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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红岩》（重庆出版集团），脑海中

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茫茫戈壁，一棵棵粗壮的胡杨树伫

立在寒秋的冷风中，像一个个征战沙场

的勇士，挺拔而苍劲。在经年累月与风

沙的搏斗中，胡杨树有的巍然屹立，铁

干虬枝，有的已经倒伏，根须裸露——

这是戈壁风沙肆虐之后留下的伤痕，也

是胡杨树与命运抗争的印记。能在 40

摄氏度的高温下茂盛，也能在零下 40 摄

氏度的严寒中挺拔，不怕侵入骨髓的斑

斑盐碱，不怕铺天盖地的层层风沙。霜

风击倒，挣扎爬起 ；沙尘掩盖，奋力撑

出。胡杨是“沙漠的脊梁”，是人们心中

的“英雄树”。

回望历史，回望我们心中的英雄，

渣滓洞、白公馆里革命志士为信仰而战

的 精 神 ，恰 如 胡 杨 与 风 霜 、严 寒 的 抗

争。江姐面对毒刑傲然宣告：“毒刑拷

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陈然面对死

亡放声大笑：“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罗广斌出

生于富足的家庭，在只要写悔过书即可

被 释 放 的 情 况 下 ，宁 肯 牺 牲 也 绝 不 叛

党。许晓轩在赴刑场就义前的几分钟

时间里告诉战友：“请转告党，我做到了

党 教 导 我 的 一 切 ，在 生 命 的 最 后 几 分

钟，仍将这样！”“老大哥”唐虚谷面对特

务的威逼利诱，选择把牢底坐穿……

以“红岩”革命故事为题材创作的

作品，从 1957 年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在

烈火中永生》到 1962 年出版的小说《红

岩》；从 1964 年 9 月在京首演的歌剧《江

姐》到 1965 年 推 出 的 电 影《烈 火 中 永

生》，都已成为经典。时间过去了一个

甲子，重读《忠诚与背叛》，依然能让人

心潮澎湃，血脉偾张。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举国欢庆新中

国成立的历史时刻，渣滓洞中的革命志

士却眼望胜利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与

小说《红岩》一样，《忠诚与背叛》以描写

新中国成立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

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其宏大的叙事

背景由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进军和

反动派不可逆转的垂死挣扎交织而成，

反动派的覆灭命运与革命事业的辉煌

胜利、反动派局部的疯狂镇压与革命者

个人的悲壮牺牲，都极具艺术表现力地

展示了出来。

作品以纪实的写作手法、翔实可靠

的档案史料、鲜为人知的故事情节，真实

感人地讲述了小说《红岩》中众多人物的

生活原型。在精彩与深刻、鲜活与凛然、

生动与悲壮中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艰苦

卓绝的斗争中所铸就的红岩精神，在信

仰与迷失、美好与丑陋、崇高与卑微的较

量中构筑着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基。

细读《忠诚与背叛》所描述的一个

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幕幕真实生动的

场景让人陷入沉思：是什么让陈然、唐

虚谷、江竹筠、邓惠中等老一辈共产党

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矢

志不渝、傲然不屈？是什么让他们宁愿

舍弃生命也要严守党的机密？是什么

让他们在面对敌人的屠刀时毫不畏惧、

从容就义？

是信仰，且唯有信仰！

万 物 得 其 本 者 生 ，百 事 得 其 道 者

成。共产党人的“本”和“道”，就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最危急的情形下，

只有最虔诚的信仰能支撑我们渡过难

关；在最艰巨的困难面前，也只有最虔

诚的信仰能帮助我们赢得胜利。从艰

