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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读到由西安出版社出版
的武丽长篇小说《镜子》、王闷闷中短
篇小说集《零度风景》、毕堃诗集《月
亮玫瑰》、刘国欣散文集 《次第生
活》、献乐谋网络文学《剑无痕》等十
位青年作家的书稿，令人欣喜与温
暖。这批作家的写作有想法也有锐
度，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让人感受
到文学的蓬勃力量。
“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丛书的编

辑就是一项令人感动的事情。第一辑
丛书我看过，整体水平高，社会影响
大，在推动陕西青年文学写作方面起
到了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也向外界
集中展示了陕西文学的新力量。如
今，第二辑丛书再次推出十位青年作
家，颇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气势。事
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学创作上
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次，“陕西
青年作家走出去”丛书（第二辑）被
列为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
就说明了他们的创作得到了认可，可
喜可贺。

静心翻阅十本风格迥异的作品，
他们的文学才情令人感叹。这些作品
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无论抒情
还是言物，都有显著的特点。他们对
于现代化冲击下的社会突变、世相百
态和复杂人性把握得比较到位，看得
出是有深厚文学积淀的。他们在写作
技艺上的探索与尝试不拘泥于传统，
精到而又大胆。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
叙事，又融合了荒诞、象征等现代主
义笔法。作品意象飞驰，胸怀远方，
呈现出陕西青年文学富有时代活力的
精神向度。整体阅读这十本书，很有
冲击力。读后，也有一些感慨与青年
文学爱好者交流。

有人说文学正在被边缘化，但通
过一批批写作者不难看出，文学自有
它的天地归宿。因为文学书写的是记
忆生活，是一件打开灵魂、通透人心
的事情。文学的美是所有艺术形式里
最能激荡人心的美。我想，即使在未
来的智能化时代，文学的功用也不会
被取代。

所以，我们常说生活是文学的源
泉。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既有
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
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
产生社会影响。在互联网时代，信息
的获取快捷丰富却又复杂多变。如何
保持清醒的态度，建立自己的文学写
作观念，值得大家思考。现在的一些
文学作品的确精巧、华丽，读起来也
有快感，但缺少筋骨和力量，说透了
就是缺乏打动人心的感染力。我想，
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嚣的网络时代里，
写什么和怎么写不仅仅是青年作家面
临的困惑和难题，这也是我长久思考

的问题。文学不仅反映生活，也要照
亮生活。这大概就是文学的神圣与伟
大之处。所以，耐下性子，静下心
来，关注现实生活，关心国家命运，
以甘于坐冷板凳的心态踏实写作，就
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我相信，几十
年后再看这些作品，就会更深刻地理
解“陕西青年作家走出去”的深远意
义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

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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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紫英撰写的“新时代兵生活作品
系列”之《兵本事》(航空工业出版社)一
书，一定程度上为青年官兵树立了正确
的价值观。作品以谈心和讲故事的方
式，深刻阐释新时代军人的本事就是要
素质过硬、能打胜仗这一道理，在军营和
官兵中树起了“凭本事”说话的良好风
气，是一本鼓舞广大青年官兵练就过硬
本领的“励志书”。
《强军之要：军人的本事是能打胜

仗》详尽讲述了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
要，是军队的职能所系、价值所在的深刻
道理。军人的素质高低、本领大小，直接
决定着战斗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能否
打赢未来战争。军人要挑起历史赋予的
重任，就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

脑子里不想打仗，哪有对本事的渴
求。书中提到，唐代诗人杜甫笔下描绘
了一幅壮美的军旅人生：“风尘三尺剑，
社稷一戎衣。”一身戎装系着国家安危，
是军人神圣而庄严的职责。“功名只应马
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穿上军装，就应
始终以须臾不懈怠的精神增强能力素
质，干好练兵之事。对于军人而言，能打
仗、打胜仗就是最大的责任，强素质、长
本事就是最大的渴求。

坚守岗位，精武强能。舞台上只有小
人物，没有小角色。部队是个战斗集体，
由诸多岗位组成。每个岗位只有各司其
职，练就过硬本领，形成最优化组合，才能
发挥出部队的最大战斗力。“猛将起于卒
伍，英雄不问出处。”古今中外成大事者，
多是从小事做起，从简单的事干起。“飞将
军”李广原是弓箭手，关羽做过弓弩手，赵
云只是个骑兵……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
战功赫赫的猛将，就是因为他们均能在本
职岗位上练就过硬的本领。

