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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抚郑怀盛同志的一大摞著作，我
陷入了沉思：退休即进入老年，什么是
老年？有解释说，老年即不参加劳动的
年龄。而对于郑怀盛来说，退休后却是
进入了又一个春天。他 2002 年退休，
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梦妖娆》（光明
日报出版社），2008年出版《淮海战役
建奇功》（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 年
出版《中流砥柱——解放军武警民兵预
备役部队汶川抗震救灾纪事》（作家出
版社）， 2010 年出版 《激战登步岛》
（军事科学出版社），2013 年出版 《钢
铁团》（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 年出
版 《敌后战场》（白山出版社），2019
年出版《钢铁团记忆》（中国文史出版
社） 计七部书。看看这些出版社就知
道，这些书是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的。此外，他还曾被返聘领导机关，主
编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群众工作大
事记》（1927.7～2017）、《中国人民解
放军政治工作、群众工作资料汇编》
等。

我和郑怀盛同住一层楼，是地地道
道的隔墙邻居，过去又同在解放军报社
做部门领导工作，应该说比较熟悉，看
了他这些著作，我不能不承认，对身边
的老友，我了解太少了。

我问老郑：你七十好几的人了，哪
来那么大劲头儿、那么多精力写这些书
呀？他说：感恩！党哺育了我，部队培
养了我，我老想拿出点什么回报部队。
习近平主席号召部队官兵要传承红色基
因，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我熟悉我
曾在部队的过去和今天，正好能在这方
面做些事。

看了这些著作，的确能感知到，里
面跳动着他一颗感恩的心。

这七部著作，有四部是写他曾经工
作、生活过的部队。

他的老部队原为解放军华野二纵。
在淮海战役中，该部队是行程最远、遂
行战斗任务最多，打得最惨烈的部队之
一。淮海战役结束后，一大批连排班被
评为战斗英雄集体、模范单位，成千上
万的官兵荣立战功，同时也有 6263 名
官兵光荣负伤，1004 名官兵献出了宝
贵生命。郑怀盛以档案资料和亲历者叙
述的方式，写出《淮海战役建奇功》一
书，讴歌该部历时 65天，转战 2500余
里，团以上攻防战斗 50 多次，歼敌
36517人的英雄史诗，真实感人，动人
心魄。
《钢铁团记忆》更是他以感恩之心

为老团队奉献的一份厚礼。他 1962 年
参军来到步兵第 183团，在连队和团机
关工作多年。这个团于 1938年 5月 9日
打响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1946
年 1月 12日在金马驹反击战中歼敌一个
团，荣获“钢铁团”光荣称号。80 年
代边境作战中，该团发扬“攻必克、守
必固、坚如钢、硬如铁”的钢铁团精
神，歼敌 500余人，数百名官兵荣立战
功或被评为“钢铁战士”。在新一轮国
防和军队改革中，这个团的番号没有
了，但官兵们喊出“聚如一团火，散作
满天星”的口号，留队的继续为强军事
业做贡献，转业退伍的愉快地参与到地
方改革开放建设事业中。

为反映该团的英雄历史和今朝的精
神风貌，他借鉴曾参与编撰《当代中
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工作的经验，与志
同道合者联手，按纪事编年体“征程
篇”（上册）、纪传体“风采篇”（下
册），对全书框架做出设计，在网上发
布约稿信息，之后去多地采访撰写重点
稿件，拜访重点作者。对上册，按历史
沿革、团队名录、能打胜仗、精武强
军、鱼水情深、团队大事记，一章一节
一目地统筹编写。对下册，他赴京沪苏
浙琼陕采风写作，与 13个省市区 70来
位作者约稿，自己亲写人物风采文章 9
篇，与其他文章的作者一起研究、修
改、定稿70多篇。一篇稿子往往需要三
五个来回，自己忙不过来，常常要老伴
帮忙打印、校对。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
奋斗，由他主编的 120万字巨制《钢铁
团记忆》（上、下册）出版，第一次就
印了3000册。一些基层官兵读了这部书
后，称是追寻红色足迹的学习范本。

