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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千年传奇

罗鹿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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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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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工业出版社将冯紫英的《兵生
活》《女兵事》《带兵记》《兵日志》《兵本
事》五本书以“新时代兵生活作品系列”
（以下简称“作品系列”）的形式出版发
行，洋洋洒洒百余万字，内容涉及军旅
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时间跨度超过十
年。这是作者冯紫英从军 30余年的观
察、思考、叙述，也是他 30年军营生活的
深情回眸与生动写照。

冯紫英在《兵生活》中这样说：“士
兵是我师，我是士兵友，为使其更贴
近基层贴近士兵，成书后曾先后征求
了近千名基层官兵的意见和建议，与
其说这本书是我用心写就的，不如说
是官兵们言行的实录，青春的颂歌。”
正是这样的创作理念，冯紫英十多年
来将创作目光紧盯基层官兵，不仅成
为官兵的贴心人，也因此丰富了自己
的创作内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
风格。
《兵生活》是“作品系列”成书较早

的一本，81篇文章中引用“基层建设纲
要”“三大条令”及名人名言就达 200多
处。作者认为：“既然以往的古籍中有
现成的东西，我们何必再去费一番功
夫从头说起呢？这就像数学、物理、化

学中的应用公式，拿过来一套既省事
还省力。”作者思路清晰，确定主题后，
对每篇文章的叙述内容、阐释哲理做
了通盘考虑，也对引用的经典删繁就
简，力争做到引人入胜。
“作品系列”的五本书侧重面不同：

《兵生活》主要是长篇随笔，每篇文章从
战士最关注、最敏感、最具有普遍性的
普通士兵角度出发，写兵情、记兵事；
《女兵事》从女兵的成长着手，反映新时
代军营女兵的生活、工作、学习中的那
些事；《带兵记》则着眼于带好 00 后兵
的 100个细节；《兵日志》从新兵入伍开
始，以两年义务兵的日常作为叙事对
象，是新兵成长进步的路线图；《兵本
事》从贯彻军队“能打胜仗”的要求开
始，讲述新时代“兵”必须具备的 N 种
本事，分享了锤炼心得，也表达了“兵”
们热切希望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作
品系列”反映了新时代军营生活的方方
面面，创作方向明晰，说理透彻，既生动
活泼，又富有哲理。
《兵日志》的《幕间曲》从引用圣桑

“音乐始于词尽之处”开始，接连引用了
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
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管仲的“山
巍巍兮路盘盘，木濯濯兮顽石栏。”项羽
的“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
寒雁悲凉！”曹孟德的“对酒当歌，人生
几何”等，作者从中国古典诗词入手，沿
着军队的历史一路唱将过来，最后展望

未来：“我虽不知道，我将走向一条怎样
的从军路，但我知道，它必将一路兵
歌！”作者将我们日常背诵的诗歌按主
题进行分类后，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
军歌的历史背景，也更加深刻地理解军
队的意义、军歌的作用、军人的使命，给
每一个读者讲述一番中国的军队史、战
争史，从而达到寓教于“典”的作用。
“作品系列”的创作初衷是给读者

提供“了解部队生活的窗口，走入绿色
军营的参考书，探索带兵规律的金钥
匙，普及国防教育知识的生动教材”，这
就注定了该“作品系列”不仅是为部队
官兵写的，更是为所有关心国防建设，
关注军队发展进程，探索新时代民族精
神，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每一位华
夏儿女所写。

作者写的是身边的人物，熟悉的生
活，充满着叙事的激情，触摸军队现代
化建设的脉搏，发掘官兵心灵深处前进
的纹理，以人文精神映照“兵”生活的每
一个阶段、每一次成长、每一次训练，力
图塑造出新时代“兵”的整体形象。例
如，《兵本事》以《有种本事叫打赢》为引
言开篇，以强军之要为线索铺陈开来。
《军人的本事是能打胜仗》为第一章，一
共 17篇章，标题都是士兵训练的要求，
如“看多远才能打多远”“让一颗子弹练
出一箱子弹的效果”“强敌过招才能练
出好身手”，把人民军队的“靠本事解放
全中国”为荣耀，也必须将“靠本事赢得