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漫

漫长征；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

拉朽的解放战争，信仰像灯塔一样指引

人民军队一路向前。

人无信仰不立，军无信仰不胜，国

无信仰不强，党无信仰不纯。“党员的

纯洁性、党员的信仰感，似乎不得不引

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这一段意

味深长的“写在前头的话”引起我们的

深 思 。 在 无 数 革 命 先 烈 为 信 仰 奋 斗 、

追求、甚至献身的同时，还有诸如刘国

定、冉益智、蒲华辅这样气节丧失、人

性扭曲的灵魂迷失者。这些违背了意

志，出卖了灵魂，叛变了革命的人，将

成为怯懦、卑微和丑陋的象征，永远被

钉 在 历 史 的 耻 辱 柱 上 ，他 们 的 行 为 让

世人警醒。

信仰如磐石，可破却不可夺其坚；

信仰如丹岩，可磨而不可夺其赤。信仰

如歌，是谱写在时空长河中永不落幕的

生命礼赞；信仰如画，是镌刻在大地上

永不凋谢的历史风云；信仰如诗，是流

淌在人们心头永不褪色的青春咏叹。

“ 红 岩 上 红 梅 开 ，千 里 冰 霜 脚 下

踩 。 三 九 严 寒 何 所 惧 ，一 片 丹 心 向 阳

开。”重温先辈们的诗篇、遗书和寄语，

又一次感悟到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

量让革命志士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时毫无畏惧，信仰的力量让新一代革命

军人在卫国戍边时无怨无悔！拥有信

仰，高墙、电网、酷刑、死亡也无法动摇

革命志士对党的忠诚；拥有信仰，寂寞、

荒凉、贫苦也无法动摇革命军人献身使

命的决心；拥有信仰，共产党人必将无

坚不摧，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华民族

从苦难走向辉煌！

能够激发灵魂高贵与伟大的，只有

虔 诚 的 信 仰 。 无 论 昨 天 、今 天 还 是 未

来，信仰将永远扎根在我们心中，成为

一代代共产党人的人生标识和精神图

谱。忠诚与背叛——是每个革命者、每

个共产党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即使在

和平时期，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也在时刻

接受这样的拷问与考验。从这个意义

上讲，红岩革命烈士留给当代共产党人

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成为我们的一份不

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和一面永不可丢失

的镜子。

用忠诚捍卫信仰
—重读《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苏军茹

新时代对共产党人的修养提出了

新要求。《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修养》（红

旗出版社）一书，全面深入阐释了如何

成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这一时代

课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加强党

性修养的读本。全书分“不忘初心”

“淬炼忠心”“永葆公心”“勤修正心”等

13 个章节，以哲理性思维、散文的笔

法，和风细雨地道出了“是什么”“为什

么”“怎么办”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

《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修养》

从“心”出发
■程 锐

人的差异是什么？答案或有多个。

个人以为，是否爱读书和善用书就是一

个重要差异。因为，读书的多与少、深与

浅是衡量一个人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的

重要尺度。

人生苦短，我们不可能事事都亲身

实践。有书相伴，才不会庸碌一生，更能

开阔视野、了解世界、放眼未来，进而达

到一定的境界。正所谓：“胸藏文墨虚

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

从“ 三 日 不 读 书 ，便 觉 面 目 可 憎 ”

