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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旅作家李金明认识已有 30 年

了，知道他对党史军史颇有研究，是央

视国防军事频道“军史纵横”栏目的常

客，也看过他写的《黄埔对决》等历史题

材长篇纪实小说。近年来，又看到他在

《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北京晚报》

《作家文摘》等报刊发表的不少军旅散

文。他的军旅散文作品明显带有史学

家独特的视角和气质，撷取的大都是中

国革命历史进程中颇为触动人心的画

面，力求写透战争中的人性和命运，并

通过这样的人性和命运去洞察历史，给

人留下颇有回味的思考与启迪。即便

是写和平年代的生活，李金明也注意抓

取那些经过时代沉淀，能够撼人心魄、

开启智慧的特殊场景，让人读来有酣畅

淋漓、引人入胜之感。

李金明军旅散文注重将写作的重

心 聚 焦 到 人 物 命 运 上 ，使 读 者 在 人 物

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和心理矛盾中感悟

胜 利 成 果 的 来 之 不 易 ，理 解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下 那 一 代 人 的 生 存 状 况 与 品 质 。

比 如《散 落 在 1945 年 的 法 币》这 篇 散

文。作品用了很多笔墨叙述离别家乡

数 年 、牵 着 战 马 短 暂 回 到 家 中 探 亲 的

父亲，见到穿着破烂褂子、住着低矮窝

棚，缺衣少粮、朝不保夕的老娘时的场

景。就在父亲给了老娘几块“边区票”

