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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读袁丽萍的人物访谈新作《艺海军

魂》（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个个亲切的

面孔浮现在眼前，胡可、吕远、傅庚辰、

羊鸣、王晓棠……关于革命、信仰、战

争、军事文艺、军事文艺与战斗力，这些

耄耋老人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娓

娓道来，在他们平静的讲述中，人民军

队文艺发展历史就像一条清澈的河流，

在我们的思维世界里浩荡东去，引发无

穷的想象，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血与火

交织的年代，看到那战火覆盖下鼓角争

鸣的场景，听到了“风在吼，马在叫，黄

河在咆哮”的雄浑旋律。

作者采访的这些老艺术家都是当

过兵的人，多数经历过战火洗礼。十多

位艺术家，每一个人都是一本内涵丰富

的书。作者作为一名晚辈军人，能与他

们直接对话是一种很珍贵的体验，但这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短短的几

个小时之内，要提出直击心灵的问题，

记录老艺术家们人生经历的华章，捕捉

他们的思想火花，需要做大量的功课。

从书稿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了解党

史、军史，更了解采访对象的艺术经历

和成长史，因此能够做到切中本质。在

采访过程中，作者和老艺术家们一起完

成了一次回忆之旅，之后进行多次锤

炼，用作品阐述了军队文艺工作的特

点、战争年代文艺与战斗力的关系、文

艺直接作用于战争的案例等问题。一

篇采访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故事，也

是一篇集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于一

体的散文作品。读来引人入胜，掩卷令

人深思。

《艺 海 军 魂》一 书 收 录 了 13 篇 访

谈，采访对象涉及编剧、导演、词曲作

家、戏剧表演艺术家、舞蹈艺术家等，同

这些人对话，没有相当专业的基础知识

是很难入情入境的，但从书中我们可以

看出，采访者是那样胸有成竹，同被采

访者的对话更是轻松愉快，话题恰如其

分，能够点燃被采访者胸中的激情。因

而，全书逻辑缜密，叙述流畅，动人的故

事中有真知灼见，宽广的艺术胸怀拥抱

着精彩的细节，从而达到动人心弦的效

果。

作者用她的一双慧眼，提炼出“优

秀的作品产生在前线”“经典不经典，人

民群众说了算”“向生活要艺术的真善

美”“做人民的好演员”“到生活中寻觅

作品的生命”“根要扎在人民和生活中”

等富含哲理的话语。书中出现最多的

词汇是“人民”和“生活”，作者概括出来

的标题，是艺术家的灵感，是人民大众

的心声，也是点睛之笔，甚至可以说，是

本书的灵魂。采访是出于新闻的目的，

但是作者赋予了文字以情感的力量，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亲切的话语犹在耳

畔，字里行间放射着人格的光芒，洋溢

着艺术性格的温暖。

较之司空见惯的访谈文章，本书的

出彩之处，是在每篇文章的后面都配有

一段作者别出心裁的“创作感言”，可见

其用心、用功、用情之深。比如，附在胡

可同志访谈后面的是一篇仅有 300 字

的小文——“泛黄的摞摞旧书，老式的

家具装修，在这间简朴古旧的房子里，

时光仿佛留在了上个世纪。98 岁的胡

可老师，拄着拐杖，一身新衣，白发梳得

整整齐齐，早已等待我们多时……吃饭

时 ，胡 老 称 呼 自 己 为‘ 上 了 点 年 纪 的

人’，不但不用人照顾，还乐呵呵地跟我

们一起喝饮料……已经走出小院挺远，

回首望去，老兵依然如松。革命人永远

是年轻。”

这段文字可谓清新隽永，寥寥数

语，人物的精气神便跃然纸上。更为可

贵的是，像这样精炼生动的描述书中随

处可见，这些文字体现了作者的观察

力、想象力和叙事能力，也构成了这部

充满人文气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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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人们获得知识、开阔视野、

