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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文化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

式，弥漫于传统文化的各个角落，根植

于中国大众的心灵世界和想象空间。

汪聚应教授等人所撰《中国古代咏

侠诗史》（人民出版社）整体描摹了中国

古代咏侠诗创作全貌，系统建构其发展

流变的动态历史，挖掘中国古代咏侠诗

创作的一般规律，揭示其在我国古代诗

歌创作中的价值和地位。这本 50 万字

的皇皇巨著，以历史为主轴，用绪论与

正文九章内容，将古代咏侠诗从先秦至

晚清流变的宏大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

纸页翻动之际，匡正扶弱的侠客形

象在历代咏侠诗的滔滔吟咏之中逐渐

鲜活起来。他们有“一箫一剑平生意，

负尽狂名十五年”的文采风流与武功盖

世，也奔涌着“神剑冲霄去，谁为平不

平”的跌宕起伏的生命基调；他们既有

狂放不羁的意气与纵横六合的豪情，也

会有家国危难之时“捐躯赴国难，视死

忽如归”的壮怀激烈。侠客们重承诺、

讲义气、轻死生的人格魅力和对公平正

义的价值追求，投射了千古文人的人格

理想。不少古代文人在“侠”的身上发

现了自己的匮乏，进而激发起他们的创

造欲望，故几千年来书写不绝，留下了

浩如烟海的咏侠诗。

拔剑谁无义，挥金却
有仁

侠客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利

他精神、“士为知己者死”的恩报观念、

“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的功名意

识，还有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纵览全书，两千余年的侠义精神绵

延其中。历代咏侠诗的时代精神、文化

内涵、审美理想和发展流变，在宏观的理

论视角和细致扎实的文献征引下，褪去

了神秘感；“侠文化”通过史家的法正之

路、文人的义化之路、大众的英雄之路，

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综合体的过程，被清

晰地描绘出来。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

咏侠诗所承载的志气与壮举被重新想象

和建构，原本符号化的侠客成了侠文化

中血肉丰满的形象。从中，我们既能看

到文人对于侠客的想象是如何演化与发

展的，也能看到正义价值在侠文化的历

史进程中是如何不断强化和深化的。

人间正义是侠文化的基础，也是侠

文化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条红线。中

国侠的行为观念从先秦的“士为知己者

死”到唐代的“义气相兼”，侠亦由“轻死

重气”的人格精神迈向“轻死重义”的伦

理规范。这其中，文人化、理想化色彩

渐浓，侠义之士的家国、民族大义观念

逐渐消融了所谓的“侠客之义”，咏侠诗

等侠义文学作品中大力倡导的正义价

值深入人心。由此，正义已逐渐成为侠

文化和侠文学的主流价值，侠意识的内

容也越来越倾向于突出儒家正义道德。

回荡在历史长空中的文人侠义之

士，用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用他

们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谱写了侠文化

的正义之声。侠和侠文化在与古代正统

文化不断的对立整合中，逐渐回归到主

流文化圈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
死犹闻侠骨香

古代咏侠诗是表现侠义精神、阐释

侠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先秦咏侠歌谣

到晚清近代的咏侠诗，在一个广阔的历

史跨度上，游侠的侠行、侠气、侠节、侠

情，既与个人的人生理想和自由境界相

连，又以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为幕，在各

个阶段呈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与文学

史意义。

《史 记·游 侠 列 传》曰 ：“ 今 游 侠 ，

其 行 虽 不 轨 于 正 义 ，然 其 言 必 信 ，其

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古人

看 来 ，侠 义 精 神 既 是 豪 荡 使 气 、不 以

礼 法 为 意 的 个 性 ，也 是 一 种 排 难 解

纷、效功当世的胸怀，一种轻财好施、

重仁重义的操行。侠义精神与爱国情

怀的互融在唐代边塞咏侠诗中最为明

显。

盛唐的咏侠诗在整个咏侠诗史中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唐人将游侠置于

边 塞 ，使 边 塞 战 事 与 任 侠 风 尚 共 存 互

动 。 游 侠 身 上 的 功 业 意 识 与 国 家 、民

族的高度责任感紧密结合，因此，唐朝

边塞咏侠诗还充满了英雄主义与民族

精神。李白《侠客行》中描绘了头系胡

缨、手执宝刀、身跨骏马奔腾行侠的俊

逸 爽 朗 的 侠 客 形 象 。 他 们 仗 剑 去 国 ，

辞亲远游，任侠称豪，疾恶如仇。王维

《少年行》中“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

闻侠骨香”“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

