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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摄影家吕国兴在他执着军事

摄 影 的 38 个 年 头 里 ，足 迹 遍 布 火 箭 军

部队的山山峁峁，镜头对准一茬茬更迭

换代的各型号导弹，聚焦的是铸就大国

重器的无名英雄。他是火箭军的摄影

家，是钻山沟的摄影家。他脚踏青山，

身披星月，寒来暑往，乐此半生。凡此

种种，注定了他与火箭军部队的万千将

士一样，甘于默默无闻。《笃行影事》（中

国摄影出版社）便是如此静悄悄地“诞

生”的。

《笃行影事》所选录军事摄影作品的

拍摄时间，从 1979 年到 2017 年，横跨吕

国兴 38 年的摄影人生。也因此，这部书

为我们提供了见证吕国兴人生和艺术双

重成长的独特视角。

从义务兵、志愿兵、军官到退休军

官，吕国兴每个身份的转化都坚实地踏

着数年如一日自强不息的进步台阶。从

照相、摄影、新闻摄影到摄影艺术，于吕

国兴而言，这一个个台阶是他摄影艺术

的进阶之路，似乎顺理成章，唾手可得，

但只有他自己清楚，在茫然无措的当年，

他的每一次小小进步都非常不易。正因

为如此，我们今天有机会透过这本散发

着清新墨香的《笃行影事》，随着吕国兴

那些已经退役的镜头，回到火箭军如火

如荼的往昔岁月。

《笃行影事》像一堂摄影人生的探讨

课，其中没有名师大家般的正襟危坐，也

没有居于庙堂之上的耳提面命。作者吕

国兴像极了一个熟谙摄影技巧的“扫地

僧”，细致平和地讲述着他镜头下的老照

片，以及照片之外的诸多花絮和精彩故

事 。 比 如 ，拍 摄 于 1981 年 的《安 全 标

兵》，他坦诚地注释道：“侧逆光，主人公

表情抓拍不错，但人物头顶轮廓与背景

亮度部分重叠，是‘败笔’；面部较暗，反

光板打光不匀；干净整洁的衣裳略显不

真实。”如同武林高手评点一招一式，言

简意赅的文字流露出他精益求精的艺术

追求。知不足而后进，他是年过花甲仍

求摄影技艺精进的追寻者，也是千帆阅

尽再归来的探索者。

吕 国 兴 举 着 相 机 走 进 一 个 个 部

队，对准一个个质朴的官兵，也留下了

一 幅 幅 奋 斗 者 无 私 奉 献 的 精 彩 影 像 。

《青 春 的 火 花》里 磨 砂 轮 的 士 兵 、《师

徒》里 的 修 理 官 兵 、《探 索》里 的 卫 生

员、《危难时刻》里的抢险官兵、《崇尚》

里 的 老 英 模 、《严 阵 以 待》里 林 立 的 导

弹 …… 往 事 飘 渺 如 烟 ，瞬 间 凝 为 永

恒 。 岁 月 竭 力 带 走 的 ，被 吕 国 兴 执 着

地用相机拽了回来。

《笃行影事》与其说是吕国兴一个人

的光影流年，莫若称之为火箭军官兵踔

厉奋发的生动写照。

笃爱光影 见证精彩
■高满航

《新时代追梦人》（人民日报出版社）

一书，以中宣部发布的“时代楷模”廖俊

波、苏和、海军海口舰、张超、黄大年、南

仁东、中国航天员群体、王继才、中船重

工七六〇研究所等奋斗故事为主要内

容，展现了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爱国

情怀，坚毅执着、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

踏实干事、默默耕耘的奉献精神，为读者

展现了立体饱满的英模形象。

《新时代追梦人》

展现奋斗姿态
■季天宇

读《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以下简

称《全集》），深刻感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的思想和风范。《全集》共十一卷，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