该书受老同志欢迎，也受年轻官兵
青睐，原因之一是书中充满大量生动故

事，令人过目难忘。举个例子：183团
是解放蒋介石老家溪口的部队。毛泽东
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
破坏蒋介石奉化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
筑物。183团进入溪口时，蒋家有很多
精米、细面、腊肉、火腿、海鲜等食
品，而部队连续行军苦战，饥饿难耐，
但面对这些美味，丝毫未动。为避免蒋
介石故居家具受到损坏，将摆放贵重物
品的房子加上封条，将挂满几间屋子的
火腿、香肠、几十坛好酒及粮食等物品
与原看守老人当面点清。著名民主人士
章士钊 1959年给台湾蒋氏写信说：“奉
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书里还反映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
诚与担当。原 183团通信连指导员、现
某旅三营保障连连长杨文讲：2017年 3
至 6月，部队经历了改革、再造、重塑
的过程，他原来所在连拆分为三部分，
编入新编的三个连队，还有一些人员分
散到了全旅的各个单位。但连队几十年
战斗中凝练出来的忠诚和意志滋润着每
一个官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
喊出了“聚如一团火，散作满天星”的
豪迈口号，表达了对部队“改革必成，
强军可期”的坚定信念。

老郑这些书的难能之处还在于对于
研究军史有新的创见。1949 年，渡江
战役后，登步岛战役打响。我军 5个营
的兵力乘木船渡江抢滩登陆攻击上岛，
同有海空军支援的敌 6个团兵力激战两
天三夜，以伤亡 1400 名官兵的代价歼
敌 3400 余人。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且
后援无继、三面受敌的险恶情况下，指
挥员巧妙组织佯攻，从海上有序地撤出
战斗，不仅带出所有伤员和烈士遗体，
还押回了 400名俘虏。郑怀盛以登步岛
作战为主题，以已解密的作战史料及已
有的研究成果为支撑，组织当年参战官
兵撰写了 100多篇回忆文章。经他精心
编辑，一部 40 余万字的 《激战登步
岛》出版。

该书的出版，使登步岛战斗有了新
的定位，即：创造了陆军乘木帆船登岛
给予有海空军支援的优势敌军以重创后
顺利返回的一场特殊胜仗，这一胜仗在
近现代海战史上是一个孤例。有关学者
发表文章，称《激战登步岛》一书“功
垂史册，鉴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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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与人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视觉阅读·金银滩
赵晓梦摄

《柳青画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是一本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柳

