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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传》曰 ：“ 国 之 大 事 ，在 祀 与

戎。”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说：“中

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在漫

长的中国古代，“尚武”无疑是军人的

代名词。“文”与“武”看似是相互对立

的，但就其内里而言，二者又是相互兼

容和彼此成就的。西汉刘向在《说苑·

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

而 后 武 力 。 凡 武 之 兴 ，为 不 服 也 。 文

化不改，然后加诛。”精辟阐述了“武无

文则惘，文无武则怠”这一治国治军的

深刻道理。古人对国家栋梁之材往往

持有“揆文奋武”“文韬武略”“文武双

全”之说，这是对兼具文武之长的全才

之 人 的 呼 唤 和 期 许 。 实 际 上 ，在 我 国

古 代 ，拥 有 尚 武 情 结 的 文 人 士 大 夫 的

确不在少数。

尚武崇德是春秋战国时期文人士

大 夫 的 一 种 时 尚 ，也 是 古 代 文 人 实 现

“ 立 功 、立 德 、立 言 ”“ 三 不 朽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 。 两 汉 之 际 ，文 人 尚 武 之 风

空 前 高 涨 ，以 文 从 武 之 人 在 抵 抗 外

敌 、开 疆 拓 土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逐

渐 成 为 影 响 国 家 政 局 的 一 种 社 会 力

量 。 东 汉 著 名 政 治 家 、史 学 家 、文 学

家 班 固 ，9 岁 即 能 吟 咏 诗 赋 、诵 读 经

书 ，16 岁 进 入 洛 阳 太 学 。 他 博 览 群

书 ，在 歌 赋 的 创 作 上 具 有 深 湛 造 诣 ，

写出传承后世的《两都赋》《幽通赋》，

开 创 了 汉 代 辞 赋 的 范 例 和 新 风 。 此

外 ，他 编 撰 了 集 当 时 经 学 大 成 的《白

虎通义》，将谶纬神学加以理论化、法

典化。特别是其撰写的《汉书》，更是

史学的经典著作，成为“前四史”的代

表 作 之 一 。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业 绩 显 赫 、

名满天下的大儒，为了维护国家大义、

建立不朽功业，在外敌扣关扰民之际，

于 汉 和 帝 永 元 初 年（公 元 89 年）毅 然

弃 笔 从 军 ，以 中 护 军 的 身 份 跟 随 大 将

军窦宪参与讨伐匈奴的战争，公元 91

年于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大

败北单于 ，取 得 了 讨 伐 匈 奴 的 重 大 战

果，成为文武兼备的英杰。

班固的弟弟班超是东汉时期一位

饱读诗书、精通典籍的著名文人，在其

兄班固的影响和感召下也弃笔从戎，并

坦言：“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

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笔砚间乎？”他先随奉车都尉窦固出击

匈奴，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才干，后又奉

诏两次出使西域，不仅收复了西域 50 多

个国家，而且使鄯善、于阗、疏勒三国重

新恢复了与汉朝的臣属关系。从翩翩

少年到白发苍苍，班超共在西域度过 31

载，他在最后一道奏折上写道：“臣不敢

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效忠国

家、建功社稷的拳拳之心让人动容。班

固 、班 超 兄 弟 二 人 虽 然 出 身 于 书 香 门

第，但报国志向却在军营和沙场。由此

可见，尚武情结在一介儒生心中的位置

与分量。

在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尚武精

神 ”的 是 民 主 革 命 先 驱 孙 中 山 先 生 。

1920 年，孙中山先生应上海精武体育会

之邀为其会刊《精武本纪》作序，欣然写

下“尚武精神”4 个大字，并把“尚武精

神”归纳为“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

为务于保国强种有莫大之关系”。

中华民族每当处于外患掳掠的危

难关头，就会有文人士子倡导和践行尚

武精神，振臂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与苏

东坡一同开创豪放词派的辛弃疾虽然

也只是一介书生，但其血液里一直流淌

着尚武的基因，骨子里始终充溢着军人

的气质。1140 年，辛弃疾出生在女真人

占 领 下 的 山 东 济 南 ，自 幼 研 读 诗 书 辞

章，在诗词创作方面卓然一家，为豪放

词派的建立作出开拓性贡献。但辛弃

疾并不甘心只做“词中之龙”，而是立志

为国家收复北方失地、为百姓驱除外患

侵扰。

辛 弃 疾 21 岁 时 率 众 加 入 抗 金 义

军，半年后归于南宋政权，先后担任湖

北、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安抚使等军

政职务，终其一生为抗击金兵、重整山

河 而 殚 精 竭 虑 ，但 他 的 满 腔 报 国 热 情

屡屡遭到主和派的抑制和投降派的打

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

