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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
长征。腿部负伤的陈毅留在苏区，与
项英一起领导红 24师及地方武装共 1.6
万余人坚持斗争。项英、陈毅等经过
转战，于 1935 年 3月到达赣粤边的油
山地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
战争。红军游击队天当被、地当床，
与敌人周旋，顽强战斗。在这样的艰
难条件下，陈毅却创作出了许多文字
冷峻、意境幽远、结构精当、寓意深
刻的革命诗篇。

1935年冬，陈毅与游击队员在某天
夜里，攀藤附葛，翻过险要嶙峋的梅岭
雄关。到达仙人岭时，陈毅感慨万千，
写就七言绝句《偷渡梅关》：

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首句描写森严敌情，次句刻画自然
环境。深冬的夜晚，梅岭上敌军碉堡，如
展开的雁阵一个挨一个，枪口黑洞洞密
如针孔。枯萎的野草，茫茫然伸向天际；
而一钩冷月，缓缓地爬上星空。两句本
是写景，展现梅关冬夜的凄冷景色，但加
上“敌垒”二字，一下子就烘托出了紧张
的战斗气氛，使得原本像剪影一样的寒
夜山野，陡然间变得阴森恐怖。看似写
景，实则烘托偷渡梅关时的紧张气氛。
第三句点题，具体描写偷渡梅关时抓住
藤蔓攀爬的动作。“君须记”是让同志们
记住这条小路，以后还要回来。末句是
诗眼，陈毅身处险境，仍坚信红军一定能
冲破艰难险阻，夺取胜利，国民党反动派

的统治必将化为灰烬。
就在这次行军途中，战士们累得实

在走不动了，就在仙人岭石坳里稍事休
息。一觉醒来，生性乐观的陈毅风趣地
说：瞧，我们头朝广东，脚向江西，一身
压着两个省呀！说得大家都开口笑了
起来。

1936年，夏季的油山，阳光充足，野
果野菜遍野，敌人也暂时退去。陈毅一
扫心中的阴霾，灵感喷涌，用白描的手
法写实构思，遂完成《赣南游击词》，生
动传神地勾勒出了红军游击队战斗、生
活、行军中的许多典型场景，真实地记
录下战士们的艰辛与喜悦，如：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他的诗词无拘无束，就像他说话，
可以吼声如雷，谈到诙谐处，又会逗得
人满堂开怀。

到了秋天，陈毅回忆起这几年一直
在赣南五岭山脉一带率部作战，处处危
机四伏，极其艰苦，8月 26 日正值自己
35岁生日，故赋诗寄怀：

大军西去气如虹，一局南天战又重。

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

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

物到极时终必变，天翻地覆五洲红。

首联写实，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已
胜利站稳脚跟。留守的红军在南国一
隅，又遭遇战事重开。一北一南的胜局
与困境，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颔联比
拟，东北三省遭日寇铁蹄践踏，红色根
据地也大片丢失。山河破碎，国难当
头，多少战友血洒疆场，悲壮牺牲。颈
联则由宏观到具体，视角像镜头一样拉
近，从全国的局势转到赣南的油山，再
转到艰难的游击战。国民党军欲置红
军游击队于死地，步步为营、重重封锁、
围追堵截，但陈毅率领游击队员，翻山
越岭，昼伏夜出，打不垮、击不溃，顽强
地坚持了下来。尾联借用“物极必变”
“天翻地覆”，寓意革命必然成功。

陈毅创作的这首七言律诗，视野开
阔，气势恢弘，结构严谨。尤其是颔联与
颈联，“半壁河山”对“几多知友”，“沉血海”
对“化沙虫”，“日搜夜剿”对“万死千伤”，
“人犹在”对“鬼亦雄”，合辙押韵，对仗工
整。纵使万死千伤，做鬼也是英雄。这种
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
神，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令人为之动容！

这年初冬，陈毅摄取游击战中的一
个真实画面，创作了七言绝句《雪中野
营闻警》：

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

遥闻敌垒吹寒角，持枪倚枕到天明。

这首诗充满了边塞诗的味道。用比
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生动地再现了红军
游击队员在冰峰雪岭中与敌人斗智斗勇
的真实场景。上句突出写“冰”。岭南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很难见冰雪，
但油山昼夜温差较大，山脚虽温暖如春，
山顶却寒冷刺骨，树枝上悬挂的冰柱长
短粗细不一，千姿百态。突然一阵寒风
刮来，直击冰柱，冰柱又互相撞击，发出

碎裂的脆响，纷纷掉落到地上。本来山
岭一片寂静，但因有了“风击”，“碎万瓶”
的响声犹如天籁，使冬日的山野充满了
灵气。野营途中的游击队员，艰难跋涉，
周遭雪野茫茫，只有一片片白皑皑的雪
光扑入眼帘。

下句突出写“险”。在油山寒冷险
恶的自然环境中，游击队员本来就缺衣
少药；而远处敌军堡垒里又传来军号
声。游击队员一个个在树丛中，在藤蔓
旁，和衣抱枪，半梦半醒，直至天明。

