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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文化名家

阅读时光

古人曾说：至勇者，心剑锐利，意念
执坚。这句充满豪气的话，是我励志修
身的座右铭。

出生于浙东南山村的我，从小家境
贫寒。童年的经历，曾使我一度有些自
卑。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个
“武侠梦”，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做一个
行侠仗义、顶天立地的人。顺着这份初
心，学生时代我便习武强身，一毕业就
应征入伍。

也正是那年，在火热的新训团，我
读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军旅
小说《亮剑》。捧读之初便一见如故、相
知恨晚。或许，这是对我“武侠梦”的另

一种寄托和延续。
新训结业分配时，我因是武术特长

兵，被分到旅司令部特务连警卫排。白
天挥汗训练，夜晚巡查执勤。待到夜深
人静，第一岗下哨已是凌晨。我悄悄从
床底抽出小说《亮剑》，然后蹲在公共卫
生间这个此时全连唯一的“光源地”，如
饥似渴地阅读着“李云龙”的峥嵘岁月。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强大的

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
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每
当结束一天的训练，战友们三五成群
闲谈小憩时，我总是从宿舍拿出《亮
剑》，坐到门前的台阶上静心品读，偶
尔也会给好奇围上来的战友“现学现
卖”讲上几个精彩桥段。“李云龙这个
人物太传奇了，他千辛万苦组建的骑
兵连血战到全军覆没，带领的独立团

更是遭到山本一木特工队的重创。但
纵使一次次直面这样剑指头颅、血洒
钢刀的困境，他也勇于亮剑，一回回地
绝地反击、绝处逢生……”每当我讲述
《亮剑》中的人物故事，就像是在谈论
自己的老战友，那种亲切感、自豪感，
迸发自心底。

我也常自问，《亮剑》为何这么吸引
我？我觉得，这本书最能动人心的是一
种震撼心灵的家国情怀，它展现了优秀
中华儿女的血气与精神。《亮剑》中的主
人公李云龙，虽是一身草莽气，但他选
择了正义的革命事业，为民而战、为国
亮剑，那种不惜命、不退缩，对敌嫉恶如
仇、与友肝胆相照的真性情，闪耀着中
华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充满了英雄
魅力。

在书中，李云龙的搭档赵刚，在敌

人扫荡过后，独立团减员三分之二，营
级干部仅存一人的情况下感慨道：“我
们的战士没有一个俘虏，死也死在了
冲锋的路上，他们都是好样的。老李，
你带出了一支铁打的团队，一支拖不
垮、打不烂的部队。”是啊！当骑兵连
连长在仅剩自己的境况下还高喊“骑
兵连，准备战斗”；当李云龙病困交加
被敌人围困，仍然让“和尚”和他来最
后一次冲锋……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
深深打动了我。

步入军营后，我亲历了抗雪救灾、
抗击双台风、山体滑坡救援等多项任
务，也渐渐领悟了什么是“亮剑”精神，
什么是人民军队的铁血军魂。

在日常训练中，我从不敢懈怠，常
常自我加压。2011 年 12 月，我被推选
为战区级“爱军精武标兵”，随后又荣立
个人二等功、三等功。面对赞誉时，我
常常想起《亮剑》中“勇者进击”的精
神。“亮剑”者，并不以胜敌而止，漫漫军
旅需常思超越——胜己者恒进。

作为一线带兵人，我常告诫官兵
“眼睛向远看就能看到硝烟，肩膀往上
顶才能扛起责任”。我也总向战友们推
荐我所喜爱的《亮剑》，希望他们也能在
静心品读中，有所思、有所获。

心 剑 常 磨 锋 自 锐
■柯文才

恰逢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中华诗词·军旅
诗抄》出版问世，书中不乏关于抗美援
朝的篇章。仔细捧读这些作品，对于我
们认识这场战争，汲取精神营养，大有
裨益。

特别是其中领袖和将帅们的诗词，
高瞻远瞩、形象生动地告诉我们：70年
前，抗美援朝之战，是刚刚站起来的中国
人民，反对侵略、反对霸权之战，是保卫
和平、伸张正义之战，是立国立威之战。
这一战，牵动举国上下之心，也引发了无
限的词意诗情。反复咏诵这些诗词，让
人添豪情、壮骨气、强精神、净心灵。

