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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先辈，也找到了
自己的根

登上“剑锋·红色读书会”的讲台，

学员王文杰手捧那本他最喜爱的《砺剑

春秋》，为战友们讲述了一场别样的“寻

根之旅”。

“也苦，可更有默默无闻、被人遗

忘之感。”入学前，王文杰驻守在西北某

哨所。那里，与众多坐落在高原的哨所

一样——高寒缺氧、人迹罕至。然而，

不似“神仙湾”“天文点”般充满浪漫色

彩的名字，鲜为人知的它，在战友们提

起时，只是一道无名的山梁，或地图上

的一个普通数字。

入学时自我介绍，谁都没听说过王

文杰所在的哨所，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瞬

间涌上他的心头。

一 个 周 末 ，王 文 杰 去 图 书 室 打 发

时间，随手抽出一本《砺剑春秋》。在

这本火箭军部队故事集中，他读到了

熟 悉 的 红 柳 林 ，鼻 孔 喷 着 白 气 的 战

马 ，还 有 被 层 层 冰 雪 包 裹 的 蔬 菜 大

棚。这种感觉，像极了他魂牵梦绕的

“第二故乡”！

尽 管 ，书 中 描 述 的 并 不 是 自 己 戍

守的哨所，王文杰仍激动不已。他似

乎 又 一 次 嗅 到 了 高 原 凛 冽 而 清 澈 的

风。这次万里之外的“无意重逢”，让

王 文 杰 萌 生 追 寻 自 己 哨 所 历 史 足 迹

的 念 头 ，“ 我 想 知 道 自 己 的 根 究 竟 在

哪里”。

通 过 学 校 图 书 馆 线 上 阅 读 平 台 ，

他几乎翻遍了所有曾在青藏高原战斗

过的老战士回忆录。他们之中，有的

人让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布达拉宫

广场，有的人为国防科工事业挺进深

山“寻宝”，有的人扎根生命禁区为战

略 导 弹“ 筑 巢 ”…… 王 文 杰 仔 细 阅 读

着，用一根根不同颜色的笔，在中国地

图上勾画着老兵们年轻时的足迹。

3 个月后，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历史

断点，已经连成了几十条接连不断的曲

线。它们时而在同一条河谷重合，又在

另一座隘口分散，有些线永远断在了戈

壁深处，但总有其他线沿着断点的方向

继续延伸。

“ 你 找 全 自 己 哨 所 的‘ 历 史 ’了

吗？”讲台下，参加读书会的战友急切

问道。

“找到了，又没有找到！”在大家诧

异的目光中，王文杰翻开读书笔记，那

里记录着上百个高原火箭兵的故事。

他们有的在高原一干就是十几年，有

的将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哨所，还有

不 知 多 少 人 将 骨 灰 埋 在 了 巡 逻 线 路

旁。

“这些先辈都不是我们哨所的，可

我又觉得认识他们每一个人，是他们的

牺牲奉献，汇聚成我们的精神谱系。我

找到了我的根，它就在那道无名山梁

上。”那天读书会的掌声，比以往任何一

次都更热烈，更有力量。

沿着先辈的足迹，年轻的军校学子

们追寻初心、感悟初心，同时也更加坚

定地向着目标前行。

通过书本，眺望更加
宽广的世界

“晓军，‘偷艺’呢？”晚自习上，战友

半开玩笑地揶揄，把正在学无线通信的

李晓军闹了个“大红脸”。

李晓军是测试控制系的学员。刻

苦肯钻的他把时间都放在本专业学习

上，理论成绩和实装操作都很棒。但是，

最近的一次“失败”，让李晓军“破防”了。

模拟对抗中，2 号操作手“牺牲”。

作为 1 号操作手，李晓军临时顶岗。不

熟悉雷达战法运用的他，面对强电磁干

扰根本无法捕捉目标。很快，一颗突如

其来的“导弹”命中阵地，发射单元“全

体阵亡”。

“这本书你拿回去看看。”课后复

盘，指导教员黄雷没多说什么，只是从

办公室书架上抽出一本《大国争锋》，递

到李晓军手上。

带着羞愧与不甘，李晓军低着头攥

紧拳，把书塞进包就冲出了办公室。回

到自习室，他呆坐了半晌，才懊恼地拾

起扔在脚边的书包，拽出那本书。

漫不经心地翻了两页，李晓军才发

现这本书“有意思”。多位国内军事专

家透视联合作战和最新军事技术，将战

争形态变化、大国军事改革和未来武器

发展全方位展示在他面前。

李晓军来了精神，一口气读完数十

篇文章。震惊于那些从未涉足过的知

识领域同时，他也明白了教员的用心。

“导弹只有飞到弹道顶点，才有机

会命中地面的目标。”在笔记本上，他写

下自己的读书感悟，“打仗不仅是操作

手中的武器，没有更高的视角和宽广的

知识面，真的打不赢现代战争。”

