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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能够参与重大

历史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既是一种

选择，更是一种幸运。在我印象里，弓

艳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采写和创作，这

是第三次。

2003 年，非典肆虐蔓延。当时在

解放军总医院工作的我，见证了军队医

疗系统抗击非典的全过程，写了一些新

闻报道和一部中篇小说。令我惊讶的

是，从一线执行救治任务归来的弓艳，

竟 然 出 版 了 一 部 20 万 字 的 长 篇 小 说

《非常禁区》，并且由钟南山院士为她作

序。那时我便记住了弓艳的名字。

2008 年 5 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

害时，我们有了第二次接触。解放军总

医院向灾区迅速派出医疗队，我随队到

一线采访。由于报道任务很重，我便向

当时的第二附属医院领导请示要求派

新闻骨干弓艳前来参与医疗队的宣传

报道工作。几天后，我就在汶川的迷彩

帐篷和巡诊路上见到了她——背着相

机来回奔跑，夜里又点灯熬油地写稿。

很快，她就在媒体上发表了鼓舞士气的

文章，有些素材在我后来撰写长篇报告

文学《生死大营救》时还作了引用。

2020 年，在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殊

死较量中，她又有惊人的表现。当时，

我从《解放军报》上陆陆续续读到弓艳

采写的纪实文章。后来我才知道，她受

领任务后，日夜与前方队员视频连线、

语音采访，埋头苦干了大半年，采访了

近百名医疗队员，创作了一部全景式反

映军队抗疫的纪实文学作品。

翻开《决战江城——军队支援湖北

医疗队抗疫纪实》，一张张带有视觉冲

击力的图片，一行行感人肺腑的文字，

将医疗队员们闻令而动驰援武汉、奔赴

江城激情决战的场景慢慢铺陈开来，瞬

间又将我带回到那段全民抗疫的特殊

日子里。

2020 年除夕夜，大疫当前，陆海空

3 支医疗队出征武汉，其情其境，可谓

豪迈悲壮。军队先后派出 4000 余名医

疗队员支援武汉，他们不惧生死、不嫌

苦累、不怕凶险，和时间赛跑、与疫魔较

量；他们对患者不弃不离，坚守“红区”，

冲锋在前；他们顾不上喝水、吃饭、上厕

所，在封闭缺氧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

用强大的信心和高超的医术，从死神手

中夺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挑战极

限、斗志昂扬，把危险踩在脚下、把责任

扛在肩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冲在抗疫最前线。

在火神山医院、泰康同济医院、湖

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中部战区总

医院等任务点位上，作者满怀着对这座

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的无限敬意，与医

疗队员在战斗间隙展开心灵对话。队

员们的意志是那样坚韧和刚强，品质是

那样纯洁和高尚，胸怀是那样博大和宽

广。他们有的曾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军

事演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在救

援行动和重大任务中，以过硬的专业技

术能力带出能打硬仗的队伍；有的抱着

“要为武汉拼命”的决心，一次次攻坚突

围，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任务。

与危重插管病人面对面距离不足

10 厘米的队员、负责运输调配的军代

表、成功研制疫苗的陈薇院士团队、承担

防疫消杀任务的“兵王”、带着摄像机进

入“红区”的新闻记者、航天战线负责发

射任务的 01 指挥员和他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护士长妻子、并肩作战时相互鼓励