激情和渴望，“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

饭否”的惆怅和无奈，“倩何人换取，红

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抑郁和悲愤，只

能 在 其 词 曲 的 字 里 行 间 奔 腾 和 宣 泄 。

辛弃疾浓郁的尚武情结是以激昂的爱

国热忱为基础的，然而时乖命蹇、生不

逢 时 ，他 的 尚 武 情 结 只 能 化 作 一 篇 篇

慷慨悲壮的诗词。

莫 道 书 生 无 胆 气 ，拔 剑 亦 可 卫 家

国。在辛弃疾的生前与身后，范仲淹、

陆游、文天祥、于谦、史可法等众多读

书人，或因风云际会，或因满腔激愤，

他们身披铠甲，手执兵器，意气风发，

叱咤疆场，书写了一幕幕提笔安天下、

拔 剑 护 家 国 的 悲 壮 故 事 ，在 沙 场 抗 敌

的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明 末 清 初 思 想 家 顾 炎 武 在《日 知

录·正始》中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如果说杀敌御寇是男人的事业，

那么明朝末年的秦良玉则是一位巾帼

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作为被写进封

建 正 史 的 一 位 女 性 将 军 ，秦 良 玉 从 小

受 儒 家 思 想 濡 染 与 熏 陶 ，不 仅 文 翰 得

风流、兵剑谙神韵，而且姿态娴静风度

文雅。《明史·秦良玉本传》记载：“良玉

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

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

肃 然 。 所 部 号‘ 白 杆 兵 ’，为 远 近 所

惮。”其夫马千乘被奸佞诬告遇害后，

秦 良 玉 为 了 民 族 大 义 率 领 秦 邦 屏 、秦

民 屏 两 兄 弟 奉 诏 勤 王 ，奋 勇 抗 击 清 军

并 立 下 卓 著 战 功 ，被 朱 明 王 朝 封 为 二

品诰命夫人。后世很多文人以诗词赞

颂秦良玉。著名革命党人秋瑾在诗中

赞叹：“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

封 侯 。 马 家 妇 共 沈 家 女 ，曾 有 威 名 振

九州。”现代著名作家冰心异常钦佩秦

良玉：“谁像秦良玉？一生都在剿贼和

御 侮 。 她 一 生 为 国 家 拼 搏 ，为 中 华 民

族奉献自己。”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

军曾说：“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

秦 良 玉 既 是 武 将 亦 是 儒 将 ，赫 赫 战 功

和军人风骨早已掩盖了她的女性温情

和文人风采。

在 倡 导“ 参 军 尽 义 务 ，戍 边 卫 国

防”的今天，无论你是正值芳华、激情

洋 溢 的 当 代 青 年 ，还 是 经 历 沧 桑 、阅

历 丰 富 的 壮 年 长 者 ，看 着 这 些 宁 鸣 而

死 、不 默 而 生 的 古 代 文 人 故 事 ，你 的

尚武情结和一腔热血可能早已被激发

和唤醒。

崇 文 尚 武 家 国 情 长
■刘金祥

近读解放军报社原社长华楠将军生

前所著 《征途感录》（长征出版社） 一

书，深感这是一部将自己戎马一生的诸

多“亮点”汇集起来，以激励自己，启

迪、教育他人的好书，同时也是一部弘

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的好作品。

华楠在抗战初期即加入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1937 年 10 月到达延安后入

陕北公学，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著名

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军

队媒体从事领导工作，发表过不少有影

响力的文章。这样一位经历丰富且又有

思想的军中“文人”，捕捉的人生“亮

点”自然非同一般。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诸多能

力，第一位的应是学习能力。华楠在

《征途感录》 中撷取了许多自己通过学

习取得进步的事例。在 《培养少年阅读

和思考能力》 一文中，他回顾了自己

13 岁进入志孚中学后参加学校的“读

书会”，阅读鲁迅、高尔基等作家的作

品，以及邹韬奋主编的 《生活周刊》、

郭沫若主编的 《创造》 和艾思奇的 《大

众哲学》 等。这些进步书刊对少年时期

的华楠影响很大，使他的思想和视野逐

步开阔起来，促使他年纪很小就走上了

革命道路。华楠还回忆起自己在参加革

命的 70 年里，一直将延安时期毛泽东

同 志 的 抗 大 教 育 方 针 “ 三 句 话 ”， 即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

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改

造世界观、指导人生的指南。华楠还提

醒人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

和处理问题，而不能用孤立、片面、机

械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去认识和处理问

题。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才能掌握革命理论的精髓。