《制胜秘籍：一个合格兵的 N种本
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阐述了什么
是新时代的“兵本事”。好学是本事的基
础，事有所成先是学有所获。军队的竞
争，本质是战斗力竞争，最终还是体现在
学习能力的竞争上。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技知识的高密集度已经成为现代军队
的基本特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必须
要热爱学习，要与时俱进。未来战场，既
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还
要对新科技装备了如指掌，做到智勇双
全。
“人剑合一”彰显战斗力。武器是军

人的第二生命，军人总是对武器有着特殊
的情感，也就是对武器的专注。一个炮手
可以使炮弹发挥出威力无比的力量，一个
狙击手可以打出精确无比的子弹，一个炊
事员可以做出保障打胜仗的美餐。把本
领练好，把装备练精，真正做到人装结
合。军政兼通、指技合一的过硬本领才是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不懈追求。

《淬火砺剑：过硬本领是这样炼成
的》教我们如何练就过硬本领。“练铁骨、
练胆气、练本领”，训练就是实战，打仗不
需要花枪。能打仗、打胜仗，靠的是日积
月累的实战化训练。只有平时铸良剑、
研剑法，战时方能一剑封喉。抗倭名将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说：“作战乃杀人
的勾当，岂是好看的？”“教练之法，自有
正门，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

细节出本事。“粗，兵家大忌；细，治
军之要则。”1955年，我军在对一江山岛
发起登陆作战命令前，对敌情、气象水文
都做了精细考察，就连登陆船抵岸容易
碰岩，抢占滩头时战士鞋中容易灌沙粒
这些细节都考虑在内，并研究制定出“用
汽车轮胎挂船舷缓冲”“袜子缝在鞋帮
上”等办法。正是凭着这种一丝不苟的
作风，才取得“仅三个小时克一江山岛”
的胜利。未来战争复杂多变，细节繁多，
摁错一个按键、拧错一颗螺丝、接错一根
导线……都有可能铸成大错。打仗无小
事，细节多一分，胜利就多十分。多考虑
一些“意想不到”，才能确保应付自如。
《兵本事》一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

面的。要强军就要多练兵、科学练兵，就
要把自己的能量推向极致，挑战极限才
会超越自己。过硬的军事本领是血与火
锻炼而成的尖刀利刃，战友们要矢志精
武强能，练就一身能打仗、打胜仗的真本
事，“只等军令动，报国上战场”。

贴近基层的励志乐章
■秦义平

中华民族历来是个热爱读书的民

族。千百年来，众多的圣人先哲、仁人志

士留下了无数关于赞誉诗书、博览群书、

发奋读书的名言佳话。概括这些诗句，

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内容。

挚爱读书，一生受益无穷

在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

念可谓深入人心。因而，古人把读书这件

事看得非常重要，对待读书的态度也特别

郑重其事：春晨秋暮，花朝月夕；明窗净

几，沐浴更衣；净手焚香，正襟危坐；轻捧

书卷，虔敬诵读。在古人看来，读书不仅

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

净化灵魂的修行，一种向书籍致敬的庄严

仪式。关于读书的重要性，我们或许可以

用批判的眼光，从宋代皇帝赵恒的《劝学》

诗中汲取一些积极有益的东西：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诗词通篇说的都是读书的好处。虽

然有人批评这位皇帝宣扬的观点中含有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思，但其

传递的“书是人类的朋友，读书有益”的

主题无疑有着积极和正面的意义。明代

才子解缙为倡导人们好好读书，也写过

一首《读书好》：“读书好，读书好，读的书

多无价宝……读书好，人不晓，名标虎榜

中，宗祖增荣耀……”由于时代的局限

性，解缙在《读书好》中所表达的思想观

点现今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赞同，但其号

召人们读书的态度无疑值得肯定。北宋

大文学家欧阳修曾说过：“立身以立学为

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宋代文人翁森在

他《四时读书乐》中的“人生唯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无穷”两句诗，同样也表达

了读书使人受益且乐趣无穷的思想内

容。明人于谦有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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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诗书比作多情的故人，比喻浪漫

