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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视觉阅读·春回草原
徐 立摄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近日拜读了由中
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亲历长
征》（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作品真实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壮烈、最惊
心动魄、最富有神奇色彩的伟大长征，
阐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
地位和作用，缅怀了老一辈革命者的丰
功伟绩，弘扬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作品精选 95位亲历长征者撰写的
文章，共 149篇，分为上下两册，配有照
片、示意图等 200多张，选编长征重要文
献 57份。全书以精准的史料为基础，以
时间为序，以重要战役、重要会议、重大
事件为主线，还原了红军万里长征的全
过程。作品还收录了一批老革命家的
回忆文章，展现了亲历长征者的所见所

闻。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长征这部
伟大的史诗，编者还精选了部分长征重
要文献，如命令、电文、会议、报告等，从
不同角度讲述长征故事。

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读者仿佛看
到了一个个红军战士惊天地、泣鬼神
的战斗历程。从踏上长征到湘江血
战，从奇袭娄山关到飞夺泸定桥……
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都令人震
撼。从莫文骅将军撰写的《浴血湘江》
中，我们感受到了革命前辈惊天动地
的革命英雄气概。湘江战役是中央红
军在长征途中战斗异常激烈残酷的一
次战役。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敌我力
量悬殊的情况下，以压倒一切敌人的
英雄气概，浴血奋战，突破了敌人四道
封锁线。走进如此厚重的历史，我们
深深被红军将士们在湘江战役中所展
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理
想信念所折服。

杨得志将军撰写的《强渡大渡河》
一文，生动描写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

斗经过。红一军团第 1师第 1团作为先
遣部队，由团长杨得志指挥，在这一次
战斗中担当着红军尖兵的角色。面对
湍急的河水和对岸凶狠的敌人，他们组
成了一支英雄的渡河奋勇队：十七个勇
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
枪、五六个手榴弹和一些作业工具。凭
着这些简陋的装备，他们冲向被敌人封
锁的对岸，十七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
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胜利地控制了
渡口，为红军打开了生命通道。在强渡
大渡河战斗中，红军官兵凭着英勇善
战、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
激流中勇进，在险路上前行，十七勇士
的英雄壮举谱写了革命历史上的光辉
一页，为后人所传颂。

杨成武将军撰写的《长征》一文，向
读者呈现了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英
勇画面。腊子口周围群山耸立，如刀劈
斧削，两岸林密道险，真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面对险恶的地形和凶残的
敌人，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他们攀陡壁、

强渡河、过隘口、攻炮楼，打得敌人东逃
西窜。腊子口战斗是长征途中的一场
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
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显示出红军战士
的智勇双全和不怕牺牲的硬骨头精
神，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
死、饿死在雪山草地的阴谋。书中这
些经典战例不胜枚举，攀登老山界、四
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
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都是英雄史
诗般的传奇故事。

亲历长征者书写的每一段朴实无
华的文字，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每
一场浴血鏖战的战斗，都让我们心灵
震撼。有什么样的精神，就有什么样
的力量；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
的方向。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
的一座丰碑，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
农红军用理想和信念、意志和力量、鲜
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
史诗，我们应永远铭记和珍视伟大的
长征精神。

书写英雄史诗
——读《亲历长征》

■张金寿 宗旭阳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带领中国

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这背后有怎样的理

论总结和实践支撑？《大党是怎样炼

成的：解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从信仰、组

织、改革、奋斗四个方面，系统梳理

了百年大党的内在精神特质和外在

表现，解码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

历史原因。该书所遴选的文章，既

融合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的理论视

角，又呈现了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党员

干部的实践经验，通过系统的理论思

考，力图回答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

这一重大命题：党在组织建设上如何

聚天下英才、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

定，在改革创新上如何不断开辟“中

国之治”的新境界、以自我革命精神

守初心担使命，等等。这些论述深入

浅出，带着读者探寻中国共产党千秋

伟业、百年风华的答案。

《大党是怎样炼成的》

探寻百年辉煌答案
■路学涛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青少年
读者是手捧着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革
命历史题材小说，憧憬着共产主义事业
的美好未来成长起来的。他们从这些
小说里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奋
斗历史，懂得了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又
要到哪里去。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
员。王愿坚的小说鼓舞人、激励人、启
迪人，其作品的现实意义在于，不忘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使红色基因薪火
相传。其作品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像星
星之火一样燎原大地，滋养着一代又一
代青年人。

