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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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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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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创建
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
南梁流传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这
些故事是峥嵘岁月的见证，是光辉足迹的
留存。甘肃省政协编写的《南梁红色故
事》（中共党史出版社）以陕甘革命根据地
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选录 46个反映
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主
要党史人物，通过一系列生动感人、催人
奋进的革命故事，详细讲述了革命先辈创
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生动展现了革
命先辈的党性修养和斗争精神。

作品以时间为序，围绕根据地的创
建，从《“三色”方针建红军》到《陕甘边区
第一个红色政权》，从《会师永坪镇》到
《鏖战山城堡》，既有宏大场面的叙述，又
有人物细腻的描述，多角度、多场景反映
了根据地创建的艰辛曲折，讲述了无数
惊天地、泣鬼神的红色故事，客观真实地
还原了南梁革命斗争历史原貌，让读者
身临其境地感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
甘革命根据地的社会面貌、阶级状况和
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让人深受教育。
作品中展现的南梁精神，成为激发广大
党员干部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
的不懈动力，把红色火种播进一代代年
轻人的心中。
《南梁红色故事》以史为据，开篇讲

述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坚持从陕甘边革
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创建革命武装和根
据地，为创建革命武装在陕甘边地区进
行了长达 3年的兵运工作，历经艰险、屡
遭挫折，虽然教训沉痛，却为革命武装力
量发展储备了大量军事骨干，为后来的
陕甘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共产党
人在陕甘积极进行兵运工作的同时，汲
取兵运活动的深刻教训，积极探索创建
革命武装的道路。刘志丹于 1930 年 10
月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太白起义，创建了
南梁游击队，这是共产党人在西北建立
的一支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这些成
功探索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观念
和经验智慧，凸显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领导人的坚定信念和伟大精神。
《南梁红色故事》记录了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的传奇故事和英雄史诗。书中《夜
袭合水城》中的合水县城是一个跨山城
池，敌人筑有坚固的碉堡，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由于我军缺乏攻坚武器，采取强攻
硬打很难奏效。刘志丹综合分析了敌情
和地形后，决定采取智取的办法。他挑选
出 20多名机智勇敢的干部、战士组成登
城突击队，最终胜利占领了全城。奇袭合
水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我军指挥员高超的
军事才能，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沉重
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还有阎家洼 42 烈士。他们在面对
穷凶极恶的敌人时毫不畏惧，用自己的
鲜血证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烧杀

抢掠暴行面前，英雄的南梁人民没有被
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同敌人展开了威
武不屈、悲壮惨烈的英勇斗争，用鲜血和
生命保卫了南梁政府干部和物资，表现
出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和大
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书写了千古传颂的
英雄史诗。
《陇原第一枪》《三嘉塬上举红旗》

《风雪子午岭》《薛家寨保卫战》《西华池
大捷》等章节，也都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
故事和人物。这些红色故事中蕴含着南
梁精神的思想光芒和强大力量，体现出
共产党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仰、为了
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赴汤蹈火，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

今天，创建根据地的先辈和英雄烈
士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南梁精神光耀千
秋，是共产党人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源
泉，南梁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座不
朽丰碑。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
学好南梁历史、讲好南梁故事，让党的事
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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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创作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小
说为何对战争、人的思考如此深邃？徐
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或许能为我们
提供答案。

1962年，徐怀中在北京西山写成了
《牵风记》的初稿。在之后的 60多年里，
徐怀中一直为《牵风记》的诞生做着准
备。2018 年，《牵风记》率先在《人民文
学》发表。

