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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归途

王晨光摄

第4718期

如果有一部相同内容的小说和影
视作品，我肯定是先读小说，因为文字
阅读是我充实新知识的捷径。为了温
故知新，有的书籍我复读多遍，这样会
使我在重复的阅读中受益更多。

在我的初中时代，看的第一本小说
是缺头少尾的红色经典《林海雪原》。
我趴在炕沿上，抱着《新华字典》，像蜜
蜂采蜜一样连看三遍，最崇拜主人公杨
子荣的智勇双全。

1976 年 12 月，我怀揣梦想走进军
营，在辽东半岛当兵。驻地山沟里的大
树很少，不如小说夹皮沟里的原始森
林，雪下得也很少。

新兵时在操场上训练，满脑子是小
说《烈火金钢》里的故事情节，模仿丁尚
武整天眯缝着小细眼，心里想的是如何
弄一把大刀片。

在新兵的后期，通过阅读简易教
材，我初步掌握了 82 毫米无后坐力炮
的操作和射击原理，转年到团的骨干
训练队。那时候提倡“当尖子光荣、争
先进有功”，我敢不扎安全带过单杠八
练习大回环，队长和教员都在喊这样
练太危险，被摔得沙粒硌进手掌的肉
皮里，仍觉得自己还不如《林海雪原》
里刘勋昌飞荡鹰嘴岩。此后不久我转
到师的炮兵教导队学习，也是通过阅
读和死记硬背，学习期间的 5次理论考
试，全队唯我一人连续 5次获得一百分
的好成绩。

又过了两年，我被调到团后勤当做
酒、做大酱、做豆腐的生产班长。我到

凤城县图书馆借来《食品酿造学》看，研
究小作坊的大酱和酱油怎样省工又好
吃；看《山东高粱烧》和《白酒制作与分
析》等书籍，从此当上了制酒大师傅，还
被人称为“王大酱”。这期间我有机会
在团的阅览室里看报纸，搜集素材遣词
造句写稿，“战士马国顺毛遂自荐教文
化”等新闻见诸原沈阳军区《前进报》的
报端。

后来，我转业到家乡的铁路部门工
作。我默记铁路技术规程的应知应会，
每月参加考试都是得百分获奖励。曾
经以“风雪乌台站”小稿起家，在《哈尔
滨铁道报》和《人民铁道报》及地方大小
报刊陆续发稿，《工人日报》等国家级媒
体上也发表过稿件，有的还得过奖。由
此我从小站写到段机关，从农村写到城
市里的大站，由工人当上了铁路站段的
政工干部。

阅读《摄影技术 400例》，我无师自
通地拍起了新闻照片，写图片说明自然
成了强项。学《王永民五笔字型》练打
字，从牙缝里抠钱买电脑和打印机告别
手工写稿。

退休后，经济收入少了一块，更多
的时候是到书店里蹭书看。那本季羡
林写的《牛棚杂忆》，我五体投地佩服其
文字功夫，书中的每句话里去掉一个字
就念不成句，每个段落里抽出一个完整
句子，这篇短文里的故事读起来就没啥
意思。这可能与作者多年治学养成的
严谨作风有关。

大师所讲的每个故事极短，三言两
语就能把事说得活灵活现，让人觉得真
实可信，仿佛发生在眼前。我也学大师
那样，写点《乡村轶事》《军营轶事》《小
站轶事》《喉舌轶事》之类的小故事，有
的已经在报刊发表，有的还被收录到地
方文集。这让我切身感受到是读书改
变了自己的命运，丰富了自己的人生，
给我插上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我建议年轻朋友，应该多读书、读
好书，以高素质之身成为社会的栋梁。
倡议更多的老年朋友，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退休不忘充电”，把正能量传给
下一代，让和谐社会充满书香。