寒冬时节，国民党军又对梅岭进行
“清剿”，陈毅等人被围困在山林草莽之
中。敌人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
搜索，有时还放火烧山，加之陈毅腿部旧
伤复发，行动不便，所以难以突围。在被
围困长达20多天时间里，陈毅苦苦思虑，
恐难脱身，遂写下“绝笔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首“绝笔诗”藏在衣内，充分表达
了陈毅献身革命的决心和革命必胜的
信念。就在这个生死关头，“西安事变”
爆发，国民党内部慌乱，进山搜剿的国
民党军悻悻离去，陈毅最终转危为安。

陈毅曾这样评述：这三年游击战争，
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
难的阶段。可以说，他的这些咏怀言志
的篇章是在九死一生的危急状态下磨砺
而成，困境与希望并存，展示给人们一个
积极乐观、气概豪迈的崇高形象。

艰难岁月谱就英雄诗篇
■欧阳青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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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对于一个人来说，读书非常重要，
但阅读不是目的，提高修养、学以致用
才是目的。所以，一个人要善于读懂人
生的无字书。

哲人们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
奔流不息的河流，会经历跌宕激越，见
证奔腾壮丽，承受曲折碰撞，收获幸福
美好。站在人生的岁月风景线上驻足
回望，那些跌宕与壮丽，那些成功与喜
悦，那些曲折和伤痛……如斯种种，都

会融入一个人的血脉骨髓，成为生命里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富人生，滋养灵
魂。

读书之余，思考人生，就会发现一
个又一个道理。

守住底线，方得始终。很多书都在
阐述这个道理，无论是历史人物的启
示，还是现代人物的经历，都不断印证
着这个人生道理。生而为人，首要之责
是必须牢牢守住道德底线和法治底线，
恪守良善、诚信、不欺、守德。心存善
念，善待他人；待人以诚，立世以信；不
欺天地，不欺良心；不触法纪，不违公
德。为人处世，守住了这个底线，就守
得住寻常日子里的幸福美好。

心存敬畏，常怀感恩。天地山川，
自然万物，皆为生命的滋养。敬畏天
地、敬畏自然，感恩山川大地赐予的一
切，我们就会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
更加自觉地遵守自然规律，尊重生命法
则，珍惜这世间的生命万物，与大自然
和谐共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
师长、亲朋好友、同事战友等给予的关
心关爱和帮扶支持，如阳光，似雨露，给
生命带来温暖和力量。常怀感恩之心，
就不会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的得与失，
会更加宽容豁达、忍让包容，也能够让
自己的心灵与境界得以宁静与提升。
敬畏与感恩，也应该成为我们一路走来
始终坚守的人生法则。

勤学善思，尚雅乐道。人的一生，
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学习与思考，学习
是终生的事业，思考是人生的必需。山
川蕴大道，万物皆学问。勤学善思，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广泛的阅读，丰富的
阅历，旅途的风景，以及所有我们历经
的人和事，所有收获到的欢欣与喜悦，
都可以成为思之源泉、学之导向。那些
文字之美、山川之美、风物之美、人性之
美，丰富并深刻我们的思想。尚雅乐
道，能够放大我们的人生格局。心有多
大，世界就有多大；情趣有多高洁，人生
就有多精彩。它能够让我们在有限的
生命里收获无限，让我们学会做好人生
的加减法，让我们突破物欲的羁绊更加
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让我们的人生之旅
走向一片又一片的春暖花开。

读书多了，阅历多了，自然会发现，
人生必须拥有四样东西：扬在脸上的自
信，长在心里的善良，融进血液的骨气，
刻在骨头里的坚强。在读书之余，结合
自己的人生道路思考，就会发现一片更
为广阔的天地。

善读人生无字书
■蔡多文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新译外国诗人20家》（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是《诗刊》“国际诗坛”栏

目近两年最新作品的合集，选取了世

界各地多位有影响力的当代诗人的作

品，精选译者进行翻译推荐，所选作品

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诗刊》社长期以

来关注和重视诗歌翻译工作，从2018

年起启动“汉诗英译”项目，将中国当

代优秀新诗在中国诗歌网以中英双语

的形式推出。

《新译外国诗人20家》

加强文化交流互鉴
■张 国

《长征中的名战名将》（中国言实出
版社）精装本的麻纱封面上，闪耀着“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百年百部红旗
谱”两行烫金字。重温这段党史，使我受
到了一次庄严的精神洗礼。伟大的长征
精神，是人类历史上英勇无畏和坚忍不
拔精神的典范。

