是这种艰
苦环境的真实写照。

一次执行任务彻底改变了副连职干
部王明全的命运。他的身体在冰天雪地
被大面积冻伤，截取了双腿才保住了性
命。这次身体的伤害使他再也不能留在
部队了，只能回到原籍由民政部门安置
工作；在一次部队拉练行进途中休息的
时候，正连职干部赵紫大刚下车准备休
息，一位村民赶着马车走了过来。恰在
这时，后面一辆汽车鸣起了喇叭，马受到

惊吓突然狂奔起来，正前方的三个小孩
吓得不知所措。只听赵紫大大吼一声
“快躲开”，便跑过去抢救小孩，他自己却
被装满砖头的马车碾轧过去……

小说不但描写了高原官兵的精彩人
生，塑造了典型的军人形象，歌颂了爱国
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而且还融入
了人生哲理，启人以思、给人以美，引导
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比如，“得之坦
然，失之泰然”“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
头”“有书方为真富贵，无知乃是大贫
穷”。这些富有人生哲理的语言由主人
公程玉刚表达出来，既是说给书中人物
听的，也是说给读者听的。

在长篇小说《守四方》塑造的一系列
官兵形象中，无论他们的家庭条件是优
裕还是贫困，都拥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和努力奋进的拼搏精神，这些人物形
象的塑造以及对他们性格的刻画与故事
情节的构思，都使这部小说更加生动，更
加耐人寻味。小说在刻画鲜明生动典型
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展现了人物的心理变
化过程，使人物形象层次感更为立体丰
富，对人物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展示
也很有时代感和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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