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和中

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按时

间顺序编次列卷，全面翔实记录了孙中

山先生从 1890 年至 1925 年期间执笔的

各种著作、文件书文、演说和谈话，包括

别人执笔经他同意署名的诗文函电，由

他签发的公文、命令、各种证券和收据

等，是了解和研究孙中山思想与生平事

迹的重要文献，也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文

化遗产。

《全集》充分反映出孙中山是杰出的

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孙中山（1866

年-1925 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翠

亨村人，生活在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

的动荡时代。从青年时代起，孙中山即

有志于改造中国。1894 年 11 月，孙中山

在檀香山华侨中发起成立第一个反清革

命团体——兴中会。他在为兴中会起草

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明确提出：“是

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这便是“振兴中华”口号的由来。孙中山

之所以提出“振兴中华”这一口号，首先

在于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

危亡的爱国情怀。他在《章程》中写道：

“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近

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

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

能无抚膺？”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他有

力地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

违”的时弊，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

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

孙中山思想的精髓是“三民主义”，

他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宣传阐释他的三

民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

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

种信仰、一种力量。”在《全集》的第 9 卷，

他用了大量笔墨，对“民族主义、民权主

义、民生主义”进行全面系统解读。类

似这些动情的语言、系统的宣讲、深入

的思考，都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志士的

满腔悲愤和强烈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

己任的使命感。

《全集》展示了孙中山雄厚的哲学基

础和伟大演说家、文学家水准。阅读中

不难发现，孙中山的诸多演说和谈话中

大多贯穿着这样的理念：文化科学、实业

经济、民主政治。孙中山建立正义政府

的信念是构筑在对晚清社会状况、政体

结构的精密分析和躬身实践之上的。如

论中国司法的改革（1897 年）：“也许没

有什么部门比司法制度更迫切需要彻底

改革，这一奥吉亚斯牛圈要清除之是完

全不可能的。”孙中山还一贯重视以舆论

宣传手段来号召革命，在许多演说和文

章中都明确阐述了舆论和宣传的重要

性。1923 年 12 月，他在题为《革命成功

全赖宣传主义》的长篇演讲中明确表示：

“仅靠武器而不采取有效手段广泛宣传

革命思想，争取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

革命难于成功。”

《全集》让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勤奋

敬业、不屈不挠、气魄宏伟的道德品质

和人格魅力。孙中山一生经历了无数

挫折和失败，但他能屡败不馁，并从中

吸取教训、不断前进。直至生命的最后

一 刻 ，孙 中 山 念 念 不 忘 的 仍 是“ 和 平 ”

“奋斗”“革命”“救中国”。在《全集》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时常从独家视角切

入，从世界角度观看中国，讲论集大气、

坚忍、勇毅、平和于一身，把世界最先进

的政治文明成果引入中国。孙中山在

《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中

讲：“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

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

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

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

上道德的新潮流。”这也从一个侧面体

现了他“天下为公”的思想。

毛 泽 东 同 志 对 孙 中 山 素 来 敬 重 ，

1956 年写下《纪念孙中山先生》，文中写

道：“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

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

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

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

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珍
贵
的
思
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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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
李
永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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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 明 代 良 臣 于 谦 的 诗 作《观

