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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读书，有的官兵就说“太忙

了，没有时间”。其实，就一般人而言，平

日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即便真的整日

繁忙，日常琐碎事务加身，倘若真想读

书，寻获读书时间也并非难事。

我不敢说自己的读书时间很充裕，

可几十年来，我一直觉得还够用。每天

早起半个多钟头，晚睡个把小时，静静地

读一会儿书，长年累月就“挤”出了不少

的读书时光。我平时习惯随身携带一两

本书，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公交车上，中

午休息时间也能读几页书。

如今，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听书成

为一种新的读书方式。工作之余，哪怕散

步、干家务也可以听听书。尤其是那些故

事性很强的文学名著和引人入胜的佳作，

听起来还是蛮有味道的。

客观上说，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

个岗位，“忙”是一种工作常态。但这并

不能成为不读书学习的理由。作为新时

代的奋斗者，每个人都应善于利用读书

时间，学会捕捉读书时光，并把读书作为

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精神追求，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样才能让自

己忙到点子上，忙出更高效率来。著名

语言学家周有光年逾百岁之时仍每天坚

持伏案学习、笔耕不辍。有记者问他：

“您都 100 多岁了，为何还那么辛苦地读

书？”他坦然一笑：“辛苦吗？我可没觉

得，一辈子的习惯，想改也难。”习惯的力

量是工作常态，但对想读书的人来说，学

习一旦成为行为习惯，就不会因工作繁

忙而忽视读书，不会因思想懈怠而放松

学习。

读书一旦养成习惯，时间就随处可

见。说实话，多年以来，我之所以始终不

在社交网络上消磨时间，喜欢在充满阳

光的双休日、节假日，走进书房，或者去

书 店 静 静 地 读 一 会 儿 书 ，就 是 习 惯 使

然。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我粗略算了

一下，平均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个把小时，

这也是我给自己定的“硬性指标”：每天

至少保证 1 小时左右的阅读时间。这样

读书压力并不大，每个月都能读一两本

经典著作，一年就是十几本甚至二十几

本，二十几年就有三四百本之多。可别

小看这零零碎碎的读书时间，倘若把长

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零散的读书时间

串起来，也是很惊人的。

在基层部队，主官岗位工作较为繁

忙。我在连营团三级主官岗位上都干

过 ，在 团 职 主 官 岗 位 任 职 9 年 。 说 实

话，最繁忙的时候真是“两眼一睁，忙到

熄灯”。然而，就是在这三个主官岗位

时，我读了大量的书籍，而且读书范围

也在逐年扩大。我除了系统读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丛书外，还阅读了大量的

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经典著作，历

史 、地 理 、自 然 科 学 类 书 籍 也 读 了 不

少。如今回想起来，之所以读了这么多

书，基本都是把零散的时间串起来所获

得的。

30 余载的读书时光让我感悟到：只

有不间断阅读，自己才不会被时代淘汰；

也只有不间断阅读，才能保证自己的能

力素质不断地“升级换代”。所以，无论

多忙，只要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时

间总是有的。千万别说没时间读书，而

是应该多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读书。

当把读书作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当读书成为像吃饭那样每天必须要进行

的动作时，读书的时间就会变得“有的

是”了。

当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院树峰

文学来源于生活。艰苦卓绝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宝

贵资源，铸就了众多英雄诗篇，涌现出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红色经典作品。这

些作品，生动地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 国 人 民 不 屈 抗 争 的 革 命 斗 争 精 神 。