提升素质的重要途径。古人谈读书的

要 诀 ，多 是 主 张“ 博 观 约 取 ”“ 由 博 返

约”。“博”是指博览群书，广泛阅读学

习各种需要的知识；“约”是指在读书的

过程中，择其书中精要，吸收精粹，化为

简约。“博”和“约”是读书的两大法门，

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为什么读书要“博”？古人对此说

得很透彻，缘故是“人不博览者，不闻古

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就如同“目

盲、耳聋、鼻塞”，只有博览群书方可开

阔视野，免于孤陋寡闻。另外，“学愈博

则思愈远”“学博则转密察”，也就是说，

知识越多思考的问题越广泛，也会想得

越细、看得越远。颜元所著《存学》中讲

道：“不阅四方上下，则不知何者为中；

不鉴古今中外，则不知何者为宜。”这说

的也是读书要“博”的道理。

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说做学问

犹如构建金字塔，若塔底小，建造的金

字塔就小，若塔底大，建造的金字塔也

会大。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劝导青

年学生广泛学习和吸收古今中外的文

化知识，他历来反对把眼光局限于狭

小的范围，禁锢自己的头脑。他告诫

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学

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

看看科学书……”其实，不管学的是何

专业，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如果知识体

系不完整，就会限制人的创造性。

读书“博”不是目的，如果不会读

书、不得要领，读不出自己的见解，不能

内化于心，书读再多也是白费功夫。孟

子有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

也。”意思是，要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解

读，直到达到反过来也可以说出其要义

的境地，这是他主张的学习的方法。韩

愈在《进学解》中既强调博学，提倡“俱

收并蓄，待用无遗”，又强调精约，主张

“提其要”“钩其玄”。只有这样做才能

达到“沉浸酿郁，含英咀华”的效果。可

见，古人在重视博学的同时又十分重视

“由博返约”，如果说“博”是“约”的基础

的话，那么，“约”就是“博”的提高与升

华。

“由博返约”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

却要下一番功夫。传统的朱子读书法

“心到、眼到、口到”是不够的，还应加上

“手到”。“心到”是思想集中，每章、每

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都要想明

白；“眼到”是要逐个字认得，不可随便

放过；“口到”是要通读全篇，一句一句

要念出来；“手到”是要多动手，包括标

点 分 段 、查 阅 字 典 和 资 料 、做 读 书 笔

记。看书时如果不“动手”，读者是被书

牵着走的，若“动手”，读者与书本的关

系就发生了调换，由被动变为主动，学

习的效果便会大大增强。

我们说读书要“博”，并非提倡什么

书都看、什么书都读。庄子曰：“吾生也

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

矣。”这从侧面告诉我们，若用有限的生

命学习无限的知识，就要有所选择，否

则就会陷入困境。读书要克服盲目性、

随意性，要笃定一个目标，像“修路那

样，沿着前进的方向，既把路修宽，又把

路修长”，围绕“博”而“约”，将有限的时

间用在最有价值的学习上。

读书的“博”与“约”
■轩 荻闲暇之余，收集整理军营俗语，体

味蕴含其中的兵情兵事、兵心兵韵，常

有读无字之书的获得感。相比《老话说

得好——不可不知的民谚俗语》这样结

集成册的民间语言艺术，军营俗语虽未

归纳成体系，但这些接地气、有灵气的

军 营 短 语 也 是 一 种 特 别 的 文 化 现 象 。

很多俗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品

位，充分体现了官兵对部队生活的认识

和理解，是官兵们喜闻乐见的“兵言兵

语”“军营文化”。在相同语言场域之中

的对话者，会因为这些有特殊含义的俗

语增进双方感情、增强集体认同感。无

论是口述还是书面语言，充满特色的俗

语总能令人惊艳。

俗语反映的是军营里的酸甜苦辣。

有的官兵常驻人烟稀少的地方，“白天兵

看兵，晚上数星星”，是年轻人面对寂寞

时的自我解嘲；有的官兵在繁华的都市，

“操场挨着市场，岗楼对着酒楼”，是战士

面对灯红酒绿的淡然自若；有时“晴天一

身汗，雨天一身泥”，不断突破体能技能

的极限；有人“活着就是奉献”，在艰苦的

生存条件下依然坚守。这些语句因为形

象地反映了军营的生活状态而流传，成

为军营文化的一部分。

俗语体现了军人昂扬的精神状态。

“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

精，不算合格兵”，反映了军人的自豪感

和使命感；“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

困难多”，反映了军人百折不挠、勇往直

前的闯劲和拼劲；“成绩不讲跑不了，问

题不讲不得了”，反映了官兵直面问题的

勇气和决心；“要碰硬不要硬碰”，反映了

官兵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具体结合。“机关

千条线，基层一根针”“打赢先打假，为战

不为看”等俗语，蕴含着朴素的哲理，是

对军营现状的生动刻画，具有强健的生

命力、感染力。

俗语是对军事术语的演变应用。“兄

弟们，一起上！”“任务完成，撤！”这类的

话 语 常 常 出 现 在 官 兵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来，全部消灭掉！”常用在吃饭的场合，

