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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天津宁河烈士陵园观瞻于方舟烈

士纪念馆，思想得到洗礼和升华的同时，

还得到了一本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的书

《于方舟》（中共党史出版社）。仔细品读

这本厚重的人物传记，能从中探寻中国

革命的制胜密码。

以己为舟济苍生，这是于方舟烈士

短暂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通过阅读这

本书，我们对为救国救民而不断求索、未

满 28 岁就英勇就义的于方舟有了一个

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于方舟烈士的

这部人物传记，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他在

天津建立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领导农

民运动等重要革命活动的历史画面，让

我们读懂了革命先烈的爱国情怀，读懂

了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忠诚与

信仰。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1900 年生于直

隶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1917

年秋，于方舟以优异成绩考入直隶省立

第一中学。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于

方舟被选为天津市学联评议会的委员，

随后他组织“新生社”，创办《新生》杂志，

与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一起，为团结

天津进步青年、传播革命真理共同开展

斗争。在革命的洪流之中，于方舟不知

疲倦地忙碌着。发动群众投入轰轰烈烈

的国民革命运动之中，组织领导天津工

人大罢工，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发表爱

国 演 讲 ，创 办《工 人 小 报》和《救 国

报》……从而开启了他轰轰烈烈的革命

斗争生涯。

于方舟在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艰

苦斗争中，始终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

雄主义气概。1920 年 1 月 29 日，20 岁的

于方舟和 22 岁的周恩来等率天津爱国

学生千余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政

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爱国人士。学生的正

义行动遭到军阀的野蛮镇压，于方舟与

周恩来、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被捕入狱。

在狱门铁窗之内，他们并肩战斗了 170

多个日夜，在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群众

声援下，最终于 1920 年 7 月被释放。

面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

况，于方舟自警道：“狂澜四面严相逼，群

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

遭境一何逆？”遂以“方舟”为名，以此自

奋，愿做“渡人之舟”，立志把祖国人民从

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1922 年，于方舟

考入南开大学，第二年经李大钊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始

人之一。1924 年 1 月，他以共产党员身

份参加国民党一大，同毛泽东等人一起

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参与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五卅运动

中，于方舟领导了天津工人的罢工斗争，

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于方舟以中

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身份领导了冀

东第二次玉田暴动。10 月底暴动失败，

他率部突围时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受尽

酷刑、坚贞不屈。1927 年 12 月 30 日，于

方舟被敌人枪杀在玉田城南门外……在

被押赴刑场的途中，不满 28 岁的他泰然

自若，目光中唯有坚定。他以抛头颅、洒

鲜血的坚定与悲壮，践行着“以己为舟济

苍生”的铮铮誓言。

一个民族的存在、崛起和强盛，离不

开一代代儿女的奋斗与牺牲。读《于方

舟》，我始终被于方舟的事迹和精神震撼

着，他的自警之作《方舟歌》更是让人感

动，在这首慷慨激昂的诗作中，于方舟激

励自己“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柁”，哪怕

“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唯愿

“战胜眼前魔，何愁苍海阔”的场景时常

闪现在我的眼前。

“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

传承红色基因，站在新起点上，立足本

职，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以
己
为
舟
济
苍
生

■
李
永
胜

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潜心攻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终学有所成，真