世界的尊重”为目标的豪情壮志写得风
轻云淡又态度坚定，让读者看到人民军
队一如既往的是全国人民幸福生活的
“定海神针”，是中国人岁月静好的守护
神。

作者对军旅生活、军人成长规律有
独到而清醒的认识，以深刻、深邃、深远
的现代视角，使作品超越了军旅生活的
单一内涵，呈现出丰富的人间百态，显
示着理性和理想的双重感召。作品让
读者认识到，这既是写军营里的生活，
又是向军营之外所有年轻人的一种展
现。在《带兵记》中，针对 00后战士的时
代个性特征，作者“肩负起为每一位战
士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从带好 00
后兵的 100个细节入手，从待人接物的
点滴小事说开去，教会战士如何面对失
败、面对错误、面对成绩，如何面对应具
备的生理、心理基本要求，从而培养迎
接战争、敢于战斗、勇于胜利的强大的
内心世界。

文章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个军人的
期许，更像是兄长的叮咛。哪个单位、
哪个团体没有 00后的年轻人？团结、引
导好年轻人，我们的事业才有未来。从
这个角度看，《带兵记》值得每一个团队
的领导者学习、借鉴。而无论身处军营
内外，只要那些 90后、00后的年轻人参
照这些处事细节行事，就一定可以在人
生的拉练赛中跑对方向，跑出成绩，跑
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基层官兵的青春赞歌
—读冯紫英“新时代兵生活作品系列”

■蒋蒲英

三国曹丕在其《典论·论文》里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

人提出，写文章是“深”“浅”“入”“出”的

四种组合，即“浅入浅出”“浅入深出”

“深入深出”“深入浅出”。不同的组合

代表着不同的境界。

“浅入浅出”的文章行文简单明

了，意境浅显易懂。比如启蒙书籍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就比

较简单，太复杂就不适合儿童启蒙学

习。再比如，村规民俗乡约也相对比

较简单，多是一些大白话，方便口口

相传，复杂了，村民理解不了，不利于

遵守。还比如，一些文电条文宣传标

语，要求行文简单明了，便于执行。

浅入浅出的文章并不是不好，有时候

还非常必要。简单的问题简单写，简

单的问题写简单，理解简单，便于消

化吸收。

“浅入深出”的文章要表达的内容

并不复杂，表达出来的内容比较复

杂。也有人形容其为“无病呻吟”。比

如，有的文学作品立意比较浅显，但是

读起来并不容易理解。这类文章也多

为人们诟病。比如，苏轼之《答谢民师

书》里云：“杨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

易之说。”杨雄乃西汉著名文学家，然

好作艰深晦涩之辞，用以掩饰内容之

肤浅。有的材料文章本来几点就能说

明，也要装腔作势搞得佶屈聱牙。明

代茹太素曾给朱元璋上了一道长达

17000字的奏折。朱元璋令中侍郎王

敏读给他听。王敏一口气读了 1万多

字，朱元璋还是没搞清楚茹太素要说

什么。读到最后才接触到正题，一共

写有五件事，而写这五件事的只有500

字左右，其他全是废话。故作高深，用

难懂的语言讲述人人都知道的意思，

是文章大忌。

“深入深出”的文章立意也深，写

得也比较深刻复杂。翻阅《儒林外史》

第三回，范进中举片段。周学道主考

选拔人才。范进第一个交卷，天色尚

早，并无童生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

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

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

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

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想：“何

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

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从头至尾，又看

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正要再看看，

却有一个童生来交卷。又取过范进卷

子来看，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

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

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

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

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

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第一

遍，周学道觉得范进之文无味嘲笑之；

第二遍，觉得有些味道；第三遍，感叹

“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取笔细细

圈点，回味无穷。范进的这篇文章大

抵就属于深入深出型的。深入深出的

文章不是一遍两遍就能读得懂的，需

要反复咀嚼才能品出深的味道来。这

也侧面反映作者行文之隐晦含蓄。深

入深出的文章不一定提倡，但是深入

的功夫还是值得肯定的。

“深入浅出”的文章立意深刻，读

起来却很有意境，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有的还很有画面感。比如，王维的“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李白的“孤帆