当代作家冯志以其抗战时期的战斗经

历 为 素 材 创 作 的 长 篇 小 说《敌 后 武 工

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敌后武工队》是一部有着较高真

实 性 的 现 实 主 义 优 秀 作 品 ，同 时 又 达

到 了 思 想 性 和 艺 术 性 的 统 一 、真 实 性

与 传 奇 性 的 统 一 。 作 品 情 节 曲 折 有

致，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鲜活生动，语

言通俗易懂，传奇色彩浓厚，一经面世

便 获 得 了 广 大 读 者 的 赞 誉 ，不 仅 被 翻

译 成 多 种 文 字 出 版 ，还 先 后 被 改 编 为

评书、话剧、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多

种艺术形式。这些丰富多样的艺术类

型 使 作 品 以 更 为 通 俗 的 方 式 传 播 ，顺

应 了 时 代 的 需 求 ，进 一 步 扩 大 了 作 品

原著的影响力。

作品开篇即交代了小说的时代背

景。小说描写了在冀中平原上一支八

路军武工队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同

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武装斗争的故事，

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抗日斗争

形势的内在实质和发展趋势，讴歌了中

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和强烈的爱国

热情，赞美了中国军民在强敌面前英勇

无畏、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作品向我

们展示的历史生活虽然只是抗日战争

时期一个小的侧面，却具有很强的典型

意义：它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前赴

后继、浴血奋战的一个缩影。

作 品 着 重 塑 造 了 精 明 强 干 、胆 大

心细的敌后武工队队长魏强的英雄形

象 。 魏 强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忠 实 执 行 上

级赋予的各项任务，依靠人民群众，带

领 武 工 队 队 员 深 入 敌 后 ，运 用 游 击 战

与 敌 人 进 行 武 装 斗 争 ，打 开 了 对 敌 作

战的局面，最终取得了胜利，深受当地

群 众 拥 戴 。 魏 强 作 为 一 个 基 层 指 挥

员，在带领队伍奇袭南关火车站、巧夺

黄庄、离间敌伪等一系列战斗中，都表

现 出 勇 敢 坚 强 智 慧 的 特 点 ，充 分 展 现

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崇高品

质 ，是 一 个 比 较 生 动 的 艺 术 形 象 。 作

品 还 塑 造 了 一 大 批 性 格 鲜 明 、有 血 有

肉的武工队队员形象。胆大心细的刘

太生、直率勇敢的辛凤鸣、坚毅果敢的

赵 庆 田 、纪 律 严 明 的 贾 正 …… 这 些 人

物 性 格 鲜 明 ，特 点 各 异 ，却 都 有 血 有

肉，充满了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具有

持久的艺术感召力。

书中所展现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读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作者不仅出色地描绘了

敌后武工队与日伪军斗智斗勇的一个

个场景，还展现了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

持，塑造了机智勇敢、无所畏惧的女干

部汪霞，坚贞不二、宁死不屈的堡垒户

赵河套夫妇，忠心耿耿、刚强正直的情

报 员 郭 小 秃 等 不 同 性 格 的 人 物 形 象 。

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敌后武工队

才能居虎口而安如泰山，才能得心应手

地打击敌人。作品也体现了敌后武工

队既要在组织和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

又要与人民群众保持良好的军民关系，

切实为群众的利益着想，真正依靠人民

群众消灭敌人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已经散去，但

我们决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敌后武工

队》这部经典红色小说为我们留下了彰

显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战争纪实，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艺 术 价 值 和 历 史 价

值。作品既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又激发了广大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怀，具