书的开篇是毛主席的诗词。1950
年 11 月，当得知前线志愿军打了胜仗
后，毛主席高兴地写下《浣溪沙·和柳亚
子先生》：“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
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最喜诗人高

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

妍。”妙香山，在朝鲜西北部，是志愿军
第 38军指挥所所在地。当时是志愿军
出国后进行的第二次战役。我军采用
诱敌深入战术，分割围歼敌军。在极度
困难的情况下，指战员们发扬大无畏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痛歼敌军，打了大
胜仗。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第 38军的
电报上兴奋地写下：“三十八军万岁！”
我军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
下，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意义非
凡。所以毛主席高咏，“最喜诗人高唱
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

妍”，充分抒发了他得知前线捷报后的
喜悦和对英雄指战员的赞美之情。

朱德总司令同样非常关心抗美援
朝战争，为胜利而高歌。他作诗《车过
图们江怀朝战》：“美帝侵朝霸亚洲，敌
锋已到绿江头。抗美援朝倡正义，雄师

百万复开州。”此诗唱出了抗美援朝的
伟大意义：反对霸权、伸张正义，歌颂了
战争的胜利。

陈毅元帅写了两首诗。第一首题
为《乘雪瞻拜志愿军烈士陵园》。诗曰：
“烈士墓园座座坟，漫天大雪祭忠魂。

助人自助保家国，万世千秋拜典型。”他
冒着大雪来祭奠忠魂，用诗歌表达对志
愿军烈士无限的崇敬。诗作咏出抗美
援朝既是助人也是保卫祖国，英烈们永
远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第二首题
为《喜志司规模雄壮整齐》。诗曰：“离
队数年不自知，今来小驻在志司。欣看

装齐军容盛，忆我曾长梭镖师。”这首诗
对志愿军司令部装备和军容热情赞扬，
并用自己在 1928年担任红十二师师长
时部队的装备来做对比。当时全师
5000多人，才有百余支枪，其余都是梭
镖，被称为“梭镖师”。显然，诗人看到
志愿军的装备不断改善是非常高兴
的。志愿军入朝初期，基本上是“炒面
加步枪”，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
视改善部队装备，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支援前线。我们有
了自己的战机后，我军年轻的飞行员打
掉了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前线用
上了喀秋莎火箭炮，地面建成了钢铁运
输线。所以，陈毅元帅从志司看到部队
装备的变化，非常欣喜。

叶剑英元帅关于抗美援朝的诗作
有 3首。其一，“中朝唇齿最相关，出国
支援冒万难。妙算戎机先待敌，突然捷

报遍宇寰”，咏出党中央决定出兵是冒
着千难万险的，我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
略战术，设伏待敌打了胜仗，捷报传遍
世界。其二，“铁鸟猖狂阻运输，我军攻
势号星期。学成狡兔营三窟，坑道能歼

百万师”。当时敌军有制空权，我军运
输受阻，粮弹补给全靠战士肩扛，最多
只能维持一个星期，敌人称为“礼拜攻

势”。后来我们用“坑道战”，保存自己，
歼灭了敌人。其三，“苦战三年依后勤，
敌机拦阻且投菌。组成网状交通站，保

证弹粮给我军”。这首诗讲的是，敌人
用飞机轰炸和细菌战来破坏我方后勤
保障，我们建起网状运输线，保证了部
队供应。叶帅的这 3首诗，可以说是对
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记录和小结。

秦基伟上将曾经亲自指挥了举世
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战后，他作了《重
登上甘岭》二首。其一，“五圣山麓松柏
翠，疑是遍野绿钢盔。上甘岭上寻旧

部，巨石林立皆崔嵬”。其二，“四十三
个夜与昼，打出军威和国威。鲜血凝成

金达莱，中朝友谊树丰碑”。读这两首
诗，让人震撼，尤其是第一首。

上甘岭战役，敌人动用飞机 3000
多架次，大炮 300余门，坦克 170余辆，
投入兵力 6万多人，向我军阵地倾泻了
难以数计的炮弹，山头被犁低了两米。
我军将士依托坚固的坑道工事，英勇顽
强，寻机歼敌。经过 43个昼夜空前激
烈的战斗，我军打退敌人大小 900多次
冲击，并进行了数十次反击，歼敌 2.5万
余人，守住了阵地，创造了战史奇迹，举
世震惊。恰如毛主席形象总结的那样：
“美国人钢多气少，我军钢少气多。”

