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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笔下洋洋洒洒的诗词歌赋

中，包含着繁星霁月、春花冬竹、苦雨残

雪等各种自然意象。笔者以为，在这些

千姿百态的自然意象中，苏东坡或许对

大自然的那一缕清风也有一份特殊的

情愫，以至于读者能够从他的诗文中屡

屡感受到自千年之前穿越而来、且令人

神清气爽的那缕“清风”。

走 进 东 坡 笔 下 的“ 清 风 ”里 ，我 们

不妨先来欣赏苏轼的一首具有鲜明哲

理 意 味 的 词 作《满 庭 芳·蜗 角 虚 名》：

“ 蜗 角 虚 名 ，蝇 头 微 利 ，算 来 著 甚 干

忙 。 事 皆 前 定 ，谁 弱 又 谁 强 。 且 趁 闲

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

浑 教 是 醉 ，三 万 六 千 场 。 思 量 。 能 几

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

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

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

芳。”

词 的 大 概 意 思 是 ，微 小 的 虚 名 薄

利，不值得为之忙碌不停。名利得失之

事自有因缘，得者未必强，失者未必弱，

不必每天削尖脑袋去钻营，不如趁着还

没有老去有点闲暇时光，抛开束缚，逍

遥豪放一些。人生至多只有百年时光，

细想一下，忧愁和风雨或会困扰我们半

生 ，因 此 又 何 必 要 一 天 到 晚 计 较 短 长

呢，不如面对这清风皓月，以苍苔为褥

席，以高云为帷帐，宁静安然地生活。

江南的日子很美好，千钟美酒，再来一

曲优雅的《满庭芳》。

词的上片由讽世到愤世，下片从自

叹到自适，揭示了作者宠辱不惊、超然

物外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该词用

语率真自然，词风奔放舒展，全篇议论

为主，夹以抒情，情理交融。

这首词创作的具体时间不详，学术

界 一 般 认 为 在 宋 神 宗 元 丰 三 年（1080

年）之后、苏轼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被

贬黄州期间所写。此前，词人遭遇了几

乎被置于死地的多舛人生和艰难困顿

的贬谪生活，亲身经历了当时官场相互

倾轧的政治生态，于是便以“人生看得

几清明”（苏轼《东栏梨花》）的通透和觉

醒，写下了这首令世人警醒的哲理诗，

表达了作者内心对大自然朗朗清风的

向往和期许。

“幸对清风皓月”，我以为，这是词

人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清

风”到底有多珍贵？东坡在《佛日山荣

长老方丈五绝》和《睡起闻米元章冒热

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两首诗中曾经有

过“清风一榻抵千金”和“一枕清风直

万钱”的说法。比喻或许有些夸张，但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与清风相伴而眠

的心驰神往。

诵读完《满庭芳·蜗角虚名》后，我

们不妨再来看看东坡的《点绛唇·闲倚

胡床》。这首词的前几句：“闲倚胡床，

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

风我……”闲来无事，靠坐胡床，从庾公

楼 的 窗 子 朝 外 望 去 ，诸 峰 美 景 尽 收 眼

底 。 山 外 青 山 楼 外 楼 ，宛 如 花 开 千 万

朵，全部微缩在“窗含”的镜头中。前两

句写景，后两句由景及人，作者设问，和

谁一同倚坐？答曰：明月、清风、我。此

时，词人已经把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了一

体。不是“我”只身一人，清风、明月也

被拟人化地比作了另外两人。这与大

诗人李白《月下独酌·其一》中的“举杯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在两位古代先贤的眼里，清风或明