杀 五 单 于 ”；王 昌 龄《少 年 行 二 首》中

“夜阑须尽欢，莫负百年心”“气高轻赴

难，谁顾燕山铭”等句，读来让人热血

沸腾，游侠少年慷慨赴边救难、舍身为

国 、建 功 边 塞 的 光 辉 形 象 和 生 命 情 怀

跃然纸上。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侠客

排难解纷的情怀与爱国利民的精神相

结合，激励他们勇往直前，建立一番不

朽功业。侠的这些利他、利国、利民的

道德或超道德的精神，正是每一个时代

所需要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对于正

社会之风气也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中国古代咏侠诗创作，将“剑气、侠

心、江湖情”集于一身，在剑、侠、江湖三

个文化价值层面，气、心、情三个文化心

理层面，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

的游侠人格精神、侠义情结及其使命，

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体现着咏侠诗的社

会价值、文化价值和人生价值，是古代

咏侠诗综合价值的体现，也是咏侠诗的

核心与灵魂所在。了解和品读中国古

代的咏侠诗，对我们增强文化自信，自

觉 汲 取 传 统 文 化 营 养 ，具 有 积 极 的 意

义。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中华民族

是 一 个 深 受 侠 义 精 神 影 响 的 民 族 ，侠

义精神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传统的

侠 义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正 在 发 生 改 变 ，

“中国侠”通过“历史的诠释”“文学的

想象”“正义的神话”到“英雄的崇拜”，

经过了史家、文人、大众的互补创造，

成 为 英 雄 主 义 的 态 度 表 现 与 情 怀 追

求 ，侠 客 也 成 了 正 义 的 英 雄 形 象 。 作

为军人，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咏侠诗中，

汲取积极进取、刚健独立、勇敢果决、

言信行果、视死如归等精神品质，让心

中充满着正义当先、仁义勇敢、爱国为

民 的 英 雄 主 义 情 怀 ，忠 实 履 行 肩 上 承

担的使命和担当。

剑气啸长歌 侠骨铸雄魂
■汪子玮

时代楷模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

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用自己的朴

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中

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的典范。

关于张富清的文字，我读过一些。

近日，“徐迟报告文学奖”“改革开放 30

年·优秀报告文学金奖”得主寒青倾情奉

献的《平民英雄：张富清传》（华文出版

社）让我耳目一新，增添了我对老英雄张

富清的崇敬之情。全书共 10 章，30 多万

字，展现了张富清来自平民、归于平民、

平凡得如此彻底的一生，相当精准地描

绘了张富清的英雄本色。

我与作者寒青曾是一个部队服役的

战友。虽说我到团宣传股当报道员时他

已经复员回家，但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

事。他拉过板车，在码头扛过货物，经过

努力考取了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

配到新华社湖北分社。多年来，他紧跟

时代步伐，在深入采访和认真创作的基

础上，先后创作出《大巴山的呼唤》《守望

大山》等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多部作

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影响

颇广。

2019 年 7 月，寒青应中国出版集团

公司华文出版社的邀请，撰写张富清传

记。为了掌握充分的材料，他多次往返

湖北与陕西两省，深入到张富清工作的

湖北恩施来凤县及其出生的陕西汉中

等地进行细致的采访。有一次，从武汉

去 往 来 凤 县 采 访 。 凌 晨 4 时 的 高 速 公

路上，他的采访车被大货车撞坏，左肋

骨被撞裂两根，疼痛难忍，但他仍坚持

采 访 ，深 入 挖 掘 张 富 清 鲜 为 人 知 的 细

节。当结束了半年的采访回到武汉时，

已是农历大年三十。此时，武汉新冠疫

情蔓延，他足不能出户，就在居住的六

楼 日 夜 不 停 地 写《平 民 英 雄 ：张 富 清

传》，家 里 存 放 的 米 面 吃 光 了 ，就 吃 干

粮、咸菜。在寒青看来：张富清不是神，

而是一个吃五谷杂粮的普通人，是个扎

在平民堆里的时代楷模，是个经历了几

个时代的近百岁的老者。他认为写张

富 清 不 能 人 云 亦 云 ，要 站 在 时 代 的 高

度，实事求是地揭示他的生活本质。他

要求自己一定要深入采访，力争写出真

实的感人细节，要用封存多年的鲜活故

事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真切切的时

代英雄。

书稿完成后，寒青又没日没夜地进

行修改，后因疲劳过度而患上脑梗，虽

经医生全力救治，终究落下半身瘫痪。

“老英雄的传记不写好，我死不瞑目！”

