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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山光云影

兰章财摄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今年 8月，《雷锋年谱》由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这是对雷锋同志的深情告

慰和无尽缅怀，也是为新时代大力弘扬

和深入研究雷锋精神捧出的宝贵资料。

《雷锋年谱》以湖南雷锋纪念馆馆

藏资料为主要依据，汇集全国各地公开

出版和发表的历史文献资料及北京、辽

宁等地相关机构的档案材料，全面展示

了雷锋的生平经历、实践活动，以及思

想发展轨迹、精神形成脉络，真实记录

了雷锋从一个苦难孤儿成长为中华民

族精神楷模的非凡历程。

历史上，我国年谱的编撰开始于宋

朝，盛行于明清。它是以谱主为核心，

以年月为经纬，反映谱主事迹的人物史

传体裁。古往今来，凡作为谱主的，无

不是政治家、知名学者或社会贤达，一

位 普 通 士 兵 被 作 为 谱 主 是 极 其 少 见

的。雷锋在这个世界只生活了 22 年，他

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他的名字

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简史》，写进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以他名字命名的

雷锋精神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雷锋是离老百姓最近、受拥戴度

最高的时代楷模。

我在各地宣讲雷锋精神时，许多年

轻人提问，《雷锋日记》是他写的吗？雷

锋 精 神 是 不 是 就 是《雷 锋 日 记》和 故

事？雷锋做的都是小事，怎么获得那么

多荣誉？这些提问恰恰反映了青少年

对雷锋的关注，《雷锋年谱》可以解开很

多疑团。以我几十年对雷锋资料的积

累、研读和比较，《雷锋年谱》是真实的，

雷锋所作所为的年月是准确的，雷锋的

言行和身边人的记录都可以找到文物

和见证人佐证。“钩沉历史微尘，总结关

于雷锋的点滴回忆与事迹，详细科学整

理，厘清雷锋一生活动的诸多线索”，是

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它清晰地展现了雷

锋从苦难、觉醒到成长、成才、成为榜样

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革

命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对雷

锋的滋养和影响。

《雷锋年谱》列出来一张雷锋的成

长清单：10 岁的雷锋在土改中分到了土

地、稻谷和钱财，被乡长彭德茂亲自送

到小学就读。在批斗恶霸地主的大会

上 ，他 冲 上 台 去 ，指 着 手 上 的 伤 疤 控

诉。他参加宣传队，打着竹板教群众唱

《百子歌》：“地主出门坐轿子，带着狗腿

子，手拿算盘子，逼着农民交租子；毛主

席救了穷伢子，打倒地主和狗腿子，挖

掉穷根子，跟着共产党一辈子，永远过

幸 福 的 日 子 ……”从 这 些 生 动 的 记 载

中 ，你 是 否 感 受 到 一 个 翻 身 孤 儿 的 快

乐？

是的，雷锋的眼睛中闪烁着微笑，

他看到了幸福生活在向他招手。11 岁，

他在当地小学举办的支援抗美援朝捐

献 活 动 中 ，把 堂 叔 给 的 压 岁 钱 捐 献 出

来。14 岁，他成为学校成立中国少年先

锋队组织后的第一批队员，佩戴红领巾

的 他 留 下 了 在 新 中 国 的 第 一 张 照 片 。

还是 14 岁这年，他要求参军，因年龄小

个头矮没有实现。15 岁，他作为学生代

表为抗美援朝胜利归来战士献鲜花、献

红领巾，再次表示希望参加解放军，做

一个坚强的战士。16 岁，他以优异成绩

考上初中，在这年 7 月的高小毕业典礼

上，雷锋登台讲了一番话，表示如果祖