月已经不只是一种自然意象，而是一种

被人格化的精神境界，一种值得去追求

的理想情怀。

在 经 历 了 宦 海 浮 沉 、颠 沛 流 离 的

人 生 之 后 ，苏 轼 对 自 然 界 那 一 缕 清 风

的向往和期许是发自内心的。笔者很

喜欢苏轼在《赤壁赋》中的那一段话：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

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 是 元 丰 五 年（1082 年）苏 轼 被 贬 黄

州 ，与 朋 友 月 下 泛 舟 夜 游 赤 壁 时 写 下

的。这篇著名的《赤壁赋》在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对之后的赋、散

文 、诗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 此 赋 的 构 思 独

具 匠 心 ，情 韵 深 入 细 致 ，理 意 透 彻 精

辟 。 作 品 由 月 夜 泛 舟 的 舒 畅 ，到 怀 古

伤今的悲咽，再到精神解脱的超然，可

谓理性而又达观。作者从天地间万物

各有其主、个人不能强求予以，从而进

一步说明，江上的清风有声，山间的明

月有色，江风无尽，皓月长存，天地无

私，此乃大自然对人的馈赠，你我可以

置 身 其 间 而 自 得 其 乐 ，共 同 享 受 。 赋

中所表达的思想，与李白《襄阳歌》中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

推”有着相似的妙理深意。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赤壁，让

苏轼领略了千年历史的沧桑巨变，也让

他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和哲学意蕴。万

物皆在变化，唯有日月星辰亘古不变。

人生来去匆匆不过数十年，尺寸之间，

股 掌 之 上 ，千 年 的 沧 海 桑 田 退 却 了 繁

华 ，剩 下 的 便 是 一 如 清 风 的 恬 淡 与 寻

常。“明月清风好在哉”（苏轼《南乡子·

席上劝李公择酒》），正是词人追求清高

洁白操守的诗意诠释。

作为一位中国文化领域的旷世奇

才 ，苏 轼 给 后 人 留 下 了 极 为 丰 厚 的 精

神财富。其中最为可贵的莫过于他在

多 舛 命 运 、苦 难 经 历 伴 随 其 一 生 的 情

况 下 ，依 然 保 持 着 一 种 乐 观 而 积 极 的

生活态度。自然界那一缕清风的清朗

与 清 新 ，或 许 就 是 东 坡 文 化 人 格 的 写

照吧。

清 风 徐 来
■王争亚

雷锋精神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具

有丰富内涵的一种伟大精神。阅读《永

恒的信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书，我们

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领悟和学习雷锋

精神。

在 雷 锋 生 前 ，他 的 名 字 就 已 经 传

遍东北大地。从连队操场、空军机场、

海军舰艇到工厂车间、农村的谷场，到

处 传 颂 着 雷 锋 事 迹 ，到 处 都 在 开 展 学

雷 锋 活 动 。 雷 锋 在 坚 持 做 好 本 职 工

作、抓紧理论学习之外，还利用一切机

会 做 好 事 ，多 次 应 邀 外 出 作 报 告 。 他

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激

动 人 心 的 场 面 。 雷 锋 因 公 殉 职 后 ，他

成 为 一 面 精 神 旗 帜 ，激 发 起 亿 万 人 民

奋 发 向 上 的 豪 情 。 1963 年 3 月 5 日 ，

《人 民 日 报》公 开 发 表 毛 泽 东 主 席“ 向

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神州大地激

荡 起 学 雷 锋 活 动 热 潮 ，千 万 个“ 雷 锋 ”

开始在神州大地成长。一个人的生命

是有限的，精神却可以一直延续，从 20

世 纪 60 年 代 至 今 ，雷 锋 这 个 平 凡 而 伟

大 的 共 产 主 义 战 士 ，他 的 事 迹 在 祖 国

大 地 到 处 传 颂 ，他 的 崇 高 精 神 激 励 和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60 年的岁月洗礼，雷锋精神历久弥