欲 转 身 归 队 时 ，老 娘 突 然 上 前 抓 住 马

嚼子不让父亲走。这个场景对于读者

的冲击力相当大。这些描写为父亲在

攻打天津的激战中冒着违纪风险捡起

几 枚 敌 军 逃 跑 后 散 落 的 法 币 ，后 来 用

以接济老娘的细节埋下了伏笔。虽然

知情的连长和通信员都在战场上相继

牺 牲 ，但 父 亲 一 生 为 此 事 陷 入 了 深 深

的自责和内疚。这种情绪盖过了他为

人民解放事业所获得的所有荣誉感和

自豪感。这一有着悲剧色彩的故事给

人 留 下 的 教 益 非 常 丰 富 ，印 象 也 很 深

刻。

李金明军旅散文善于在尘封的历

史长河中撷取那些感人至深的特殊画

面，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生动

形象的艺术注脚。他的获奖散文《朱良

才：毛泽东赞他“军之良才”》讲述了一

位作战坚强勇敢、著文经典卓越、严以

律己修身、离任不忘百姓的我军优秀将

领 的 故 事 。 朱 良 才 的 感 人 事 迹 有 很

多。李金明只选取将军在井冈山斗争

中不畏强敌、科学指挥、身先士卒、冲锋

陷阵；在河西走廊与战友失散后化装成

乞丐“千里找党”；病中住院参加征文撰

写《朱德的扁担》；身居高位严格要求子

女；离休后与邻居群众和睦相处，时时

处处关心人民群众利益等故事，读来十

分亲切感人。散文《太行山印记》《粮食

的往事》生动描述了战争年代发生在太

行山脉陵山脚下和冀中平原青纱帐里

的故事，讴歌了狼牙山五壮士、黄土岭

战役中的八路军官兵、为“虎口夺粮”而

浴血奋战的游击队员们的牺牲奉献精

神，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抗战年代，激

发读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承和发扬

前辈们的革命精神。

李金明军旅散文着力把握文学尤

其是军事文学的历史走向，致力于挖掘

蕴含其中的发展脉络和经验，努力彰显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写作方向。《保

定作家群不可逾越的高山》就是这一探

索的结果。散文通过讲述作者与长篇

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小兵张嘎》

的作者徐光耀、《夜路》的作者铁凝等作

家交往的趣闻轶事，回答了保定这块热

土上走出的大作家们靠什么写作、为谁

写作、怎样写作等问题，让人读后启发

多多，受益匪浅。同样题材的散文还有

《平原不遥远》，记述了作者与《敌后武

工队》的作者冯志、《长城烟尘》的作者

蔺柳杞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

巍等大作家认识、交往的过程及故事。

作品告诉人们的一个基本事实：只有扎

根人民、深入生活，写自己最熟悉的人

和事，文学作品才能够立得住，留得下；

颇有创作成就的作家往往也是谦逊、勤

奋、刻苦的人。

李金明军旅散文非常注重表现手

法 的 选 择 ，大 都 有 着 小 说 般 的 情 节 构

思，直率朴素、含蓄委婉的叙述描写，绝

无空洞无物的抒情和拖泥带水的拉杂，

这大概与他长期从事党史、军史资料搜

集和研究有关。坚持靠事实说话，用故

事感人，写人物命运，是李金明军旅散

文始终把握的原则。《归队》是一篇故事

性很强的散文。作者在参与“平津战役

纪念馆”筹建过程中，特别留意那些没

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烈”的下落。循

着这样的线索，作者开始了寻找“无名

英烈”的旅程。作品记载了发生在平津

战役中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众多解

放军官兵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

惜牺牲宝贵生命，最后连姓名都没有留

下。经过作者和筹建办同志们的共同

努力，391 名无名英烈已经有 202 名找

到下落，最终将他们的名字补刻到纪念

馆的烈士墙上，由此也就有了“归队”一

说。散文《夜阑卧听风吹雨》《勇敢的一

生，深深的自责》等都是有血有肉、言之

有物的好故事、好作品，都能让人开卷

有益、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

作家的创作过程也是寻找自我和

叩问心灵的过程。李金明在散文创作

过程中也一直在寻找自我，从自己拥有

的弥足珍贵、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中汲

取创作营养。他的散文叙述多与平原

上发生的战争有关，是现实主义的一种

表达方式。通过这些穿透历史、直抵心

灵的文字，我们可以体味到蕴含其中的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和 崇 高 理 想 情 怀 。

衷心希望李金明很好地把握这一主基

调，继续运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历

史和现实中更多的美，写出更多更好的

军旅散文作品来。

穿透历史 直抵心灵
—读李金明的军旅散文

■马未歇

《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书，是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抒写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的作品，也是北京大学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产生的一项重要成果。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

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

所承载的历史，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中国思想启蒙

和民族觉醒、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

重要起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

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

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北大红

楼点燃的革命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照

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

地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

过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新境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相结合。只有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

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一书，以浓墨重彩的笔触描述了

从新文化运动到党的创建的历史过程，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北

京大学的优良传统。

从倡导“平民教育”“工读教育”“平

民演讲团”，到走向民间、走向工农、走向

人民群众，这本书所揭示的历史表明：与

人民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必由之路；坚持人民至上，是北大人的初

心与使命。

从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道路的批

判，到中西文化比较互鉴；从破除对于

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道路的迷信，

到 书 写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中 国 篇 章 ，这 本

书 所 揭 示 的 历 史 表 明 ：中 国 的 问 题 必

须 从 中 国 基 本 国 情 出 发 ，由 中 国 人 自

己 来 回 答 。 坚 持 自 信 自 立 ，是 北 大 先

驱者的性格。

“北大是常为新的。”鲁迅先生曾经寄

望于北大青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

行”。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

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

满腔热情对待新事物，这是北大的传统。

学术、思想、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

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在

实践中检验解决方案的过程，这本书所

揭示的历史表明：坚持问题导向，是北大

必须弘扬的优良学风。

万事万物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

只有坚持系统、辩证观点，只有具备总体

视野，才能真正推动学术、思想、理论的

发展。这本书所揭示的历史表明：广阔

的世界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是北大人

必须坚守的学术、思想方法。

“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一代北大人的胸襟，这本书所

揭示的历史表明：我们要为人类造幸福，

为世界造文明，就必须为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而不断奋斗。“天下胸怀”，是北

大人必须具有的担当。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

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

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

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

北大的光荣。”

据统计，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 58

名党员中有 24 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

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 8 个地方建立

的早期党组织中有 7 个地方负责人与北

大有关。如果说召开了党的一大的上海

兴业路 76 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

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北大红楼铭刻着我们的先辈

以青春和热血在黑暗中书写光明的历

史。作为红楼精神的继承者，我们要跑

好青春奋斗的接力赛，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不负光荣历史。

《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的出版，能够帮助广大读者进一

步了解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

史，进一步理解我们党筚路蓝缕的奋斗

历程，鼓舞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

绚丽之花。

（作者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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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喜好的读书方式，