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之

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深入浅出

的好文章，读起来并不复杂，品起来很

有意境。要写出深入浅出的好文章并

不容易。浅出离不开深入，离开深入

的浅出剩下的只有粗陋和浅薄；深入

离不开浅出，离开浅出的深入必将陷

入玄奥和浮华之中。只有把深入与浅

出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两者相得益

彰，才能写出高境界的文章来。深入

浅出的文章是最高境界，历来为人们

推崇。不仅是因为有独到的见解，也

因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技巧，能

够用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

理，即所谓“平白如话”。

写文章是人生之大事，也是人生之

难事。只有深入生活，长期不懈，才能

写出高境界的美文来。写文章还是人

生之幸事，写出有深度有温度的精品力

作，也是个人能力素质的体现。

写文章的“四重境界”
■刘奇山

霜叶渐红，秋意渐浓，青绿色、金黄
色、深红色，层林尽染，色彩斑斓，交相辉
映，装点着金秋。秋色在万物之间弥漫
开来，仿佛挥洒在天地间的一幅幅唯美
画卷。秋天的炫彩带给人色彩上的享
受，同时也感染着人的情绪。在风情万
种的秋色中感悟古代文人笔下的秋日画
卷和秋意诗情，有“金风玉露一相逢”的
喜悦，有“晴空一鹤排云上”的疏旷，有
“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情致。走进这个金
色的季节，聆听诗人们的秋日心曲，真是
别具一番情意。

描写秋日色彩之美的诗篇莫过于唐
代诗人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此诗堪称咏颂红叶的
经典。作者以白云作衬托，枫叶配白云，
幽寒深远。于萧瑟秋风中摄取绚丽秋
色，诗中的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
了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诗人用一个
“爱”字点睛，赞美了“红于二月花”的枫
叶，更能展现一片色彩明丽的清新境
界。诗歌用凝练的文字和出神的笔法，
把金秋时节枫叶红透山林、红遍原野的
浓浓秋意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起来令人
赏心悦目。

说起秋色，不得不说东晋诗人陶渊
明的《和郭主簿·其二》中的秋菊：“芳菊
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
霜下杰。”凛冽的秋气使百卉纷谢凋零，
然而菊花却迎风怒放，异彩纷呈，令人感
叹。秋菊，虽然不像春天的花那样鲜艳
可人，却有一种自在从容的风韵，它用婀

娜多姿的身影、坚强的品格点缀多彩的
秋天，也装点着读者的心情。

雨后的秋天最让人着迷。唐代诗
人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
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对秋色的描写别具一番风味。诗歌通
过对明月、松林、清泉、石头的描写，将
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
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
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的
秀丽景象，让人读起来像欣赏一幅清新
秀丽的秋色山水画，又像是聆听一支恬
静优美的抒情乐曲。诗歌在山水之中
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体现了王维诗
中有画的创作特点。

唐代诗人刘禹锡善于用色写秋。《秋
词二首》中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
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
嗾人狂。”诗人用白描手法，真实再现了
特有的秋景，描写的秋色给人一种清爽
而不黏腻的感觉。诗中山水清净，深红
嵌浅黄，在山间错乱点缀，红黄相间的秀
丽秋色让人看不完爱不够。诗人用秋天
的色彩装扮秋日美景的同时也调染着人
生的色彩，具有独特的哲理意蕴和艺术
魅力，处处透露着清新脱俗，恬静高雅，
赏心悦目，发人思索，耐人吟咏。

仔细想来，“秋”是古往今来文人墨
客诗词里永恒的主题，被诗人们赋予了
太多的内涵。所以，它在人们心中的定
义就很复杂。秋天，如诗、如画、如梦，它
美在清高、旷远、静深、厚大。秋的清高
里有恬淡，旷远里有精深，静谧里有清
净，厚重里有博大。生活处处是美好，用
心品诗词，用心读生活，会让人心静如
水。让我们从诗词中找寻一幅美景，一
份纯真，一丝真情。