到“ 学 习 成 为 终 身 ，才 能 走 好 人 生 ”，

说 明 读 书 不 仅 可 以 修 身 养 性 ，还 能 很

大 程 度 地 改 造 人 的 世 界 观 、人 生 观 、

价 值 观 。 当 今 ，要 想 不 被 短 期 的 利 益

所 迷 惑 ，就 得 守 得 寂 寞 ，耐 得 清 贫 ，在

各 种 诱 惑 面 前 稳 住心神。只有读好书

多读书，才能净化心灵，祛除身心的浮

躁之气。

有 道 是 ，“ 天 下 第 一 等 好 事 是 读

书”。科学研究也证实，经常读书用脑的

人 ，其 脑 力 衰 减 要 比 不 读 书 的 人 慢 得

多。而且，读书也是很好的心理调节，既

消遣、消闲，又养心、养生。开卷有益，学

习能使人不断增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难怪有人把“读书是福”的条幅

挂在家中。

读书的好处无须多说，怎么读书更

值得一议。

读书是一种智慧的超越和人格的提

升。毛泽东主席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

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

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在多年

的革命生涯里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虽

日理万机却嗜书如命，仅菊香书屋藏书

就有 9 万多册，分 11 大类，堪称读书典

范。他坐在沙发床上，身盖毛巾被读书

的照片更让人不能忘却。可见，读书是

提升、完善自己的重要途径。“鸟欲高飞

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养成愿读书、

勤读书、深读书的好习惯，是成功的重要

前提。

如 今 ，各 类 书 籍 浩 如 烟 海 ，图 书

市 场 也 是 鱼 龙 混 杂 ，良 莠 不 齐 。 好 书

如 同 良 师 益 友 ，读 一 本 好 书 如 同 和 高

尚 的 人 谈 话 —— 或 涓 涓 细 流 ，沁 人 心

脾 ；或 循 循 善 诱 ，茅 塞 顿 开 ；或 荡 气 回

肠 ，让 人 拍 案 叫 绝 。 如 仅 为“ 黄 金 屋 、

颜 如 玉 ”而 读 ，那 是 对 读 书 这 一 高 尚

行 为 习 惯 的 亵 渎 。 所 以 ，读 书 一 定 要

分 良 莠 ，选 书 而 购 、择 书 而 读 ，否 则 就

开卷无益了。

读书的目的在于应用，死读书、读死

书不可取。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一贯倡

导的党风、学风。一个人读书再多，不能

活用，不仅于事无补，且不如不读。因

而，学习、思考、实践，三位一体，相辅相

成，不可分割。通过阅读、消化、吸收，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把学识转化成能

力，进而指导工作实践，解决好世界观、

方法论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让人生之路

更宽广、更精彩。

只 有 爱 读 书 、读 好 书 、善 读 书 ，才

能获得金钱所买不到的宝贵财富。人

不 读 书 不 足 以 成 长 ，每 个 人 只 有 养 成

了 良 好 的 阅 读 习 惯 ，良 好 的 学 习 环 境

和 读 书 氛 围 才 能 在 全 社 会 建 立 起 来 ，

国民素质和社会风气也才能得到进一

步提高。

人的差异在读书
■岳长金

“血染沙场怀壮志，岂甘俯首耻贪

生 。 泉 台 笑 看 袁 贼 灭 ，铁 马 金 戈 唱 大

风。”这是作家季宇最新创作的长篇小

说《群山呼啸》（人民文学出版社）中的

诗句，读来令人热血沸腾，让我们仿佛

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感受到苍茫

大别山腹地蕴藏的革命力量。

《群 山 呼 啸》是 一 部 战 争 题 材 作

品 。 小 说 以 大 别 山 红 色 历 史 为 背

景 ，故 事 纵 贯 清 末 到 新 中 国 成 立 的

半 个 世 纪 ，以 贺 、卫 两 大 家 族 的 恩 怨

兴 衰 为 线 索 ，主 要 介 绍 了 在 大 别 山

腹 地 古 城“ 霍 川 ”发 生 的 一 场 矛 盾 冲

突 。 这 场 冲 突 让 贺 、卫 两 家 深 陷 其

中 ，最 终 反 目 成 仇 。 此 时 ，大 革 命 的

巨 浪 袭 来 ，各 方 力 量 乘 势 而 起 ，两 大

家 族 也 被 裹 挟 其 中 。 随 着 红 色 风 暴

席 卷 ，一 场 承 载 了 国 仇 家 恨 的 较 量

在 这 片 沧 桑 土 地 上 拉 开 了 序 幕 ，贺

廷 勇 、费 伊 蓉 等 一 批 青 年 才 俊 为 了

理 想 投 笔 从 戎 。 小 说 通 过 几 代 人 的

命 运 沉 浮 ，勾 勒 出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的

世 间 百 态 ，全 景 式 展 现 了 大 别 山 地

区 在 辛 亥 革 命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的 变

迁 与 兴 衰 ，描 绘 了 一 幅 波 澜 壮 阔 的

革 命 历 史 图 景 。

《群山呼啸》以块面结构代替传统

的线性结构，打破时间顺序，采用以人

物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全书共 34 个章

节，每个章节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多个

人 物 轮 番 登 场 讲 述 故 事 ，多 视 角 叙

述 。 这 样 的 结 构 方 式 ，让 人 物 带 动 了

故事。爷爷贺文贤代表的是从旧民主

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一

代 人 ，大 伯 贺 廷 勇 是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代 表 ，两 代 革 命 者 最 后 在 抗 日 战 争

的 时 代 形 势 下 团 结 在 一 起 ，完 成 了 精

神 信 仰 的 汇 聚 。 另 一 方 面 ，各 章 节 内

容 随 着 人 物 和 情 节 的 变 化 而 发 展 ，每

个章节的故事都留有悬念和伏笔。小

说 采 用 第 一 人 称 叙 事 ，拉 近 了 故 事 与

读者的距离，让读者有一种亲近感，也

使故事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作品又通

过“我”的讲述，感悟革命年代的信仰、

理想和价值追求，让历史更真实、生动

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群山呼啸》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