当然，激战中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涌现出黄继光等大批英烈。秦基
伟将军深知，这军威、国威是广大指战
员用勇敢和智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他们的血肉之躯没有了，但他们的
硬骨头精神，却与世长存，与日月同
辉。所以，秦基伟将军登上上甘岭，这
里的一山、一石、一树，都牵动着他的
心。他看到五圣山前棵棵青松，仿佛是
指战员们头戴绿色钢盔，列队挺立；看
到上甘岭上一座座巨石，仿佛我们英雄
的战士如崇山峻岭般顶天立地。只有
这次战争的亲历者，才会有如此感情，
才会发出如此心声。这是真正的诗，是
用民族精神和铮铮铁骨谱写出来的响
彻云天的英雄之歌！

我们重温这些诗篇，弘扬抗美援朝
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
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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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行动
■邓士勇/绘 赵 威/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

甘肃总队特战侦察比武竞赛

表彰后的场景。获奖队员争

先恐后地亲吻手中奖杯，品

尝胜利滋味。拍摄者抓拍下

队员们这一开心瞬间。画面

中人物表情生动，展现出官

兵在激烈角逐后，活泼可爱

的一面。

胜利滋味
■摄影 侯崇慧

1.传承优良传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就餐时“吃多少，打多少”。

3.想吃什么菜，可以提建议。 4.勤俭节约从“光盘行动”开始。

一

贺敬之最难忘的一次旅程，大概要
算是那次重返延安了。

对于诗人贺敬之来说，他的青春岁
月是和延安紧密相连的。对他来说，延
安意味着青春与热血、希冀与奋斗、信
仰与坚守。

全国抗战爆发后，少年贺敬之随学
校师生一路流亡，从山东一路迁往大后
方，最后落脚在四川。在那里，贺敬之一
边刻苦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

在抗日救亡的道路上，贺敬之最后
选择了奔赴延安。因为他越来越真切
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是抗日最坚决
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只
有共产党可以把中国带向光明的未来。

在一本杂志上，贺敬之看到了延安
“鲁艺”的招生简章。于是，贺敬之沿着
川陕公路走了一个多月，步行到了西
安，再辗转几百里抵达延安。

贺敬之当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也不
懂什么文艺理论，但还是被“鲁艺”录取
了。据说是文学系领导和教员看了他的诗
后，觉得是一个可塑之材，所以录取了他。

贺敬之后来说：历史证明，我们当
年投奔延安的路是走对了。是延安让
我们真正地理解了革命、理想、文学、文
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民族
的命运融合在了一起，有了家国情怀的
自觉。没有延安就没有我后来的文学
成就，就没有我的今天。
“鲁艺”的学习，让贺敬之找到了创

作方向，一系列优秀作品纷至沓来。他
创作了《翻身道情》《南泥湾》《白毛女》
（合作）等精品力作，在解放区内外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46 年，贺敬之离开了延安，但延
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仍旧时常萦
绕在他的梦中。

1956年 3月的延安，延河水清澈见
底，清凉山春意初绽，迎接着一位特殊
客人的到来。他就是当年那个延安“鲁
艺”的毕业生，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

这一年，贺敬之从北京来延安参加
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回到了阔
别10年之久的延安。

当时，与贺敬之同志住在一起的是
西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郭强。贺敬之告
诉郭强，他是吃延安小米、喝延河水长大
的，这里到处都留着他的回忆，重回延安
感到比回到故乡还要亲切。延安的父老
乡亲深情地接待他，用延安的土特产像
招待亲人一样招待他。他回想起当年的
往事，再看到延安的变化，心潮澎湃，一
气呵成写下了诗作《回延安》。

郭强要到了诗稿，说广播电台可以
请人朗诵。但没想到的是，当时的领导
没有同意播出《回延安》。郭强决定把
诗稿送给《延河》杂志。

经过几次波折，诗歌《回延安》终于
在1956年 7月的《延河》月刊上发表了。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