可谓：“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

洲。”那些大文豪们博古通今、学富五车

的诸多故事和传说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知识的积累不是一

蹴而就的，它来源于经年累月的不懈阅

读。

中学时期就记住了高尔基的那句

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正

是从中学起，我开始了自己比较系统的

读书生活，那本至今仍珍藏在书柜里，

被我翻看得皱巴巴的《红楼梦》便是我

最初阅读的见证。记得初读《红楼梦》

时，开篇词“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如同一个强

大的磁场将我深深吸引。我总爱大声

朗读书中的词句：“一个枉自嗟呀，一个

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

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

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其文辞之美，具

有绵远悠长的韵味。但苦于社会阅历

的不足，除了感叹贾史王薛从钟鸣鼎食

之家渐渐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落，作者所

要表达的深层内涵虽经反复阅读仍未

能全面领会。

最近一次品读《红楼梦》是连队组织

官兵开展“读书月”活动。为了让身边战

友与我产生情感共鸣，我提前准备，利用

训练学习的空当时间一字一句地诵读这

本经典之作。阅读之余，我时常会想起，

作者曹雪芹在“蓬牖茅椽”之下，“绳床瓦

灶”之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出

这传世不朽之作的辛劳，便心生敬意，更

不敢懈怠地认真阅读。

随着阅读角度的变换和理解能力

的提高，我看到，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

下 ，生 活 豪 奢 的 贵 族 与 家 徒 四 壁 的 贫

农 两 个 阶 级 之 间 的 鸿 沟 ，感 受 到 性 格

迥 异 的 人 物 之 间 的 悲 欢 离 合 ，领 悟 到

字 里 行 间 的 奇 妙 ，进 而 悲 叹 繁 花 落 尽

的 红 楼 一 梦 。“ 花 谢 花 飞 花 满 天 ，红 消

香 断 有 谁 怜 ”一 句 ，虽 道 尽 落 寞 之 感 ，

但 结 合 现 实 生 活 的 感 悟 ，却 拥 有 了 不

同 的 体 会 。“ 人 们 惊 叹 、羡 慕 于 花 儿 绽

放 的 那 一 刻 ，但 待 到 花 谢 时 便 无 人 问

津，如此落差，实属人生常态。对于花

儿自身，需做到不断修炼，浸透奋斗的

泪泉，将花瓣作为养料，静静绽放自己

的芬芳。”这是战友们在读书分享会上

谈到的自己的体会。

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精神财富，读之令人废寝忘食。经

典作品，不仅是一位作者思想的结晶，也

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史料、一个地区风土人

情的记录、一座精神财富的宝库。“居安思

危”“满招损，谦受益”“泰山不让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格言佳句，都

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在连队

的积极倡导下，我从中华文化经典中领会

到更多人生智慧和哲理，增强了自己的精

神力量。收获良多，受益匪浅。

书籍是钥匙，开启智慧之窗；书籍

是明灯，照亮智慧人生。书籍是获取人

生经验和力量的重要源泉。新时代军

人要在品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中

增强文化自信，珍惜韶华，把握当下，以

书为伴，在强军事业中书写绚丽的人生

篇章。

品味中华经典之美
■叶小珲

《冰雪故事会》（人民日报出版社）一

书，详细介绍了北京冬奥会15个比赛项目

的起源、发展、比赛规则和金牌奖项的具体

情况，生动讲述了运动员备战、比赛的多彩

故事：中国女子冰壶队夺得世界冠军的王

冰玉退役后为何重返冬奥会？“滑雪公主”