造 上 独 具 匠 心 。 故 事 情 节 扣 人 心 弦 ，

人 物 塑 造 有 血 有 肉 ，矛 盾 冲 突 环 环 相

扣。小说着重塑造了爷爷贺文贤这一

形 象 。 由 于 家 族 血 案 ，贺 文 贤 被 迫 离

家出走，参加辛亥革命。然而，无休止

的军阀混战让他的革命理想破灭。看

不 到 曙 光 的 贺 文 贤 ，后 来 在 共 产 党 人

郑 先 滔 的 引 导 下 参 加 了 八 路 军 ，投 入

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贺文贤在经历了

迷 惘 和 彷 徨 之 后 ，终 于 找 到 了 正 确 的

救国之路。

大 伯 贺 廷 勇 这 个 形 象 也 十 分 突

出。贺廷勇在学校读书时受到中共地

下 党 组 织 和 进 步 思 想 的 影 响 ，先 后 参

加 了 党 领 导 的 广 州 起 义 、大 别 山 起

义 。 红 军 长 征 后 ，他 和 战 友 们 坚 守 大

别 山 。 虽 然 在 这 期 间 遇 到 了 种 种 困

难 ，但 都 没 有 影 响 他 坚 定 的 革 命 信

仰。此外，小说还塑造了龚雨峰、郑先

滔 、史 先 生 等 人 物 ，他 们 都 是 民 族 英

雄，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定理想信念，

百 折 不 挠 ，展 现 了 一 代 中 华 儿 女 为 理

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

《群山呼啸》由作家季宇历时 3 年创

作而成，通过记叙家族和个人的遭遇，

折射出那个时代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

让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有机结合，个体

命运与历史演变有效对接，写出了悲壮

浩荡的民族史诗，突出了革命人物的英

雄本色。

虽然革命先辈已经离我们远去，但

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光照千秋。作为

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更要坚定理想信

念，把革命精神传承好、发扬好，让红色

基因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大别山的英雄史诗
—读长篇战争小说《群山呼啸》

■李 杰

曾聚云是我老部队的战友。我们都

在原济南军区某部当过兵。是战友，却

并不认识，我是通过她的长篇小说《青春

记忆》（青岛出版社）这部作品了解她的。

《青春记忆》是一部书写女兵成长的

小说，刻画了以李兰军为代表的通信连

电话排一班的女性新兵。作者以自己的

真实生活经历为素材，细腻描绘了李兰

军等女兵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员后，从心理到思想、精神、体魄的变

化，从多个侧面展现了新一代女兵的精

神风貌，以及她们努力成为优秀军人的

毅力、意志与追求。

小说表现人物成长可以有多种艺术

手法，《青春记忆》用的是比照与自省式

手法。尽管小说中王指导员和排长刘铁

对李兰军她们的成长有较大的帮助引导

作用，但更触及她们灵魂、促使她们奋发

的动力，则是来自跟父辈和与其他优秀

群体比照中的自省。

这些女兵都是军人家庭出身，在军

营里长大，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父辈身

上的那种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崇尚

军人、崇尚英雄、积极进取。她们有文

化，见多识广，性格直爽，敢说敢为，敢作

敢当，更有像李兰军这样怀揣着做一名

优秀军人梦想的年轻姑娘。但也得承

认，这一群体自小过惯了优越的生活，养

成了生活娇气、为人傲气、纪律散漫、自

由放任的习性。这些个性与部队整齐划

