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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没阅读这样充满深情的文字
了，以为自己已经冷淡了时光。当《梦
想之舰辽宁舰》（柳刚、陈国全、王通化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摆在面前的
时候，我被它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辽
宁舰作为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大家似
乎并不陌生。但谁又知道它是如何诞
生的呢？在它诞生的背后又有哪些鲜
为人知的故事呢？

早在 20世纪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就
开始建造航母，把航母建造与海上活动
视为国家海防实力的象征。1911年，美
国在重型巡洋舰“宾夕法尼亚”号上执
行飞行升降任务，拉开了世界航母的历
史；1917年，英国通过改装，拥有了直通
甲板航母——“百眼巨人”号；随后，日
本也开始制造“凤翔”号，并于 1922年冬
下水；到了 50年代，印度就拥有了航母；
60年代，美国的“小鹰”级航母更是一下
子达到了4艘……

面对世界风云变幻，在还不安宁的
世界里，中国也梦想拥有自己的航母，
梦想国家海疆安宁。航母不仅建造费
用昂贵，而且技术要求甚高，但这梦想
从没停止。当一切水到渠成的时候，辽
宁舰出现了。《梦想之舰辽宁舰》生动地
记录了中国航母梦的起航，筑梦的过
程，以及其中感人的瞬间。

记录历史是为了铭记历史，开创未
来。《梦想之舰辽宁舰》以生动的历史再
现，把辽宁舰的酝酿、建造、下水、航行、

演习等都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该书这
种再现不是简单的描述，也不是简单的
“大事记”，而是截取其中的生动细节，
让细节把生动的历史画卷串起来，让辽
宁舰浮现在读者面前。例如，辽宁舰是
“瓦良格”号的凤凰涅槃，从 2005年“瓦
良格”号来到大连造船厂开始，它就开
始了自己的重生之旅。但改造“瓦良
格”号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调
集数千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现场还要四
五千工作人员同时施工。为了研制生
产设备，上万名科学家、工程师，数万名
工人在全国各地生产线上昼夜奋战。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中国工业体系制造
能力的一次“特殊检验”。在这过程中，
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了印
记：王硕威、杨雷、陈青、张晓阳、张峥、
李东友、李晓勇、罗阳、徐英……他们的
名字与智慧、汗水，与海疆、祖国联系在
了一起。“在辽宁舰交舰协议书签上自
己名字的那一刻，杨雷握笔的手，是微
微颤抖的。那一刻，他——航母总监造
师、海军某军代表室总代表，正一笔一
画地将自己‘刻’进了中国航母事业的
历史……”

他们无疑是庆幸的，能有机会参
与、见证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诞生，能把
自己的青春、智慧与祖国的海军事业联
系在一起。《梦想之舰辽宁舰》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生动的细节、可敬的人物，让
本书的书写充满了浓浓的情愫——这
情愫是作者对祖国的真挚热爱，也是作
者对历史创造者深情的敬仰。

作为歼-15 舰载机现场研制总指
挥，罗阳把生命定格在 2012 年 11 月 25
日。该书既写了罗阳以“飞行般的速

度”履行着航空报国的使命，写了罗阳
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也写了
罗阳作为一个儿子与母亲的“心灵感
应”……正是这样的书写——将时代追
梦人，将辽宁舰的追梦人放在祖国建设
的时代洪流中，展示他们的家国情怀，
字里行间是浓浓的热爱；同时，书中又
通过一个个细节，一个个感人、温馨的
瞬间，展示了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他
平凡朴实的情感。在这宏大的叙述与
平凡细微的描述中，人物的形象跃然纸
上，读来更是真实、动人。

在辽阔的海疆面前，航母也许是渺
小的；在祖国深情的眼里，语言也许是
乏力的。作为中国海军近些年发展的
亲历者，作者见证了战舰驰骋大洋，见
证了那些最为壮观、最为激动人心的时
刻。他们透过一个个新闻现场、一个个
生动的人物再现，勾勒了中国海军现代
军舰战斗力形成的过程，讲述了新一代
中国海军军人的成长之路。见证、记录
过往，是《梦想之舰辽宁舰》的重点，但
此书并不是为记录而记录，它在呈现过
去激动人心的瞬间时，也在昭示着未
来。