2019年春天，我收到王愿坚夫人翁
亚尼前辈给我寄来的七卷本《王愿坚文
集》。这套文集于 2018年由春风文艺出
版社出版发行，面世后得到广大读者的
好评和喜爱。文集中有 30多篇中短篇
小说，这些小说深深地吸引了我。
《党费》《粮食的故事》《三张字条》

《小游击队员》等都是我耳熟能详的优
秀作品。少年时翻看着精美的连环画，
被里面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所感动、感
染，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时代，我投笔
从戎，走进军营。那些年，战士们常在
报纸杂志上看到王愿坚创作的小说，比

如《夜》《足迹》《肩膀》《草》《食粮》《启
示》《路标》……
《足迹》讲述的是红军长征攀登雪

山时的悲壮一幕。雪山顶上，周恩来同
志那句“同志们，革命，需要我们往前走
哇”，深深地刻进了读者心中。翻越人
迹罕至的雪山，在生命禁区里前进，雪
地上留下的足迹永远刻印在读者的心
中。大雪纷飞中，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回
荡在历史的天空。
《路标》中的主角是一位 14 岁、名

叫罗小葆的红军小战士。他在过草地
时掉队，无助地只身前行。在他最困
难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红军干部模样的
人，他从这位干部身上懂得了许多革
命道理。红军干部告诉他，北上才是
红军的出路。因此，北上成了掉队小
战士心中的路标，激励他向北前进。
夜深的时候，罗小葆思考着、在疲倦中
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时，那位干
部已经出发了。有人告诉他，那人就
是毛泽东。小战士万万没想到，和自
己在一起的人竟然是毛泽东同志。他
把激励化为动力，向北飞奔。因为，那
里是中国革命的希望。

王愿坚于 1944 年 7 月来到抗日根
据地，那一年他才 15岁，第二年参加革
命队伍，在部队当过宣传员、文工团员、
报社编辑和记者、杂志社编辑，这些经
历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厚实基础。

爆发于 1953 年的东山岛保卫战胜

利后，王愿坚来到那里，与老百姓同吃
同住同劳动，写下了《珍贵的纪念品》和
《火》两篇短篇小说。《火》讲述的是国民
党军队偷袭东山岛，岛上人民群众协助
解放军战胜敌人的故事。

小说《三张字条》围绕“我”、通信
员小吴、程老爹三人展开。1949 年，解
放大军南下途中，“我”在借宿过程中
巧遇程老爹，引出红军的两张借条和
新四军的一张借条，由此演绎出军民
鱼水情深的曲折感人故事。作者不少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种叙事
风格的作品更容易让读者进入故事
里，从而产生共鸣。

王愿坚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个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
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大型革命回忆录
《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接触了大量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原始素材，激发了他
的创作热情，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作者
采访到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从而打开了
创作的阀门。第二个阶段是 20世纪 70
年代末期。此时的王愿坚经历了风风
雨雨的洗礼后，已经是一名有着 30多年
军龄的老兵，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境界。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
一次史无前例的远征，也是王愿坚小说
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素材。
《肩膀》讲述通信员小秦带着伤痛，

艰难行进在荒无人烟的草地，意外见到

朱德总司令的故事；《食粮》描写红军在
藏区将被国民党反动派抢去的牛羊归
还藏族牧民的感人故事；反映爬雪山过
草地时红军战士与周恩来副主席故事
的有《夜》《草》等小说……