谷爱凌爱上冰雪运动的初衷是什么？在此

书中都有精彩独到的讲述，对进一步号召

广大民众参与冰雪运动，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大有裨益。

《冰雪故事会》

普 及 冬 奥 知 识
■高铭泽

说起航拍，我最先想到的一句话就

是：从空中俯瞰大地。在我看来，再没

什 么 比 乘 坐 飞 机 从 上 空 俯 瞰 山 川 、河

流 、树 木 和 建 筑 更 有 趣 了 。 近 日 收 到

《宏观大地——许世宏航拍作品集》（人

民日报出版社）一书，让我大饱眼福。

据说，这部《宏观大地》是国内目前第一

部乘坐民航飞机在万米高空拍摄的作

品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书中的许

多航拍照片以崭新的视角呈现了地上

的物体，看上去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让人耳目一新。

摄影是一种需要个性的艺术，也是

一个创新和思考的过程。在万米高空

之上，可以看到云海流畅灵动，曲张自

然，时断时续，不见尽头；可以看到大地

上犹如丝带的河道，婉约飘逸；可以看

到大地如同画师的调色板，变化无常，

变幻莫测，它们色彩纷呈，奇形怪状，形

态各异，如油墨，如流漆，自然而美丽。

喜欢摄影的人在坐飞机时大都有

过 航 拍 的 经 历 。 坐 在 颠 簸 的 飞 机 上 ，

在 透 过 舷 窗 俯 瞰 大 地 时 ，从 发 现 目 标

到 对 焦 拍 摄 的 时 机 很 短 ，想 将 地 面 上

的 景 物 拍 摄 清 晰 不 是 件 容 易 的 事 ，但

许 世 宏 做 到 了 。 欣 赏 他 的 作 品 ，让 我

更加深切地理解了景由心生这句话的

深 刻 内 涵 。 从 空 中 俯 瞰 广 袤 的 大 地 ，

神 秘 几 何 图 案 错 落 有 致 ，让 人 感 叹 不

已。

有着 40 余载军旅生涯的许世宏极

具思辨和文字表达能力。工作之余，他

喜 欢 写 作 ，摄 影 作 品 也 曾 多 次 获 奖 ，

2012 年出版《印象西部》摄影集。因为

工 作 关 系 ，他 天 南 地 北 地 常 年 奔 波 在

外。一次，他坐上了一趟飞往西部的飞

机。从万米高空看下去，那海拔高度五

六千米的高原犹如缩小版的模型，无比

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便用随身携带的

相机开始了第一次航拍。大地的雄姿

在机翼下如画卷次第展开，那连绵起伏

直插云天的群峰、蜿蜒曲折犹如飘带的

河流、层层相叠的梯田、流光溢彩波澜

起伏的丹霞、酣畅淋漓浓墨淡彩的雪域

寒林令他震撼不已，吸引他一次次按下

快门。

这次旅程开启了他观察世界的另

一 个 视 角 。 人 们 时 常 平 视 、仰 视 这 个

世界，当从空中俯瞰大地的时候，那种

美妙的感觉无与伦比。也正是从这一

刻，他深深地爱上了航拍，这种情感一

直 延 续 至 今 。 只 要 有 机 会 乘 坐 飞 机 ，

相 机 是 必 带 的 用 品 ，用 相 机 记 录 如 梦

如 幻 、宽 阔 浩 荡 的 天 地 已 成 为 他 的 一

种习惯。后来，他调到新疆工作，更为

他提供了俯瞰大地的机会。从摄影美

学角度看，新疆是集高原、低地、沙漠、

戈壁、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沼泽、河

流、雅丹、峡谷于一身，风光元素很全

面 的 地 区 ，大 自 然 的 鬼 斧 神 工 体 现 得

非 常 显 著 和 完 美 ，套 用 一 句 业 内 人 士

的 话 来 说 ：新 疆 是 个 让 人 没 去 时 就 朝

思 暮 想 ，去 了 更 是 流 连 忘 返 的 地 方 。

许 世 宏 在 新 疆 工 作 的 几 年 间 ，留 下 了

大 量 的 航 拍 作 品 ，让 许 多 的 瞬 间 之 美

成了永恒。

许 世 宏 利 用 乘 坐 民 航 飞 机 的 机

会 ，在 不 经 意 间 拍 出 了 大 地 与 自 然 的

微 妙 关 系 。 哲 人 说 ，一 个 人 只 要 胸 有

成 竹 ，自 然 志 趣 高 远 。 许 世 宏 的 航 拍

照 片 里 ，有 中 国 画 泼 墨 山 水 的 气 度 和

韵 味 ，有 西 洋 油 画 的 色 彩 动 态 和 透 视

效 果 ，还 有 印 象 派 的 光 影 意 向 。 不 难

看 出 ，那 些 精 美 画 面 的 背 后 有 着 拍 摄

者 美 学 理 解 上 的 表 达 ，他 已 从 镜 头 对

自然地域的凝视升华为心灵与自然的

交流。这本作品集给人以胸襟开阔的

感 觉 ，具 有 很 强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许 世

宏将视角对准大地，用镜头去写意、去

描绘、去泼墨。画面看似随意，有不规

则的图案、弯曲的线条、夸张的色彩、

非 标 准 的 几 何 形 状 以 及 黑 白 的 影 调 ，

但 与 光 影 线 条 配 合 后 却 充 满 了 韵 律

感，构成了视觉效果的广柔和宁静，摄

影构图视角和选取的场景既钟情于对

大 自 然 肌 理 的 表 现 ，又 展 现 对 祖 国 山

河、大地母亲的热爱。

这些优美、深邃的照片令人赏心悦

目，配合军旅诗人乔解民为每幅照片量

身定做、画龙点睛的诗作，更使照片增

添了生机和灵气。

俯 瞰 大 地 的 诗 意
■褚 银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一个国家最好看的风景，就是这个