躺在病床上的寒青一刻也没忘记对作

品 的 精 心 修 改 打 磨 。 功 夫 不 负 苦 心

人。历时 3 年，《平民英雄：张富清传》终

于付梓发行。

《平民英雄：张富清传》全书饱含深

情，感人至深，与其他文字作品具有相

同之点，又有不同的新奇之处。寒青吸

纳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一些创作元

素，通过特定的事件，写出了张富清“隐

功埋名”不让家人知道的人性化生活细

节 ，反 映 了 张 富 清 感 人 肺 腑 的 崇 高 品

质；以“泪洒新房”为题，写出了张富清

妻子孙玉兰的真实感受，使得张富清隐

功埋名的事实更真切、精神更可贵，彰

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名利观、荣誉观与

责任观；以“营地蝶变”为题，表现了张

富清从一个国民党士兵成长为解放军

战士，并英勇善战的改造锤炼过程；以

“乡亲相帮”为题，描写出张富清和当地

人民如同石榴抱子的民族团结场景，展

现了民族一家亲的真切生活；以“厚德

载物”为题，真实报告了 88 岁张富清左

腿高位截肢后的经历，展示了张富清博

大的包容情怀和高尚品格。

该书还通过一些震撼人心的事件和

细节，描绘出张富清在几十年的生命历

程中，一直在亲情、责任、吃苦、淡然、坚

忍的起伏中默默奉献的公仆本色，字里

行间散发出老英雄张富清独特的人性光

芒，浓彩重墨地描绘了老英雄隐功埋名

为人民的平凡而伟大、普通又崇高的人

生故事，深度还原了张富清丰富的内心

世界。

《平民英雄：张富清传》不仅有平民

本色生活的还原，还有清新的山乡文化

气息，是一部细节丰富、语言生动、饱含

深情的纪实作品。

倾
情
书
写
英
雄
本
色

■
褚

银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师屯

广武，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

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

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

如蝟，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

明主，身死为国殇。

《代出自蓟北门行》是我国南北朝

时期著名诗人鲍照创作的一首饱含深

厚爱国主义情怀的优秀诗篇。这首诗

是拟乐府之作，乐府旧题本为艳歌，鲍

照 借 此 题 写 边 塞 题 材 ，成 为 唐 人 边 塞

诗 的 滥 觞 。 鲍 照 所 处 的 年 代 ，民 族 危

机 深 重 ，边 地 战 争 频 繁 。 国 势 艰 难 之

际，诗人虽才秀人微、沉沦下僚，却仍

积 极 进 取 ，胸 怀 报 国 之 志 。 诗 中 借 言

汉朝朔方战事，描写了边事告急、朝廷

发 兵 御 敌 的 情 景 ，再 现 了 战 地 恶 劣 的

风 雪 环 境 ，表 现 了 戍 边 将 士 们 不 畏 艰

险、奋勇杀敌的热血雄心，也寄予了诗

人 对 国 家 命 运 的 深 切 关 怀 、对 建 功 边

陲的无限渴望。

诗 人 运 用 高 超 的 艺 术 表 现 手 法 ，

叙 写 了 紧 凑 曲 折 的 情 节 ，描 绘 了 多 维

动 态 的 画 面 ，塑 造 了 形 象 鲜 明 的 人

物 ，巧 妙 地 将 戍 边 将 士 的 雄 姿 英 发 与

诗 人 报 效 祖 国 的 强 烈 渴 望 融 为 一 体 ，

以 奔 腾 豪 迈 的 气 势 展 现 了 自 己 爱 国

卫 国 的 赤 子 之 心 ，实 现 了 思 想 性 与 艺

术 性 的 完 美 结 合 。 全 诗 格 调 豪 迈 雄

浑 ，一 气 呵 成 ，字 里 行 间 洋 溢 着 俊 朗

豪 迈 的 英 雄 之 气 与 浓 厚 热 烈 的 爱 国

主 义 情 感 ，涌 动 着 雄 壮 有 力 而 又 深 沉

苍 凉 的 诗 情 ，读 之 使 人 心 绪 激 荡 、豪

情顿生。

首 四 句“ 羽 檄 起 边 亭 ，烽 火 入 咸

阳。征师屯广武，分兵救朔方”，渲染了

