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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在毛泽东诞辰 128 周年之际，中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黄 学 禄 的《毛 泽 东

成 功 的 秘 诀》一 书 。 这 是 研 究 毛 泽 东

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经验探

索 之 作 ，也 是 对 毛 泽 东 是 怎 样 运 用 哲

学 思 维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基 本 原 理 与

中 国 革 命 实 践 相 结 合 ，创 造 符 合 中 国

国 情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历 史 过 程 的 展 示 ，

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认识毛泽东也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近几年来，研究毛泽东的著作颇

多。《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 40 万言的

作品，如果说与其他同类图书有什么不

同的话，首先在于编排结构上别具一格。

毛泽东的成功秘诀，值得研究的论

题很多，但作者集中概括，突出了十个方

面：“敢于斗争的刚毅性格”“坚定不移的

革命信仰”“博览群书的求知欲望”“克敌

制胜的军事谋略”“鱼水交融的民众情

结”“炉火纯青的用人艺术”“肝胆相照的

统战法宝”“勇于探索的创新理念”“为人

师表的领袖风范”“成就事业的核心力

量”。作者分门别类，用故事来叙述，每

一个章节的故事又以时间纵线为序，按

照历史发展的脉络独立成篇，有一贯到

底的韵味。作者力求用生动感人的故事

叙述人物的历史活动，用故事教育人、感

染人，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种编排

方法，对当下的年轻读者，特别是青少年

读者有特别的吸引力。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突出毛

泽东一生最为重要的军事成就。作者引

用大量毛泽东指挥战争的精彩史料，论

述了他独特的军事创造力。书中引述的

三大战役、四渡赤水等经典战例，虽然篇

幅不多，但是基本概括了毛泽东的战争

指挥艺术。书中特别强调，毛泽东之所

以能在战争指挥方面创造令世界叹为观

止的奇迹，就在于他详细研究了中国积

贫积弱的近代史及上下 5000 年历史，凭

借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并把这种最为

先进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

青年时代就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

命，到 1949 年，终于领导中国人民站了

起来。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总结毛泽东

成功的秘诀，那就是以土地革命的形式

将农民组织起来，缔造了人民子弟兵。

书中还用不少内容来解读毛泽东的

成功。比如，以武装农民的形式组织起

农民，改变了旧中国军阀混战、一盘散沙

的局面，使中国大地的局面焕然一新。

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

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

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党组织的最大

区别，就在于科学地、完整地理解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正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

思想，让千百万来自农民阶级的普通战

士有了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因为有了理

想和信仰，这支军队在与旧势力的战斗

中，具备了不畏强大敌人的牺牲精神，形

成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力。

书中多个部分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

战略思想。毛泽东提出，第一次世界大

战形成的平原阵地战作战思想完全不适

合山地遍布的中国，必须切合中国实际，

创造符合中国特点的战争方式，这给中

国的军事战略思想以非常切合实际的指

导。书中用大量内容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历史。可以发现，正

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无论是对国外强

敌还是对国民党反动派，都表现得那样

变幻无穷，那样随机应变，那样游刃有

余。毛泽东军事思想改写了人类军事斗

争的历史，丰富了世界军事思想和军事

理论的宝库。

这部作品的语言叙述通俗流畅，在

重大问题上与党的历次决议精神高度一

致，力求从毛泽东人生经历的角度观照

党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历史。在全党都

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时代背景下，

本书通过讲述毛泽东的故事，给我们提

供了一部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生动教

材。毛泽东的故事，很多也是党史军史

上的故事。讲好毛泽东的故事，实际上

也是讲好党史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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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在喀喇昆仑山巅读完“老边

防”刘洪光的一系列描写西藏戍边军人

的纪实文学作品，内心感触良多，敬佩和

感动在心中翻涌。

西 藏 被 称 为“ 世 界 屋 脊 ”，是 我 国

固有领土。在长达 4000 多千米的边防

线上，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因为祖

国 的 需 要 和 号 召 ，一 代 代 戍 边 官 兵 克

服 艰 苦 与 孤 寂 ，在 平 凡 中 书 写 传 奇 。

刘 洪 光 的 西 藏 边 防 军 人 系 列 纪 实 作

品，以一个老兵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揭

开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边防官兵

的平凡与不平凡。从新兵的想家到老

兵 的 坚 守 ，作 者 用 质 朴 的 文 字 还 原 了

真实，以历史的视角、人性的考量书写

了 一 部 优 秀 的 纪 实 类 军 旅 文 学 作 品 ，

为世人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提供了宝

贵的参考。

时代不会忘却历史的创造者，新时

代更不会忘记老一辈可敬的戍边人。这

一系列纪实作品把我们带回到那段激情

燃烧的岁月，在回忆中缅怀他们。那群

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戍边人，他们数月不

知蔬菜味，他们几年不见亲人面。虽然

生活如此艰苦，他们依然点着蜡烛学理

论、冒着严寒大练兵。他们是祖国安全、

人民幸福的守护者。

这 一 系 列 纪 实 作 品 20 余 万 字 ，让

我们重温了在那段历史背景下“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团 结 、特 别 能 奉 献 ”的“ 老 西 藏 精 神 ”。