2016 年 12 月 25 日，对许多人来
说，或许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辽宁
舰，甚至对于我国的海防事业，都是一
个值得铭记的时刻。这天清晨，辽宁
舰及属舰组成的中国航母编队首次穿
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宫古海峡
是连通东海和太平洋的重要海峡，是
所谓“第一岛链”的咽喉。岛链是冷战
时期提出的概念，既是特定的地理概
念，也是政治军事上的意蕴。长期以
来，我国的远海作战、补给能力不足，

岛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海军迈向
远海大洋。

这次中国航母突破第一岛链向更
广阔的大海进发，既是中国海军力量
不断强大的体现，也是中国海军维护
和平的力量所在。“遇见大时代，我们
是幸运的一群人。”这是辽宁舰上军人
们的心声。他们跃身于历史记录，只
为遇见更美好的未来；构建航母编队
远海作战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只为
更好地保护祖国辽阔的海疆。《梦想之
舰辽宁舰》正是把笔端触及了时代，触
及了未来，让读者在为祖国海防事业
感到自豪的同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与力量。
“探路，是为了铺路，要让后面的人

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得更实更快。”那些
新时代最可爱的海军人，把自己的探路
藏在心中，就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曙光。
飞行员徐英有写日记的习惯，时常也给
家人写信。他要让朴实的文字记载过
往，启迪未来。常年在孤寂的大海上、
在茫茫的空中，没有对未来充满浓浓的
爱，那是难以想象的。《梦想之舰辽宁
舰》让新时代海军官兵对未来的憧憬、
对未来浓浓的爱跃然纸上，读来让人感
到在绵情中有热血，在平淡中有激情，
在荆棘中有梦想。

梦想之舰辽宁舰，也许读者熟悉，
但《梦想之舰辽宁舰》中的许多细节，
不是所有读者都知道的。阅读它，既
是一段心灵的震撼之旅，也是一次深
刻的爱国教育。作为普通读者，我与
它的书写者、与它的建造者、与它的
维护者一样，愿辽阔的祖国海疆更加
安宁。

让辽阔海疆更加安宁
——读《梦想之舰辽宁舰》

■汤伏祥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山有山魂，海有海魂，军有军魂，国
有国魂，中华民族应当有着民族之魂。”
或许这是作家刘晶林创作长篇报告文学
《海魂：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的最深感触。孤岛为
家，海水为邻，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用无
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开山岛上铸就
了为祖国奉献一生的海魂。

曾在一座名叫达山岛的小岛上担任
连队指导员的刘晶林，对守岛的艰辛有
着更加深刻的体会：远离大陆，条件艰
苦，交通不便，生活枯燥而又寂寞。在多
次奔赴开山岛深入采访的过程中，作家
被英雄的成长历程所感染：“我觉得，大
海是有灵魂的。通过寻找，我找到了它，
并把它记录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
英雄的故事是一首 32年驻守开山岛的
长诗。海魂的存在，让那片海和那座岛
成为灵魂的栖息地。

作家用细腻而又饱满的笔触，真实还
原了王继才夫妻的守岛岁月。从王继才受
领军令、初上开山岛，到夫唱妇随、伉俪情
深、以岛为家，再到掌声响起、涛声依旧，平
凡岗位上的默默奉献成就了他们不平凡的
人生传奇。作家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情
景再现般地讲述了王继才夫妇在开山岛上
抵御风暴、消灭群蝇、栽种苦楝树、海上守
夜、靠海吃海等生活细节。在艰难的守岛
日子里，他们以苦为乐，举办两个人的周末
晚会，根据日出时间升国旗，创办“开山岛
小学”教儿子王志国读书……作家全景式
地向读者展示了这对民兵夫妇32年守岛
的漫长光阴，而他们守岛的初心就是，“小
岛好比是一根定海神针，有了它，大海就被
牢牢地固定在祖国的版图上了”。

尽管当时“孤岛夫妻哨”的事迹已经
传遍大江南北，但作家并没有采取英雄
主义的叙事基调，而是注重描摹主人公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本来面貌。王继
才独自守岛时遭遇强台风，与寂寞作对
抗，也经历过极度恐惧、打过退堂鼓。但
想到国防事业的需要，“当国家把你这颗
棋子摆放在需要摆放的地方，你就要在
那个位置履行应有的职责”。王继才想
清楚后又有了守岛的决心和信心。当很
多人开始把金钱和财富当做成功的象征
时，王继才夫妇断然拒绝了金钱的诱惑，
协助公安部门和边防武警破获了多起走
私、偷渡案件。