像变了一个人，李晓军不再“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他开

始借阅网络攻防、空天作战、人工智能

等科普读物。

书越读越多，李晓军的视野也越来

越宽。

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李晓军与战

友们不约而同讨论起《大纵深战役理

论》。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在上个世

纪 30 年代，综合运用空降突袭、坦克突

击、摩托化机动设计形成的作战理论，

竟然对 21 世纪的“空地一体”“空海一

体”作战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从那以后，体系作战的理念就在李晓

军的头脑里深深扎下了根。为了过把指

挥联合作战的“瘾”，他下载了兵棋推演软

件，并与战友们自发结成兴趣小组，边学

习军兵种知识，边在“战场”上纵横驰骋。

4 台电脑分成 2 排，两两相对。屏

幕上，不同颜色的导弹、战车图标不断

移动、碰撞，一场兵棋上的联合作战正

紧张进行。

“想制胜未来战场，不仅要在知识

上跑赢你的对手，还要拓宽自己的思维

和视野。”在读书研讨会上，火箭军导弹

专家汪徐胜教授深有感触，“打赢书本上

的战争，胜利的天平就会向我们倾斜。”

让创造的火花，在阅
读中碰撞和迸发

最近，一道以火箭军发展史为主题

的连队壁画墙，在学校引起了不小反响。

其中一面墙上，科研工作者拿着算

盘计算复杂的公式，部队官兵在戈壁滩

打井筑路，还有戴着防护镜欢呼的人群，

目光所及处是一朵升腾的“蘑菇云”。

“这幅画的灵感，来自报告文学《天

歌》。里面研发‘争气弹’的故事，令我

深受感动。”在“剑锋·墨香军营”书画比

赛上，学员吕博文向评委介绍作品的创

作历程。

吕博文是个热爱绘画的 00 后。入

学后，他很快成为学员队书画兴趣小组

组长，并以军校生活为蓝本创作了不少

作品，受到战友欢迎。

然而，在接到绘制主题壁画墙的任

务时，吕博文却“挠了头”。他出生在新

千年，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历史知之

不多、知之不深，一连几天，别说创作

“灵感”，就连创作头绪都没有找到。

这天，吕博文来到图书馆，一本从

未 关 注 过 的 旧 书 无 意 中 进 入 他 的 视

线。卷边的橙色书皮，褪色的书脊上草

书“天歌”两字，怎么看都像放错了书架

的歌谱。翻开这本书，吕博文惊喜地发

现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他面前徐徐

展开。

细腻的文学笔触，记录了数不清的

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为了让中国人挺

直腰杆，先辈们从战火刚刚熄灭的上甘

岭，从桃花盛开的家乡，甚至历经千难万

险从大洋彼岸汇聚到大漠深处，喝了多

少碱水，吃了多少风沙，最终炸响了“争

气弹”。读着读着，吕博文的双眼湿润

了，创作思路也在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仅仅一周，他与创作小组就完成了

几十米长的壁画墙。画面尽头，威武雄

壮的发射车滚滚驶过长安街，恢弘的气

势获得战友一致好评。

新学期以来，学校以文体竞赛、学

科比武为牵引，积极拓展学员阅读领

域，让创造的火花，在阅读中碰撞迸发。

在“执行机构单元测试”课上，教员

正使用静态教具让大家了解导弹尾部

装置的结构。讲台下，学员魏赫一手托

下巴，嘴角咬着圆珠笔，直勾勾盯着教

员，可就是想象不出来导弹的动力原理

和内部设置。

“我要是发明个能动起来的教具就

好了。”这天晚自习，魏赫一走进阅览

室，漫无目的地翻着书架上的书，脑子

里 翻 来 覆 去 都 是 白 天 课 堂 上 的 那 点

事。“可我也不是专家，哪有那么容易。”