《征途感录》 一书记述了华楠在长

期革命斗争生涯中注意向身边人学习工

作方法的体会，验证了经一事、长一智

的道理。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革命前

辈黎玉身上，华楠学到了“要革命就要

把 个 人 生 死 置 之 度 外 ”“ 从 大 局 看 问

题”。从他的老领导、后任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江华身上，他学到了“如何发挥

战时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正确处理

政治工作与军事、后勤工作的关系。从

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身

上，他学到了扎实工作“四要诀”。从

罗荣桓元帅身上，他学到了始终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原则；从陈毅元帅

身上，他学到了“打一仗，进一步”，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和效率。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亮点

给了华楠深刻启发，对他之后的工作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楠回顾在延安整风时期自己思想

上受到的触动，体会到“思想改造是一

辈子的事”。他写道：“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不可能一劳永

逸的。”要像周恩来同志自我要求的那

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华

楠还回顾在豫皖苏军区军政干校工作时

军区领导提出的过好“五关”的要求，

即留恋家庭关、婚姻恋爱关、生活艰苦

关、行军流汗关、打仗牺牲关，明白了

青年只有严字当头，牢固树立远大革命

理想，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道理。

如何正确看待功绩是一个人需要用实际

行动回答的问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品德情操。华楠认

为，无论是英雄模范、比赛冠军，还是

领导干部，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

党的培养教育和群众的帮助支持，时刻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谦逊的品格。

华楠对于一个人如何对待逆境、如

何与错误思想和倾向作斗争有着极为深

刻的理解。在 《逆境的启示》 一文中，

他认为，逆境可以击垮一个人的斗志和

信念，也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意志和潜

能。只要勇于在逆境中奋起，坚定理想

信念，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就会迎来

“柳暗花明又一村”。《征途感录》 中还

记述了黄克诚晚年勇于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赤胆忠心

和高风亮节。书中关于敢于正视缺点错

误，勇于改正缺点错误，做到正直坦

诚、闻过则喜的论述掷地有声，读来振

聋发聩，令人很受教育和启发。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

个高尚的灵魂谈话。读 《征途感录》 就

有这样的感觉。华楠，这位部队思想政

治工作老前辈，用笔记录下的自己征途

上的一个个“亮点”，是对后来者进行

传帮带，也是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精

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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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上 曾 有 一 幅 关 于 读 书 的 漫 画 ：

站 在 不 同 高 度 的 书 籍 上 ，每 个 人 看 到

的 风 景 各 异 ，从 低 处 的 一 叶 障 目 到 高

处 的 霞 光 万 丈 ，阅 读 的 厚 度 决 定 了 人

生 的 眼 界 与 格 局 。 这 便 是 阅 读 的 力

量 ，更 是 把 书 读 厚 最 生 动 形 象 的 写

照。“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登高方

能 望 远 ，阅 读 让 我 们 看 到 更 遥 远 的 风

景 ，进 而 在 读 懂 生 活 的 基 础 上 探 得 生

命的真谛与意趣。

把 书 读 厚 ，前 提 是 多 读 书 、读 好

书。“多读书”就是要广泛涉猎；“读好

书”则是要多读经典、多读名家名作，因

为这些书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珍珠、人

类精神的灯塔，散发着璀璨而智慧的光

芒。阅读经典其实就是在聆听高处的

声音，与睿智的人对话。对经典书籍进

行反复阅读与深思，会让人变得谦虚平

和、睿智深刻。只有见识了大海才能懂

得什么叫沉潜往复，只有登上了群山之

巅才能体会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读 厚 一 本 书 ，不 是 浅 层 次 意 义 上