的“50 后”老专家和“00 后”小同志……

这些高高挺立的英雄群像带给我的心

灵震撼无比强烈。就像作者在书中写

的那样：“抗洪抢险时，解放军披上了救

生衣。抗震救灾时，子弟兵战斗在废墟

里。抗击疫情时，白衣战士们又穿上了

防护服，逆行来到了抗疫最前线，来到

了生命禁区里。”这些文字带着极强的

画面感和穿透力，让我的内心情感一会

儿像潮水般静静流淌，一会儿又跟着波

涛汹涌地翻腾起来。一页页地翻看、一

句句地品读，我更加真实深刻地感受到

人物内心的喜怒哀乐、战斗过程的惊心

动魄。

长期在军队医疗系统工作的我，在

书中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领导和专家教

授的故事，比如张思兵、焦占锋、徐迪

雄、邓传福、刘又宁、宋青、谭映军、王丽

芹、张昕等；看到了许多未曾谋面却被

深深感动的人物故事，如江晓静、王传

顺 、宋 彩 萍 、王 继 新 、张 鹏 飞 、宫 柏 林

等。虽然有些名字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还是首次披露。

悬壶入荆楚，白衣作战袍。手捧

《决战江城》，不禁感慨万千。书中的 8

个篇章，作者对陆军、海军、空军、火箭

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和武

警部队的抗疫行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人物和先进事迹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

刻画。作品既有军委前方指挥协调组

的筹划决策，又有各个军兵种承担任务

的行动特点；既有各个点位上的场景描

摹，又有队员们与疫魔狭路相逢时的勇

敢智慧与沉着冷静；既有老队员的身先

士卒与责任担当，又有年轻人的坚毅果

敢和对家国情怀的理解思考，从而使这

幅抗疫长卷既体现了战味，又在字里行

间带着浓浓的情味。

习主席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曾总结道：“在这场同严重

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

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我想，这部作品想要表达的就是对

这种伟大精神的深入解读、对“一切为

了人民”的生动诠释、对伟大时代的礼

赞致敬。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我

们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就是为了更好

地强化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激发一代人

的奋进动力。品读《决战江城》，期望与

大家共同回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记

住和江城武汉那个同风共雨的春天。

逆行之美：向伟大时代深情致敬
——读弓艳纪实文学作品《决战江城》有感

■李 骏

瑞 金 ，一 片 红 色 的 热 土 。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1934 年，中央

红军从瑞金云石山出发，开始了艰苦

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

曾在这里生活战斗，留下许多感人的

红色故事。

原工程兵某部退役军人严恩浩

就生长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打小

父母就带他到沙洲坝看红井，感悟领

袖的为民情怀；到叶坪红军广场看纪

念塔，感悟当年战斗的壮怀激烈；到

苏维埃代表大会旧址看文物，感悟红

色政权的来之不易……在他幼小的

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今

天，严恩浩以刀为笔，创作出一幅幅

讴歌瑞金、讴歌红军、讴歌党和人民

军队光荣传统的版画佳作，《春》《金

色沙洲坝》《金色岁月》《罗汉岩》《红

都·中央大礼堂》《叶坪晨曦》《共和国

摇篮》等红色题材作品，陆续亮相于

江西省和全国美展中。

红色，象征热烈、体现纯粹、预示

希望。严恩浩的版画作品，善于气氛

的营造，用简洁有力的刻刀，展示扣

人心弦的场景，体现史诗般的壮美。

如《金色岁月》套色木刻，他采用静物

素描的手法，将斗笠、水壶、草鞋、军

号和枪刺组合在一起，再将画面依次

推至远方，以苍劲的古樟、红色的枫

叶、天边的云霞作烘托，达到了此处

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目睹此画

此景，我们仿佛沉浸于如火如荼的烽

火岁月，仿佛听到激昂的马嘶声、枪

炮声。在《金色沙洲坝》中，作者用铺

天 盖 地 翻 滚 的 枫 叶 、火 红 赤 艳 的 色

调，表现苏区风起云涌、激情如火的

革命景象，预示着红色一定会铺展到

祖国的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信心

和力量。

一 次 ，严 恩 浩 正 在 画 室 构 思 新

作。突然，一阵清脆的声音传入他的

耳际：“妈妈，那是当红军的姥爷吗？”