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与历史意义。《敌后

武工队》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

学习先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赓续革命

优良传统的鲜活教材。

战火中的英雄礼赞
■李堂林 宗旭阳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

造句用语别致，人物形象鲜明，是传统文

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人情小说，吸引了众多文学评论家

和学者不断深入研究。《红楼梦》有如此

大的魅力和如此高的艺术价值，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其蕴含的异彩纷呈的方言文

化，可谓是“方言万花筒”。

《红楼梦》中大量的京味儿方言读起

来朗朗上口，诙谐生动。第十四回中写

道：“凤姐才吃饭，见他们来了，便笑道：

‘好长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们偏

了。’”“偏了”是谦词，意为占用、僭越，在

这里是表示自己已经吃过了的客气话。

“偏了”是典型地道的北京话，满族的饮

食礼仪中，先吃完饭的人对没有吃完饭

的人要说“我偏您了”。又如第十回中贾

珍之妻尤氏说：“你不许累掯他，不许招

他生气，叫他静静地养养就好了。”“累

掯”意为强制的意思，也是典型的北京话

吸收的满语。此外，北京话中还有大量

的儿化音和轻声，使得语言节奏错落有

致，感情色彩丰富多样，表情达意恰到好

处，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也表现得尤为

突出。第十三回中平儿道：“前儿住儿去

了，二爷偏生叫他，叫不着，我应起来了，

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儿又来了。”其中

“前儿”“住儿”“今儿”这样高频率的儿化

连用，丰富了平儿的语气，也更有助于推

进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据统计，《红楼

梦》中带儿化的词高达 1133 个，数量之

多让人惊叹。

《红楼梦》中也有吴语的使用。吴语

包括了吴语区江南城乡各地的方言，继

承了中古汉语整齐的四声八调。在第十

七至十八回中，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

物, 你 只 知 朱 楼 画 栋 、恶 赖 富 丽 为 佳,

哪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

过。”在第八十回中写道：“薛姨妈听见金

桂句句挟制着儿子, 百般恶赖的样子,

十分可恨。”两处中“恶赖”意为恶劣庸

俗，是吴地的方言词汇，至今仍旧在使

用。尽管吴语词汇在整个小说中用词比

例不是很高，但这些词汇犹如万花丛中

点点绿，凤毛麟角般略略点缀，读来让人

耳目一新。

在《红楼梦》中，除了北京方言、东北

方言和吴语之外，还有一种方言词汇经

常被忽略，那就是晋方言。晋方言产生

于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是造成

晋方言在北方较为独特的原因。第一回

中写道：“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

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斗

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

闹 。”“ 可 喜 ”意 为 长 得 喜 人 ，美 好 可 爱

等。在山西文水方言中，“可喜”当用来

形容人或者物。又如，第十回中，那先生

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

了……”“可是”意为实在是，用法和普通

话表示转折的关联词不同，在晋方言区，

这个词意仍旧在使用当中。晋方言词汇

在北方方言中显得独具特色的原因，除

了保留入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其古汉语词汇的保留。现代汉语中的

“屋顶”在晋方言中称“仰尘”，弥漫着浪

漫主义色彩和古典韵味。

《红楼梦》中有各种各样的方言词汇

和地道表达，与作者曹雪芹的身世背景

和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曹雪芹的高祖曹

振彦先后历任山西大同的吉州知州、山

西大同知府，后出任两浙转运盐使到南

京上任。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

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嬷嬷。祖

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

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

极受康熙宠信。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

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的生活，后来曹家

获罪被抄，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

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接济

为生。作者出生在人丁兴旺的豪门望

族，家族内所说方言也种类繁多。曹雪

芹耳濡目染，在《红楼梦》中有如此行文

风格也合情合理。

我国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丰富

多样，境内包含五大语系的 130 余种方

言，是世界上方言和语言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

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样化的灿烂民俗

文化，这也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与文

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方
言
的
艺
术
魅
力

■
李
文
张

近年来，一大批反映中国人民志愿

军 抗 美 援 朝 出 国 作 战 的 作 品 相 继 问

世。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报告

文学，还是电影、电视剧等体裁，均受到

广大读者与观众的喜爱。由退役军人

事务部组织编撰的《英雄赞歌——抗美

援朝英模人物写真》（解放军出版社）一

书，就是一部独辟蹊径、特色鲜明的纪

实文学作品。

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最先想到

的往往是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

等英雄人物的名字，而那些和他们一起战

斗，用青春热血谱写气壮山河英雄壮歌的

普通战士们，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如

果告诉我们身边的年轻人，黄继光的战友