青研究基地组织撰写，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出版的史实记叙书。全书分为

14章，以真实丰富的图片、生动翔实

的事例、准确的文史资料，充分证明

了柳青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展现了

柳青伟大的一生，追忆了柳青坚守信

仰、为党的事业、人民幸福而奋斗终

生的精神品格。

柳青，当代著名小说家，当代现

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是作家中的典

范，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有

着丰厚的生活积累。他一生深入基层、

融入百姓，描绘农民，感受农民心灵，

表达农民心声，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

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比较真实地

反映了近几十年重大历史时期农民的现

实生活和精神面貌，代表作有《创业

史》《铜墙铁壁》《种谷记》《狠透铁》

《咬透铁锹》《地雷》等。其中，《创业

史》是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史

诗式巨著，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

突出的地位，是中国农村题材的代表

作，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具

有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

性。他的这种为民而歌的精神影响了

一代代年轻人。

《柳青画传》最大的亮点在于叙述

风格和阐释方式及图片编排上的突破

创新。开篇首先以《新时代我们向柳

青学习什么？》的《序言》形式，开门

见山，直奔主题地为广大读者道明了

本书编写的主旨，同时展现出柳青在

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

“七种精神”，在史实记叙方面开辟了

一条编年叙事与专题介绍有机结合、

相互补充的新路。

该书用锻铸信仰为精神基石，以

人格、风骨、精神为灵魂，紧扣“柳

青的七种精神”，凸显人物生命历程主

线，再现柳青人生精神风采，生动地

告诉人们柳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

真实为根本，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

图片，结合翔实的事例和文史资料，

充分证明柳青留给人们的这些精神财

产，不仅仅是史诗性的文学瑰宝，而

且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坚守信仰，为

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终生的

人格风骨，从而全面系统地反映柳青

的人格价值。以文为经，以图为纬，

经纬交织，图文互补，构成了独特的

立体视角语言，凸显特色。

新时代我们向柳青学习什么？就是

要深入学习他融入百姓、关心群众疾

苦、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勤俭节约、

艰苦朴素、无私捐款的创业精神；牢记

宗旨、廉洁躬行、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的

自律奉献精神；审时度势、公正理性、

爱护干部的勇于担当精神；实事求是、

坚持真理、善于作为、为民请命、敢讲

真话的大无畏精神；坚守信仰、不惧辱

陷、一生无媚骨、宁死树党性的脊梁精

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人民而歌

的献身精神。我们要从柳青身上学党

性、学忠诚、牢记初心使命，为新时代

燃起一把明亮的精神火炬。

《柳青画传》

为人民而歌
■宗旭阳 冯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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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国防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
《全态系争战》一书，深感其不只是一
部军事战争理论和技术研究性著作，
作者更注重全球化时代的实际需求，
以原创性的“全态系思维”，站在哲学
的高度和大文化视野，从多领域、跨学
科方向关注历史、现实及未来，对因多
元文化和社会发展各种矛盾所引发竞
争、斗争以至战争规律性进行研究和
总结。尤其是通过对中西方文明与冲
突的比较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基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文化自
信站位的知世界、看世界、思世界的
“全态系”创新方法论，探讨了人类所
追求物质与精神双重价值和积极取向
的“尺度”把握，较为客观地凸显了中
华文化思想在人类现实及未来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此书思想对当
下军事理论探索乃至广泛领域的社会
发展，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果单
就军事站位来考量此书，至少有以下
四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是文化系统观。从宏观上来说，
中华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质，从未断
流的中华文明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自信

的基因，这种自信也与作者自身的经历
密不可分。作者杨军兴趣广泛，视野
广阔，在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
文化、艺术、考古等领域钻研颇深。作
者站在“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
等古代军事战争学角度，对军事问题
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特别是对战争起
源、发展、消亡过程的新思考，提出了
一整套体系化的策略和思想设计。他
通过长达 20 多年的跨学科研究与积
累，形成了“全态系”守恒变化的“争战”
思维，从“突破”“碰撞”“变异”“牵制”
“聚集”“生机”“制胜”7个方面，支撑了
全态系思维的理论框架，由此回答了东
方文明为何有可能被人类最终选择的
深刻命题。作者将中华文明成果与人
类文明成就统筹一体，是一次把传统的
“战争”理念提升为“争战”思维的全新
思考。

二是军事争战观。作者从文化自
身规律上对军事和战争的形态进行了
系统的认识和归纳。创造性地提出了
“争战”与“战争”的区别，拓展了军事的
视野，从更深、更广的层次上探讨了未
来战争不应该只是当前军事的再现，凡
是战争均由军事唱主角的“格式化”认
识，应该从更宏阔范围获得解决矛盾争
端的方案，即“争”为主，“战”为次，基础
落在“争”上，通过争论、争辩、争议，达
成一致，这种非武力性的争战才能给人

类文明带来希望。相比之下，以看得见
的战争思维来评价此书显得有些过于
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改变未来战争
并永保和平的模式，是全态系思维的最
终目标之一。这个思维的框架，有自身
的运转系统、有工程化的规范模式、有
产业化的聚集力量、有组织化的制胜原
则、有生态化的统一要务。我们回顾历
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生命和文明在
奔袭的来路上，一面为了自身的需要不
惜舍弃同族，一面又受到隐形世界如宇
宙的制约不得不发生利益之争与新秩
序重建。所以，建立一个全态系思维启
发下的管控与导调枢纽显得尤为重要
和紧迫。

三是实践应用观。经过人类的共
同奋斗，世界人民正走在和平与发展的
道路上。时代变了，以激进方式解决国
际争端的思路也正在变化。作者从全
球化时代的实际需求出发，基于人的立
足点，本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联
系，尝试贯通虚拟与现实、宏观与微观
世界的生命、物质、精神、绝对、相对、辩
证等思想理念，作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
文化思维创新探索。纵观全书，作者的
研究与创作走的是一条从理论到实践
到再实践之路，他并非要做一本无源之
水的纯理论学术书。细致剖析，我们可
以通过此书提出的全态系争战思维，推
及到文化、教育、经济等社会诸多领域

加以应用。
四是文化自信观。文化缤纷繁

复，谁来主导平衡？两千多年前被世
界各国公认、最早的战争理论名著《孙
子》，高度论述了一系列带普遍性的战
争规律和指导原则。随后，又有《孙膑
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六韬》等数
以千计的兵书相继问世，表明了中国
古代战争理论的丰富。也可以从中看
出，古人对战争的本质已有较系统的
认识，一些史书、战争回忆录中也反映
了这种对战争的理性认识。今天，《全
态系争战》一书提出了全新的争战思
维和军事斗争方法策略。作者充分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
法论，分析战争的起因，揭示战争的普
遍规律，发现所有的问题与矛盾皆出
自于强者打破平衡，并导致利益失衡，
这显然与东方文化所遵持的力量平衡
观、能量守恒观、血脉永恒观相冲突，
而真正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失衡之战的
文化，正是中国文化。这一结论是作
者通过考察人类文化史、战争史、世界
史、社会发展史得出的科学结论。

以上四个方面的解读，对《全态系
争战》作为战略文化创新思维的理解仍
然是挂一漏万的，我们理解本书思想的
最好方式，还是从本书中寻找其精髓，
并到实践中检验这一试金石的亮度与
硬度。