大战一触即发、军情危急严峻的紧张氛

围，同时于动态之中清晰地交代了战事

发生的原因、地点以及应对措施。“羽

檄”两句采用互文见义的修辞手法，再

现了大战爆发前的紧迫军情，为即将展

开的殊死搏斗埋下了伏笔。从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朝廷以及将士们团结一致、

奋起抵抗外族入侵的顽强意志和坚定

信心。接下来的四句更加突出了紧张

激烈的临战氛围，暗示一场激烈的战斗

即将开始。“严秋”两句以肃杀的秋天为

背景，既写汉军将士高涨的战斗豪情，

又写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预示着战争

的惨烈。“天子”两句借用汉武帝的典

故，表明朝廷面对强敌勇往直前、誓死

抗敌的决心。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

流汉思，旌甲被胡霜”四句，诗人巧用

匠心，对仗极其工整，描写了汉军将士

准 备 投 入 战 斗 的 壮 阔 场 景 ，读 者 可 于

肃杀的边疆图景中感受将士们勇敢迎

敌的昂扬斗志。“雁行”两句运用比喻

修辞，既描写了恶劣的战场自然环境，

又 刻 画 了 汉 军 将 士 行 军 途 中 纪 律 严

明、阵容井然的英雄风貌，给人刚健大

气之感。“箫鼓”两句用语新奇，诗人用

“幽怨的箫鼓和带霜的铠甲”，成功渲

染 了 战 地 环 境 的 凄 寒 困 苦 ，进 而 反 衬

戍 边 将 士 们 不 畏 险 阻 、奋 勇 杀 敌 的 爱

国主义精神。“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

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四句则

通过描写军队行进途中所遇恶劣环境

和极寒天气，营造了苍凉寒冷的意境，

写 出 了 战 争 的 激 烈 和 艰 苦 ，也 彰 显 了

戍 边 将 士 的 英 勇 顽 强 ，让 人 于 沉 郁 与

悲 凉 中 读 出 无 限 的 豪 迈 与 悲 壮 。“ 疾

风”二句逼真地再现了狂风冲塞、走石

满 天 的 荒 漠 景 象 ，恶 劣 的 战 地 环 境 更

加衬托出戍边将士军旅生活的艰辛困

苦。“马毛”二句运用比喻修辞，关注细

节，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因边地极寒，战

马 因 寒 冷 毛 都 像 刺 猬 一 样 竖 起 来 ，弓

也因天寒地冻无法拉开。

在叙写军情之紧急、形势之严峻、

战 地 之 苦 寒 后 ，诗 人 激 昂 慷 慨 的 情 绪

喷 涌 而 出 ，“ 时 危 见 臣 节 ，世 乱 识 忠

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四句即

是对戍边将士临危不惧、忠君报国、战

死 疆 场 的 英 雄 主 义 精 神 的 热 情 赞 颂 ，

也表达了诗人坚定抱负、建功沙场、视

死如归的壮志豪情。最后四句是全诗

的 精 华 所 在 ，诗 人 以 悲 壮 豪 迈 的 笔 调

收束全篇，义正词严地指出，国家面临

危 难 ，才 能 辨 别 出 忠 良 纯 善 之 士 。 真

正 的 忠 良 之 士 ，是 那 些 为 了 保 卫 祖 国

而不怕牺牲、血染疆场、奋勇杀敌的将

士们。

鲍照的这首《代出自蓟北门行》，为

读者描绘了北部边疆反侵略战争的情

景，展现了一幅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慷

慨悲壮的边塞从军生活画卷，其中“时

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

身死为国殇”，透露出一种英雄的豪迈

之气，成为传颂千古的励志格言。

慷慨赴国难 身死为国殇
■张晓明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潮流奔腾不

息 。 近 日 ，读 到 杨 杰 等 创 作 的 长 篇 报