徐怀中在抗日战争末期加入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更亲历了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小说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
景，讲述了“三人一马”的故事：青年女学
生汪可逾在投奔延安的路上路经“夜老虎
团”驻地，因一曲《高山流水》与团长齐竞
相识，成为这位年轻指挥员麾下的一名文
化教员。二人在长期并肩战斗中渐渐产
生了感情。在浪漫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
之际却突遭不测，两人产生隔阂，爱情之
花走向凋零，汪可逾抱憾而去，齐竞遗憾
终身。齐竞的警卫员曹水儿受齐竞指派
长期照料汪可逾，极通人性的军马“滩枣”
成为汪可逾的专属坐骑，与她惺惺相惜，
甚至一起走向生命尽头。

可以说，《牵风记》是作者以个人视角
对历史的回溯。1947年，18岁的徐怀中
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时他已参军
两年，担任乡武工队队长，手下总共有十
几杆“枪”，主要是掉队和受伤的战士。由
于势单力薄，加上对当地社情并不了解，
他们甚至从不敢在同一个地方住两个晚
上。在一次次战斗中，许多战友永远长眠
在了大别山这片土地上。这些经历不仅
成为徐怀中创作灵感的直接来源，也让他

对战争的描写更贴近真实。在这部小说
中，徐怀中没有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也
没有以全知视角审视战争，而是作为一个
历史的参与者，站在自己的角度“加入”这
场战争。读这部小说，我们仿佛感觉自己
就是那个战乱纷飞年代的一员，置身于时
代的汪洋大海中。

正因为如此，也让这部小说对人之
于战争的描摹更加深刻。曹水儿是团长
齐竞十分看重的警卫员，高大帅气、忠诚
果敢，这也让他恃宠而骄，最终铸成大
错。文武双全、温文儒雅的精英知识分
子齐竞一路顺风顺水，却因为自己苛求
完美成为汪可逾去世的重要原因。这样
的人物设定打破了程式化、光环化、套路
化的模式，将一个个真实可信的人展现
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能真真
切切感受到他们鲜明的个性和棱角，也
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组成了那支无
往而不胜的战斗队伍。

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靠的是来自
五湖四海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小说
在这一点上有深刻反映。齐竞留过学、
汪可逾是学生、曹水儿是庄稼汉，还有代
表着其他社会角色的人物，他们为了共
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经过军队这所“大学
校”的培养，组成了一个团结的集体，取
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们不计个人利益得
失，为国家利益、人民幸福流尽最后一滴
血。这种精神走过 90多年风风雨雨，在
实现改革强军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
历久弥新。

这部小说叙事方式独特新颖，用诗
意的笔墨勾画出了战火纷飞年代里的
一个个不容亵渎的纯洁灵魂和他们的
真挚感情，也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
深度融合。正是因为这诸多成就和特
点，2019 年，《牵风记》斩获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

诗意笔墨 奇幻之美
■赵丽丽 陆正辉

品读革命先驱的原文原作，就像
重拾洒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纵使
落满岁月的灰尘，依然时时散发出信
仰的光辉。《信仰：先驱的心声》（人民
出版社）一书，犹如一道璀璨而独特
的光芒，映照出革命先驱为了信仰而
奉献、为了信仰而奋斗的心路历程。
该书以信仰为主题，分为短文、书信、
诗歌三个部分，汇编李大钊等革命先
驱的原文原作，精选革命先辈关于树
立信仰、坚持信仰、献身信仰的文章、
诗歌共 40 余篇。这些原文原作，生动
讲述了革命先驱为了革命事业抛家别
子、奔走呼号，以及为了崇高的信仰
忍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从容赴死
的故事。

品读革命先驱的原文原作，回到历
史现场去追寻还原他们所处的背景环
境，更重要的是倾听历史的回响、感悟
先驱的信仰。正如此书收录罗炳辉所著
《日记两篇：入党后的感受》 所披露
的，“他们（国民党军）大肆屠杀共产
党员、进步的知识青年和广大的工农群
众，朱、毛的红军被迫退出井冈山，转
向福建长汀一带发展，彭、黄的红军在
平浏与湘鄂赣边界一带，所余只 1000
多人”……当时，红军二、四团所在的
赖村国民党军随处可见，革命正当低谷