这也让我们想起了雪域高原上高高矗

立的无名墓碑和无数革命前辈的奋斗

故事。

其实很多时候，震撼人心的不是惊

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平凡中的坚守。书

中记录的那群人，都是有血有肉，有七

情六欲、食人间五谷的平凡人。然而，

在那只有孤狼和四季如冬的生命禁区

里 ，他 们 选 择 了 坚 守 。 有 的 人 坚 守 数

年，有的人则是一辈子。这一系列纪实

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有的因高原疾病

和雪崩塌方被夺去生命而永不得回乡

的 戍 边 英 雄 ，也 有 长 期 与 爱 人 两 地 分

居，得相见时却因江水冰面融化去路阻

断，不得不拿着望远镜隔江相望的年轻

战士。一字一句间，初读是敬佩，再读

则是感动。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说 ，这 一 系 列 纪 实

作 品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段 特 定 历 史 的“ 洞

见”记载。作者用平实的写作，书写老

一 代 戍 边 人 平 凡 与 伟 大 并 存 ，书 写 时

代 苦 难 终 可 积 淀 为 辉 煌 ，给 读 者 带 来

了许多思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品中所

记录的当年那群可爱可敬的戍边人的

艰苦奋斗故事，对于当下的我们仍具有

很强的教育意义。许多史实均能证明，

艰 苦 奋 斗 是 造 就 人 、成 就 人 的 必 要 条

件，是强大自己、克敌制胜的法宝。我

们读这类作品，就是要通过对老一代戍

边人革命精神和坚强意志的解读和感

悟，学习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从中汲

取正能量，使这些优良传统和精神基因

得以赓续。

历史的更替不仅仅是时间的接续，

更是精神的传承。历史不能忘记，精神

尚需传承。为后世留下一部优良传统的

好教材，我想，这应该是作者的初心。

在平凡中书写传奇
■邹文川 邹珺宇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延安时期，党内很多同志文化程度

并不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连小学

都没读完。每次组织马列经典著作学

习，很多同志就会有畏难情绪。对此，

1938 年 3 月 15 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

讲中谈到古人把读书称为“攻书”，给了

大家很大启发和鼓励，有力推动了党内

学习的开展。

读书这件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

说难，是因为书海浩瀚，想读完感兴趣的

书很难，想读懂所有在读的书也很难。

说易，现在生活工作条件好了，无论到书

店买书，还是在手机上“网读”，都很容易

做到。在这亦难亦易之间，想静下心来

好好读一本书就真的难了。一方面，每

天手机上、电脑上海量的信息令人眼花

缭乱，很多人在选择中迷失了方向，甚至

无所收获；另一方面，时代发展变化太

快，新的知识越来越多，想独自读懂书里

的内容还真不容易。

读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取知识，

服务工作和生活。现实工作和生活需

要 什 么 样 的 知 识 就 要 读 什 么 样 的 书 。

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面对世界军事变革、科技革命加速推进

的现实，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学习上

稍有松懈就有可能被远远落下。有的

官兵尽管已经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

但学历是过去时，而知识是进行时，如

果不及时进行再学习，知识的“保质期”

很快就会过去。所以，官兵必须时刻走

在读书的路上、学习的路上，以尽可能

避免产生“本领恐慌”的问题。

读 书 是 自 我 重 塑 的 过 程 ，艰 辛 而

又 充 满 希 望 。 有 的 人 拿 起《资 本 论》

《战 略 论》《战 争 论》这 样 的 书 就 觉 得

“头大”，既看不懂，也看不进去。但军

人 是 从 不 言 败 的 ，如 果 把 读 书 当 作 打

仗，读“大部头”、读“硬核书”就是攻山

头 、抢 高 地 ，即 使 流 血 牺 牲 也 要 攻 下

来 。 叶 剑 英 元 帅 在《攻 关》一 诗 中 写

道：“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

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对于军人来说，

读 书 就 像 攻 城 打 仗 ，只 有“ 苦 战 能 过

关”，没有其他办法。

胜利总是偏爱“学习型”军队，当以

武器装备为主导的硬实力达到一定水平

后，军人的文化素质等软实力就成为制

胜的关键因素。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

广大官兵只有勇于攻书、乐于攻书、勤

于攻书，才能提高阅读的品位和品质，

才能提高与强军兴军相适应的能力素

质。既然是攻书，就不能用“快餐式”

“浅阅读”的方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而 应 以 打 仗 的 姿 态 在 书 中 追 求 胜 利 。