新。雷锋精神与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传统相一

致，与中华民族倡导的扶危济困、守望相

助、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思想相一致，

与中华民族遵循的敬业乐群、恪尽职守

的情操相一致，与中华民族提倡的自强

不息、革故鼎新的理念相一致，与中华民

族坚守的“成由节俭败由奢”“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古训

相一致。

当 年 ，周 恩 来 总 理 把 雷 锋 精 神 概

括 为 四 句 话 ：“ 憎 爱 分 明 的 阶 级 立 场 ，

言 行 一 致 的 革 命 精 神 ，公 而 忘 私 的 共

产 主 义 风 格 ，奋 不 顾 身 的 无 产 阶 级 斗

志 。”2012 年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在《关

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中，将

雷锋精神概括为：弘扬雷锋热爱党、热

爱 祖 国 、热 爱 社 会 主 义 的 崇 高 理 想 和

坚定信念，弘扬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

乐 的 奉 献 精 神 ，弘 扬 雷 锋 干 一 行 爱 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弘扬雷

锋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弘

扬 雷 锋 艰 苦 奋 斗 、勤 俭 节 约 的 创 业 精

神。

雷锋精神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其

基本内涵是超越时空的、长久的。雷锋

精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共产党

人的崇高追求和高尚境界，是民族精神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雷锋

精神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

光辉思想相结合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雷 锋 精 神 不 只 代 表 雷 锋 个 人 ，它

代 表 的 是 众 多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的 形 象 。

雷 锋 的 一 生 虽 然 短 暂 ，但 他 却 把 认 真

严 肃 的 生 活 态 度 、积 极 向 上 的 人 生 追

求、对待工作的负责和勤奋、对同志和

战 友 春 天 般 的 温 暖 ，以 及 对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无 比 热 爱 ，永 远 地 留 在 了 这 片

土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 梦 ，必 须 牢 固 树 立 为 党 和 人 民 奋 斗

终生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雷锋用

自己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

道理：有了崇高的信仰，一个普通战士

也 能 创 造 奇 迹 ；崇 高 的 信 仰 使 普 通 人

变 得 不 普 通 ；崇 高 的 信 仰 使 平 凡 走 向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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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江

置身于文本的丛林，一个个地理名

词星辰般眨着神秘之眼。翻乌鞘岭，入

古凉州，河西走廊的金戈铁马便会随之

浩荡而来。我在文字的枝蔓里屏住了

呼吸，而作者杨献平徜徉在时空之间，

仿佛一个见证者。他穿梭在斑斓的阿

拉善地貌，向我们娓娓讲述一段段沉睡

已久的历史。他掸去尘霜，擦去锈蚀，

一个个人物就鲜活起来。

杨献平在大漠里吟唱着自己的“大

风歌”，他和战友在流沙中掩埋无名氏

的头骨，他为被猎捕的沙鸡而痛惜，他

沉醉于沙枣花和马兰花的芬芳，他热爱

着白天鹅的优雅和小跳鼠的俏皮。成

年人的忧思和一个孩童般的赤子之心

在他身上矛盾又和谐地统一起来。《沙

漠的巴丹吉林》（百花文艺出版社），不

仅是一部游记，也是自然、人文与心灵

的交响乐。

杨献平就像一位魔术师，借助视角

新奇的想象和联想，以语言为载体，让

人在黄沙与戈壁间欣赏到了一幕幕历

史的大戏。恍惚间，眼前的砂石就曾是

那些慷慨悲歌的壮士，骑着枣红马驰骋

在白茫茫的祁连雪山。作者身体里奔

涌的热血和内心深处的苍凉，与这片粗

犷的土地和那些早已离开的英雄款曲

相通、气场相合。独特的地理风貌给了

杨献平独特的生命体验，如同地理环境

能影响甚至决定着历史一样，也淬炼了

杨献平的灵魂。

弱水河、胡杨林、骆驼刺、沙枣花，

还 有 红 狐 、沙 鸡 、小 跳 鼠 …… 酒 泉 、肩

水金关、哈喇浩特、额济纳、居延海，还

有那些钩沉历史的废墟……丰富又多

元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呼应着杨献平的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思。他喜欢田