他抬头一看，一个女孩正指着挂在门

口 的 一 幅 红 军 木 刻 作 品 向 母 亲 询

问。严恩浩循声走了过去。一番交

谈后，他了解到女孩的姥爷是位老红

军，可她和母亲都未曾见过。看到母

女 俩 期 盼 的 目 光 ，他 让 她 们 留 下 地

址，请女孩将姥爷的照片寄一张来。

他要创作一幅“红军姥爷”的木刻版

画，送给她们。

送走母女俩后，严恩浩陷入了沉

思：在这片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有

多少革命前辈和英烈留下光辉的足

迹、创造非凡的业绩，他们的后人却

没有见过他们，留下永久的伤痛和思

念……于是，他将刀锋笔触延伸到为

革命前辈、英雄人物塑像上来。笔绘

刀刻线条酣畅、笔墨静穆，意境朴实

而庄重，诉说着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

光辉灿烂的人生经历，包含着作者对

他们的仰慕与敬重。在严恩浩的作

品 中 ，毛 泽 东 和 他 的 战 友 们 目 光 如

炬、谈笑风生，充满着革命必胜的坚

定信念；“断肠明志”的红军师长陈树

湘面容坚毅、视死如归……

剧作家曹禺曾这样说：“真正打

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

又极其真实的，他感受到的、思考过

的问题和他的答复。”当笔者就这段

话与严恩浩进行交流时，他脱口说出

自己的感受：“这个发自内心的感动

和感动后的思考，便是创作的种子。

它来自生活。”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严恩

浩的新作《征途·1934》应运而生。画

面上是一位头戴斗笠、身穿蓑衣、佩

刀行军的红军形象——以坚实的背

部展示力量与自信，拄着拐杖坚毅前

行。他是初上长征路还是刚结束了

一场恶战？或是刚休息片刻又继续

前行？这幅受到广泛赞誉的作品，引

起观众的猜度和遐思。严恩浩足足

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创作。他一

次次在云石山红军长征出发地徘徊，

一次次面对斗笠、蓑衣凝思，一次次

在感动中不能自已，终于让心中的种

子破土发芽，达到从感动自己到感动

观众的艺术效果。

从在部队创作幻灯片开始接触版

画艺术、从家乡的红色土壤中生发创

作灵感，无论取得多大的艺术成就，严

恩浩都说自己是普通一兵。他执着地

认为，红色是瑞金的底色，要用自己的

刻刀记录、沉淀这永远的红。

刻刀下的红色情怀
■向贤彪

风骨厘定高尚与卑下，如日月高悬

于朗朗乾坤，似江河飞奔于万古千秋。

人一旦有了铮铮风骨的支撑，也就有了

对内心秉持原则的坚守，站得直、立得

正，压不弯、打不败。

繁华落尽见真淳。在百年征程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勇于担当中

砥砺风骨，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的大无畏、“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

动其心”的大气概、“忠诚印寸心，浩然充

两间”的大胸襟，留下了斑斓多彩的人生

画卷、昂扬向上的奋斗史诗、荡气回肠的

正气之歌。

一

一个民族的希望，就在于总有一些

清醒坚定的人，为她的命运奔走呼号，慷

慨赴死、在所不辞，不断书写和奏鸣着瑰

丽璀璨的华章金曲。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有

一座一正二厢房庭院，青砖道路，竹篱环

抱，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和江南特色。

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闻

天故居。如今，这儿已经成为红色教育

的课堂，那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的铿锵誓言，一次次在庭院上空回响。

当年，在“洋教头”李德的指挥下，红

军处处失利，突破国民党 4 道封锁线后，

已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余人锐减到 3 万

人 左 右 ，而 国 民 党 的 40 万 大 军 日 益 逼

近，中国革命到了“养鱼沸鼎之中，栖鸟

烈火之上”的生死攸关时刻。

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党中央在遵义

召开会议。博古不仅没有认真反思教

训，反而为自己和李德辩护。轮到张闻

天发言，他不为杂音所扰、不为歪风所

惑、不为暗流所动，丝毫没有理会个人荣

辱得失，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报告，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博古的