古诗中的浓浓秋意
■任晓锋 宗旭阳

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撰写

的《中国制度面对面·2020》（学习出

版社、人民出版社）读本，回答了干部

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本

书紧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

实际，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浅

出的解读阐释，观点权威准确、语言

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形式活泼

多样，是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

要辅助读物。

《中国制度面对面》

理论联系实际
■袁兴宾

《力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

书，以“力量”为主题，紧紧围绕中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性时刻，以权

威发布的信息、深入一线的采访，生动

记述了亿万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一个

个生死时刻和感人瞬间，真实再现了

亿万中国人民无坚不摧的中国力量，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人民至上思

想，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力量和中国制

度的优越性。

《力量》

展现感人瞬间
■季天宇

关于二战的各种著述汗牛充栋，史
书卷帙浩繁，从历史和领导人心理的角
度对大国外交关系的分析则是凤毛麟
角。由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
教授弗·奥·佩恰特诺夫博士与伊·爱·马
加杰耶夫副博士合作撰写的《伟大卫国
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
书信：文献研究》一书，就是其中不可多
得的一部力作。该书于 2015 年在莫斯
科出版，中译本于 2017年由中国世界知
识出版社出版。

本书从分析“三巨头”往来书信的
成信背景和人物性格及心理活动入手，
探索了二战史研究的新视角。作者结
合最新解密史料，以不同于西方的俄罗
斯人视角，对三国领导人往来书信所涉
及事件的历史背景、成信背后的故事和
政治家写信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
入微的剖析和描述，立体、直观地将三
方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和政治立场呈现
在读者面前。

书中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作者对领
导人在助手们起草的信函上所做修改的
分析，因为修改之处最能反映每位领导
人的个性。丘吉尔作为大文豪及后来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手稿明显具有文学
风格，思想也天马行空，挥洒飘逸；罗斯
福的信函则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比较
平淡，他的信函由于有军方和其他部门
参与起草，时而会冒出一些美国式的外
交辞令和纯军事色彩的语言；斯大林的
语言比较平实，极少夸夸其谈，表达内容
具体，用词准确，总是直奔主题，直抵问
题本质。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
历史学家W·金伯尔出版过三卷本《罗
斯福与丘吉尔的往来书信》，并附有详细
的注释，后来美国也出版过《罗斯福与斯
大林的往来书信》《丘吉尔与杜鲁门的往
来书信》，附加了一些简要说明。直至现
在，1942年之前丘吉尔的完整书稿出版
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无论如何，对斯
大林“这一角”的书信研究仍为空白。在
过去这段时间里，随着与这一专题相关
的文献越来越多地被解密，历史学家们
根据第一手资料对二战期间“三巨头”军
事外交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变得可
能，也为研究二战期间的外交史、联盟史
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此之外，俄外交部还特意为本
书作者团队解密了大批外交政策档
案，这些新解密的档案主要是苏联驻
伦敦和华盛顿大使关于往来信函的相
关报告。得益于良好的研究条件，作
者从俄、英、美档案馆中收集了大约
5000 份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三方不
同的角度再现了“三巨头”书信往来的
历史背景，重塑了独特而真实的历史
场景。尽管该书将重点放在了第一手

资料上，但在撰写过程中，作者也广泛
浏览了俄国内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渐丰富的历史研究文献，以及当时
的国际关系史文献。

本书通过分析新解密的档案，为书
信提供了翔实的学术注脚，使若干重要
历史研究课题从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或
线索。例如：斯大林为何不相信德国会
进攻苏联？是谁开创了三国领导人之
间书信往来的外交模式？斯大林与丘
吉尔何时举行了首次会晤？德黑兰会
议期间，罗斯福为何要下榻苏联驻伊朗
使馆，而丘吉尔却没有？丘吉尔与斯大
林是否真的私下讨论过巴尔干“百分比
协议”？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相信每个人
读完这本书，都会有所思、有所得。正如
该书中文版“序言”所评论的，在往来书
信中，“冲突与妥协、合作与猜疑，都表现
得淋漓尽致，不仅构成生动的大历史画
卷，而且为后人提供了反法西斯同盟国
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最高层和
最原始的素材，成为留给后世的极其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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