的占有书籍、拥有资料，当书籍的搬运

工 、资 料 的 收 集 者 。 很 多 人 都 有 在 电

脑 上 收 集 资 料 的 习 惯 ，可 有 不 少 人 是

存而不学。会读书，书则如甘草；不会

读 ，书 则 如 干 草 。 精 神 的 花 园 不 用 书

籍 去 涵 养 就 会 杂 草 丛 生 ，精 神 的 世 界

不 用 书 籍 去 厚 植 就 会 变 得 贫 瘠 荒 凉 。

这里的涵养与厚植，就是要多读好书，

把书读厚，把书读活。

读厚一本书，要带着问题去读，做

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大学者梁启超

曾说，读书首先要了解作者及著作，而

不是盲目地去读书。带着问题读书，才

会发现需要读的书会越来越多。读某

一本书，猛然觉得另一个人的思想与作

者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种美

妙的通感。当读到古希腊神话中的西

西弗斯天天推石上山，推到山顶后巨石

又滚下来，再如此地循环往复，你自然

会想到中国神话中的吴刚独自在广寒

宫伐桂，随砍随合，永无休止。这就是

读书读到触类旁通时的一种愉悦。

读厚一本书，最简单的就是做读书

笔记、读书心得、读书体会、读书卡、摘录

摘抄等，便于积累知识，也利于温故而知

新。这也是古人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所蕴含的道理。此外，还要做好检

索，便于常学常用、活学活用。不做“行

走的两脚书柜”，要成为活字典与智慧的

源泉。有的人面对良辰美景能够条件反

射式地出口成章，原因就在于他读过很

多书并学会了灵活运用。

读 厚 一 本 书 ，要 下 笨 功 夫 ，要 有

“ 学 海 无 涯 苦 作 舟 ”的 精 神 与 劲 头 。

在 知 识 与 信 息 让 人 眼 花 缭 乱 、应 接 不

暇 的 时 代 ，如 何 拯 救 我 们 日 益 下 降 的

阅 读 率 ，提 高 我 们 认 识 世 界 、反 思 自

我 的 能 力 ，美 国 埃 默 里 大 学 教 授 马

克·鲍尔莱恩在《最愚蠢的一代》书中

提 醒 ，把 时 间 都 花 在 社 交 网 络 、埋 头

于 手 机 的 年 轻 人 ，还 得 保 留 一 个“ 与

历史、与艺术、与公民理念相遇”的生

命 空 间 。 不 可 否 认 ，技 术 的 发 展 为 知

识 的 获 取 提 供 了 便 利 ，但 我 们 还 是 应

该 放 下 手 机 多 读 书 ，而 不 是 沉 湎 于 网

络 化 的 浅 阅 读 。 我 们 要 学 习 知 识 ，特

别 是 系 统 学 习 一 种 理 论 和 专 业 知 识 ，

研 究 某 一 领 域 的 问 题 ，唯 有 老 老 实 实

地 捧 起 书 本 啃 ，方 能 形 成 系 统 的 思 维

和独到的见解。

读厚一本书，最重要的是要多读。

一 个 人 的 阅 读 史 决 定 着 他 的 精 神 长

相 。 一 个 热 爱 阅 读 的 人 ，心 中 自 有 丘

壑，眼里必有远方，这些东西是长年累

月的阅读所带来的。作家三毛说：“读

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在气质里，在谈

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

在生活和文字里。”总有人抱怨现在这

么忙，哪还有时间读书？其实，没有时

间看书的人恰恰是那些有时间也不会

看书的人，最终只会落得个“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的慨叹。

读厚一本书，要敢于走出舒适区，

读自己不感兴趣的书——读理论书籍、

读难读的书，发扬钉钉子精神，深掘一

口井，不挖到钻石誓不罢休，真正把一

本书读懂读透。要相信“做难事必有所

得”，而不是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老是

在低层次徘徊而不自知。

把 书 读 厚 ，不 能 做 孔 乙 己 式 满 口

“之乎者也”、迂腐而不能与时俱进的

读 书 人 ，也 不 能 带 着“ 书 中 自 有 黄 金

屋 ”“ 学 而 优 则 仕 ”的 功 利 心 态 去 读

书 ，而 要 在 反 复 阅 读 中 达 到 内 心 的 从

容 与 淡 定 。 如 果 抱 着 急 功 近 利 的 心

态 去 读 书 ，想 走 马 观 花 式 地 读 完 一 本

世界名著，只会得到“欲速则不达”的

结果。