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语动天地，四座皆为惊。张闻天

的发言，以“吾将吾身献吾党”的忠诚品

格和政治担当，为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

的正确主张、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

定下基调，为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

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毛泽东同

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确

立，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得到巩固，中国革

命的红色火焰从西南一路燃向西北，最

终燃向全中国。张闻天竭忠尽智，把毕

生精力无私奉献给党和人民。

物以正品为珍贵，人以正直为崇高，

心以正大为光明。心中无“小我”，胸中

藏“大我”，奋斗求“无我”，让无数共产党

人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

对革命事业舍生忘死以赴之、披肝沥胆

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成为无私的奉

献者、无畏的奋斗者、无悔的开拓者。

二

人生大事，莫重于生命。

江苏省句容市烈士陵园内，有两尊

半身铜像，那戴着眼镜、双眼炯炯有神的

青年男子，就是当年与日寇进行不屈斗

争的巫恒通。

1941 年 9 月，新四军第 6 师 16 旅 47

团团长巫恒通，在一次战斗突围时不幸

受伤被俘，被押送到句容宪兵队。敌人

以盛餐款待，他视而不见；敌人许以“清

乡专员”利诱，他严词拒绝；敌人找来大

汉奸周佛海和伪县长劝降，均被他斥于

门外；敌人将其 11 岁的幼子巫建柏掳来

胁迫，他手抚儿子，以民族英雄事迹谆谆

教导：“你要继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

革 命 ，做 一 个 有 志 气 又 有 骨 气 的 中 国

人。”1941 年 9 月 14 日凌晨，巫恒通在拒

医绝食 8 天后壮烈殉国，年仅 38 岁。当

他的遗体被抬出监狱时，就连一些日本

士兵也不禁向其鞠躬致敬。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巫恒通以身

殉国的噩耗传来，苏南抗日根据地党、

政、军、民无不肃然起敬，沉痛致哀。陈

毅发来唁电，以文天祥诗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悼词，并对巫

恒通予以高度评价：“被俘之日起，即义

不食敌寇水米，敌寇利用其旧友亲朋来

劝降，均遭严拒……死节之惨烈，抗战以

来所仅见。”

家国有难，英雄出发。冀西井陉妇

救会主任吕秀兰带领的抗日队伍，不幸

被日军包围在挂云山，突围失败后，21

岁的她和 5 名战士纵身跳崖，壮烈牺牲；

面对日军重兵合围八路军总部，后勤部

参 谋 主 任 曾 仁 文 带 领 警 卫 部 队 战 至 6

人，弹尽粮绝之时，一起跳下壁立千仞的

阳曲山，英勇捐躯……目标之纯粹、信念

之坚定，动苍穹而震寰宇，慑匪寇而立威

名。

危亡中启航、绝境中抗争、困苦中奋

斗、无声中献身……循着百年共产党人

的足迹，每逢国家危难时刻、每到民族存

亡关头、每遇人民危急境地，一个个如高

山般傲然挺立的身影，谱写了气壮山河

的精神壮歌。

三

事业辉煌的路上，诚恳的赞成与反

对不可或缺。

1947 年，陈赓接到“率四纵四师回

师陕北”的命令，不是无原则地执行，而

是着眼国内战争大势，向中央直言“调我

西渡黄河，不够英明”，并献上“南渡黄

河，再给敌人胸口上插上一把刀”的建

议。中央欣然接受，遂促成刘邓、陈谢、

陈粟 3 路大军相互支援，经略中原，迅速

形成对我有利的战略格局。

无独有偶。1953 年 8 月的一天，时

任海军参谋长的罗舜初参加了由国防部

部长彭德怀主持的军委例会，主要传达

贯彻党中央关于精简节约的指示精神。

当听到要削减一艘从苏联购买的驱逐舰

时，罗舜初腾地站起来说：“彭总，不可

以。单说驱逐舰的作用——在海上作

战，驱逐舰一般不能单独执行作战任务，

至少要两艘以上编队航行作战、互为掩

护。再者，少一艘驱逐舰也无法进行正

常训练。”后经周总理决定，按协议规定

引进两艘驱逐舰。对此，有人说罗舜初

胆子真大，敢和彭总理论。罗舜初说：

“不对，我哪里是和彭总理论。我是给他

当参谋。”

