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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春寒时，益读梅花诗。翻开唐

诗宋词，到处是它摇曳的身影，到处是

它清隽的暗香。只有梅花不惧风雪，依

然盛放，成为冬日里最美的一道风景。

古人爱梅，不仅因其花姿清雅，花香清

远，更因其凌寒而开，傲骨冰心。古人

笔下的梅别有一番风骨和气韵。这种

风骨和气韵是那些只知争春炫美的花

所无法企及的。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赏

梅、画梅、赞梅的诗句不胜枚举，成为中

华文化大观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折梅代书是诗人高雅情操的表现，

古代友人之间常通过赠梅来表达友谊

之情。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陆凯的《赠

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严格意义上

讲，这是一首友情诗，通篇以梅花传递

友情，以梅花代替友情。诗人以深情的

口吻、细腻的笔触，表达了友人间的深

厚友谊。折梅花寄赠友人，既是诗人借

梅花以自许，又是对友人梅花般品格的

赞赏。因为，梅花遭严寒而不凋谢，也

是友情坚贞的象征。苏轼《次韵杨公济

奉议梅花》：“岭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

待使君来。”朱熹《清江道中见梅》：“他

年千里梦，谁与寄相思。”也是将梅花比

作传递友情的信物，借梅以寄相思，表

现了友人之间浓浓的情谊。

梅花具有凌寒傲雪、不畏严寒的

精神和不与百花争春、孤傲清高的品

性，因此，历代文人多借梅花来表达

自己不畏环境恶劣、孤清高洁的精神

品质。王冕的《墨梅》：“我家洗砚池

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

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一首题

画诗，诗人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

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赏梅花，实际

上是赞赏自己的立身之德，表达自己

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和淡泊名利

的胸襟。南宋陈亮的《梅花》诗云：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欲传春

信息，不怕雪埋藏。”诗人抓住梅花最

先开放的特点，写出了梅花不怕挫折

打击、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既是咏梅，

也是咏自己。梅花品格高尚，铁骨铮

铮，它不怕天寒地冻，不畏冰袭雪侵，

不惧霜刀雪剑，不屈不挠，昂首怒放，

独具风采。

梅花易于飘落，这在诗歌中多有

感叹，落梅因凋谢而多引愁思，常被诗

人抒发愁苦思绪。唐代李白的《与史

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有诗句：“黄

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

人听到黄鹤楼上吹奏的笛声，巧借笛

声来渲染愁情，想到了梅花，感到格外

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

梅花虽美，却免不了给人凛凛生寒的

感觉，烘托了诗人的悲愁情绪，也是诗

人冷落心情的写照。宋代诗人刘克庄

的《落梅》有诗句：“一片能教一断肠，

可堪平砌更堆墙。”诗人通过写飘零的

梅花抒发自己触目愁肠，描绘了一幅

凄凉衰败的落梅景象，正是眼前这片

凄凉的自然景象，唤起了诗人对社会、

对人生的丰富联想。

“梅花”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诗词

里永恒的主题，他们对梅花深爱有加，

梅花也被赋予了太多的内涵。咏梅诗、

咏梅词数量之多，足以让百花望尘莫

及。梅花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格寓

意和精神力量，是给广大读者的精神洗

礼。阅读这些梅花诗词，我们能从中找

寻一幅美景，一份纯真，一丝真情。

梅花风骨与精神
■宗旭阳 靳河新

据说，人生有八雅：琴、棋、书、画、
诗、酒、花、茶。但我只独爱诗词。我
觉得诗词里把所有的雅都涵盖了，只
要你把心安放在诗里，你就不会缺少
什么。

从诗词里，我认识了屈原、李白、
杜甫、白居易、王维、苏轼、李清照……
我喜欢唐诗宋词，这是我国古代文学
史上无法超越的巅峰。从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客船孤眠、江枫渔火、山寺
钟声中领悟唐诗深邃、厚重、辽远、磅
礴的现实和浪漫；从梧桐细雨、雨打芭
蕉、小楼东风、明月鹊影、雁鸣蛙唱中
感受宋词的飞扬、轻灵、缠绵、温柔和
细腻，真是心灵的一种享受。它不是
金山银山，但能从书中感受古人说的
“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在诗人
眼中，一朵花、一棵树、一滴露、一只
鸟、一阵风、一场雨……皆可入诗。从
诗中体会到了“诗者，人之情性也”。
每当融入一首诗中，我就能听到诗人
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一首诗，一阕词，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