国需要，我就去参军做个好战士，拿起

枪用生命和鲜血争做英雄。

这是一个 16 岁少年的青春梦、英雄

梦，短短发言表达了要当英雄的壮志是

那么的自信坚定。《雷锋日记》中记载的

郭亮、方志敏、赵一曼、董存瑞等英雄人

物的名字多达 20 多个，苏联卫国战争时

期的英雄保尔·柯察金、卓娅和舒拉都

是他崇敬的榜样。

大家阅读《雷锋日记》也许注意到，

在 1958 年前，《雷锋日记》刊登的都是雷

锋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和通讯报道，

真正的日记体是他到鞍钢工作之后才出

现的。这又是为什么？我想，在那个激

情燃烧的岁月里，一个翻身解放的苦孩

子像鲜花一样绽放了。自小就有“背着

皮影走四方”文艺才能的雷锋，在火热的

劳动工地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

这一年，17岁的雷锋加入了共青团，被县

团 委 评 为“建 设 社 会 主 义 青 年 积 极 分

子”。他主动请求到治沩工地参加工作，

并自创花鼓调给民工演唱《儿要治沩娘

也忙》以鼓舞民工斗志。18岁，学会开拖

拉机的雷锋激情豪迈，创作散文《我学会

开拖拉机了》，创作的诗歌《南来的燕子》

抒发了改造山河的激情……

18 岁，雷锋来到了鞍钢化工总厂，

从 学 校 到 乡 政 府 、县 政 府 和 农 场 的 历

练，这只“南来的燕子”飞到了大工业的

家园。“由于党的教育，我懂得了这个道

理，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

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

移山填海。”雷锋到工厂不久便写出这

样的自勉警句，至今读来仍充满青春活

力！这一年，雷锋获得“先进生产者”称

号，辽宁省《共青团员》杂志报道了雷锋

和工友们抢运水泥的事迹。

20 岁，一生五次立志要参军的雷锋

在老红军余新元等人的支持下终于梦

想 成 真 。 虽 然 体 质 薄 弱 ，但 坚 定 的 信

念、坚强的意志使他走出了成功之路。

雷锋的班长薛三元这样评价雷锋：“形

体上的弱者成为精神上的强者。”他训

练获得优秀成绩，开车成为红旗车驾驶

员，抢险救灾顽强奋战，在新战士中首

立三等功；他刻苦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

作，爱憎分明，言行一致，敢做螺钉，乐

于助人，“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

车”；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国家严重

自然灾害之时省吃俭用，给灾区寄钱，

为 人 民 公 社 捐 款 ，帮 助 家 庭 困 难 的 战

友，被团党委树立为艰苦奋斗的“节约

标兵”。读他 20 岁当兵第一年写的日

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便可理解他的

崇高追求和高尚情操——“有些人说我

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

人 民 、有 利 于 国 家 的 人 。 如 果 说 这 是

‘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

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

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

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

着共产主义。”

1960 年，雷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1 月 8 日，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