书》。于谦把好书比作心仪的老友，在

读书中排遣忧愁、找到快乐。宋代诗人

翁森在他的《四时读书乐》中描述了冬

天读书的快乐：“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

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壁动，高歌夜

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弥

读书者。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

地心。”笔者年少时读书不多，从军后与

文字结下不解之缘，让我长期从事文字

工作，有充裕的时间天天读书，也深深

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读 书 之 乐 ，唯 有 读 书 人 才 能 体 味

到 。 清 晨 ，在 体 味 读 书 的 隽 永 时 放 飞

惬 意 的 梦 想 ；静 夜 ，在 灯 下 细 细 品 闻

好书良卷的芬芳之香。读书是一种轻

松 而 安 逸 的 享 受 ，不 知 不 觉 间 便 沉 浸

于 字 里 行 间 。 夜 晚 昏 黄 的 灯 光 下 ，手

捧 一 本 书 ，灯 光 斜 照 在 书 面 上 ，泛 起

一 丝 丝 暖 意 ，便 会 让 人 忘 掉 一 天 的 烦

心 事 ，进 入 一 种 忘 我 的 境 界 。 春 天 读

书，如春风拂面、春雨润心，令人心旷

神 怡 、陶 醉 其 中 ；夏 日 读 书 ，热 浪 袭

人，似沐桑拿，如同给读书加温，蒸腾

得 人 四 肢 舒 坦 ，一 身 倦 意 顿 时 烟 消 云

散 ；秋 天 读 书 ，天 高 气 爽 ，清 风 徐 徐 ，

沁人心脾，让人浮想联翩 ；冬天读书，

窗 外 雪 花 飞 舞 ，室 内 炉 火 正 红 ，心 中

暖 意 融 融 。 劳 累 时 读 书 ，犹 如 大 旱 后

天 降 甘 霖 滋 心 润 肺 ；高 兴 时 读 书 ，心

情 好 比 风 筝 飘 空 欢 快 轻 松 ；苦 闷 时 读

书 ，就 像 遇 到 朋 友 和 知 己 ，心 灵 得 到

慰 藉 和 浸 润 。 难 怪 宋 代 诗 人 尤 袤 说 ，

自 己 可 以 不 吃 不 穿 ，但 不 可 以 一 日 不

读 书 ：“ 饥 读 之 以 当 肉 ；寒 读 之 以 当

裘 ；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 ；幽忧而读

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读书时的这些

独 特 之 乐 ，是 不 喜 读 书 的 人 无 法 感 受

和体会到的。

“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

痕。”一本好书就是一扇等待你开启的

门。打开它，里面有精彩纷呈的世界，

有营养丰富的美味。走进一本好书，就

像是一次难忘的旅游，让人流连忘返、

畅怀开心；阅读一本好书，犹如阅读四

季，让人心随年轮、情牵草木。读春的

蓬勃朝气，读夏的火热执着，读秋的丰

硕灿烂，读冬的朴实无华；读清晨的灵

动，读黄昏的绚丽；读月夜的静谧，读雨

夜的涟漪；读高山的秀美，读大海的澎

湃；读屈夫子的清高独洁，读鲁迅的横

眉冷对……展开一篇篇华章妙文，吟诵

一 首 首 佳 词 好 诗 ，品 读 一 本 本 名 著 良

卷，似置身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如身临

美妙的社会画廊中。

“腹有诗书气自华，立德增智净心

怀 。”书 籍 ，是 照 亮 心 路 的 明 烛 ，是 点

燃 理 想 的 火 炬 ，是 陶 冶 情 操 的 伴 侣 ，

是 攀 登 向 上 的 阶 梯 ，是 拼 搏 奋 进 的 动

力 。 好 书 ，有 智 慧 结 晶 ，有 跌 宕 起 伏

的 人 生 故 事 ，有 作 者 别 样 的 人 生 体

验 。 一 部 部 宏 著 良 卷 ，是 一 座 座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 的 精 神 宝 藏 。 书 中 的

知 识 ，是 勤 奋 聪 明 者 在 历 史 长 河 中 掘

取 的 璀 璨 之 珠 ；书 中 的 精 神 ，是 勇 敢

坚 毅 者 在 不 懈 奋 斗 中 绽 放 的 生 命 之

花 ；书 中 的 思 想 ，是 善 积 乐 思 者 在 人

生 田 园 里 深 植 的 永 恒 之 果 ；书 中 的 智

慧 ，是 探 索 创 新 者 在 开 拓 领 域 里 闪 耀

的灵魂之光……

人 生 因 读 书 而 变 得 美 丽 ，生 活 因

读书而变得精彩。让我们在读书中享

受快乐时光，在读书中放飞理想希望，

在 读 书 中 收 获 饱 满 人 生 ，给 精 神 补 充

坚强的钙质，给灵魂输入高洁的养分，

给 心 田 播 撒 甘 甜 的 雨 露 ，从 而 使 我 们

走向宁静致远，走向宠辱不惊，走向卓

然独立。

读书之乐
■徐映珉

苏轼，字子瞻，是北宋著名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其文、其诗、

其词皆流芳千古，既有真诚豪放、超然

隽永之美，又有文以载道、纵横说理之

义 。 苏 轼 的 书 法 也 开 启 了 宋 代 的“尚

意”书风，居“宋四家”之首。他在水利、

教育等方面亦颇有政绩。苏轼一生历

经数次贬谪却仍豁达安然，并在多方面

成就璀璨。那么，他是如何治学求道的

呢？《日喻》这篇文章就此作出了解答。

苏轼将世人治学求道的歧途比喻

为盲者观日。生来目盲者不识太阳，于

是 求 问 于 他 人 。 有 人 说 ，太 阳 状 如 铜

盘。盲者便叩盘而听其音。一日，钟声

飘来，仿佛叩盘之音，盲者认为钟就是

太阳。又有人说，太阳亮如烛火。盲者

便摸索蜡烛的形状。一日，盲者拿到形

如蜡烛的龠，便认为这即是太阳。“日之

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

未尝见而求之人也。”苏轼说，盲人之所

以出现这样的认知错误，就在于他未能

亲自得见太阳，只是单纯依靠他人的描

述。

苏轼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

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

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

求道者正如盲者，虽可以从得道之人那

里听到巧妙的比喻和引导，但这与试图

通过比喻认识太阳无异。从铜盘到钟，

从蜡烛到龠，如此辗转比喻，何时才能

认识太阳呢？“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

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

过也。”凭借肤浅的见解就去定义道，或

尚未得道却凭想象言说，这些皆为求道

中的歧途。

那么，道不可求而得之吗？苏轼认

为：“道可致而不可求。”何为“致”？他

援引两句古语来说明。孙武说：“善战

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说：“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善战