园 牧 歌 式 的 自 由 ，也 深 藏 着 叱 咤 疆 场

的 豪 情 。 不 仅 如 此 ，风 物 内 在 的 气 韵

也滋养了他的审美情趣。连绵起伏的

沙 丘 在 他 眼 中 具 有 了 母 性 的 温 柔 ，金

光闪闪的胡杨林成为他升华思考的圣

殿。

而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杨献平写

下的饱含深情的，关于亲情、友情和爱

情的文字。18 年的大漠生活，让他既被

壮阔的自然之美熏陶，也被充满烟火气

的人情之美浸染。巴丹吉林的风沙中

盛开着火焰般温暖的情义之花。愈是

孤寂的地方愈能沉淀纯粹又真挚的情

感。血浓于水的亲情如大漠中蛰伏的

一 眼 甘 泉 ，始 终 在 他 的 生 命 里 汩 汩 流

淌。而由此延伸出的乡愁也如大漠孤

烟，袅袅不绝。戈壁一样沧桑又沉默的

父亲，沙漠一样倔强又坚强的母亲，是

杨献平内心最柔软的牵挂。在他耳中，

母亲电话中的声音，是这个世上最动听

的天籁；在他眼中，父亲土坷垃般的忍

耐力，如一首充满哲思的诗，催他内省

和自强。隔着纸张和遥远时空，我也能

听到他血泪交合中迸出的那一句：“我

是没有父亲的人了。”人生的悲怆、孤独

与无奈，皆被这一句呐喊道出。

杨献平的思想有很传统的一面，比

如“仁孝”，比如“家国情怀”。从他的作

品中可窥见，他为人诚挚又仁厚，既能

独善其身，也有兼济天下的理想情怀，

沙漠的壮阔与孤寂无形中滋养了他内

在的悲悯。他曾经背负体弱的女同事

渡河，护送生产的牧民，结交开小饭馆

的老蔡，为葬身流沙的战友恸哭……文

字的感染力让读者领略到大漠深处的

人情美，也让读者看到了作者丰富的内

心世界。

杨献平在巴丹吉林度过了他的青

春岁月。懵懂又纯洁的暗恋、热烈又火

辣的初恋并未被黄沙掩埋，反而茁壮生

长并开出了馥郁的花朵。多情又深情、

坦荡却羞涩，爱情中的杨献平更像一个

忧郁的诗人，随手写下的诗句都挂满了

爱情的露珠。沙漠赋予人孤独，也使得

爱情之火燃烧得愈加炽烈。作者用爱

来致敬青春，也致敬大漠深处的守护和

奉献者。

军人的慷慨豪放与作家的细腻温

情，在杨献平身上都能看到。他的精神

场 域 以 悲 悯 为 主 ，兼 具 使 命 感 和 责 任

感，这让他的书写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沙漠的巴丹吉林》这本书让我们看到

了地理与环境的共生，历史与人文的交

织；还让我们感受现实到理想的跋涉，

烟火与诗意的过渡；更让我们明白了人

与万物和谐并存，自然之道才是大道至

简。

杨献平在后记中说：“沙漠也是另一

种形式上的信仰，而且是纯自然的、原生

的，没有其他的异议与分支。”他是个孤独

的行走者。这种行走也是另一种意义上

的文化和精神苦旅，而他最终在磨砺中破

茧成蝶。大孤独，又何尝不是大自由？正

如杨献平在书中所言：“一个人必须拥有

内心的道路，而每一条道路的前方都应当

是他自己的家园。”我想，他一定找到了这

条路，并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向永恒

的家园。

行走的精神地理
■温小词

日前，为激发官兵读书热情，某部

以 相 互 荐 书 的 方 式 ，鼓 励 大 家 分 享 阅

读，传递书香，军营掀起了读书热。此

举 令 人 拍 手 称 赞 。 由 此 ，联 想 到 当 年

在 基 层 连 队 分 享 阅 读 、传 递 书 香 的 那

段美好时光。

记得新兵刚入伍时，笔者的连长、

指导员都喜欢读书。为鼓励战士多读

书，他俩想出一个主意，让战士相互换

书 阅 读 ，要 求 必 须 在 规 定 的 时 间 内 把

换 到 手 中 的 书 读 完 ，最 后 组 织 大 家 围

绕 共 同 读 过 的 书 籍 交 流 阅 读 体 会 ，分

享阅读感受。

当时，少数战友由于平时很少读书，

手里没有藏书。为了参加阅读活动，他

们纷纷跑到书店买书，自己先埋头苦读，

读完再与大家交流。一来二去，不少原

本不爱读书的战友也养成了爱读书的好

习惯。如今，20 多年过去了，天各一方

的战友相聚，说起当年的连队，感触最

深、感慨最多的还是老连队帮助大家养

成爱读书的好习惯。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式