中篇小说《虹》是一篇 5万余字的小
说，也是王愿坚众多小说中最长的一
篇，同样是一篇展现工农红军草地行军
的力作。男主人公是红军连长肖国成，
女主人公是老党员伍芝兰。小说围绕
女主人公伍芝兰孩子丢失，引出了一系
列扣人心弦的故事，最终孩子回到母亲
怀抱。孩子是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也是革命的希望，小说结局寓意着革命
必定成功。

1936 年 10 月 ，三大主力红军会
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
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主席在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里所
讲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
是播种机。

王愿坚的这些作品，生动描绘了红
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和历史功勋。长征
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

革命战争年代的党员、干部，始终
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身先士卒，处处
起表率作用。王愿坚革命历史题材小
说中所讲述的感人故事，对每一个党员
同志都是一堂心灵的启迪课。

感受文学经典的精神力量
——王愿坚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现实意义

■杨勤良

古人讲：“举世纷纷名利逐。”但无
数共产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荣名利
禄云过眼。”正是因为永远保持一颗共
产党人的初心，我们的党才能“沧海横
流，方显英雄本色”，永远走在时代的
前列。这是我读丁捷著政论散文集《初
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最深刻的
感受。

一个人行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回首
望去，应该要看到来时的初心。书中写
道：“一颗爱人民、爱国家、爱世界的心
比 960多万平方公里还要广阔，与世界
一样博大，如山高水长，如雷霆万钧。”
怀揣着满心爱意和一片赤诚忠心，我们
选择了一条走上光辉岁月的道路，肩负
着沉甸甸的责任，朝着党指引的方向，
大步行走在先辈开创的道路上。

无论世界风云怎样变化，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始终不变——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丁捷说：“常理比知识更重要，良
知比智慧更可贵。”回望党走过的百
年，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
路蓝缕的一百年，也是创造辉煌的一
百年。多少个困难险阻、多少次风雨

飘摇、多少回惊天巨变，在这条披荆
斩棘的道路上，英雄的共产党人越是
艰险越向前，初心就是他们心底里不
断向前的永恒动力。中国共产党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
清醒头脑，走过千山万水，破除道道
障碍，留下了一个个令世人惊叹的辉
煌成就。回望来路，党的足迹依然清
晰可见，初心仍旧熠熠生辉。
“初心的光辉，一直在普照着人类

的行程，也一直蕴藏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富矿，补给着我们的文化血脉。”丁捷
用凝练朴实的言语解析了党的初心与使
命的历史源泉。

作者在《初心》一书中也深刻剖析
了自己的内心与灵魂。丁捷结合自己丰
富的人生经历侃侃而谈，仿佛与读者进
行面对面的谈心交心，语言朴实，态度
坦诚，质朴的文字静静穿透读者的心
灵，生动的文笔中体现出浓浓的人文精
神和家国情怀，同时也让我们在阅读中
深思初心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今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如今，我们正
阔步行进在强国强军的征程中。只要
我们初心不变，即使行出万里，回首
望去，依旧可以顺着党来时的足迹和
出发时的初心，面向未来，奋力拼
搏，坚定前行。

历久弥坚见初心
■李栋杰

阅读观察

观剑识器，激浊扬清

新年度有新气象，文学期刊也不
例外。不久前，我饶有兴致地读完了
第一季度的 3 期《解放军文艺》，从字
里行间强烈感受到，新时代的强军步
履铿锵有力。
《解放军文艺》新年度刊发的小说

作品，突出了军事文学特质。在新推
出的小说作品中，老作家徐怀中一马
当先，以其《活过一回，死过一回》再次
体现出这位老作家厚重大气的军人品
格，作品依然颇具文学张力和艺术感
染力。杜晨的《巡线》、李骏的《晚来
秋》、周建的《云蒸霞蔚》等中篇，与武
威的《算账》、董峰的《绿格纸》、徐嘉馨
的《柔软的锯齿》、吕向芳的《玉珠峰
下》等多个短篇一道，探视着新时代军
人的情感世界、事业追求和家庭生活，
彰显了军旅题材的厚实与鲜活。这些
作品都比较好地折射出军人崇高的精
神世界，情感丰沛、维度广阔。