正准备打退堂鼓，一本《改变世界

的 120 项 神 奇 发 明》进 入 魏 赫 一 的 视

线。除了电灯、蒸汽机这些耳熟能详的

发明外，一篇关于智能手机的介绍引起

了他的兴趣——世界上第一部智能手

机并不是一项新技术，而是无线互联、

芯片存储、触摸屏等几项成熟技术的组

合。

魏 赫 一 觉 得 自 己 好 像 被 电 了 一

下。“啪”的一声合上书，他随手抄起笔

记本列出一份发明教具所需要的“技术

清单”：单片机、模拟电路、3D 打印……

这些都是自己曾经学过的知识。

他越深入思考越有信心，第二天就

着手干了起来。在学校科技研发中心

教员帮助下，魏赫一与战友合作研发的

“某型导弹尾部供电装置”，从草图一步

步变为成品。在近期举办的“剑锋·科

技节”上，该项发明被专家评价为“体现

了较强的知识迁移与实践转化能力”，

并一举获奖。

在 阅 读 中 汲 取 营 养 ，收 获 成 长 。

插上创造力的翅膀，未来遇见更好的

自己！

读 书 ：邂 逅 更 好 的 自 己
■王语晨 卞文静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帅

打开扉页的一瞬间，纸张扇动

微风。油墨的香气萦绕，读者们安

静伏于案前，悠然似春风拂面。无

论是在缓缓流淌的文字中，还是在

精妙绝伦的章节里，我们总能在阅

读 的 那 一 刻 找 到 一 片 心 灵 的 栖 息

地，远离喧嚣、肆意遨游。

古 人 云 ：“ 观 书 绎 理 可 以 养

心。”如果说心灵是一片土壤，那

么阅读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汩汩

甘泉。

阅读，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心灵

之窗。如今，我们生活在网络技术

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获

取十分便捷。然而，海量的信息涌

入生活，“碎片化”阅读难以帮助我

们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更无法替

代传统阅读。当我们潜心读完一本

专著，随着深入的思考，往往就会

产生系统的、深刻的见解，看待问

题也变得更加敏锐。

林语堂认为，一个没有读书习

惯的人，是受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

的。而书籍恰恰能够打破久远时间

与辽远空间的障壁，开拓人生的视

野 ， 所 以 当 我 们 拿 起 一 本 书 的 时

候，就会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

阅读，是我们培育心灵、陶冶

情操的需要。培根言：“读史使人明

智 ， 读 诗 使 人 灵 秀 ， 数 学 使 人 周

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

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开卷有

益，通过阅读我们不仅采撷到了知

识，也得到了心灵的浸润和修养的

提升。书海无涯，我们可以尽情地

从中汲取养分，透过文字洞见真善

美 ， 在 书 香 浸 润 中 培 育 高 尚 的 情

操，塑造良好的品德。

当然，坚定美好的心智并非顷

刻而就，只有在书海中深耕不懈，

才能让心灵的土壤丰饶肥沃。阅读

是一场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难免会遇上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或是沉甸甸的“大块头”，从而萌生

退却之意；或者在面对外部世界的

种种“诱惑”时难忍阅读的寂寞，

注意力被分散、被吸引。但只要在

这场思想“苦旅”中克服浮躁、战

胜 孤 独 ， 意 志 力 就 会 变 得 更 为 坚

韧。手不释卷，将阅读坚持为一种

生活习惯，自然能够产生由内而外

的改变，实现“腹有诗书气自华”。

作家梁晓声在文章 《读，是一

种幸福》 中写道：“每天上床之后，

枕 旁 无 书 ， 我 便 睡 不 着 ， 肯 定 失

眠。外出远足，什么都可能忘带，

但书是不会忘带的。”最是一年春好

处 ， 恰 是 惬 意 读 书 时 。 开 始 阅 读

吧！让心灵的土壤在书香氤氲中结

出智慧的果实。

用阅读滋养心灵
■赖族伟

高大的落地窗高大的落地窗，，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淡淡淡淡

的书香的书香，，在许多军校学子心中在许多军校学子心中，，图书馆图书馆

度过的那些时光度过的那些时光，，都是记忆里最美好的都是记忆里最美好的

片断片断。。还记得第一次从书架上取下的还记得第一次从书架上取下的

那本书吗那本书吗？？军校的学习生涯军校的学习生涯，，乃至以后乃至以后

的军旅人生的军旅人生，，它又是否给你带来过启迪它又是否给你带来过启迪

和感动和感动？？在这个在这个““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一起来一起来

分享你和分享你和““它它””的故事吧的故事吧！！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指导员 王泽宇：