国家的年轻人。钟法权的中篇小说《三

叶岛》（《人民文学》2020 年第 8 期）中的

年轻人，用自己的青春芳华，在岁月的

坚 守 中 矗 立 起 一 道 动 人 心 弦 的 风 景 。

三叶岛是我国蓝色国土上的一座小岛，

小得在地图上插不下一根针尖，但对岛

上的战士而言，守岛就是守国。无论面

对狂风暴雨，还是浊浪滔天，他们守的

是信仰，守的是忠诚。

《三叶岛》是钟法权创作的“海岛系

列小说”之一，真实反映了普通战士的

喜怒哀乐，揭示了他们的成长变化。作

者还原着特定时空环境的历史现场，讲

述着时代语境下的中国军人故事。这

种 鲜 明 展 现 军 人 形 象 、探 寻 军 人 价 值

的文艺作品，揭示了普通军人与国家之

间的关系。

《三 叶 岛》从 吃 水 问 题 切 入 故 事 ，

围绕“守”字做文章，让读者感受到渗

透 在 血 液 里 、熔 铸 在 骨 子 里 的 使 命 担

当 。“ 守 ”是 小 说 的 核 心 ，守 中 见 证 品

质、见证精神、也见证真情。也正是环

境 的 真 实 ，让 故 事 在 人 物 的 成 长 变 化

中逐渐表现出岛上坚守的艰辛。三个

人 的 坚 守 ，是 忠 诚 和 信 念 使 然 。 小 说

的 独 特 之 处 在 于 ，把 人 与 大 自 然 的 关

系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在这样

的 描 述 中 ，让 人 们 更 加 感 叹 坚 守 的 不

易，坚守的价值。可以说，《三叶岛》展

现 出 的 是 跨 越 时 空 的 精 神 ，是 用 生 命

一笔一画写就的时代壮歌。

一 座 小 岛 ，三 个 人 的 青 春 印 记 。

一 个 个 看 似 微 不 足 道 的 故 事 ，反 映 的

却 是 战 士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对 生 命 的 负

责 、对 战 友 的 关 爱 。 作 家 在 积 极 拓 展

视 野 的 同 时 ，勾 勒 出 一 条 吸 引 读 者 视

线的精神成长轨迹。符海执意要种三

角梅，是为满足青春的情怀；王海奋不

顾身去护水罐，是想保障生活的需要；

陈 海 毫 不 犹 豫 地 救 人 ，是 出 于 战 友 之

间的情谊。作家用一个个点把三叶岛

上 的 现 实 联 系 在 一 起 ，加 深 了 对 守 岛

战 士 精 神 世 界 的 关 注 。 要 说 特 别 之

处，就是小说在“坚守”和“情感”两条

线的交织中，提纯人的精神价值，完成

内心的蜕变。高温、高湿、高盐、高辐

射 的 艰 苦 环 境 中 ，三 位 士 兵 长 年 累 月

与海水、海风相伴，他们守的是阵地不

失，守的是寸土不让。若“守”是精神，

那 么“ 情 ”便 是 故 事 。 思 念 小 梅 的 幸

福、浇灌三角梅的愉快、苦等恋人的失

望、坚守岗位的自豪，这些情感气质闪

烁 着 人 性 的 光 辉 ，也 为 小 岛 带 来 了 生

机。军人表达爱情的含蓄应该与内心

浓 浓 的 爱 意 相 关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让 书

写多了纪实文学的意味。

《三叶岛》中的几个故事，满足着读

者对守岛生活的好奇，也实现了精神高

度的提升。符海千里迢迢从老家带来

三角梅，在缺水的情况下，宁愿自己无

水可喝，也要浇灌默默生长着的花束。

《三叶岛》书写着青春不羁与小岛孤寂

的碰撞，文字平实独特，细节处理细腻

丰富，正是因为有了人物的精神历程，

才让三个小人物在平凡中不断逆袭，甚

至忘记了外边的世界，忘记了生死与悲

伤。

小 说 的 立 意 是 高 远 的 ，即 在 坚 守

的 力 量 中 找 寻 情 感 的 升 华 ，在 梦 想 与

困 境 中 真 实 面 对 人 性 ，在 艰 难 与 守 望