本书精选了红军长征中的湘江血
战、土城战役、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激
战腊子口、直罗镇大捷、百丈关血战、回
旋湘黔滇等 8场著名战役，生动展现了
红军将领的魅力与风采。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
到的一次重大危机。1934年 11月，中央
红军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
线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
令，调动湘军和桂军，精心设置了第四
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
地区。这次战役中有彭德怀率红三军
团连克敌军两道封锁线的捷报；有周恩
来“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
去”的电报；有彭德怀在危急关头下达
的铁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守三至
四天；有师长陈树湘为掩护中央纵队安
全渡江，率领第 34师拼死抵抗，受伤被
俘后，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作家
罗元生和刘标玖用生动文笔，再现了红
军战史上壮烈的一页，“每一秒，都是用
战士们的鲜血换来的”。当地至今依然
传颂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
江鱼”的悲怆歌谣。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
是“四渡赤水”的发轫，没有土城青杠坡
之战，也不会有“四渡赤水”。土城的地
理位置比较特别，实际上在半山腰里，赤
水河在它的脚下，而敌人占据的青杠坡
地势很高，像是土城的头顶。红军背水
一战，实行仰攻。敌军的气焰相当嚣张，
步步逼近，似有将红军推入赤水之势。
在危急时刻，朱德亲赴前线，和战士们并
肩战斗，给苦战中的将士以极大的鼓舞，
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

四渡赤水是战争史上运动战的经典
案例，红军穿插迂回于敌数十万重兵之
间，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935
年 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红军来
到赤水与追堵红军的川军相逢，战局十
分不利。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
等同志分析形势后，决定立即抢占附近
渡口，准备摆脱敌人。一渡赤水，避实就
虚，红军进到云南扎西地区。蒋介石调
集重兵，加紧“围剿”红军。为了跳出敌
人的包围圈，红军迅速回师二渡赤水，奇
袭娄山关。后来，毛泽东回忆这场战斗，
赋诗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
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
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
海，残阳如血。”红军占领娄山关之后，乘
胜追击，连克桐梓、遵义两城，击溃王家

烈部八个团和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约
三千人，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三渡四
渡，声东击西”，红军三渡赤水，造成北渡
长江的声势，牵动国民党追兵，然后调头
东下，四渡赤水，南涉乌江，把敌人主力
甩到后面。蒋介石急调滇军增援，疲惫
不堪的滇军被红军牵向东去，遭沉重打
击。红军主力大步开进云南，从容渡过
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
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一个个胜利的背后，离不开将帅
们的高超指挥，也离不开战士们的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面
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和飞机大炮，还
要面对险恶无比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爬
雪山、过草地，许多红军将士牺牲在行军
途中。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红军每
到一地， 注重联系群众、宣传群众、
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
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
护和支持。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我们更要学习
好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正如本书作
者所言：我们从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
中收获了永久的“精神食粮”——那种不
畏艰险、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民族使命
感和历史责任感；那种百折不挠、顽强
拼搏、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那么，
我们就应当将这些品德付诸我们漫漫
人生的成长过程和伟大祖国的具体建
设实践之中。

永
久
的
﹃
精
神
食
粮
﹄

■
宫
媛
媛

读完《拆解“双标”》（人民日报出版

社），有一个不吐不快的感受：西方的“救

世主”心态，可以休矣。

《拆解“双标”》把历史镜头拉到当

下：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抱着“救世主”

心态行为处事，自认为高人一筹，事事都

高高在上，处处要压人一头，认为选择西

方道路才是唯一正解。

理解了西方的“救世主”心态，也就理

解了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花样百出的“双

标”行径——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带

着预设立场报道中国，带着偏见歧视评论

中国。《拆解“双标”》展示了大量典型案

例：同样为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措施，西

方是“保护人权”，中国是“侵犯人权”；同

样是暴力犯罪，发生在西方是“暴恐袭

击”，发生在中国就是“流血事件”；同样正

常跨国经营，西方企业是“在商言商”，中

国企业是“另有图谋”……“双标”的花样

之多，套路的路数之复杂，可能超出很多

读者的想象，刷新此前的认知。

这些套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救世

主”心态的投射，包括恶意诋毁、阴阳怪

气、造谣中伤、肆意抹黑等。《拆解“双

标”》不仅分门别类地列举案例，更条分

缕析地洞见背后的道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从世界格局看，“东升西降”让西

方失落；从权力结构看，“南升北降”让西

方失望；从国家制度看，“中升西降”让西

方失措；从发展动能看，“新升旧降”让西

方失势。一系列的失利，让“不适应”“不

舒服”的西方进退失据。但是，一些西方

媒体和政客却依然抱着自以为是的心

态，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想要获得

发展和成功，只能接受西方文化、按照西

方规则、选择西方道路。这种骨子里的

优越感，成为滋生“双标”横行的培养皿。

在少数不友好的西方媒体的聒噪

声中，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

少数政客的指责声中，中国着眼于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朋友圈”越来越大，好朋友、好伙伴越

来越多。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

展也需要中国。西方少数媒体和政客越

是“双标”“甩锅”中国，我们就越要

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越要自信开

放，坚定地站在公平正义这一边、站在

历史正确这一边，全力为中国发展继续

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乱云飞渡仍从容
——读《拆解“双标”》

■张近山

《百年红色家书品读》（人民出版

社）精选了60余封含义深刻、情真意

切的红色家书以及革命前辈给同道师

友的书信或自述随笔，每封信后面都

根据党史作了注释，配写了品读导

读。该书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研读红

色家书，更好地从红色资源中汲取精

神滋养和前进力量。

《百年红色家书品读》

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
■徐舟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