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这是诗仙李白与桃花庄豪士汪伦之
间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汪伦得到消
息，诗仙李白要路过此地，非常想结交
他。于是他给李白写了一封信，说我们
这里有十里桃花供您观赏，还有万家酒
店可以恣意畅饮。酒中友、诗中仙的李
白闻听此言，当然就做客桃花庄了。当
知道桃花是潭水名，万家酒店是姓万的
人开的酒店，性情中人李白仰头大笑，与

汪伦结下了深厚情谊。临走，汪伦邀请
村人热情为李白送行。感动不已的李白
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绝句
《赠汪伦》。

唐代诗人崔护的诗作《题都城南庄》
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前一阶段
电视剧《装台》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
出，剧中穿插的秦腔名剧《人面桃花》再
现了这一悲情故事。

当年，英俊潇洒的崔护去长安赶
考，不想名落孙山，他决意来年再考，
就在长安附近找个地方住下了。桃花
开时，他出门赏花，来到一个叫南庄的
村子，看见一庄户人家院内花木葱茏
却静无一人。崔护上前轻叩柴扉，传
来一个银铃似的声音：“谁呀？”他赶紧
说是踏青的，想讨口水喝。姑娘端出
一碗水，崔护眼前一亮，姑娘明眸皓
齿，神态妩媚，倚在院里桃花盛开的树
下，简直就是一幅令人心旌摇曳的画
卷。崔护谢姑娘赐水解渴，姑娘欲语
还羞，四目相视，依依惜别。第二年桃
花开时，崔护又去南庄，看见院落桃花
依旧，可柴扉紧锁，不见姑娘。青年无
限惆怅，忍不住在墙上题下千古名篇
《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
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
花依旧笑春风。”姑娘回家看见题诗却
找不到崔护，日日相思，郁郁而终。等
崔护三到南庄，知道再也见不到姑娘
了，便含恨而归……

我读诗品诗，了解了诗背后的故事，
增长了历史知识，更开阔了眼界，陶冶了
心智。白天读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
桃花始盛开”，心里充满阳光和温暖；晚
上一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心就
淡定。把心安放在诗里，像涓涓溪水从
心中流淌，沉浸在空灵妙曼的诗词里，怡
然自得。

让诗在心中流淌
■邓训晶

为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
礼，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谈志兴教授倾心
撰写的政治工作史论性专著《生命线：能
打胜仗的政治指挥大计》日前由中国出
版集团公司华文出版社出版。

以纵深的历史感、权威丰富的史实、
生动的笔触，严谨考证，引经据典，史论
结合，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和军
队政治工作百年光辉历程。该书深切缅
怀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工作
者的丰功伟绩，用生动的故事告诉人们，
军队政治工作就如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
的生命一样，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生
命线供给军人信仰、信念、纪律、血性，生
命线激发军人荣誉、责任、使命、担当，生
命线铸就、见证人民军队的苦难辉煌和
浴血荣光。军队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
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
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
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的重要保障。