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当战士们来到小

岛 上 的 那 一 刻 ，其 实 在 心 中 已 经 明 白

了 驻 守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岛 屿 虽 小 也 是

祖国的一部分，必须做到寸土不让，寸

土必守。环境恶劣又能如何？孤独寂

寞 又 能 如 何 ？ 这 样 的 生 活 态 度 ，彰 显

着 新 时 代 军 人 的 精 神 所 在 。 不 难 想

象 ，三 叶 岛 上 的 故 事 在 官 兵 的 守 岛 生

活 中 司 空 见 惯 ，但 故 事 凝 聚 而 成 的 鲜

活时代精神，却丰富而精彩，使得这样

的创作接地气、有温度，也展现着普通

人的不平凡。

岛上生活单纯而具体，生命个体简

单又亲近，但细细思虑就会发现，作家

的笔触在不断调和人与岛、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三个人苦中作乐，是为了更好

地应对寂寞，是在无形中抚慰内心。他

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手持望远镜看海，

情愿一坐就是半天，以至从海的“浅蓝、

湛蓝、湖蓝、钴蓝、清蓝、灰蓝、蔚蓝、深

蓝”等不同颜色变化中就能发现和感受

大海的力量，这些都要从爱岛屿、爱部

队、爱国家的情怀中去理解。一代代军

人的坚守，放下的是爱情和青春，换来

的是祖国的安宁。如此用心的细致描

摹并不是写闲情逸致下的浪漫，而是展

示战士们时刻在为备战打仗做着准备，

他们用青春书写的“热血”人生，构建的

是逐渐强大的国家海防。

战士们的平凡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也演绎着真挚的情义。王海不善言谈，

可他还是在台风中出手去抓满地打转

的蓄水球罐，这样的举动展现着新时代

中国军人敢于面对的精气神。喜欢助

人的陈海“像一股黑旋风冲到了王海的

身下，一把抱住了王海的双脚”，可惜只

抓到了一双迷彩胶鞋。王海的牺牲像

浪花一样渲染着故事的高潮，让人眼中

满含泪水。

英雄虽去，英雄精神却得以长存。

小说用独特的叙述探寻守岛士兵的精

神 密 码 ，也 深 情 表 达 出 军 人 的 精 神 力

量，给海洋题材的军事文学创作注入了

新的活力。

家国情怀与青春坚守
■常晓军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视觉阅读·坝上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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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此改变》（北京联合出版有

限公司）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

教研部编著。本书坚持正确的党史观，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

流本质，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重大成就、宝贵经验。从 10个方面阐述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

自觉、更加坚定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赶考之路。

《中国由此改变》

回 顾 奋 斗 历 程
■赵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