人生旅程伴书香
■王延吉

读书是一场装点人生的心灵之

旅。在寒冬季节，静坐在屋中一隅，捧

读一本好书，往往能够震撼心灵，激起

深沉的思考。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谈读

书》中提道：“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

足以成才。”可见，读书不仅能获取知

识，还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脱

离低级趣味。饱读诗书更是浸润心灵、

领悟人生真谛的捷径。

读书是心灵的旅行。在现实生活

中，许多人热爱旅行，喜欢通过亲身经

历去增长见识。读书人就像一个旅者，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内穿梭，感受不同

时代文化和人物带来的灵魂冲击。

旅行者，游览名胜古迹，耳所能听

到的，大多是导游的匆匆介绍；眼所能

看到的，也只是标签的寥寥数语。如果

之前不曾了解与之相关的知识，极易成

为旅途中的仓促过客。不读书的旅行

者，游走于无心、左顾右盼，但很难获得

高明的见识和思辨的乐趣。

读书者，畅游的是古往今来大文豪

们构筑的精神世界。如果你去的是“水

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

湖，吃到的是“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

时他自美”的东坡肉，光顾的是“高堂会

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的灵隐寺，

那么你所遇到的将是一个豪放不羁的苏

轼，所经历的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杭州。

读书是心灵的装扮。人生本就是

一场盛装舞会，常阅史书的人，宛如穿

着稳重的唐装；久读诗歌的人，好比穿

着典雅的西服；那些喜读小说的人，则

似穿着华丽的时装。

华服还需搭配好妆容，深层次的阅

读是心灵的装饰。作家林清玄将读书

描述成“生命的化妆”，人生“再深一层

的化妆是改变气质”。高明的化妆技巧

是多读书、多思考，勤学思悟，人生的面

容方能清新淡雅。

一个人博览群书，便有如曹雪芹为

你挑衣，辛弃疾为你画眉，李清照为你

上妆。世间再精湛的化妆手法也无法

像读书那样打扮心灵、升华气质，令整

个人脱胎换骨。

读书是心灵的对话。经典是智慧

的结晶，是思想的瑰宝。德国诗人歌德

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

人谈话。”读书就是感受名人大家的心

灵历程，从灵魂的碰撞中汲取营养，滋

润自身的心灵。

精读一本好书，就是仔细聆听前人

的劝勉。在得意时，书是诤友，让我们浮

躁的心平静如水；在失意时，书是亲朋，

让我们黯淡的生活重焕生机；在彷徨时，

书是良师，让我们脚下的步伐更加坚定。

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孟德斯鸠说过：

“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

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读书既是自

身气质提升的过程，也是心灵上一种极

大的享受。“腹有诗书气自华”，青年官

兵应该把握美好时光，翻开书卷，踏足

进步的阶梯，去追寻人生的意义。

读书点亮心灵
■袁 锋 林 杰

《南梁革命根据地史》

铸就精神高地
■郭伟峰

《南梁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

版社）是全面、详尽记述南梁革命根据地

自创建以来发展历程的历史读本。该书

以南梁革命根据地为研究主题，并将其

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格局

中，以全新视角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全书以翔实

的史料，系统地展现了 1927年至 1937

年间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辉煌

历程和历史功绩，既重视史实的挖掘和

展现，更注重历史表象的研究，对一些重

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总

结了南梁革命根据地丰富的历史经验、

挖掘了南梁精神丰厚的精神内涵。

《走进古田会议》

绽放新时代光芒
■杨 美

《走进古田会议》（人民出版社）是

一本展现古田会议和古田全军政治工

作会议全貌的理论读物。全书一共分

为“点燃星火 风雨建军”“艰辛探索

寻路闽赣”“认识之争 思想碰撞”“成

功起点 伟大丰碑”“星星之火 可以燎

原”“古田会议 永放光芒”六个章节，

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古田会议召开前后

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原则确立的过

程，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创

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脉络，展现了

古田会议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贯彻

执行和丰富发展。该书史料丰富、图

文并茂，着重阐述了古田会议精神的

时代内涵，并介绍了古田全军政治工

作会议的基本情况，展示了在新时代、

新形势下古田会议精神对党和军队建

设的深刻含义，是学习贯彻古田会议

精神的生动教材。

《我与李瑛》

深切的怀念与追思
■周格格

《我与李瑛》（春风文艺出版社）是军

旅作家、诗人胡世宗创作的“文化名人书

系”丛书之一，记录了作者与当代著名诗