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通过深入
挖掘我军政治工作原则、制度、重大事
件以及重要文献产生、发展的逻辑脉
络，寻根溯源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该书对“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
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
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
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
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
用干部，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
命精神，坚持党员带头、以身作则”等一
整套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以经典
案例故事的形式进行解读与阐释。通
过重温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引导
官兵把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把政治工作威
信牢固立起来，旗帜鲜明地弘扬新时代
政治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探究政治指挥和政治工作领导方
法艺术，聚焦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
仗。作者运用翔实的史实，以讲述经
典案例和故事的形式，回顾了政治工
作是如何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
则，保证党指挥枪、人民军队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政治工作是如何面对残酷
的战争环境和血与火的洗礼，铸就革
命军人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
般纪律、铁一般担当，保证部队能打
仗、打胜仗；政治工作是如何面对相对
和平环境的考验，铸魂育人，凝心聚
气，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革命军人，保证人民军队性质、宗
旨、本色永不变色。内容鲜活生动，展
示了军队党的建设的方法、基层建设
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军事人
力资源建设和管理的方法、群众工作

的方法、政治干部队伍建设的方法、部
队作风建设的方法、军事训练中政治
工作的方法、战时政治工作的方法，特
别是聚焦新时代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
仗，用经典案例展示了政治工作服务
备战打仗的作用机理和实践运用方
法。全书通篇展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军魂意识和政治信仰，不失为一
本新时代政治工作研究的生动教材。

该书是一部用故事、案例形式讲述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百
年史事的著作，对于学习贯彻新的《军队
政治工作条例》，加强党对军队政治工作
的领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提
供了历史启迪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
方法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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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徐剑一个时期以来创作
的报告文学作品很有“行走”特色，
新作 《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
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就是一部典
型的“行走”文学。作家东入昌都，
北行那曲，西去阿里，在雪域高原西
藏“行走” 52 天，行程 10000 多 公
里。之前，作家已经有 20次进藏考察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经历，写下了
一批优秀的作品。这第 21 次的西藏
“行走”，对作家来说则是一次全新
的、独特的、深刻的感受。

一般描写西藏的文学多重在寄情
山水、探秘猎奇。徐剑的这次“行
走”则是深入到西藏决胜脱贫攻坚的
第一线，深入到藏区的城镇乡村，深
入到普通的老百姓家中，聚集家长里
短，掌握第一手材料，专题考察和记
录“精准扶贫”给西藏人民带来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摘掉贫困
帽子、正在告别贫困的这片土地上激
活创作灵感，提炼作品主题。这样的
“行走”真实可信，鲜活生动，有着浓
烈的生活气息，更带有强烈的时代精
神和精准的问题导向。

读《金青稞》，看到作家从东到西
走了 19个脱贫县，更看到他围绕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脱贫问题采访大批藏区的

干部群众。在贡觉县城边上幸福村听到
贫困户然奇与安措的故事后，他第二天
便冒着落石与滑坡危险，往返 300多公
里到然奇老家——父系社会最后的遗存
上罗娘村采访。这个村 35户人家，建
档立卡户就有 26户。政府安排整村搬
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在阿旺
乡，采访建档立卡户多贡，听他讲牧
养阿旺绵羊脱贫致富的故事；在巴青
乡八村，看到嘎马次娃斯塔夫妇住进
政府为建档立卡户易地搬迁建造的藏
式小院时的喜悦。还有那个带着五个
孩子的单身妇女扎西罗措，不仅得到
政府安置的藏房小院，还得到了低保
补助和生态岗位补助，生活一天天好
起来；在罗玛镇，采访牧场阿古家合
作社，听到大学生总裁助理的故事；在
拉西镇十三村，采访了单亲妈妈次仁琼
宗，听她讲述用自己的劳动培养出三个
大学生孩子的故事……

这些故事看似平实无奇，信息量
却很大，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党和政府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
西藏人民决胜脱贫攻坚的时代现实。
作家每次走进建档立卡户家庭，都特
别用心了解每一个家庭的收入变化，
和他们一起算收入账。如在建档立卡
户扎西罗措那里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生态岗草场管理员每年 7500 元，每
年劳动收入 30000 元，生态岗位和孩
子低保补助加草场补助 40000 元，大
合作社做缝纫，一年收入可达 6000
元。这些很具体的数字背后是老百姓