阶段，白色恐怖弥漫在革命者周围，此
时为革命事业呐喊疾呼自然是游走于生
死边缘。此番艰难曲折的环境如大浪淘
沙，早已把意志薄弱者、见风使舵者淘
汰出局，留下信念坚定的革命先驱。罗
炳辉正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
国民党号称统一全中国的时候”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在敌人“追剿”最激
烈的时候，罗炳辉的同乡曾万僮再三
来信，邀请罗炳辉任“中校营长”，但
罗炳辉毅然决然把原为维护封建豪绅
地主利益、压迫剥削工农群众的靖卫
大队组织成为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

囚。”1931 年 4月，由于叛徒出卖，恽代
英被押解到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监
狱。即便严刑和诱惑摆在面前，恽代英
依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写下了抒发
壮志豪情的《狱中诗》；面对国民党特务
的各种酷刑，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正
气凛然。当得知自己即将被敌人杀害
时，她写下一封托孤遗书《狱中致谭竹
安弟》，并一再叮嘱：“盼教以踏着父母
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
义事业奋斗到底。”

书中呈现的每一篇感人泪下的文
章，每一段充满艰辛的奋斗历程都在告
诉我们：在风雨如晦的环境下，纵使直
面生死威胁、困苦考验、权财诱惑，革命
先驱依然坚定信仰，不惜为革命冲锋在
前、为革命战斗到底。

每一次回眸历史，都是一次精神洗

礼；每一次聆听先驱心声，都是一次精
神磨砺。书中收录的《革命的信仰》中，
作者萧楚女在文中发出一系列追问：
“我们可不问一问苏格拉底何以能那么
从容而死？颜真卿、颜杲卿何以能那么
抗贼不屈吗？文天祥怎么不怕死呢？
史可法怎么不愿生呢……秋瑾的血何
以流得那样红？黄花岗的烈士们何以
死得那么齐整？五四朋友又何以打得
那么高兴？”

正因为如磐信仰镌刻成革命先驱
永恒的生命底色，才使星星之火迸发
出燎原之势。在狱中受尽酷刑的共产党
人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假如
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
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
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
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
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
吧！”方志敏把对革命的信仰、对祖国
的真情诉诸笔端。如此感情充沛、激
情澎湃，读后不能不令人情不自已、
蹈厉奋发。阮啸仙在《青年创造环境
的工具》中疾呼：“且有一种牺牲，必
有一种代价，或于自己当时不免受了
痛苦，但于社会的影响必大。有价值
的牺牲，为全人类求幸福，也何乐而
不为？”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
大钊，到在革命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罗炳辉；从发问“妇女真的没有
接受革命思潮的可能吗”的向警予，
到“慷慨登车去”的罗亦农，纵观全
书所收录文章的作者，哪个不是“为

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
死”的铁血勇士？

思昔看今，不禁感慨万千：心有所
信，方能行远。信仰，笃信和敬仰。如
果没有心怀敬仰，有所笃信，又何谈信
仰？如果生命之中没有融入信仰，革
命先驱的原文原作何以如此震撼人
心！如果没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
人民情怀，怎么能够做到慷慨就义、从
容赴死呢？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说：“英雄不是
点燃的蜡烛，而是一束纯净的阳光。蜡
烛有燃尽的时候，而英雄的精神将会永
存。”读罢此书不禁掩卷沉思：当“可爱
的中国”终于傲然屹立、当“卢沟晓月”
重赋诗情画意，曾经的那些青年、父母
的孩子、伴侣的翘首以盼化作繁星于永
恒处驻足。谁人不是肉身凡胎？谁人
不羡儿女情长？但是，一旦选择了坚守
信仰，他们便义无反顾。这大概是蛰伏
于他们心灵深处的密码——信仰洗礼
的英雄气魄。