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

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

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首诗中，
饱含着诗人对延安岁月的深深怀念，对
哺育他成长的延安精神的热情讴歌。
它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成为大家
争相传诵的名篇。

二

10 月 27 日下午，我来到贺敬之家
中，拜访这位闻名中外的大诗人。他靠
在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回忆起在
《解放军报》刊发的作品情况。他说，有
一组歌颂英雄战士王杰的诗作，在《解
放军报》发表后，被上海一个音乐团体

看中，很快就谱了曲。
2000 年 5月 25 日，他还在《解放军

报》“长征”副刊发表了题为《致魏巍同
志》的诗作。这首标注着写于三门峡的
诗作，其中有“我访三门遥致敬，中流砥
柱思君容”之句。

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红色的
剪纸作品格外引人瞩目。画面上，有耸
立的宝塔山，有流淌的河水，还有诗人
形象出现在剪纸作品的右侧。他是那
样饱含深情地凝视着远方，似乎在表达
着自己对延安日日夜夜的思念。作品
上方，是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

山”。除了这个“搂”字，别的字都不能
表达对延安的思念之深。

贺敬之表达了对军旅作家的敬
意。他说，我很佩服军旅作家。他觉
得，部队作家始终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中
坚力量。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离
不开军旅作家的参与和推动。他还谈
到了一些军旅作家的作品，对他们的创
作表达肯定之意。

他还表达了对“长征”副刊出版
5000 期的关注与祝贺。谈到了自己的
作品《白毛女》《回延安》《雷锋之歌》创
作发表后的一些情况。

三

我认为，重返与抵达，构成了贺敬
之文学与人生一组关键词。他重返延
安，抵达了生命中最牵动人心的心灵彼
岸。同时，在诗歌创作中，他摆脱“小
我”，重返人民，重返古典，抵达了自己
诗歌艺术的高峰。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

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

似梦漓江的水”，这首写桂林山水的诗
歌，像山一样秀美，像水一样缠绵，在一
咏三叹、回环往复中完成了诗意的提升
与塑造。“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

来……黄水劈门千声雷/狂风万里走东

海”，这首写三门峡的诗，字雕句琢中写
出了祖国山河的壮美，气势磅礴、气象非
凡，具有古典与现代交织的艺术魅力。

他的诗，是闪电与雷霆，是奔腾的河
流，是峭壁上的花朵，是马背上的歌吟。

此后，贺敬之又创作了《放声歌唱》
《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诗作。
这是他的又一次重返，以诗歌的形式重
返时代现场，抵达精神高地。我认为，
他的诗作有三个重要的来源：一是中国
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二是五四运动以
来中国现代新诗的实践；三是外国优秀
诗歌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等优秀诗人
的探索。所以，他的诗，是主体性与人
民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开
创了新诗发展的一条贴近古典、贴近人
民、贴近时代的道路。

贺敬之 1924 年生于山东枣庄。在
抗日战争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其中歌剧
《白毛女》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我国
民族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贺敬之长
期担任宣传文化界的领导职务，为培养
文学新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
了突出贡献。他的人生足迹，经历了中
华民族从实现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到
走向伟大复兴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他的
一生，都在为祖国和人民放声歌唱。

聆听诗人贺敬之面对面的教诲，愈
发感觉到他是一个开创了现代诗发展
新路径的诗人，是一位谦逊、幽默的老
者，更是一位代表着中国文学发展道路
与无限可能性的重要作家。特别是在
当下中国诗坛，要重新审视发展理念，
澄清一些模糊观念，所以更加需要贺敬
之这样的诗人，以恢复文学的正大气
象，重振诗坛的雄风。

不知不觉间，已经倾谈了近一个小
时。我起身向贺敬之告别。临别之前，
我再次回望那幅挂在客厅墙上的红色
剪纸作品。在那幅题为《回延安》的作
品中，诗人永远是那么年轻。

为祖国和人民放声歌唱
■刘笑伟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在军营里，爱读书的战友很多。“阅

读时光”栏目特向战友们征集关于阅读的故事。哪本书曾是你的心头所好？阅读带给你怎样的影响？你和书

之间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欢迎与我们分享。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