生活的向好和命运的改变，能让我们
具体读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实际上，西藏从农奴制直接进入
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党和政府就不断
加大投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不
断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
放后，经济社会发展更是大大提速。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导
下，按照西藏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特
点和规律，有关部门探索形成了政府
兜底的长效机制和一系列政策，为每
一个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帮扶，精
准脱贫。事实上，作家徐剑所到的 19
个县脱贫攻坚都已取得了较好成绩，
老百姓的经济收入都有了很大提高。
建档立卡是一个实办法，也是一个好
经验。作家由此感受到了脱贫地区广
大干部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所做出的
巨大努力与牺牲，感受到西藏整个社
会以及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支援的那种
不竭的动力。

作品的第八章“指挥部内外”，
重点描述了参与脱贫攻坚的干部们。
阿里地区扶贫办主任达娃平措的事迹
非常感人。一有时间，达娃平措就往
乡下跑，帮助贫困户解决问题。盘山
路奇险无比，拐弯都是直角，一侧则
是万丈深渊。多年来，他就是在这样
的旅途中奔波着。他也许没有做出惊
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一句“天下阿妈
皆我母”的话道出了他的思想境界；
曾经在部队里担任少校军官的强巴欧

珠担任了吉卡村的驻村工作队副队
长，主要任务就是保障脱贫的建档立
卡户不返贫。在西藏，这是一项非常
艰巨的任务。因为有政策兜底，村里
一些年轻人一度不思进取，无所事
事。强巴欧珠就把工作重心放在教育
励志上，鼓励村里的青年外出打工创
业；北京市建委干部刘文举参加工作
十几年，有八九年在扶贫一线工作。
刚从玉树扶贫归来的他又被派往西
藏工作。他得到妻子的支持后马上
前去报到，一头扎进北京援藏的项
目里……

因为真实，所以感人。也因为真
实，才给人以思考。《金青稞》讴歌决
胜脱贫攻坚实践，也敢于直面存在的
问题，表达作家的深层思考。比如，
作品真实揭示了农村男女地位和权益
的落差失衡问题等。所有的思考都表
明，摘掉贫困的帽子不等于脱贫攻坚
任务完成，不等于“三农”问题全部
解决，脱贫攻坚还在路上。国家“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是脱贫攻坚战
的继续推进，继续深化。
《金青稞》从一个牧民寻找“白马

鉴”幸福仙境的传说开头。随着作家
向着乡村牧区的“行走”，作品的深刻
思想主题渐渐浮现出来。幸福的白马
鉴不是什么仙境，而是西藏人民用勤
劳双手不断创造的现实生活。世上本
没有“白马鉴”，中国人民“摆脱贫
困”的伟大斗争，创造了属于人民自
己的“白马鉴”。

“行走”中的深情记录
——读长篇报告文学《金青稞》

■张 陵

《传统文化之美》

传承中国文化
■赵丽丽

《传统文化之美》（中央党校出版

集团）一书，是季羡林论中国传统文化

的散文精选。作者从国粹名著到名胜

古迹，从东西方文化到古今文人风骨，

再到中国传统道德五个方面，畅谈了

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这些文章，

或是针对当时某一社会现象有感而

发，或是作者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切

身感受与体悟，都洋溢着对中华民族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从字里行间

让读者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

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

《乘风破浪的男孩》

在逆境中成长
■李 江

《乘风破浪的男孩》（江苏凤凰少

年儿童出版社）是“中国好书”作者赵

菱从2017年开始构思、创作，4年里

数易其稿、倾力创作的一部当代海军

题材长篇小说。该书通过一个海军家

庭男孩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新时代少

年奋勇争先、永不言败的精神底色，反

映了中国军人无私奉献、默默牺牲和

为国坚守的精神。 第5099期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视觉阅读·彼岸
宁运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