归根结底，把书读厚的终极目标是

为了把书读薄，最终实现厚积薄发，实

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收获简单而充

盈的精神世界与有意义有品质的生活，

也 在 此 过 程 中 遇 见 一 个 不 一 样 的 自

己。读厚一本书，本质上其实是在阅读

生活、阅读人生、阅读世界，拓展生活的

光谱、聆听高处的声音、积累人生的经

验、寻找精神的原乡。

把书读厚
■严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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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当晚霞消失在莲花河的冰面

时，我们小区门口一对大红灯笼便随之

燃亮，房前屋后闪烁着串串彩灯，春天

的脚步欢快而轻盈，分明已经抵达家门

口。

今年的春节与前两年相比，赋予了

人们更多的选择和希望，怎么过？各人

有各人的想法和过法。我作为一个年逾

古稀的退休老人，最佳的选择就是宅在

家中，以书为伴，读书过年。

白天移步暖洋洋的阳台，夜晚伴一

盏静默的台灯，捧读一本自己喜欢的经

典书籍，似穿越时空隧道，与遥远的作

者对坐，随着他们的笔触进入梦幻的世

界，聆听他们的故事，心灵随之受到了

洗礼，感情也随之得到了升华，这是何

等快乐、惬意的事情，又是多么有益、

有趣的过年方式。

关于读书，古代先贤们早有很多

教 诲 ， 单 举 唐 朝 几 例 。“ 诗 圣 ” 杜 甫

说：“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

书”。“诗豪”刘禹锡写道：“数间茅屋

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晚唐“小

杜”杜牧寄语自己的小侄：“第中无一

物，万卷书满堂”“一日读十纸，一月

读一箱”。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名言今天

仍是众多人励志的座右铭：“三更灯火

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关于读书，革命导师和领袖们为我

们做出了榜样。

马 克 思 在 写 《资 本 论》 的 过 程

中，阅读过的书籍、刊物共达 1500 多

种 ， 写 的 笔 记 本 ， 包 括 手 稿 、 摘 录 、

提 纲 、 札 记 至 少 有 100 多 本 。 有 一

天，马克思的两个女儿燕妮和劳拉问

他 ：“ 爸 爸 ， 你 一 生 最 欢 喜 的 是 什

么？”马克思回答道：“我自己最欢喜

的是啃书本。”

列 宁 说 ：“ 书 籍 是 巨 大 的 力 量 。”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

习。”“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

会 。” 据 统 计 ， 列 宁 毕 生 查 看 过 的 书

刊、材料共有 22 种之多，16000 本图书

以及定期的出版物、文件、书信等，阅

读量超过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

伟 大 的 革 命 先 驱 孙 中 山 先 生 说 ：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就是

读书。我一天不读书就不能生活。”

毛泽东同志说：“我一生最大的爱

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

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

一生留下了许多嗜好读书的佳话，从

长 征 途 中 马 背 上 的 书 箱 到 中 南 海 的

“菊香书屋”，所形成的诸多思想都是

他常年读书的结晶。

古人云：“书犹药也”，又说“开

卷 有 益 ”。 冶 心 养 性 ， 一 个 最 直 接 、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就 是 读 书 。 新 春 时 节 ，

安安静静地坐在家中，读几本自己喜

欢的书，也是我们迎接新春、开启事

业新篇的好方式。

读书迎春
■杨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