且富有诗意，可谓爱书几近痴迷。书籍

既为故人，那么读书即是与故人促膝长

谈，倾心交流。青灯黄卷，如对故人；悲

喜与共，款曲相通；思接千载，神游万里；

朝夕相处，忧乐相伴。

南宋诗人郑思肖写自己在报国寺的

隐居生活，只用了寥寥十一个字：“布衣

暖，菜羹香，读书滋味长。”一个“长”字，

让人回味无穷。宋代两位可以相提并论

的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分别写有

一首读书的小诗，李清照的诗曰：“枕上

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描写的

是作者读书赏雨的场景；朱淑真《秋夜牵

情》诗中“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

自香”的诗句，描写的是诗人沐浴春风在

南窗下孜孜苦读的瞬间，这两句诗都似

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清柔细腻，平淡怡

情，反映了两位女诗人细腻清婉的笔触

和热爱读书的优雅情致。古人历来认为

人的气质需要书的滋养，正所谓“最是书

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知书”方

能“达礼”。古人这些开明而又进步的读

书观，对于当今社会乃至每个人的修身

养性而言依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古代的大师学者以为，文章诗词为静

态之物，阅读者为动态之人，阅读者依自

己的品格、学识和境界来认识理解文章诗

赋，久而久之便可养成浩然之正气，高远

之境界。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阅读，一种

养心的阅读，甚至成为一种成功的阅读。

博览群书，方能学识广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腹中贮存书

万卷”，是古代先贤们不懈的追求。清代

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酷爱藏书、读书，即

便在受到朝廷迫害，被贬谪伊犁，临行前

还赋诗云：“纵是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

束牛腰。”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思想情操

和精神追求！

古人向来认为，要想获取广博的知

识，必须要“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或许

正是有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真切感

受，诗人们才会有“发奋识遍天下字，立

志读尽人间书”（苏轼）的豪迈誓言，也才

会对世人发出“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

读五车书”（杜甫）的谆谆劝勉。古人不

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杜甫“下

笔如有神”的功底笔力无疑缘于他“读书

破万卷”的决心毅力。清人张问陶“留得

累人身外物，半肩行李半肩书”的诗句，

既是古时一介书生的辛酸自嘲，更是作

者热爱读书、精神富有的真实写照。

其实，读书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就是

学习。而读书学习绝不能满足一阵子，

必须坚持一辈子。西汉文学家刘向有诗

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这

一段话形象生动，比喻贴切，强调了终身

读书学习对于一个人成长与成才的重要

性。古代先哲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虽跨

越时空两千余年，至今仍极具教育意义，

且永远不会过时。

读书求知，必须狠下苦功

古人深知读书须勤奋刻苦的道理，

故有“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负薪挂角”