在这种比较之下，主人公的坚守愈
显珍贵。作者深入剖析人物内心的矛盾
和情感，当“大姐”和“李老大”劝说王继
才换一种活法、做生意赚钱后，他也迟疑
过，也有不再守岛的想法。找到县人武
部王长杰政委时，卧病在床的王长杰对
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常年驻守在开
山岛，从个人方面来讲，肯定失去了很
多，但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你却做
出了大的贡献！这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
取向。”王继才重诺守信，最终没有吐露
自己的想法，选择继续守在开山岛上。

经由采访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成为
作家挖掘人物精神内核的重要依据。

没有天生的英雄，但有挺身而出、不
忘初心的普通人。王继才夫妇最开始都
很平凡，但成为开山岛的哨兵后，家就是
岛，岛就是国。当这种爱国奉献精神成
为人生的价值追求后，便具有了干事创
业的蓬勃力量。当一个人将工作事业与
祖国的命运绑在一起后，他便具备了成
为英雄的资质。作家并不只是在写两个
人的哨所与一座小岛的故事，深层次的
创作用意是在传递民族之魂的正能量，
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个体便是民族之魂最
基本的构成元素。

一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需要、时代
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王继才夫妇的爱
国奉献精神更应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
价值追求。就像作家写的那样：“一个人
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你成为开山岛的一
名哨兵之后，你就不再是具体的一个人
了，你是国家和平与安全的象征；在你的
身后，是广阔的大陆，是军队和人民。整
个国家都是你的强大后盾。”

品读《海魂：两个人的哨所与一座小
岛》，王继才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会一直守到守不
动为止。”作家力透纸背的书写，让读者看
到了一座拔地而起的山，驻守在波涛汹涌
的大海上。英雄已逝，但海魂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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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人

展现人物，不凡感念

初读王礼光同志创作的长篇军旅
小说《一纸命令》（安徽文艺出版社），第
一感觉是真实。作品中娓娓道来的故
事似曾相识，仿佛自己都经历过或者就
发生在身边。但小说毕竟不完全等同
于生活，有总结、有升华、有凝练，总能
给人一种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感
觉。

作品描述的是一个基层部队营长

的成长轨迹。2016年 9月，部队调整改
革，我被单位交流到新组建的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有幸和王礼光同志在一个办
公室工作了两年多。王礼光也正是在
那时创作的《一纸命令》，因此我清楚该
书创作的整个过程。《一纸命令》出版
后，我曾问他：“写的是不是你本人呀？”
作者坦然相告：“写的不是某一个人，是
不同类型人的群体，每个人都应能找到
自己的影子。”或许部队的生活大体相
同，和一些当过兵的人聊起这本书，大
家都说：“找到了很多自己当兵的影
子。”
《一纸命令》聚焦的是基层部队的

普通干部，描写的是一个英雄的群
体。作品从三个新毕业排长一同报到
写起，透过他们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
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军营，咋看咋
像“军官版”的士兵突击。书中主人公
成长中的过程，见证了我们这支英雄
部队发展的历程。像王春阳、关舜、江
耀武、海明军这样正直的军人，他们在
军营不仅奉献了青春年华，牺牲了自
己的情感，甚至像关舜这样的还牺牲
了生命。正是他们的牺牲奉献，挺起
了军人的脊梁，支撑着我们绿色的钢
铁长城。

军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很多

人往往是通过影视剧或军旅书籍了解
部队、了解军人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周大新给该书写的推荐语中有这样一
句：“作品生动地展示了一群基层官兵
的五彩人生，读者可由这些人物窥见当
代军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感知年轻一代
军人的精神追求。”有时，我也在疑惑，
许多年过去之后，人们看了《一纸命令》
之后，会不会觉得部队就是《一纸命令》
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就像一提起三
国，人们就自然想起小说《三国演义》里
的情节，而很少有人去查看正史一样。
文学作品毕竟是文学作品，其不可能是
真实生活的素描，但可以让读者从中感
受到蕴含于生活的力量，感受到人性的
光芒。

奔跑在新时代，强军兴军正当时。
任何伟大的成就都是通过艰辛的努力，
甚至走过无数曲折弯路取得的。我们应
对那些为部队发展建设默默奉献的青春
充满敬意，对代代官兵血脉相承的英雄
精神充满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纸
命令》为我们理解当代军人的军旅人生
与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多彩人生与精神风景
■李晓辰