光 明 磊 落 讲 真 话 ，坦 荡 无 私 道 实

情。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大力发扬实事

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讲真理不讲面

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规矩不讲关系，

不虚美、不隐恶、不妄言，皆源于海纳百

川的胸怀、兼听则明的自觉、择善而从的

品格。

四

小桥流水，绿树成荫，蓝瓦青砖的小

楼错落分布。走进江西省兴国县龙口镇

睦 埠 村 ，犹 如 走 进 一 幅 淡 雅 水 墨 画 卷

中。这里曾是赣南重要的水陆码头，村

中留存有刘启耀故居，川流不息的人群

前来品读革命先辈对党忠诚的故事。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广为流传的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就诞

生于兴国县。1934 年初，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主席刘启耀响应党中央“节省三升

米支援红军”的号召，每月都回兴国老家

用口袋背米到宁都省政府驻地。后来，

战争形势趋于紧张，刘启耀因公务繁忙，

无暇回家背米，妻子便主动挑了两布袋

米，走了 100 多公里山路，送到他的办公

室。

1935 年 1 月上旬，因被敌围困在宁

都小布地区，在商定兵分三路突围之前，

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曾山将一个褡裢

交给刘启耀保管，里面是省委的全部活

动 经 费 ，有 13 根 金 条 和 大 量 银 圆 、首

饰。刘启耀双手将这个长方形口袋接过

来，用油布小心翼翼地包裹好，然后悄悄

埋在一个人迹罕至的乱石堆里。突围

中，所率部队被打散，刘启耀身负重伤昏

迷。苏醒后，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取出

掩埋在乱石中的褡裢系在腰间，然后自

寻草药疗伤。伤愈后的他与组织失去联

系，在山民的帮助下，头顶破雨笠、身穿

烂棉袄、肩背讨饭袋往湖南方向追赶主

力红军。可是，湘赣边境敌人岗哨林立，

刘启耀被迫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山区

流浪乞讨，偶尔在路边发现竹笋、野果、

野菜就拿来充饥。两年多的苦苦探寻，

无论怎样忍饥挨饿，刘启耀始终没有动

用过一分一毫的革命经费，最终如数交

给党组织。

一个有大抱负、大情怀的人，必定洁

身自好、永葆思想的纯洁。许多共产党

人以廉为本，把忠诚作为事业之魂，面对

诱惑心有戒尺、不为所动，精神“富”，人

格“贵”，赢得壮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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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的草地

宽大得没有边际

最可怕的是那沼泽

泥潭不知深几许

拿根棍子试深浅

免得盲目陷进去

深一脚 浅一脚

一阵风 一阵雨

有一个小小的打旗兵

在前面举着红旗

却陷到了泥潭里

在这危及生命的时刻

小小的打旗兵

不顾自己的危急

还正了正手里的红旗

老班长把两杆长枪摆成“十”字

爬着接近他

把几个人的绑腿连在一起

让打旗兵拴在腰际

慢慢地轻轻地

把这个打旗兵拉了上来

就这样

打旗兵才没有陷下去

他带着满身的污泥

就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

仍意气风发地走在前面

举着

那心爱的红旗

小小打旗兵
■胡世宗

金色岁月（版画） 严恩浩作

那夜曾经很沉很长

一地的梦

星星点点疯长

竹签从指尖钉入

而紧闭的牙关

回应残忍

老虎凳可以让筋断骨裂

意志永远不会弯曲

脚镣手铐终是锁不住

信仰

枪声

落叶一般哀叹

风景跌倒

月色惨白

垮塌的是昏暗的灯光中

找不到自己影子的政权

而不屈的呐喊

倔强地站立成

坚硬的雕塑

永恒的雕像
——歌剧《江姐》观后

■赵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