罗炳辉曾说：“人生最快慰的是真
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
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
革命先驱的伟大足迹将始终镌刻在中
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祖国和人民永远
铭记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那些光
耀千秋的革命先驱。

历史无法重来，革命先驱的生命征
程无法复制，但新时代青年将高举他们
的信仰火炬接续传承，用理想之光照亮
奋斗之路。

瞻望信仰的光辉
——品读《信仰：先驱的心声》有感

■黄泽聪

在《星火燎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书中，收录了陈仪的《一次难忘的班务
会》。讲述的是一位小红军战士顺手摘
了老乡地里的 3根辣椒，战友们召开班
务会对他提出严肃批评的经历。看起来
写的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讲的却是革
命纪律高于天的道理。纪律对于每一个
军人来讲，就是生命。

最早被要求遵守纪律还是从上学
后开始的。记得初中时，一次和同学打
闹打碎了班级一块玻璃，被老师罚写检

查。第二天登上讲台，检查还没念，眼
泪就流下来了。这次的经历不仅在我
后来的 27年军旅生涯中起到了提醒警
示的作用，还让我受益许多。

说起纪律，不禁让人回想起红军
在井冈山时期。当年，毛泽东率领队
伍上井冈山时，站在一块石头上向部
队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要听
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三，筹款要归公。如今只要到了井
冈山，讲解员总会停在这块石头前，
为前来参观的人讲述人民军队纪律诞
生的这段佳话。

可以说，这简要的“三项纪律”便是
人民军队依法治军的开端。依法治军
的漫漫征途走起来虽然有些艰难，但在

这条路上，我们这支军队从没有放弃这
个目标。自建军起，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就是我军一条始终坚持的铁律。凭
着这条铁律锻造出了铁的信念、铁的意
志、铁的作风、铁的本领，我军胜利迈过
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从红军
时期枪毙贺敏仁、延安时期公审黄克
功，到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的实践，无不说明我军的法治建设一直
在路上。

军法如刀，只有刀刀“见血”，方能
令行禁止；军法如剑，只有剑光闪闪，才
能令触犯者心胆生寒。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古今中
外的军队，都把严明军纪作为治军通
则，我军更是从建军开始，就把铁的纪

律作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这也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根本区
别。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的步伐加快，并取得了伟
大成就。制度的笼子越编越密，形成了
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
系、军事法治实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
体系和军事法治保障体系，从而使依法
治军有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同时，还以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力度，强化了执
行的效果。

红军时期，战士私自摘了老乡的 3
根辣椒也要拿到班务会上讨论。这在教
育当事人的同时也给其他同志提了醒。
这种做法确实可以保证纪律严明、风清
气正，人人受益。如果对一个犯了错误
的同志听之任之、姑息迁就，那么这个同
志在缺少纪律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会
很容易走上违法乱纪的不归路。
《一次难忘的班务会》作者陈仪参

加的那次班务会真的会让他一生难
忘。自己看似一点点的小错误却被身
边战友聚焦放大，让他清醒地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当他见证了共产党领导
人民军队打下江山之后，更会明白“加
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真理。

“三根辣椒”的启示
■胥得意

《信仰至上》

展现理想信念
■杨 美

《信仰至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书，以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发展史为

背景，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实践

信仰的光辉奋斗历程。本书以党成

立以来众多优秀党员在信仰方面的

历史选择、浴血坚守和不懈奋斗为主

要内容，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或鲜为

人知的事迹，展现了一代代优秀中国

共产党人永远坚守初心、永远走在时

代前列、永远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

想信念。

《碳达峰 碳中和100问》

迈向绿色低碳之路
■徐青深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

和。科普读物《碳达峰 碳中和 100

问》（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采用问答

形式，聚焦政府政策、行业措施和个人

消费行为，将“30·60目标”涉及的100

个问题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解读，有助

于社会公众尤其是党员干部正确认识

和理解“30·60目标”背后的科学知识

与实施路径，进一步坚定我国迈向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信心。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