就生活在你的身边，不少人一定会感到非

常吃惊。

《英雄赞歌——抗美援朝英模人物

写真》讲述的就是依然生活在我们身边

的 15 位老英模的真实故事。他们中的

一些人像张富清一样，把军功章、立功

喜报压在箱底，从不向他人展示；一些

人 依 然 活 跃 在 讲 传 统 、话 初 心 的 课 堂

上；一些人会出现在干休所跳健身操、

广场舞的队伍中；当然也有一些人到了

耄耋之年，身体抱恙，甚至再也无法讲

述当年的经历……

这 15 位老英模当中，有参加过上甘

岭 战 斗 的 英 雄 连 连 长 张 计 发（遗 憾 的

是，老人没能看到他的这篇“写真”就去

见牺牲的战友了）；有模范卫生员王清

珍；有上甘岭上的神炮手唐章洪、高晋

文；也有在上甘岭上立大功，退伍回家

后默默无闻当农民的蒋诚……

每一位主人公的经历都是一部英

雄传奇。长津湖畔，爬冰卧雪、血战到

昏死过去的钢铁战士；敢于雪夜虎口拔

“钢牙”的杀敌勇士；一个人坚守无名高

地的孤胆英雄；奇袭“白虎团”路上的侦

察员；蓝天亮剑的少数民族飞行员；能

文能武的“特种兵”；在“拖不垮打不烂

的钢铁运输 线 ”上 坚 守 的 铁 道 兵 和 奔

跑 的 汽 车 兵 ……他们的经历，他们的

壮举，让参加采写的 15 位实力派作家感

动不已。

“用真情为这些老英模写真”，几乎

成为每一个创作者的初衷。他们不厌

其烦地查阅浩繁的档案资料，不远千里

翻山越岭进行“田野调查”，力求从历史

中发现真实、还原真实，准确表现这些

老英雄、老模范身上的精气神。于是，

才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又一个生

动鲜活的情节和细节。

卫生员王清珍清晰记得为黄继光烈

士遗体换军装的情景。黄继光的血衣紧

紧粘在身上无法脱掉，王清珍和几名卫

生员含泪找来一个小汽油桶，烧温水把

血衣浸软，再用剪刀一点点剪开……然

而，要给烈士遗体穿上新军装时，黄继光

高高举起扑向敌人的双臂像雕塑一样，

怎么也“不肯”放下来。王清珍和战友们

就用热毛巾一次又一次地焐在他的手

臂、背部。不知道焐了多久，黄继光烈士

的手臂终于不再僵硬，这才给他换上一

身崭新的志愿军军装……

“人民楷模”朱彦夫对长津湖之战最

深刻的记忆，是炮火中“飞”到他身上的战

友杜玉民那只胳膊。整个 205 高地上只

剩下朱彦夫孤身一人。在敌人的密集炮

火中，他以有我无敌的气概把再次冲上

来的敌人打了下去。在更加猛烈的炮火

中，他战斗到失去了知觉。当他再次醒

来的时候，已经是 93 天之后。他问的第

一句话是：“我的手呢？我的脚呢……”

就是这样一位无手无脚，双眼视力只有

0.3 的钢铁战士，在以后的日子里，靠着

顽强不屈的意志实现了生活自理。光荣

归国后，他毅然放弃荣军院的特护待遇，

回到了家乡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

村。在被选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后，他

带领乡亲们在脱贫的战场上开始拼搏。

为了打井抗旱，一个大雪天的清晨，朱彦

夫一个人往工地上去，一个不小心，拐杖

杵到了钉子上，他摔倒了，拐杖和假肢掉

进了沟里。他忍痛用伤残的半截双臂撑

着地，一点一点地往工地上挪。来上工的

乡亲们看到了他，跑过去紧紧抱住他说：

“朱书记，你都这样了还来……”为了让村

里通上电，朱彦夫到博山城去买器材，为

了省下住宿钱，晚上就睡在马路边，卸下

假肢当枕头。他回忆说：“过路的人，时不

时有人停下来，疑惑而又同情地看我几

眼，胆小一点的远远地站在旁边嘟囔着，

这人真可怜。偶尔有个胆大一点的，会俯

在我脸前扔下几分钱……”就是这样，经

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让张家泉村通上了

电，这里的千亩荒山也变成了金山银山。

这一个又一个生动真实的画面，让我们看

了无法不深受感动。

天 地 英 雄 气 ，千 秋 尚 凛 然 。《英 雄

赞 歌 —— 抗 美 援 朝 英 模 人 物 写 真》用

生动细腻的笔触，把 15 位抗美援朝平

凡英雄身上那种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

一 切 、为 了 祖 国 和 民 族 的 尊 严 而 奋 不

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

忘 死 的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不 畏 艰 难

困 苦 、始 终 保 持 高 昂 士 气 的 革 命 乐 观

主 义 精 神 ，为 完 成 祖 国 和 人 民 赋 予 的

使 命 、慷 慨 奉 献 自 己 一 切 的 革 命 忠 诚

精 神 ，以 及 为 了 人 类 和 平 与 正 义 事 业

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

致。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这 15 位英模

一 样 的 优 秀 中 华 儿 女 ，才 锻 造 出 了 伟

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读《英雄赞歌——抗美援朝英模人物写真》

■董保存

《看万山红遍》

感悟精神特质
■张擎峰

《看万山红遍——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书，梳理汇集了 28 种中国共产党

人的伟大精神，分为“革命斗争篇”

“艰苦奋斗篇”“改革开放篇”“新时代

伟大奋斗篇”四个篇章讲述，较为准

确地体现了党的“精神谱系”创新理

论最新成果，为广大党员干部走进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传承党的优

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提供了学习参考

资料。

《红色家规》

家规彰显作风
■刘树作

《红 色 家 规》（中 国 方 正 出 版

社）是一部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 的 家 风 、家 规 、家 训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通 俗 读 物 。 作 品 通 过 一 个 个 感

人故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老一辈

革 命 家 从“ 齐 家 ”做 起 ，率 先 垂 范 、

言 传 身 教 的 故 事 。 老 一 辈 无 产 阶

级革命家所建立的红色家风家规，

彰显的是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忠诚

老实、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甘于奉

献、严守纪律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

风，对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家风建设

有指导意义。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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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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