者总能调动敌人而非被敌牵制。各行

各业的工匠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专注

地将工艺完成。与工匠一样，君子则以

研学“致”道。君子的学习如能像善战

者一样沉稳而智慧，像工匠一样本分而

专注，道就会“莫之求而自至”。在学习

积累中泰然待道自至，虽不直接强求却

能最终与道相遇，这便是苏轼所理解的

君子求道之正途。

苏轼又以学潜水为例，阐释求道之

正途的体现。南方多有善潜者，他们日

日居住在水边，7 岁便能蹚水过河，10 岁

即能在水面漂浮，15 岁就可潜入水中。

这样的技能不是随便能做到的，“必将有

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

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

可 见 ，人 对 水 性 的 把 握 与 年 轻 力 壮 无

关。曾有一些来自北方的勇猛之人向潜

水者询问潜水的方法，但按照听来的办

法下河尝试，却没有一个不溺水的。“故

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意思是，不致力于学习而试图直接得道，

就会重演那些学潜水者的悲剧。

苏轼对求道的思考，也包含着具体

的现实关怀。他说：“昔者以声律取士，

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

士求道而不务学。”在该文写就的 7 年

前，宋神宗采纳王安石意见，决定以“经

术取士”。科举考试不再考诗赋与明经

等科目，改考经义与策论。于是，当时

的学子埋头于经传注疏，尤其重视王安

石所作的《三经新义》，忽略其他典籍。

本应彰显时政见解的策论也往往沦为

阿谀功绩的空疏之作。苏轼发现，过去

以声律诗赋选拔人才，学子们大多杂学

旁收，对于求道无所用心；现在以经学、

策论选拔人才，学子们虽以道为追求目

标，但又急于求成，忽视学习。这是求

道之路上陷入迷途的体现。

苏轼秉持的“道”，是传承千载的士

大夫之“道”，其中包含着士人对家国命

运的强烈关怀，对百姓福祉与天下治平

的使命担当，对传承文脉、赓续道统的

历史自觉。而国家开科取士的目的也

本应是选拔于国于民真正有担当、有品

德、有学养的人才。空言求道却不致力

于学习的人，既背离士大夫之道，也无

法在未来担当大任。《日喻》一文既阐释

了治学求道之正途，也是对治学之风的

针砭时弊。

苏轼在他 6 年后写就的《石钟山记》

中践行了深入实际、亲身探索的精神。

面对疑惑，苏轼通过仔细研究水波与山

石 的 运 动 ，发 现 了 石 钟 山 之 声 响 的 原

因。他感叹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

其有无，可乎？”可惜，“士大夫终不肯以

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

水 师 虽 知 而 不 能 言 。 此 世 所 以 不 传

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

为得其实。”世人不肯亲自冒险考察或

知晓真相却不擅表达，这固然是外界不

了解石钟山的原因；但自以为是地满足

于 简 单 而 荒 谬 的 答 案 ，这 样 的 人 更 是

“浅陋”。《石钟山记》正是《日喻》一文的

印证之例。而他的《代书答梁先》更是

浓缩式地表达了《日喻》的治学精神：

“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

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见致其幽。愿

子笃实慎勿浮，发愤忘食乐忘忧。”

《日喻》体现了中国文以载道的传

统，全篇以生动的比喻和严谨的论证来

阐 释 求 道 的 正 途 ：人 只 有 通 过 亲 身 学

习、直接实践，在观察中不断积累，道才

可对自己展现。苏轼对治学求道的阐

释 虽 历 经 千 年 ，仍 具 启 发 意 义 。 1941

年，毛泽东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

文中说：“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

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

规律性；“求”就是研究。“实事求是”就

意味着，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切实研

究，才能发现事物的真正规律。在较早

完成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主席强

调，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

本质而理解它们”。与苏轼一样，毛泽东

主席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你

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

经验发源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

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

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

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

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主席所批判

的脱离实践寻求事物规律的做法，也正

是苏轼所批判的“求道而不务学”。

苏轼《日喻》一文对认识论的阐释

虽不尽完善，但在求道方式上为我们指

出了一条朴素的正途。当今的青年也

面临着和千年之前的学子同样的问题：

我们应当如何求得道？苏轼告诉我们：

要“学以致其道”，在探索研究中逐步积

累 ，从 实 践 中 获 得 真 正 的 智 慧 。 正 如

习 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嘱托所言 ：

“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

入实践，实践出真知；都要严谨务实，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干实干。”青年人只

有带着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投身于社会

主义伟大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才能奋

斗出一番无愧于青春、无愧于祖国和人

民的事业。

学以致其道 实践出真知
■翟 婷 林雅华

书与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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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第5682期

《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书，

是一部献给革命先烈的正气歌，一部高

扬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的报告文学作

品。全书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牺牲的革命先烈，以扎实的史料刻画了

英烈的鲜活形象，以文学化的语言展现

了英烈的革命事迹。英烈们的信仰至

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是共

产党人伟大精神的具体展现。

《革命者》

奏响正气之歌
■白聪林

视觉阅读·五彩云天 罗鹿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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