告 文 学《兵 支 书》（贵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浸 润 于 好 人 物 、好 故 事 、好 文 笔 ，深 受

感动。

这部报告文学讲述的是贵州省安

顺市从退役军人中选拔的农村基层干

部 骨 干 ，在 担 任 村 支 书 、村 委 会 主 任

后 ，带 领 群 众 推 进 脱 贫 攻 坚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故 事 ，塑 造 了 栩 栩 如 生 的“ 兵 支

书 ”群 像 ，讴 歌 了 他 们 退 役 不 褪 志 、用

忠诚和汗水书写责任与担当的军人情

怀 ，为 新 时 代 的 报 告 文 学 长 廊 增 添 了

“兵支书”这一富有温度的形象。

从 文 学 创 作 看 ，《兵 支 书》是 下 了

功夫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

明 在 读 了 这 部 作 品 后 认 为 ，《兵 支 书》

兼具了“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

这 三 个“ 关 键 点 ”，是 脱 贫 攻 坚 题 材 中

的一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这个评价

我是赞同的。

《兵支书》里的人物让我感受最深

的 ，就 是 他 们 始 终 保 持 着 昂 扬 奋 斗 的

激 情 。《兵 支 书》里 的 主 人 公 们 身 上 洋

溢着踔厉奋发、勇敢前行的精气神，是

“军营里走出来的铁汉，满是铿锵有力

的荣光”。

优秀的报告文学能真正点燃读者

的情感火焰。《兵支书》写“兵”，写的是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支

两委委员的退役军人。作品“引子”部

分 开 宗 明 义 点 出“ 故 土 最 是 情 浓 处 ”。

阅读《兵支书》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品里

的退役军人真心投入、热爱百姓、情感

至 深 ，是 一 组 能 真 正 点 燃 读 者 情 感 火

焰的人物形象。

《兵 支 书》描 写 的 场 景 是 鲜 活 的 、

散 发 着 泥 土 芬 芳 的 ，这 得 益 于 作 者 的

“深 入 ”和“身 入 ”，在“最 一 线 ”和 主 人

公 们 打 成 一 片 。 作 者 之 一 、杨 杰 同 志

亲 自 披 挂 上 阵 —— 担 任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凡 事 亲 力 亲 为 。 他 说 ，觉 得 自 己

人 生 的 阅 历 上 有 了 这 样 经 历 ，给 人 生

增 添 了 别 样 的 光 彩 。 创 作 者 的 笔 下 ，

既 有 退 役 军 人 对 农 村 火 热 生 活 的 热

爱 ，还 有 从 泥 土 生 活 里 生 长 出 来 的 忠

诚 和 真 诚 。 所 以 ，读《兵 支 书》里 的 故

事，鲜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令人赏

心悦目，也达到了优秀报告文学“能真

正愉悦你的阅读观感”的效果。

品 读《兵 支 书》让 我 感 到 ，报 告 文

学 首 先 要 为 时 代 画 像 ，要 力 求 故 事 的

精 彩 、生 活 本 身 的 精 彩 和 文 学 叙 述 的

精彩。这样才能让人在阅读作品时感

到 形 象 生 动 、可 感 可 亲 ，所 写 人 物 、场

景 鲜 活 得 如 在 身 边 。 此 外 ，作 家 只 有

真正深入生活、扎根生活，践行亲历式

的 写 作 ，才 更 可 能 创 作 出 真 实 、生 动 、

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

点燃读者的情感火焰
■李 裴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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