“我们在，阵地就在！”常用在篮球等体育

比赛场合，“三互小组”常用来形容关系

亲密的三兄弟，“荣誉政委”常用来称呼

基层主官的妻子，“你靠边稍息”“别乱放

炮”常用来提醒战友注意言辞。这些俗

语反映了军人随时备战打仗的生活方

式，更体现了浓浓的“兵味”。

俗语是官兵情感的犀利表达。官兵

们不喜欢那些“坐着小车转，隔着玻璃

看，看着材料判，听着汇报断”的领导；不

希望“机关乱忙”造成的“基层忙乱”；认

同“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的上级。

官兵之间不兴“你好我好大家好”式的一

团和气，想要获得大家的尊重还得“是骡

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大家比的是“当面

锣对面鼓”的台上功夫，讲的是“狭路相

逢勇者胜”的勇气决心。

别具一格的军营俗语，有些来自战

士们口耳相传，也不乏书中阅读来的经

典语句。这些语言鲜活生动，记录着一

个时期的军营风貌，在去芜存菁的基础

上，真心希望这些官兵喜闻乐见的语言

成为军营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也通过

军营作者的笔尖，更多进入文学作品之

中，将这些充满“兵味”的语言，分享给更

多读者。

“兵言兵语”里的兵情兵事
■徐 勇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

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

益放在第一位。”阅读《习近平在福州》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可以让我

们更加深切感受到这句话的内涵与分

量。

《习近平在福州》共 23 篇，从不同角

度记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的主要

经历，全面展现了习近平同志胸怀全局、

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锐意创新、科学决

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工

作作风，心系群众、改善民生的为民情怀。

1990 年，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工作

时，就进行了深入调研。结合福州的地

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未

来 3 年、8 年、20 年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

为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机

遇、提供了保证。

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没有大型民用机场，不能起

降大型飞机，更没有国际航班，基础设施

落后，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习近平

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向国家民航局和

国家计委提出建设新机场，并很快获得

批准。新机场的建设与运营，为福州经

济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在 1990 年 4

月至 1996 年 2 月间，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知名企业，在马尾、福清和闽侯落

户。习近平同志领导创办的经济开发

区 ，为 福 州 百 姓 提 供 了 巨 大 的 就 业 市

场。到 2017 年，福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7104 亿元，是 1990 年的 70 倍，财政收入

达到 1005 亿元，是 1990 年的 250 倍。

为民情怀是对事业的一种执著与坚

守，是对党和人民的一份责任与义务。

习近平同志刚到福州任市委书记时，短

时间内跑遍了福州的大街小巷和偏远山

区。1991 年 3 月，他在调研中发现有 66

户职工还住在闽江的“连家船”上，38 户

职工住在堤外“竹架棚”里，心里十分不

是 滋 味 。 习 近 平 同 志 在 梁 家 河 生 活 7

年，他了解中国真实的农村，懂得广大群

众的生活疾苦，知道老百姓心里最渴望

什么。当天，他就把船民住房难的问题

列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10 个月后，长

期居住在水上“连家船”和岸上“竹架棚”

的 104 户居民乔迁新居，习近平同志得

知后心里非常高兴。如何看待群众、对

待 群 众 ，不 仅 体 现 着 一 名 领 导 干 部 的

政 治品格、德行操守和思想态度，而且

还彰显着一名共产党员执政为民的朴实

情怀。

1992 年初，海军某部从宁德搬到福

州，同时带来了 400 多位随军家属安置

和子女就学的问题，涉及 3 个区、30 多个

部门。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关心过问

下，一些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了解决。

历史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记录着

习近平同志真抓实干、执政为民的崇高

风范和精神品质。

干部作风是党风的一面镜子，直接

关系我们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

象，关系党事业的兴衰成败。原福州市

政协主席王文贵介绍：习近平同志在福

州任职的几年里，引进的很多项目都是

他亲自谈的，为当地增加了上万个就业

岗位。仅东南汽车的落户，就使当地建

起 了 70 多 个 配 件 厂 ，很 好 地 带 动 了 仓

库、物流、产业链的蓬勃发展，年经济增

长速度超过 20%。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道理不难理

解，难就难在落实上。福建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彬介绍：

为着力提高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的

工作效率，解决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习近平同志所倡导的“马上就

办、真抓实干”精神，有效解决了机关部

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症痼

疾。比如：市政服务中心 30%的审批事

项实现以小时计时，市民服务中心 70%

的服务事项实现以分钟计时。这一作风

的改进，从根本上树立起了福州政府职

能部门在人民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如

今，福州市政府始终保持着“不贪一时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的实干作风，彰显着

习近平同志当年强调的“政贵有恒”的价

值理念。

《习近平在福州》一书，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全面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州

工作期间的生动实践。无论是招商引

资，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人才选拔，还

是作风培养；无论是环境保护，还是资金

投入，习近平同志始终本着“想在先、干

在前、重实效”的原则，为福州沿着正确

方向又快又稳地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本书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生动教

材。认真阅读这本书，对我们党员干部

感悟初心使命，永葆为民情怀 ，以 更 高

标准干好本职工作，都将大有裨益。

（程荣贵）

从《习近平在福州》一书中读出大道理，感受大担当—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