的典故。唐代诗人颜真卿在其《劝学》一

诗中曰：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诗句一方面反映了读书人起早贪

黑、秉烛夜读的清苦，另一方面亦以苦口

婆心的口吻劝诫年轻人，莫要错失读书

的大好时光。元代张翥笔下的“矮窗小

户寒不倒，一炉香火四围书”，描写的则

是古人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里不惧严寒，

孜孜苦读的场景；正因为读书郎“寒夜读

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的痴迷苦

读，才惹来了“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

是几更天”（袁枚《寒夜》）的愤懑和抱怨。

宋代大诗人陆游更是以“不是爱书

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癫”的夸张语句，

表明自己笃志苦读、甘做书癫的决心和

意志。明末的张溥是刻苦读书的典范。

读书时先抄一遍，然后再读一遍，之后烧

掉书稿。抄、读、焚、抄……如此反复七

遍，直到铭记于心。因此，他给自己的书

斋起名曰：“七焚斋”，也称“七录斋”。张

溥一生著书等身，与他七焚七录的书斋

苦读不无关系。

善读精读，方可悟出真谛

古人提倡读书不仅要下苦功，而且

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要沉潜心思，恬

静研修，心无旁骛地与智者对话，在经典

中寻宝。要善读精读，“把书读懂、读深、

读透”，真正体味其精，认知其理，领悟其

中真谛。

朱熹《朱子语类》云：读书和“吃果子

相似，未识滋味时，吃也得，不吃也得。

到识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宋代理学

家程颐同样有“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

书之味，愈久愈深”的认知。韩愈则一针

见血地指出，“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

明”。所谓“旧书不厌百回读，熟得深思

子自知”（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

和宋人陆九渊所说“读书切戒在慌忙，涵

泳功夫兴味长”，以及郑板桥名言“书从

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自有神”等，阐明

的均是一个道理，即读书不能囫囵吞枣，

浅尝辄止，而必须熟读精思，探幽发微。

读书的方法与一个人的生活阅历密

切相关。不同的读者或同一读者在不同

的年龄段对同一部（篇）作品的理解往往

有深浅之别。对此，清人张潮在《幽梦

影》一书中有极形象的解说：“少年读书，

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

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

为所得之深浅耳。”

书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性催化

剂，书香袅袅的氛围是一个人成长的沃

土，更是一个民族兴旺崛起的动力源

泉。在物质文化更加丰富、阅读方式更

趋多元的当下，我们不妨重新感悟一番

古代先哲们挚爱读书的情怀，进而激发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激情，让读书真

正成为我们的一种必须、一种常态、一种

习惯，努力营造出一个全民阅读的“书香

社会”。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先哲论读书及对今天的启示

■王争亚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名家荐书

书海风景的最佳导游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胜利密码：解放军战斗力之谜》（广

东人民出版社）是一部探寻我军制胜之

道的军事专著，收录了大量我军军史上

记载的著名经典战例，以高像素军史为

读者解析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卓越

胆识与超人智慧。该书以解开解放军战

斗力之谜为主线进行编撰，通过讲述红

军战力之源、八路军铁血抗战、解放军决

战到底的故事情节，反映我军成长壮大

的艰苦历程。对深入研究我军的历史和

战斗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

为庆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丰富

的精神滋养。作者刘波长期从事长征

史、二战史、抗战史研究，出版有专著《长

征纪实》《抗大将星》《重温二战：60场经

典战事评述》等。

《胜利密码》

探寻制胜之道
■杨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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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元帅，是古
今历史上少有的“文能提笔安天下，
武能上马定乾坤”的将帅之才，深受
人民的爱戴。毛泽东主席曾给予他高
度评价，称他为“永远的三军总司
令”。近日拜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的 《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 一
书，书的编者们采访了大量的知情
人，由他们讲述了当年与朱德的交往
和感受，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
历史资料，让我们有了进一步了解和
学习朱德元帅的机会。

朱德元帅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
一生，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在每一
个历史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历史作用。他功高不自许、德高不自
显，总是将功劳都归于党和人民，认
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一位普通的共
产党员。他总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
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
造出来。”毛泽东评价朱德是“人民的
光荣”。

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作为一
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
的统帅，他总是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士
兵，与战士们打成一片，芒鞋草履，
曾被亲切地尊称为“伙夫头”。爱兵

如子的他在井冈山时与战士们一起挑
粮；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司令的他
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剩的干
粮让给伤病员吃。据知情人回忆：
“朱德元帅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
笑，从没见他发过脾气，骂过人，什
么也难不着他，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
待。”由此可见，在那个激情燃烧的
年代，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不断与恶
势力抗争的战士们，都把他当成了宽
厚的慈父。

朱德元帅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士兵
关怀备至，还自始至终把人民的安危
冷暖放在心头，在生活上保持勤俭节
约、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尽
管身居高位，却连给母亲养老的钱都
需要好友捐助扶持。

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解释道：“我
为了革命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
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
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为
了革命的成功，他不惜牺牲个人的利
益，一心只盼“锦绣河山收拾好，万
民尽做主人翁”（《记南征诸将》）。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这
种为祖国无私奉献的拳拳赤子之心，
值得我们每一个生长在和平时代的青
年官兵学习。

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进一步了
解了朱德元帅在战争时期的铮铮铁
骨，更看到了其亲兵爱民的一面，同
时也学习到了他高尚的道德情操。终
其一生，朱德元帅始终是坚定的共产
主义者，每时每刻都在为成立伟大新
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真正
做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赤子之心
——读《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有感

■叶宗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