子”“实现了自己最崇高的理想”。11 月

26 日，雷锋事迹套红刊登在原沈阳军区

《前进报》一版头条，该报还选登了《雷

锋日记》。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领导机关

授予雷锋“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并号召

全军区官兵向他学习。第二年，21 岁的

雷锋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在

部队服役两年零八个月，荣立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两次。

1962 年 8 月 15 日 ，年仅 22 岁的雷

锋不幸因公殉职。

雷锋从人民军队的普通一兵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

道德楷模，这样的结果不是偶然的，是

他一生为人民服务，甘当一颗“永不生

锈的螺丝钉”的必然结果。雷锋精神代

表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必将世世

代代传承下去。《雷锋年谱》一书的出

版，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雷锋平凡又伟大

的一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给人们

的疑问提供了答案。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读《雷锋年谱》

■陶 克

“黄河号子响彻天哟/哎嗨哟/喊裂

那太行山上石/哎嗨哟/喊得黄河波浪

翻/哎 嗨 哟/喊 得 热 血 涌 胸 膛/哎 嗨 哟/

喊出黄河好儿男/哎嗨哟”……

陈红旭长篇小说《风吹稻花》（河南

人民出版社）一开篇，一曲黄河号子就

把读者的思绪拉到了奔腾千里、咆哮万

古的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岸边。在他

的笔下，十二支黄河号子，十二个章回

布局，讲述了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

的 3 个新时代黄河儿女退役返乡创业中

的选择与坚守、痛苦与挣扎、爱情与事

业……作品带我们感受黄河滩涂的乡

土气息、感触黄河儿女的质朴性格、抚

摸黄河故土的厚重文化、了解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美好画卷，也展示了新时代退

役 军 人 对 故 土 、事 业 和 人 生 的 深 厚 感

情、实践思考和认识升华。

《风吹稻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黄

河 中 下 游 分 界 线 附 近 的 河 南 省 原 阳

县。原阳县与省会郑州隔河相望，自古

就是名人辈出、人文荟萃、文化厚重的

地方，素有“贡米之乡”的美誉。然而到

了 21 世纪初期，由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远

高于地里刨食，曾经风头无两的原阳大

米在经济利益面前被村民们放弃，故事

中的原阳米贡村也变得破败凋敝、萧条

落后。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位退役士

兵——长河、平川、端阳出现了。一面

是他们到省会郑州创业致富的憧憬，一

面是县领导对他们伸出的橄榄枝——

希望他们能够回村作为带头人，带领乡

亲重振“中国贡米之乡”的雄风，把古老

落后的米贡村建设成美丽的现代化乡

村。3 个伙伴最终选择了各自的道路：

长河、平川留到了村里，作为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开始了艰苦的跋涉；端阳则

一头闯进了都市霓虹之中。长河、平川

所遇到的困难与艰辛远超他们的想象，

但两人凭着“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

组织一个精彩”的军人朴素情怀，带领

乡亲们克服了信任关、经费关、技术关、

销售关，以年轻人的闯劲把网络销售、

乡村旅游等带到了乡村振兴的实践当

中，使本已销声匿迹的原阳大米再次绽

放光彩，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的康庄

大道。

端阳创业的道路同样不平坦。当

理想与现实出现落差时，面对生活中的

诱惑，他迷失了自己的初心，沉溺于纸

醉金迷，也失去了自己的爱恋、自己的

纯真。所幸一切只是恍然一梦，最终，

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他幡然醒悟，回归

到一名黄河儿女的质朴、一名退役军人

的执着，重新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找到了新的人生定位、事业平台和幸福

归宿。

《风吹稻花》故事线索简单、节奏明

快，没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有那么

多的爱恨情仇，但陈红旭依然把故事讲

得风趣幽默、耐人寻味。陈红旭也是被

黄河母亲哺养成长的原阳人，正因为对

黄河风土人情的熟悉，才让他笔下的这

些故事犹如滴墨入水，在自然的浸润中

铺展得极其自然，丝毫不显矫揉造作。

他的文字里处处可见乡音俚语，让你阅

读时就能感受到浓重的乡土气息。

曾经有着 20 余年兵龄的陈红旭写

起 老 兵 来 自 然 得 心 应 手 ，让 人 印 象 深

刻：长河性格沉稳、有着老大哥风范；平

川平和温顺、沉声静气；端阳自命不凡、

争强好胜……这些都成为故事主人公

命运走向、事业发展的潜在符号。但他

们又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军人骨子里

的执着，对命运安排的不服，面对现实

的困难和挫折都有着各自不同方式的

抗争。他们和平常人一样有性格上的

弱点，这也恰恰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物的

真实、性格的真实、故事的真实，以及他