而我独爱的，就是在“静”中品味读书。

闲暇时间，我常常挑选一个清静之

处——在安闲午后的寝居小屋，或是灯

光温暖的静谧走廊，捧一本自己喜爱的

经典作品，寻一缕书香，观一方世界，默

默感悟书中沉淀的深邃思想与动人情

节。于静处读书，不仅能更好地集中注

意力，提高读书效果，也不失为一种怡情

养性的好方法。

古人对安静的读书环境格外青睐。

唐代李白在《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中

写道：“我闭南楼看道书，幽帘清寂在仙

居。”这种静谧的读书环境给人带来的是

犹如神仙般的空灵境界，着实令人心驰

神往。

比清静环境更重要的，便是要有一

颗宁静的心。静下心来，沉浸于书籍之

中，方能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静心读

书要有“坐禅”一般的状态，在开始阅读

之前，必先集中心念，达到波澜不惊的心

境，读时全神贯注、凝心参究，方可悟精

忆深。

想起我在读《三国演义》时，细细品

读之间，仿佛自己也进入了那烽火连天、

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去见证刘关张三

兄弟桃园结义时立下的誓言，目睹曹刘

二人“青梅煮酒”品论天下英雄时那一道

电闪雷鸣，领略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的机

辩风采。合上书本，恍惚间又好似穿越

回了现实世界，慢慢回味，一幕幕金戈铁

马、战火纷飞的场景再次浮现眼前，已是

不知不觉间将故事铭刻于心。

静 读 能 让 浮 躁 的 心 绪 变 得 安 宁 。

在书籍中畅游时，远离了世俗的刺耳喧

嚣，在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间尽情驰

骋探索，让人忘却了烦恼。每一次身心

疲惫之时，认真地读上一篇经典好文，

体味其中的情感，感悟背后的道理，静

静享受读书带来的恬淡自在，原本浮躁

的心境就会宁静下来。静心读书能够

获得更深层次的体验，可以净化人的心

灵，如果养成习惯，我们的性情与心灵

就会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变得更加纯洁、

高尚起来。

在“静”中品味读书，不仅是一种阅

读方式，更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

节奏紧张的现代社会，如能在得空时有

意识地寻一处清幽之地，静心细品一本

好书，便可以从中汲取力量，洗去胸中的

苦恼烦闷，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回原有

的安宁，而后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步入新

的生活。

在“静”中品味读书
■郭俊懿

军校学员赵多在湘江边某炮院的

成长故事，构成了长篇小说《山河望》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框架。成长

的背后是艰辛，考验的面前是坚韧。小

说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军校生活

为背景，描绘了学员赵多和他的战友们

的人生体验，让有着军旅生活经历的我

共情共鸣，也为广大读者了解当年的军

校生活打开了一扇窗。

小说作者曾剑说：“炮兵学院的学

员，清一色男性，没有感天泣地的爱情

故事。和平时期，非特战部队，非特殊

岗位，很难出彩。”但军校生活在作者心

里积淀了深厚的情感，使他能够对军校

生活有着深情的回望，并通过主人公赵

多投射在这部小说中。那些看似不出

彩的平淡，让他写出了生动的意趣；那

些平凡、琐碎甚至有些苛刻的生活，让

他发掘出了更深层的意义。曾剑以独

特的目光、铭心的体验，使得《山河望》

具有真情实感的力量。

小说的语言很有诗的质感。写赵

多与李大林结缘：“这张上下铺连体大

床，就像一条友谊之船，载着我们，在人

生的长河里航行，长达三年。”写学员集

合：“集合哨声一响，全中队的学员站在

天井里，像一群被圈在一起的绵羊，涌

动着，接着变成麻雀，叽叽喳喳。区队

长一声吼，队列停止涌动，九中队寂静

下来。”写朋友来信：“晏燕在信里说，我

每天黄昏看夕阳，抓住最后一丝温暖，

装进信封寄给你。”同时，文中穿插了许

多 年 轻 人 写 的 诗 ，正 如 他 们 萌 动 的 青

春，有的浅显直白，有的悠远含蓄，既丰

满了故事情节，又起到了明快叙事节奏

的作用。这些灵动的文字是跳跃的音

符，在回环往复中吟唱出了对军校生活

的感怀、对逝去时光的追思，淡淡的忧

伤若隐若现。

在 诗 意 的 笔 触 中 ，小 说 也 展 现 了

这些军校学员青春的挫折与烦恼。面

对 每 周 例 行 的 校 园 义 务 劳 动 ，他 们 也

有“我是来当学员学射击指挥，将来要

带兵打仗的，我不是当环卫工人来了”