各样的电子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

买书、读书的渠道也更加便捷。如何进

一步激发官兵的阅读兴趣，是很多带兵

人思考和关注的话题。

笔者认为，时至今日，换书阅读依

然是激发基层官兵阅读兴趣的一个不

错方法。多年以来，从笔者当年那个连

队走出来的干部，不论职务怎么调整，

岗位如何变换，大都沿用着老连长、老

指 导 员 的“ 老 做 法 ”：倡 导 战 士 相 互 换

书，分享阅读，传递书香。还真别说，这

招挺管用，让一茬又一茬基层官兵渐渐

地喜欢上了阅读。

同 一 本 书 ，不 同 的 人 阅 读 会 有 不

同的感受。以书换书、以书交友，既能

增智，又能交流感情，更能激发阅读兴

趣 ，营 造 阅 读 氛 围 。 读 书 需 要 有 一 个

良 好 的 氛 围 ，如 此 才 能 保 证 官 兵 心 情

愉悦、注意力集中地读书。所谓的“书

香门第多才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

庭读书氛围好。如果一个连队的干部

本 身 都 有 良 好 的 阅 读 习 惯 ，并 能 做 到

言 传 身 教 ，自 然 能 给 战 士 以 良 好 的 影

响。

推荐一本好书，就如播下一颗种子；

播 撒 颗 颗 种 子 ，能 让 书 香 浸 润 整 个 军

营。这种参与阅读和分享阅读满足了多

数基层官兵的精神需求，分享阅读为火

热的军营注入了情感交流、思想提升的

能量，真的既是“成人之美”，又“手留余

香”。

我们常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在与

一 位 智 者 对 话 。 读 书 像 交 友 ，如 果 让

书 籍 流 动 起 来 ，就 好 似 朋 友 圈 越 扩 越

大。这其中，不仅有交流的快乐，也有

与 哲 人 交 流 后 的 收 获 ，与 他 人 共 享 阅

读时的欣喜。

借助一本书的互换，可能成就很多

灵魂知己。在倾听与表达中，以一本书

为“中介”增进了战友之间的了解，加深

了战友情谊。当然，完成一本书的交流

看上去有点慢，但仍然让人充满期待、值

得等待。因为，阅读会还我们以丰富、宁

静的心灵。

分享阅读 传递书香
■刘 敬 叶 帅

《红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上海

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一书，以中国

共产党走过的奋斗历程、取得的辉煌篇

章为主题，选取 41 个党史纪念地，串联

起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足迹。书中采取历

史结合当下的方式，讲述红色圣地背后

的故事，并对新时代以来的新发展、新变

化进行了着重描述。该书兼具历史感和

现场感，生动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红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

见证红色足迹
■龚成举

《青少年学雷锋》（济南出版社）一

书 ，分 为“ 知 雷 锋 生 平 ”“ 学 雷 锋 日 记 ”

“读雷锋故事”“悟雷锋精神”“当雷锋传

人”“唱雷锋之歌”6 个篇章，比较全面地

展示了忠诚、奉献、阳光、奋进的青春雷

锋形象，深度解读了雷锋精神的本质内

涵。该书主题鲜明，内容翔实，版式新

颖，文图并茂，是广大青少年开展思想

道德教育的实用读物，也是学习雷锋精

神的生动教材。

《青少年学雷锋》

解读雷锋精神
■付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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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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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