们对家乡的深情、对亲人的深情、对土

地的深情、对黄河的深情。

在讲述 3 位退役士兵创业故事的同

时，《风吹稻花》也从不同角度给我们真

实地展示了黄河岸边的农民、农村、农

业的现状。我想，这也是小说成功实现

与读者共情之所在。

黄河岸边的创业画卷
■杨克功

王愿坚是一位以写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见长的作家，他的作品短小精悍、

结 构 严 谨 ，善 于 截 取 典 型 的 生 活 情 节

刻 画 人 物 形 象 ，《党 费》《粮 食 的 故 事》

《七 根 火 柴》《三 人 行》《支 队 政 委》《小

游 击 队 员》《路 标》等 都 是 他 创 作 的 优

秀作品。

短篇小说《党费》是他的经典名作，

于 1954 年 发 表 在《解 放 军 文 艺》杂 志

上。这篇仅 7000 多字的作品曾多次被

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在几代人的心中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1958 年，《党费》被拍

摄成电影《党的女儿》，作品进一步深入

到人民之中，扩大了影响力。这篇革命

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可称得上是一篇红色

经典的代表之作。

《党费》之所以能够成为红色经典之

作，与作品题材的选择关系密切。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十

分重要的时期，但反映这段历史的文学

作品并不多，王愿坚的《党费》恰恰是较

早描写这一时期根据地军民在艰苦卓绝

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小说，展现出作者在

表现革命历史和战争题材创作中独到的

眼光，也正好弥补了文学对这段重要革

命历史时期创作与表现上的空白。

小说通过描写从事地下工作的女共

产党员黄新缴纳一份特殊的党费和为掩

护同志而壮烈牺牲的故事，塑造了在革

命斗争处于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克服

一切困难支援游击队、保护党费的女地

下党员的英雄形象，发掘出革命先烈身

上的精神内涵。作品虽然是以战争为背

景，却没有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和环境

的凶险恶劣，而是在严峻的场景中，用朴

素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在讲述中融入

作者的真情实感。作品通过新颖的立意

和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捕捉人物性格中

的闪光点，进而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

神，具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意义，同时也富

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选取了一筐咸菜作为特殊的党

费，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篇，展开一系列

感人的情节描写，细腻地刻画了黄新的

性格特点。咸菜作为一份特殊的党费，

黄新把它看得比生命还宝贵，这就是一

个平凡女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的耀眼的

英雄光辉。黄新追求革命理想，带头送

自由结婚的丈夫参加了红军；她机智灵

活，想出用咸菜给山上部队带盐的办法；

她乐观自信，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充满

信心；她忠诚于党，将丈夫留给自己的两

块银洋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这是一个普

通女地下党员对党最质朴、最纯粹、最真

诚的情感。她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掩护

同志，从而保证了党组织工作的正常进

行。主人公这一系列的感人故事，表现

出一个普通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贞，揭示

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成功

的根本原因。

小说构思巧妙，倒叙的艺术形式起

到了特殊的表达效果，使整个故事读起

来引人入胜。同时，小说采用第一人称

“我”的叙述视角，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

的阅读氛围，也拉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

的距离，便于作者抒发情感。以回忆的

方式展开故事，也突显了小说对“革命历

史 ”的 追 忆 和 回 味 。 作 品 集 中 描 写 了

“我”与黄新两次见面，以及她两次交党

费的过程，既串联了故事，大大压缩了作

品的篇幅，又达到间接衬托人物性格的

效果，使得黄新这个人物形象通过“我”

所观察到的一幅幅感人场景展现出来。

阅读《党费》可以让生活在和平年代

的我们更加了解革命前辈艰苦奋斗、顽

强拼搏的历程，受到他们崇高品质的熏

陶，传承他们的革命精神。这篇作品之

所以没有被人们遗忘，甚至常常被人们

说起，就是因为它本身所蕴含的革命精

神具有现实意义，这使作品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成为我们砥砺前行中的宝贵精

神动力。

特
殊
党
费
辉
映
崇
高
精
神

■
韩
申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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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年人群体来说，童年印象最