怎么攻书，毛泽东同志认为，有一个办法

叫作“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

去。学习掌握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

需要学会这种“钻”的办法，在悉心钻研

中把观点搞清楚、把原理弄明白、把规律

掌握好，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若 想 读 书 有 成 就 ，就 需 要 下 大 决

心、下大功夫。军人的文化素养、能力

素质决定着一支军队的整体发展水平

和作战水平。军人读书就要读经典著

作、读战略论述、读军事专著。这些书

系统性、理论性、专业性都很强，不下大

决心很难读下去。而且，读经典、读专

业的书还要学会统筹方法，不能像读小

说那样看看热闹就过去了。很多成功

人士一生都在读书，他们在书中找到了

工作的灵感，获得了成功的秘诀，点亮

了智慧的人生。

攻 书 最 忌 学 而 不 思 。 既 然 是 攻

书，就应该细嚼慢咽、用心思考。浅读

或不思，只知其表不知其本，则可能因

为 曲 解 理 论 而 误 导 工 作 、贻 误 事 业 。

边 读 书 边 思 考 是 一 个 去 粗 取 精 、去 伪

存 真 、由 此 及 彼 、由 表 及 里 的 历 练 过

程 ，也 是 把 书 本 上 有 益 的 养 分 转 化 为

自己素质能力的过程。“攻”书的关键

就 在 于 认 真 思 考 ，而 思 考 的 升 华 才 能

有益于工作。

书非攻不可得也。这是学习的积

极态度，是敢打“硬仗、恶仗”的勇敢姿

态。革命军人就应该在读书中消灭晦

涩、迷茫，求得真理、远见，让自己在学

习中立于不败之地。

书非攻不可得也
■张凤波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

信仰》（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是作

者张丁进行家书文化研究 15 年的精

华 提 炼 。 在 百 年 大 党 的 发 展 历 程

中，千百万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

写就的家书，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

的精神品格。这部独特的党史学习

材料，时间横跨百年历史，结合珍贵

的一手资料和图片，鲜活呈现了百

年党史中的许多关键时间和人物。

书中革命烈士、时代楷模、当代英雄

等人物的手稿与家书，以鲜明主题

体 现 百 年 来 共 产 党 人 对 信 仰 的 坚

守。阅读该书，我们不仅可以加深

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习与理解，

也可以深化对中国传统家书文化的

认识与理解。

《我心永向党》

家书彰显忠诚
■赵丽丽

毛 泽 东 是 伟 大 的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又是独领风

骚 的 伟 大 诗 人 。 他 一 生 喜 欢 吟 诗 、赋

诗、论诗，创作了大量辞采精拔、格韵

高 绝 的 传 世 佳 作 。 他 擅 于 写 山 ，长 征

期 间 写 作 的 诗 词 中 ，有 多 首 是 直 接 写

山，或以山立题，或以山起笔。既写了

山景山势，也写了山中的战斗；既写了

秋天的山，也写了雪中的山，兼具画面

美、意境美、格调美。这些词章美句，

把山写得气势恢宏、高大巍峨、气象万

千，且有言外之味、弦外之音，堪称千

古绝唱。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踏上了战

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两万

五千里长征。在两年的时间里，红军将

士在党的领导下，血战湘江，四渡赤水，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攻克娄山关，鏖战腊子口，翻越夹金山，

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终于到达

陕北革命根据地。在长征开始后最艰

难的时期，毛泽东创作了《十六字令三

首》。三首小令把“山”作为主题意象，

写了山的高峻、山的磅礴、山的雄奇，比

喻夸张，意境宏阔，笔力雄劲。看似写

山，实则是赞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藐视

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第一首小令“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

回首，离天三尺三”用“离天三尺三”来

形容山高，表达尽管面对这样的高山，

红 军 没 有 畏 惧 ，而 是“ 快 马 加 鞭 未 下

鞍”，刻画出红军的英雄气魄。第二首

小令“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

马战犹酣”用“倒海翻江”来形容山势的

绵延起伏。从高处远眺群山，那一座座

山峰既像大海卷起的巨浪，又似万马奔

腾 。 第 三 首 小 令“ 山 ，刺 破 青 天 锷 未

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把山峰比作

宝剑，形容其坚利无比，即使刺破青天，

剑锋尚无分毫残损。而有了这“宝剑”，

天塌下来也完全可以把它顶住，以此比

喻红军就是人间的倚天宝剑，就是顶天

立地的擎天柱。

1935 年 2 月，中央红军在攻打娄山

关、再夺遵义城时，毛泽东写下了《忆

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主要是描绘娄

山 关 的 战 斗 场 景 ，抒 发 战 胜 强 大 敌 人

的豪情。上阕，作者用“西风”“雁叫”