人李瑛长达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作者

将几十年中创作的关于李瑛的文章、与

李瑛的往来书信收录其中，并将李瑛的

赠书题记和个人日记中关于李瑛的部分

做了梳理展示，通过对李瑛诗作的品读、

对二人交往轶事的回忆，展现了李瑛的

文学生命历程，表达了作者对良师益友

的崇高敬意与深切怀念。李瑛是长期奋

战在我军文化工作第一线的优秀文化工

作者，代表作有长诗《一月的哀思》《我骄

傲，我是一棵树》、诗集《生命是一片叶

子》《我的中国》等。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在许多人眼中，冬天是枯萎，是干
涸，是冰天雪地的无奈和寂寞。然而，
真正热爱自然的人却不是这样看。在
很多文人墨客的笔下，冬天是纯净的季
节，冬天是冰清玉洁的世界，冬天是透
明美丽的时刻，冬天可以锤炼人的意
志，冬天可以使人清醒，冬天有最温暖、
最深挚的感情回忆与缅怀。毛泽东善
于咏物抒情言志，他对冬天的吟咏更有
别样格调，其立意之高远，意境之优美，
远非一般诗家所能媲美。

雪是大自然给予人间的恩赐，是大
自然的杰作，蕴含天地之灵气。雪落茫
茫，大地焕然一新。在漫长的革命岁月
中，毛泽东戎马倥偬，历尽千辛万苦，词
作中吟咏最多的就是雪天。毛泽东一生
爱雪，对雪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一
代伟人笔下的雪与一般诗家笔下的雪大
不相同，许多诗篇堪称咏雪诗的绝唱。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道：“漫天

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
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
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这是
一幅雄壮的雪里行军图：漫天风雪中，红
旗在翻舞，人马在飞腾，山岳在动摇，刻
画出红军将士高昂的战斗激情及冒雪行
军的雄壮气势。这首词写于 1930 年 2
月，红军越过武夷山进入赣南、经广昌进
军攻打吉安之时。词作激情澎湃，腾挪
跌宕，意涵丰富，构思新奇，波澜无穷，喜
见毛泽东写作此词时那种轻松、愉悦、自
信、豪放的心境。

长征途中红军所遭遇的暴风雪更加
威猛，那种艰苦岁月可想而知。可是，作
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家，毛
泽东的诗作始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和豪迈气概，《七律·长征》中简约的
“更喜岷山千里雪”的“更喜”二字，把“红
军不怕远征难”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得淋
漓尽致。

1935年冬天，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
最后一段行程即将到达陕北，毛泽东登上
岷山峰顶，远望苍茫的昆仑山脉，豪情满
怀，作《念奴娇·昆仑》道：“横空出世，莽昆
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
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
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
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
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
同此凉热。”词作雄浑，气势磅礴，既有对
现实巍峨、雄伟昆仑山的真实描写，又有
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和极度的夸张，并赋
予深刻的象征意义。现实中常年积雪的
昆仑山，在毛泽东的诗词里“飞起玉龙三
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
溢，人或为鱼鳖”，他誓言剑劈昆仑，决心
改造世界、造福人类，实现“太平世界，环
球同此凉热”的崇高理想。

1962年 12月 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
之际作《七律·冬云》道：“雪压冬云白絮
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
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
未足奇。”首联冬云压雪，万花凋零，暗喻
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政治、经济形势；颔
联滚滚寒流，微微暖气所指国际上掀起的
一股反华恶浪和不断高昂的正义之举；颈
联英雄豪杰，虎豹熊罴，一正一邪，隐喻中

国人民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尾联化用中国古典文化中梅花清高、孤洁
的形象，寄托革命浪漫主义的无限壮美情
怀，寓意共产党人坚贞不屈，风骨凛然，而
反动派贪生怕死，不堪一击。诗作成功运
用了比喻、象征、对比的手法，句句写实，
字字隐喻，托物言志，借景抒怀，感情、景
物、哲理融为一体。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再次写到梅
雪。他一反陆游的立意构思，盛赞梅花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
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俏”一“笑”
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骨力遒劲、伟岸
飘逸的艺术神韵。“飞雪”是迎春使者，
是险恶环境，是严峻挑战，是困难局面，
是搏击战场。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