深的怀旧载体莫过于小人书（连环画）了

吧？我就是一个小人书迷，我的书房对

联“相看两不厌，只有小人书”，道出了我

业余生活的两桩秘密：一是痴迷小人书

收藏，二是醉心于藏品的赏析。

我的小人书藏龄将近 40 年。我出

生在农村，小时候，农村书店少得可怜，

只在代销店、合作社的柜台一角代售一

些小人书。当时的我，最美的事莫过于

与家人一道到大队的代销店、合作社买

日用品，可以趁机看一看柜台里的小人

书。可是，家里没有闲钱给我买小人书

看，所以，去一趟代销店就是对我心灵的

一次折磨。哪个小朋友家里买了小人

书，我闻讯后就一口气跑到他家，死皮赖

脸地跟人家玩，目的只有一个：看看人家

的小人书！为了买小人书，我捡过废品、

挖过中草药、养过兔子……

11 岁那年，我割了一个暑假的白柳

条，双手撸出了道道血口子，换回了 3.6

元钱。我留下 2 元作学杂费，剩下的 1.6

元全都买了小人书——步行 30公里去县

城的新华书店。当我抱着 12本崭新的小

人书“晃”进村时，脚下一软，一头扎在草

垛里……那一次我创下了两个纪录：全

村第一个步行往返于县城的少年；全村

第一个自己挣钱买小人书的少年！

多年来，我因爱而藏，收藏了数万

册各种开本、题材、品相的小人书，装了

满满三大书柜。我收藏小人书源于两

个原因：一是缅怀流逝的岁月。童年时

与小人书相濡以沫的日子成为我一生

中最怀念的时光和最温馨的记忆；二是

传承文化。小人书虽是儿童读物，却是

由成年人创作的，一本小书包容了大千

世界，世间冷暖、人情世故、生灵百态、

古今中外……其中包罗万象的文化元

素等待我们去开掘、消化和传承。

闲暇时，我最大的享受就是随手翻

开小人书，以一颗孩童的心、远离功利地

去欣赏品味，那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美

育的熏陶，情感的陶冶，心灵的净化。泛

泛浏览，有“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

烟”的深意。《红岩》的庄重、《三打白骨

精》的明快、《小刀会》的洗练、《杨志卖

刀》的细腻……都令我深深叹服；细细咀

嚼，则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

不同”的妙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的《怒

捣大成殿》，画面细腻缜密，战旗、武器、

服饰、战场、建筑、市井，再现了明朝的社

会生活，恰似一部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年出版的《出航之

前》，开本大气，封面采用版画形式，新颖

别致；1958 年版 24 开本的《西厢记》，人

物构图精巧，美感突出，堪称精品中的上

品；1955 年的 30 开本《哪吒闹海》，色彩

明快，用笔讲究；1958 年版 25 开本的《三

岔口》，墨色淡浓相宜，画面生动自然，极

富动感；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

一套《水浒传》，百态纷呈，气势浩大，人

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不忍释卷……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

亲 。 眼 前 直 下 三 千 字 ，胸 次 全 无 一 点

尘。”坐拥书城，徜徉于小人书的世界里，

目睹之，手抚之，心系之，仿佛置身于百

花丛中，遍览人间春色，心中油然生出

“清风徐来，春色无边”的欣喜之情，不亦

快哉！

小人书里品时光
■钱国宏

《长征：红星闪闪照我心》（大型

3D立体书）（人民邮电出版社），根据

长征途中重大事件的顺序，分别还原

苏区场景、血战湘江转兵遵义、四渡

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

胜利大会师六个事件，以宏观的角度

展现大事件。同时采用老红军回忆录

形式，通过老红军讲述长征往事，带

领读者重温有血有肉的长征。

《长征：红星闪闪照我心》

闪亮的初心
■吴伟林

《中 国 共 产 党 上 海 历 史 第 一 卷

（1921—1949） 》（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一书，是对1999年版《中国共产

党上海史 （1920—1949）》的修订和

完善。此次修订，结合新的史料、新

的党史研究成果，核准了诸多重要史

实，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上海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第一卷》

重现壮阔历史
■李 成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