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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霄山脉是湘赣两省的地理分界
线，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的井冈山
就坐落于此。在这里，毛泽东主席曾率
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中国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斗争经
验也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提供了科学指
南。萧克将军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
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是以罗霄山
脉为背景，用真实而独特的表现方式，反
映了罗霄纵队在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的
史实，极具文学和历史价值。
《浴血罗霄》讲述了 1933 年，国民

党 50 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
“围剿”时，驻守湘赣苏区的红军——罗
霄纵队按照中央指示，奉命离开根据
地，北上另一苏区执行一项不明确的战
略任务，由于形势急剧变化，为了保存
部队实力，中央同意罗霄纵队南下返回
罗霄山脉根据地。这是一个时间跨度
为 3 个月的故事。小说以白描手法再
现了当时红军的真实生活，具有浓郁的
时代气息。这篇基于历史事实的作品
被评为“1984-1988 年度茅盾文学奖荣
誉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 70年 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作者用平实的语言讲述了一支朴
素军队里的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有不
顾老乡反对，在敌我交战的危急关头用
老乡结婚的两床被子迷惑敌机的参谋
李云俊；有摆脱敌人围追堵截之后不顾
敌人炮火，席地而睡、安然入梦的红军
将士；也有在与饥饿作斗争时，“千百条
心想的是马肉，千百只眼睛盯着的也是
马肉”的红军指战员……显然，这是一
支由平凡人组成的平凡军队，也是一支
有血有肉、残存有小农意识，但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火的淬炼中不断
剔除落后思想，逐渐变得不平凡的军
队。正是从这伟大的转变中，我们看到
了这些令人难忘的细节。这些细节或
许与想像中红军将士的言行举止有一
定的距离，但又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罗霄
纵队官兵们身上。作者萧克将军没有
刻意拔高人物，却使小说散发出撼人心
魄的真实力量。

小说着力刻画了纵队司令郭楚松这
一人物形象。郭楚松本是农家子弟，读
过师范，原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在认清
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后参加了工农红军。
在革命岁月中，郭楚松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指挥员。他率
领部队多次转危为安，但也经历过失败
挫折；他治军严明、爱憎分明，却不是不
近人情、铁石心肠。作者用平实的语言
为读者刻画了一个敢爱敢恨、未经雕饰
的红军指挥员形象。

戎马一生的经历让萧克将军为他
笔下的人物注入了活的灵魂，无论主角
还是配角，无论正派还是反派。小说在
描绘人物群像时，力求用最符合实际的
情节来反映最真实故事，把一个个“脱
尽脂粉气的真实容貌”毫不保留地展现
给读者。这也是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

点之一。
作者的经历还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这段时期，红军发展壮大的
原因便是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回来并还
给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吸引大
批青年参加红军。小说在描写红军艰难
转战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住这个关键性
问题。劳苦大众在这一过程中也看到了
红军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军队，从而让
红军得以绝处逢生。作者还以他人的口
吻回答了李自成和太平天国失败的“最
大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阶
级，不懂得革命的道理”。萧克将军用其
作品深刻回答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原因就
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
持。

罗霄纵队在艰难的斗争中取得了最
终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缩影，更是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真实写
照。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
时，我们英雄的人民军队传承先辈精神，
迎难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也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这跨
越近一个世纪的精神在永续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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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讨世界演变规律
■韩 震

李君如著《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国人的世界梦》（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书，阐述了中国人不仅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有

和世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世界梦。该书揭示了实现中国

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

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回答了一些

当前人们关切的问题，阐明了我党

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看法，思考

并回答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中国与世界应该如何相处，世界各

国之间应该如何相处。

《我心向党》

系统阐释百年历史
■董博豪

《我心向党：寻踪百年中国共产党

的心路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

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

史、理论、实践、人物和历史瞬间。本书

分为“历史篇”“理论篇”“实践篇”“人物

篇”四个部分，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

的光辉历程，解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的内在原因，可以帮助广大读者准确认

识中国共产党，理解和把握“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思想内涵。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
视亲情。家和万事兴、天伦之乐、尊老
爱幼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倡导了孝老爱亲的
思想。正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在《百家
讲坛》的节目中所说，一个“孝”字，写尽
了天下儿女对父母孝养、孝敬的真挚感
情，写出了对社会上所有老人的关爱与
帮助；一个“爱”字，道出了千万父母对
儿女的真挚感情，也道尽了千万儿女对
父母养育之恩的真心回报。

在中国，每年的新春佳节到来之
时，给家中老人拜年贺喜就会成为这
一天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多年以来，
这种孝老敬亲一直是中国民间社会的
人伦基石，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核心要义。“百善孝为先，德以孝为
根”“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
恩”。这些富有教育意义的名句一直是
中华儿女言行的思想基础，也是传统
文化指导人生的行为准则。

可见，中国人讲究孝老敬亲的习
俗源远流长，深入人心。

说到有关孝老敬亲的古诗词，人
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唐代诗人孟郊的那
首脍炙人口的《游子吟》：“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
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诗句既讴歌了春晖一般宽广无私的伟
大母爱，又表达了小草一样的儿女孝