战略文化的创新表达
——读军事理论专著《全态系争战》

■刘卫兵

军事著述

探寻打赢制胜之道

读《樊银生散文诗选集》（团结出
版社），其中的作品多是诗人行旅中的
感发之作。诗人的视界开阔，诗心丰
沛，无论是纵览高山大海，还是细察
一草一木，每观一景，心中丰盈的诗
意马上会被激起波澜；每察一物，眼
前的美立即会与心中的情思相遇，内
化为意象和意境，从而激发出诗的灵
感。
“我的思念是月光下的水面，打心

底泛起的一片银色的涟漪在轻轻颤
抖”。选集中的诗句正好印证了郭沫若
说的：诗人的心境犹如一湾清澄的海
水，没有风的时候，静止像一面明
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
一旦风起，便会翻波涌浪，记忆中的
印象就会被激活。樊银生平时话不
多，处事沉稳，内心却积蓄着丰沛的

情感经验，一旦与诗意景物相遇，便
激起微波或大浪，并诉诸笔端。在一
片河滩上，樊银生会穿越时空回到他
出生的河滩，感慨“我的风筝飘失，
我的纸船沉没，我的湿沙做的小碗，
也消融在层层上涌的波涛中”。捧着家
书，诗人陷入了一种温馨的氛围，“那
信有玉米拔节的优美音符，那信有稻
花飘香时充满喜悦的心情，那信是母
亲的暮色苍茫不断眺望中抽出的一根
袅袅的思念”。那原本在他心境中的情
感经验被激活了。

这种情感经验毋庸置疑是真挚、
纯粹、炽热的，这种情感经验的半径
又是宽广、宏大的。当跟随一位老将
军去寻觅他战斗过的足迹，他看到的
是“整个山岭升腾着彤红的火焰”。在
军人勇士墙前，他想象出这样的情
境：“在最终没能到来的那个黄昏，那
个清晨，我们默默对坐，我们无言，
我触到了，你粗糙的军人的灵魂，我
听到了，你心底正急急流过的温热的
泪”。

从诗人的抒写中能看出一位诗人
的境界和格局。无论你自觉或不自
觉，抒写天然地要忠实于你的那一湾
海水，忠实于你内心积淀的情感经
验，而这种情感经验的深度和广度决
定了诗人的境界和格局。从作品中可
以看出，他是一位具有历史意识和家
国情怀的诗人。《壮丽征程》一章是长
征路上的抒发，“在这古老的土地上，
在苦难与希望之间有一条道路”，诗人
自觉地进入情境，以历史的想象力感
知和体验到，“天是阴沉的，心像铅，
腿也像铅，然而，一切都在流动，每
天都在向前。每天，每一丝疲惫都伴
着坚定与信仰”。字里行间激荡着英雄
气和沧桑感，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极
具张力。当身临大海，面对潮汐，他
会升华出这样的奇想，那奔涌的潮水
“是那样勇猛、顽强，像勇士冲上高
地，哪怕身躯粉碎，为伙伴开辟着通
路。那呐喊，那轰鸣，那气势，使人
想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先驱、
脊梁”。

选集中的多篇诗章，对景物和意
象的捕捉、状写是细致的、生活的，
而诗人的胸臆是开放的。诗人自觉地
登高望远，敞开胸襟，使得凭直觉擦
亮的火花，于内心氤氲成势，灵感像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引发了蝴蝶效
应，引发了灵魂深处的一场风暴。如
登上心仪已久的井冈山，感觉“追寻
历史的脚步而来，却会在无意中忘情
于青山绿水之间；可当你流连于壮观
的风景时，却又分不清到底是阅读山
水还是阅读历史”。

文如其人，诗贵于真。从樊银生
的作品里，我们可以触摸到他的灵
魂，触摸到他深入骨血里的抒情志
向。因此，当读到这样的诗句我们会
被震撼：“你无声地倒下了，不能歌
唱。不能呐喊！但刽子手想错了啊，
人的思想岂能用屠刀杀戮”“去听听地
下吧，熔岩在奔腾，地火在运行……
于是你笑了，整理好仪容，不是走向
死亡，而是去谋求真理的再生”（《无
名烈士墓》）。

诗的真，具有这样的力量——当
我们读到“海夫殉海，手臂竖作不屈
的桅杆，呼唤帆”，读到“我们还热爱
山吗”，读到“我们相邀溯历史长河去
寻找心中的大草原”时，我们会追寻
诗人的情感和意绪，沉湎思索，回到
我们自己的初心。由此我认为，选集
封面上那个振翅奋飞的“人”字形雁
阵，是对选集抒情志向的一个完美的
诠释。

从原乡出发的抒情
■郭晓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