散文和诗歌栏目也有不俗的呈
现。有不少非军旅出身的名家在此亮
相，将表达路径拓展得更为宽广。如
张世勤的《大青山一夜》、邓跃东的《武
威的殊途》、李金明的《散落在一九四
五年秋天的法币》等，文字舒展，意趣
横生而又情意绵长。

该刊的诗歌栏目令人惊喜，不乏音
律铿锵、诗意飞扬的短章。即便放在当
今诗坛中去比较，这些作品也属于难得
的佳作。或许是因为军队生活的理性
干练，也或许是因为军人诗情的果敢豪
迈，发表在这里的诗作大都能够在坚毅
中显示出诗人们性情的刚直忠贞。比
如周启垠的《渐渐陌生的钢蓝》、万有文
的《戎马精神》、高作苦的《战神归来》、
许诺的《边关独白》、林春莉的《射击场
与葡萄园》等，单从题目看，就少了许多
无病呻吟的矫情，多了一份与军人情投
意合的阳刚与峻峭。
“洞见”栏目挥洒自如、有的放矢，

显示出刊物对文艺批评的倚重。朱向
前、廖建斌的《新世纪军旅中篇小说》，
概述了一大批军旅作家在新世纪中篇
小说建构中的突破和努力，翔实大气、
客观公正，可以说是一次对军旅文学
整体的概括。张志强的《英雄山的叙
事艺术》、杜江的《从百姓到革命者的
书写》、安琪的《写出有灵魂有力度的
伟大诗篇》，是评论者从个人阅读的心
得中，吹糠见米地评述着某些单篇军
事题材作品的丰赡意境和解读维度。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作
家徐贵祥的长篇小说《穿插》和《伏
击》，所以我在读《英雄山的叙事艺术》
时就会感觉到特别心有灵犀。读这类
有的放矢、有血有肉的评点文章，当是
《解放军文艺》读者的一大幸事。

《解放军文艺》新近推出的“强军
现在时”和“我和我的战位”两个栏目，
具有非常独特的时代色彩。“强军现在
时”是一个短篇报告文学栏目，发表的
《飞行人生》《归来仍是少年》《高原夜
训》《淬火》《云端之上》《军嫂奏鸣曲》
等作品，均很有情感地演绎着新时代
军人在寻常生活中的细波微澜，绚丽

婉转中又是那么的丰赡、旖旎。《云端
之上》和《军嫂奏鸣曲》的两位作者是
女性，作品中所记录的主人公也是女
性，这样熨帖的安排将韵味延伸进“三
八国际妇女节”的大语境，可见编辑理
念的清晰缜密。把“我和我的战位”栏
目归类为“非虚构”当属自然，文本中
对当下普通军人具象而细微的演绎和
对他们心灵深处某些闪光点的捕捉，
是特别有嚼头的朴素表达。比如黄振
明的《一个人的哨所》、李博的《国防生
排长》、裴佳的《阅兵擎旗手》等文本，
读起来都亲和感人。

2021 年恰遇《解放军文艺》创刊 70
周年，期刊特地增设了“70年·我与《解
放军文艺》”栏目，裘山山的《我的第一
笔稿费》、马晓丽的《久远的朋友》、刘
增新的《那年 作者与编者》等文章，都
深情款款地讲述了他们与《解放军文
艺》多年以来的过往，于情景交融中娓
娓道来。这些带有作家个体情感和温
度的作品，既让我们了解到《解放军文
艺》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可以凭此去触
摸这些作家多姿多彩的文学情怀，这
样的作品也给人以惬意而又满足的阅
读享受。

向
强
军
战
位
聚
焦

■
周
其
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