敬父母的人间至情，这首诗也因此千
百年来仍然让人铭记吟哦。苏轼在
《读孟郊诗》 中称赞道：“诗从肺腑
出，出辄愁肺腑。”这种发自肺腑的真
情就这样真切而细腻地呈现于读者眼
前，动人心弦，传唱不衰。

汉朝的蔡琰在 《悲愤诗》 中曰：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诗句诉
说了诗人远嫁西域时的凄苦和思念亲
人的哀伤，感伤时光的流逝，不断地
念及远方的父母，声声叹息也永无止
息。唐代大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
东兄弟》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
佳节倍思亲”名句，“独”“异”“倍”
三个字大大加深了思亲这一主观感受
的程度。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
一句，历来是国人重亲情、重孝道这
一伦理道德的典型化、形象化概括。
唐代王勃在 《滕王阁序》 中有一句
“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意
思是，即使我一生都不再做官，也要
不远万里回家侍奉父母。“奉晨昏”就
是“晨省昏定”，这在《周礼》中规定
得十分具体：“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
清，昏定而晨省。”“省”就是问安，
“定”即铺床。全句的意思是作为子
女，冬夏要关心父母冷暖，早起要看
望问候父母是否安好，以此表达晚辈
对长辈的尊重和孝敬。

早在西方把鲜花康乃馨比喻为母爱
之前，我国古代就有专门用来表达对母
亲孝意和敬重的花卉，而且它还有一个
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忘忧草（别名
萱草）。古时游子远行前总要在母亲居
住的北房种植萱草，一方面表达游子孝

母思亲的心情，另一方面是让家中母亲
见草如见人，以减轻对孩儿的思念之
情。元代诗人王冕曾写过两首类似内容
的诗词，一首为《墨萱图》：“灿灿萱草
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摇摇为
谁吐？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另
一首为《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
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两
首小诗均以感人的笔触表达了远行游子
对慈母的一片孝心。

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别老母》
堪称是一首表达孝母之心的佳作。诗
曰：“搴帐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
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
无。”诗的首句写道，作者因要远离家
门去河梁谋生，故把帷帐撩起，向年迈
的老母辞别；次句写道，白发苍苍的母
亲不由得老泪纵横，眼泪都哭干了。末
了两句写了作者自身的内心感受，在这
风雪之夜非但不能孝敬母亲，还要离她
远去，不禁兴叹：养子又有何用呢？倒
不如没有。唐代大诗人韩愈笔下的“白
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袖衫留不止”，同
样写得真切感人，催人泪下。前后两诗
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另一文人蒋士铨的《岁暮到
家》也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作：“爱子
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
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
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这首诗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和极具
生活化的描写，刻画了远行的游子岁
暮回家后的心理活动，也叙述了慈母
孝子之间的情感。尤其是诗的最后两
句写出了作者外出谋生，没有成就，

未能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愧见长辈
的心态，但面对老母，又不敢直率地
诉说在外的风尘之苦。诗句所表达的
情感细腻真切，感人至深。

古人对孝老敬亲的诠释除了关爱
奉养老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希望子女能成就一番事业。《孝
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
终也。”这就是说，子女事业有成，父
母就会感到光荣自豪；而一生碌碌无
为，一事无成，则也是对父母的不
孝。千百年来，这一古训无疑也是众
多成功人士成就事业的一种原动力。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如父

母？”（明·吕得胜） 众多的古诗词道
出了儿女对父母感恩戴德的拳拳之
心。父母养育之恩大于天，重于山，
广无边，割舍不断，绵延不绝。都说
人生在世，其他事可以等一等，但唯
独尽孝是不能等待的，否则就会留下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的终身遗憾。

孝行是发自内心的温暖情感，如
果每个人都能孝老敬亲，我们的社会
就可能呈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
乐”的和谐景象。

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孝老
敬亲是家国情怀的感情基础和道德基
础。从本质上讲，传统的孝老敬亲文
化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
内容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尤其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都十分崇尚传统
文化精神的国度里，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孝老敬亲文化永远不会过时。不
仅不会过时，还必将历久弥新。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王争亚

每到年关，思亲情浓，思乡情切。追
溯起来，古人同样把过年当作一年中最
隆重的节日。在我国洋洋数以万计的古
诗词中，就有不少是盼新年、迎新年、庆
团圆的优秀作品。

唐代诗人杜荀鹤在《和舍弟题书堂》
一诗中写道：“团圆便是家肥事，何必盈
仓与满箱。”可见古人把合家团圆当作重
中之重，囊中是否殷实倒在其次。这与
今人“有钱无钱也要过年”的朴素想法不
谋而合。“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
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
买。”这是南宋诗人范成大《卖痴呆词》一
诗中的佳句，生动描述了人们欢天喜地
过新年，为了“守岁”除夕之夜不睡眠，小
朋友在街上雀跃奔走的喜庆场面。