《匍匐前进》

第一次走进军校图书馆，在书架

上看到《匍匐前进》，我就立刻被这个

书名所吸引。原以为是战术动作教

材，翻开扉页，我才发现它是军旅作家

柳炳仁的自传。

书中描绘了一位 77岁老兵崎岖而

又壮阔的人生：1937年，柳炳仁出生于

抗日烽火之中，少年时在故乡挣扎求学；

解放后投笔从戎，先后从事铁道建设、卫

星发射和原子弹基础保障工作；历经数

十年风雨，在西北高原摸爬滚打、为我军

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多年后又踏上教书

育人的军校讲坛……

成长、参军、立业，直至晚年罹患

多种疾病，柳炳仁依然用笔墨、用“匍

匐”的姿态、用强大的精神力量，书写

着自己的生命历程。

匍匐，是军人战斗中的前进姿态。

军校战术课上的一次匍匐，就足够磨破

皮肉；而如此一生“匍匐”，究竟是何等

志苦行坚？可以说，《匍匐前进》一书给

了我面对军旅的答案，那就是：永远前

进，永远战斗。徐徐回望，从象牙塔走

向基层热土，由一个学员蜕变成为排

长、又经过数年的历练走上指导员岗

位，这亦是属于我的“匍匐前进”。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学员 孙剑峰：

《最高职责》

“我们必须尽力每时、每次、每件事

都要做对，还要努力做到最好，因为我们

不知道生命中哪一个瞬间会决定对我

们一生的评价”。直到现在，《最高职责》

中的这句话仍然指引着我的飞行生涯。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团里新

落成的图书馆。它安静地躺在最上面

一排并不显眼的位置，我却一眼就被

吸引，因为封面上是一个年长且帅气

的飞行员。这本书讲述了萨伦伯格机

长的传奇事迹：他将引擎熄火的飞机

成功迫降在哈德孙河，机上 155 人全

部 幸 免 于 难 ，缔 造 了 航 空 史 上 的 奇

迹！萨伦伯格对飞行严苛谨慎的态

度，帮他实现了自己的“最高职责”：保

障飞行和乘客安全。

精准、守纪、零容忍，是舰载航空兵

的铁律。现在，我会把每一次犯的错

误记录下来，对一些容易发生疏漏的

程序重点记忆、强化动作。我将时刻

牢记自己飞天巡海、保家卫国的“最高

职责”，为成为一名优秀舰载机飞行员

而不懈努力！

陆军勤务学院学员 尚敦敏:

《简读中国史》

从“简读”出发，走进深远厚重的国

家历史。张宏杰老师的《简读中国史》，是

我上军校后在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

翻开书页，作者批判性的语言和

对细节的关注，给我一种细腻而沉重

的感受。深入阅读，我发现书中将中

国历史与同期世界文明进行比较，通

俗易懂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和不

同阶段的变化，耐人寻味。

“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我

们才能看清中国的特点。”在阅读的过

程中，我反复思索书中的这句话。近

代以来，历经世界格局巨变的中国，终

于在新时代迎来复兴的光明前景。军

校的党史教育，也让刚刚开启军旅生

涯的我明白，我们这一代青年官兵，作

为民族复兴的护航者，肩上应当担起

更大的责任、更重的担子。

于是，我认真对待每一次体能训

练，不逃避、不懈怠；深入钻研专业技

能，严格用实战标准要求自己，随时准

备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书中的结

语令我铭记在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和担当，奋进在祖国的复兴之路

上，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

（董 艳、张国强整理）

版式设计：贾国梁

从军校图书馆
收获的“第一本书”

春日，晨光透过书架间的层层缝隙，均匀地铺洒在书
页上，烘托起阵阵油墨清香。

书桌旁，在火箭军士官学校参加岗前培训的文职人员
梁梦霞，正安闲地享受着周末时光。课余时间走进图书馆，
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已经成为她和战友们的一种习惯。

4月 23日第 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这所军校
组织“剑锋”系列读书成才活动。通过阅读的窗口，这些
年轻官兵发现了更多成长的可能。

芬芳四月，不止花香。在书香中邂逅美好，邂逅更好
的自己。

校园特别关注校园特别关注

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

青 春 纪 念 册

2022年 4月，火箭军士官学校组织“剑锋”系列读书成才活动。 章 杰、王 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