一、纪律严明的作风相去甚远。她们的

不适应与基层带兵人必然形成矛盾与冲

突，故事就由这些矛盾与冲突展开。

小说以比照和自省的手法，首先书

写了父辈这一群体对她们思想成熟和迅

速成长的影响，这一群体以李兰军妈妈

李荪华为代表。战争年代，李荪华的肚

子被敌人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生下

大哥后她便把孩子托付给老乡，自己去

追赶队伍；为保护根据地绝密情报，她与

发臭的尸体躺在一口棺材里，最终躲过

敌人的搜捕……这些革命壮举永远刻在

李兰军心中。

小说还书写了优秀军人群体对这些

年轻女兵的影响。鲨鱼岛的老团长抗美

援朝回国后上岛，一辈子扎根在海岛，不

仅自己不离开海岛，还让儿子在海岛当

了兵；老团长的夫人是大学生，上岛之后

便成为孩子们的老师，还给官兵当文化

教员，为海岛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高连

长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把通信连

带得响当当，上级让他复员去支援三线

建设，他毫不犹豫地扔下岛上的小家奔

赴三线；王指导员是曾经入朝作战的志

愿军战士，他对全连战士总是以鼓励代

替批评，深受官兵的爱戴……

光荣的父辈和优秀军人这两个群体

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女兵们，她们在比照

与自省中成长，读者也感受着她们的成

长，为她们的进步而骄傲。让人物在人

与人的比照中自省、自律、成长、成熟，比

以说教的方式描述更显自然、真实、可

信，作品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大不相同。

小说作者常常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追

求、心性、审美、人生观、世界观赋予作品

中的人物。很显然，曾聚云把自己在真

实生活中的感受和想要表达的思想给了

小说中的李兰军。阅读这部小说，我们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母亲的真情。在李荪

华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对母亲

的无限眷恋与思念。这种书写尽管可能

对人物的塑造带来一定的局限，但无疑

增强了作品的真情实感，使作品更具感

染力。

《青春记忆》是曾聚云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作者带给我们的是不加修饰的朴

素与原汁原味的真实。无论是父辈战争

年代浴血奋战的战斗经历，还是和平时

期保持本色的艰苦创业；无论是新一代

军人在国防建设中奉献的牺牲精神，还

是女兵们火焰一般的灿烂青春，都给人

一种可感可触、身临其境的感受。

书
写
火
焰
般
灿
烂
的
青
春

■
黄
国
荣

《宣传工作常用规范表述 300例》

（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围绕新闻报

道、出版宣传工作中的常见问题，从时

事政治、党代会和两会、经济、社会文

化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 300 条规范

表述。书中以双色标明重点，附有论

述、辨析、知识链接和相关图表，使读

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该书有助于

新闻、出版工作者厘清工作中的基本

常识、专业术语，做到规范正确表达。

《宣传工作常用规范表述 300 例》

“实用”工具书
■国希兵

视觉阅读·秋天的白桦林

徐 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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