明代诗人叶颙创作的五律诗《己酉
新正》则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个情景
交融的新年：“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
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梅柳芳
容徲，松篁老态多。屠苏成醉饮，欢笑
白云窝。”诗人笔下的新年如一轴曼妙
的画卷：天气真好，无风无霜，春意盎
然，一派祥和，日历上又多了一岁，新春
代替了旧年。时间过得真快，冬天还未
过去，春天已经悄然到来，梅花、柳树展
现了新姿，冬不凋的松树却有了老态。
人们因为高兴，多饮了几杯屠苏酒，心
情兴奋，欢笑声响彻云霄……浓郁的节
日气息扑面而来，令人顿生身不能至、
心向往之之感。

节日期间人们互送祝愿，互拜新年
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明代诗人文徵明因
此撰写了《元日书事效刘后村》一诗：“不
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
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彼时，人

们拜年时兴投送拜帖，一番心意尽在帖
中。诗人感慨地说，不求见面，只希望通
过拜帖问候，所以我家一早已堆满各种
拜帖，我也随潮流向他人投送拜帖，世人
只会认为这样更简易，而不认为这是空
虚的礼节。这种拜年方式文雅、内敛，不
落俗套，与今人通过贺年片、微信拜年的
做法有相同之处。

除夕之夜古人喜欢给小孩发压岁
钱。压岁钱又称压祟钱，“祟”指不吉利
的东西，古人借此习俗祈祝来年不发生
任何不吉利的事情。清代诗人吴曼云在
《压岁钱》一诗中有如此描述：“百十钱穿
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
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将彩线串着的
压岁钱发给孩子们，孩子们自己收起来，
商量着买爆竹和箫等玩具，压岁钱让小
儿忙了一夜。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孩子们
拿到压岁钱时的喜悦心情。

古人过年爱放鞭炮，如果没有鞭炮，
就以烧竹竿代之。唐代诗人来鹄在《早
春》诗中说：“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
爆竿灰。”在唐朝，鞭炮又被称为“爆竿”，
将一根较长的竹竿逐节燃烧，封闭于竹
节内的气体受热膨胀，撑破竹节那一刻
便发出“噼啪”的破竹之声，声音或沉闷
或响亮，借此达到驱逐瘟神的目的。虽
是迷信，却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祈盼国
泰民安、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景。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创作的《元日》一诗最为出彩：“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通过诗
人的如椽大笔，人们仿佛听到古人燃放
辞旧迎新的爆竹声，纷纷取下旧桃符（门
神），换上新桃符的忙碌身影。

古诗词中的新年
■李职贤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
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
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近日重读庄子
的 《逍遥游》，感触颇深。入伍前曾
在语文课本里读过 《逍遥游》，却从
没有真正走近庄子，去感受他“乘物
以游心”的那份洒脱逍遥，也从未真

正感受过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的那份淡泊。
《庄子》开篇《逍遥游》讲了一条

大鱼化身为鹏鸟遨游于九天的故事。
庄子说，这条鱼其实并非无所依赖，
它必须借助风，一旦没有风就会从高
空掉下来。

物质放大欲望，精神放大梦想。
《逍遥游》中写道：“适莽苍者，三餐
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
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人应该
凌驾于物之上，做物的主人，而不要
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变成物质的奴
隶，被物质所羁绊。物质只会带来短

暂的满足感，但真正的幸福感一定是
来源于精神。《庄子·天道》 中说：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在庄子
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简单质朴。
一个人的境界越高，就越注重精神上
的满足而非物质上的享受。简到极
致，便是庄子的大智；淡到极致，便
是舍弃。把对物质的追求与渴望转化
成精神上的满足，去享受精神富有带
来的惬意，让灵魂自得其乐。人生的
精彩与否不在于多少物质的拥有，而
在于精神富足后的逍遥自在。

庄子在与惠子交谈时曾将自己比
作鹓雏，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

比作腐鼠，表明了自己鄙弃虚名的立
场和志趣。在庄子眼中，功名利禄、
金钱物质只不过是一些个无趣的存在
罢了。庄子辞仕为庶，原因就在于做
了“漆园吏”的庄子没有时间读书抚
琴、吟诗作对。这种生活使他不仅没
有丝毫快意，而且日渐变成自己所厌
恶、所不屑的人，于是后来即使是楚
国国君派专人来请他出山做丞相，他
也不过是以一句“吾将曳尾于涂中”
而当即回绝了。

庄子从有所待写到无所待而游于
无穷，由有我达到无我之境，能够摒
弃小我，突破世俗的羁囚桎梏。在庄
子看来，一个人达到无我的境界时，
心中自然就没有了牵挂障碍，而把高
低贵贱、功名利禄放在心上的人还在
“有我”的境界里苦苦挣扎。

人容易在追逐中失去风景，在贪
欲中失去幸福。不被世俗所牵绊，不
被功名利禄所留住，让精神之花在物
质之上绽放，才能在“物质为底色，
精神做音符”的世界里找回“半身温
饱，半身书香”的真和美。

绽放精神之花
■李 江 徐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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