“ 霜 晨 月 ”勾 画 出 战 前 凄 清 的 自 然 景

色，用“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描写战

斗的激烈，互相映衬，形成强烈对比。

下阕，用“雄关”“如铁”衬托出将士们

的英勇无畏 ；用“而今迈步从头越”抒

发 自 己 直 面 困 境 的 气 魄 和 获 胜 的 信

心，充满豪迈之情；用“苍山如海”比喻

群山峰与峰相连，如大海的波涛一般；

用“残阳如血”描写夕阳的殷红和绚丽

的晚霞，苍凉雄壮的大气之境，正是诗

人内心辽阔境界的写意表达。整首词

写景状物，对比鲜明，豪情奔放，气势

如虹。

1935 年 10 月，毛泽东登上岷山峰

顶，写下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围

绕“雪”而写，有写景、有抒情，有比喻、

有用典，有遐想、有诘问，作者的胸怀和

抱负在词中也得到充分展现，可谓“穷

尽八荒，涵盖寰宇”。上阕，主要写昆仑

山雪景。昆仑山终年积雪，诗人看到昆

仑山壮阔的雪景，想到了“飞起玉龙三

百万”这样绝妙生动的比喻。雪“夏日

消溶”化为雪水，既能灌溉农田也会造

成水患，使“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给

人民带来灾难。下阕，作者直抒胸臆。

积雪能造成灾祸，所以作者提出“不要

这高，不要这多雪”，还想象用“倚天宝

剑”将昆仑“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

赠美，一截还东国”，以此表达其“太平

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追求。在当时

我国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环境下，可以

看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和追求平等、大

同的理想抱负。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在翻越六

盘山时，毛泽东写下了《清平乐·六盘

山》。这首词上阕与下阕都以前两句写

景、后两句抒情，景中寓情、情中有景，

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妙境。上阕，用“天

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描写西北秋天的

景色，意在表达对留在南方革命根据地

战友的怀念。“望断”二字尤为传情，是

说望了又望，直到看不见还在遥望。用

“不到长城非好汉”表达北上的决心，用

“屈指行程二万”表达红军将士的自豪，

屈指一算，历经千难万险，已经走过两

万里了。下阕，用“红旗漫卷西风”描绘

出一幅壮丽的图景，山峰上红旗飘扬，

应和着西风，也象征着中央红军信仰的

坚定，像红旗高扬，不可动摇；用“今日

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达诗人对

革命前景的信心，反问的句式更加强了

语气，突出诗人的战斗信念与激情。这

首词文思跌宕，大开大合，气概豪迈，潇

洒飘逸。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

万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此

写下《七律·长征》，全景式地回顾和概

括了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围

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描

写“不怕”，讴歌“不怕”，赞美“不怕”。

在结构顺序上，先写“山”后写“水”，选

取五岭、乌蒙山和金沙江、大渡河这四

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红军曾进行过激

烈 战 斗 、事 关 生 死 成 败 的 地 方 着 墨 用

笔，运用反衬的手法，将“五岭逶迤”“乌

蒙磅礴”与“细浪”“泥丸”进行对比反

衬，其用意是想表达：五岭虽峰峦起伏，

但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河里泛起的细

浪；乌蒙山虽雄浑壮阔，但在红军看来

只不过是脚下滚过的泥丸，进而赞美红

军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

在毛泽东公开发表的作品中，还有

不少诗词是写“山”的。如《沁园春·长

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西江

月·井冈山》中“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

角相闻”、《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中“ 白 云 山 头 云 欲 立 ，白 云 山 下 呼 声

急”、《菩萨蛮·大柏地》中“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清平乐·会昌》中“踏遍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七律·登

庐山》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

百旋”、《七律·答友人》中“九嶷山上白

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水调歌头·重

上井冈山》中“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

流水，高路入云端”……这些脍炙人口

的诗词读来令人回味无穷。毛泽东一

生熟悉山、钟情山、赞美山，山既是他吟

咏的对象，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他

总 是 用 如 椽 巨 笔 和 壮 志 豪 情 ，以 山 写

意、以山造境、以山言志、以山抒情。

毛泽东一生不仅爱山写山，也把山

的雄浑、壮阔、峻拔、坚韧化为自己的人

格。他藐视困难、刚毅果敢，所处的环

境越险恶、承受的压力越大、经历越坎

坷，越能激发他的壮志豪情。他热爱人

民，始终把人民的苦难、人民的忧患、人

民的幸福放在心中。他的心始终与人

民连在一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

以造就了他那像高山一样巍峨、像巨峰

一样伟岸的品格和气度。

岁 月 推 移 ，永 远 不 会 湮 没 隽 永 的

诗篇；时光流逝，永远不会淡忘不朽的

伟人！

雄奇意象与壮志豪情
—赏析长征时毛泽东作的五首诗词

■轩 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