深阅读

从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概观古今中外的理论文献，不难发

现，那些在人类心灵打上深刻印记、产

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述，无不文质俱

佳、形神俱美，绚丽文采成为这些传世

经典的重要标配。《论语》析事明义、陈

理设教，其语言有着格律诗般的韵味；

《庄子》意蕴深湛，饱含哲理，“其文汪洋

辟阖，仪态万方”；卢梭的理论著述厚重

沉实，其表达却像优美的散文；马克思、

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思想深彻

高迈而文字俊逸畅达；毛泽东的诸多指

点江山的著作，既有大江东去、气势磅

礴的雄奇豪放，又有小桥流水、娓娓道

来的洒脱飘逸……

缺乏文采的理论文章没有可读性，

无法吸引人，更难以流布后世。但文采

毕竟只是形式或手段，就更深层的本质

而言，绚丽文采应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

统一。无论写诗还是作文，都是“为情而

造文”“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

切有生命力的经典著述，其内容必定丰

赡卓异，其形式必定风姿绰约。

早在1842年，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丰

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必将产生绚烂夺目的

理论和文化。经典作家们的皇皇巨著大

都堪称思想精深、观点卓异、语言精美的

文本典范。比如1927年，毛泽东深入农

村调研农民运动情况，用形象、生动、接地

气的群众语言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报告》，读之宛如清风徐来，引人入胜。特

别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

用诗一样的语言满怀激情地描绘：“它是

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

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

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

儿。”轩昂的气势和激扬的文字使人们充

分领略到一代伟人对革命高潮即将来临

的畅想和预言中所蕴含的无穷魅力。正

是这种畅想和预言，给红军将士以莫大鼓

舞和强力激发。毛泽东深入浅出、言近旨

远的语言艺术，是一种精神的灌注，是一

种文化的传递，是一种人文气息的张扬，

更是一种高蹈澄澈的人生境界。

包括马克思、毛泽东在内的古今中

外的很多政治伟人和文化名人，他们的

诗文著述和理论著作不仅观点鲜明、思

想深刻，而且语言晓畅、富含文采，尤其

是文字表述似行云流水，不刻意雕琢，无

斧凿痕迹，即便引经据典亦浑然天成。

相形之下，当下一些理论文章不是高深

莫测，就是枯燥乏味，失去了应有的光彩

和魅力。有的作者对经典作家著作知之

甚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研习不多，说

起话来呆板单调、索然无味；写起文章来

空话套话、言之无物。

理论文章不同于学术著作，它不是

供同行专家参看借鉴的，而是写给广大

干部群众学习研读的。因此，语言是否

津津有味，文字是否绚丽多彩，不光涉及

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而

且涉及理论传播效果的好坏。只有饱读

诗书、谙熟典故，才能引经据典，妙语连

珠。

因而，我们要加强读书学习，把学习

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同时保持昂扬进

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提升形象思维

能力和表情达意能力，以清新的笔触、饱

满的激情、优美的文字，努力书写新时代

的华美篇章。

贵 在 文 质 俱 佳
■刘金祥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初心之地》

绽放红色光芒

■徐舟周

《初心之地》（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是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

教授带领“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遗址

发掘项目”团队十年磨一剑形成的上

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本书图文并

茂、信息多元，注重还原历史人物，列

出各类历史照片、实物图、场景图、示

意图等1000余幅，全面系统地记录了

上海红色历史纪念地的样貎，为上海

党史研究提供了完整详实的成果。

该书还通过对纪念地的解读，挖掘纪

念地蕴含的初心之源、奋斗之魂，让

读者对这些纪念地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生动呈现新中国发展历程

■季天宇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天地

出版社）是一部以全新视野展现新中

国70年来发展的历史读本。全书上中

下三篇共十一章，用通俗的语言将特

征鲜明的三个历史阶段生动呈现在读

者眼前，全景式地勾勒出一幅新中国

诞生、发展、壮大的史诗画卷。全书结

构严谨、脉络清晰，以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发展脉络为

“经”，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为“纬”，立体

化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的艰辛历程和精神风貌。

《中国红色美术史》

展现历史细节

■管 威

《中国红色美术史》（中山大学出版

社）一书，为广东省精品创作计划图书

资助出版项目。此书全面阐述了自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至194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色美术发展的

历史，全面论述了红色美术的历史地位

和作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专业性、

学术性比较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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