的 牢 骚 。 但 他 们 心 里 清 楚 ，要 想 成 为

一 名 优 秀 的 指 挥 员 、一 名 合 格 的 带 兵

人，除了学习文化专业知识，掌握专业

技 能 ，还 要 靠 各 种 历 练 来 打 磨 自 己 。

这 些 历 练 就 体 现 在 日 常 的 整 理 内 务 、

打扫卫生、上课学习、考试考核、文体

活动等点滴之中。教导员肖正荣是一

个有丰富政工经验的“老大哥”。面对

学 员 们 的 不 解 ，他 说 了 这 样 一 段 话 ：

“你 们 只 要 能 经 受 得 了 剪 草 这 种 精 神

和 肉 体 上 的 双 重 折 磨 ，就 几 乎 能 忍 受

一 切 ，能 闯 过 军 校 三 年 时 间 里 的 每 一

道难关。”在肖正荣看来，宽容一个人

比 处 理 一 个 人 更 能 拯 救 他 ，而 如 何 做

到宽严相济，有利于学员成长，这需要

智 慧 。 这 些 都 体 现 了 肖 正 荣“非 宽 大

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的心胸，

展 示 了 他 勇 于 担 当 、敢 于 担 责 的 魄

力 。 所 以 ，他 赢 得 了 大 家 的 尊 重 。 他

不仅在一些学员命运转折的关口拉了

他 们 一 把 ，也 无 形 中 将 自 己 的 带 兵 经

验传授给了他们。

在诗意的笔触中，我们也看到了人

物的不完美，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对立冲

突及沟通和解。这样的人物形象有着

毫无雕琢的自然生动，也体现了现实生

活中普通人的欢喜与惆怅。主人公李

大林不讲究个人卫生、身形肥胖，强烈

的自尊心让他寡言沉默，但他对生活有

善意的期待，也有百折不弯的坚韧。他

主动替赵多承担私换铺位的责任，而赵

多和其他战友帮助他进行军事体能训

练，他们彼此用行动温暖着对方，诠释

了战友情深的内涵与意义。在抗洪救

灾中，在面对歹徒时，在一系列严峻考

验 面 前 ，李 大 林 和 战 友 们 是 坚 韧 刚 强

的，有战友情的温度和美好，更有激荡

于心的家国情怀。所以，后来转业从警

的李大林能够多次勇斗歹徒并最终壮

烈牺牲，绝非偶然。

李大林的原型英勇牺牲了，湘江边

的炮院也已消失在时光深处。因而，曾

剑 所 流 露 出 的 忧 伤 有 着 现 实 的 缘 由 。

小说没有说教，没有所谓的“英雄”人

设，他们都是普通的军校学员，李大林、

赵多等人物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在

军校相会，在砥砺成长的过程中结下厚

重的战友情，又肩负使命责任奔赴四面

八方。他们没有做出丰功伟绩，但我们

同样不能忘记他们。境遇无论怎样艰

辛，他们依然温暖；理想无论怎样遥远，

他们依然坚定；岗位无论怎样平凡，他

们依然热爱。他们的生命之花开遍祖

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才有了我们眼中的

山河无恙。此刻，我理解了“山河望”这

三个字的含义。

历练与成长的故事
■李 仲

为传承弘扬“新时代北斗精神”，由袁

树 友 主 持 编 辑 的 诗 集《礼 赞 北 斗 诗

集—弘扬新时代北斗精神》（中国书籍

出版社）近日出版。该诗集共收录300多

位各界人士的诗词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北斗导航工程的浩大雄奇，再现了北斗

文化的源远流长，见证了民族自豪感的激

情飞扬，热情讴歌了锻造大国重器的北斗

建设者们。

《礼赞北斗诗集》

■谢俊芳

《兵支书》

■季天宇

长篇报告文学《兵支书》（贵州大学出

版社）一书，讲述2018年以来，贵州省安顺

市先后从上万名退役军人中选拔近千人充

实到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故事。他们担任

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等，被当地群众亲切地

称呼为“兵支书”。他们带领当地群众，在

推进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乡风文

明、创新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5643期

视觉阅读·高天流云

刘贺明摄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富，方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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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