之作，被柳亚子称赞为“才华信美多娇，
看千古词人共折腰”。词曰：“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
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
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
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
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
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千里坚冰封冻，万里
雪花飘扬，山峰绵延像银蛇舞动，高原相
接似白象飞奔。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
山，回忆起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
毛泽东激情澎湃，视通万里，思接千载，
从指点江山到评点人物，一气呵成。词
中所咏之雪不是一般的雪，是特定时期
特定地区的雪；是结束了空前壮举长征，
一连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正欲挥师
东征抗日之际，在中国北方所见的雪；是
诗人融入自己的情怀、抱负、理想、愿景
的雪。全词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雄
健、大气、豪放、磅礴的风格。

毛泽东对雪的反复吟咏，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雪者，纯洁之象
征也，这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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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老作家陈抚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方
志敏》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近
日获得首届方志敏文学奖。我幼时读
过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方志敏是杰
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也是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军事家。陈抚生能以长篇历
史小说的体裁写方志敏，勇气可嘉。

写历史小说，很难。所写主要人物
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最忌胡编乱造，
但在细节和人物塑造上可作符合人物
性格和历史真实的艺术加工，即所谓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它和传记不一
样，必须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
情节和语言，具有艺术感染力。写方志
敏的历史小说，更难。因为，自 1950年
以来，以方志敏为题材的各类文艺作
品、影视、舞台剧很多，佳作纷呈。人民
怀念先烈，不忘初心，有精神需求，必然
对长篇历史小说《方志敏》有更高要求。

作者倾注心血，潜心创作，把方志
敏的人生精华写得淋漓尽致，塑造了一
位有血有肉的方志敏形象。手法别开
生面，与众不同，有独到之处。

首先是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全书
104章，60万字。第 1至 21章，写方志敏
出生、求学、入团、入党，也写了国民革

命、农民运动。第 22章至 90章，是重头
戏。从方志敏潜回弋阳，发动弋横大暴
动，直至闽浙赣苏区的鼎盛时期。这部
分内容，正是当前创作的短板。作者所
写时空跨度长达 7年之久，涉及闽浙赣
皖 4省 72县，为读者呈现一幅波澜壮阔
史诗般的历史画卷。第 91章至 97章，
写方志敏率军北上兵败被俘。第 98章
至 102章，写方志敏狱中斗争、狱中文稿
的写作和传送、英勇就义。第 103 和
104两章，写方志敏永垂青史的深远影
响。

其次，在闽浙赣众多英雄群像中，
突显一位英俊潇洒、魅力四射、个性鲜
明、才华横溢、真实可信的方志敏，是本
书的最大特色。全书历史人物 500 余
名。与方志敏心灵相通的毛泽东、彭
湃，闽浙赣的主要领导邵式平、黄道等，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粟裕、刘畴西等，都
全景式出现。江西早期先烈的形象也
都跃然纸上。

第三，善于通过细节表现人物，是
本书一大特点。1919年高小毕业前夕，
20岁的热血青年方志敏声援五四运动、
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后睡中入梦，梦见了
“可爱的中国”遭受恶魔欺凌，梦醒后去
学校揭晓处（即布告栏）写下一张告示：
我方志敏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
国独立解放而奋斗！在第 5章“夜做救
国梦”中作者予以深情刻画：“以后的岁
月，方志敏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这句

誓言。”这句话，可谓画龙点睛。
第四，把现有资料进行组合，用跌

宕起伏的情节展开历史，是本书的亮
点。中央派来名将周建屏支援闽浙赣，
团林之战后接任江西红军独立团团长，
方志敏整军。本书第 43 章团林之战，
作者以此演绎出一段一波三折的故事，
周建屏临战不惊，匡龙海骄傲自满，初
创红军纪律不严，方志敏言传身教，潘
骥浪子回头，众战士大受教育，掀起练
兵热潮，紧接着就来了个秧畈大捷。故
事引人入胜，读者顺着线索往下走，渐
入佳境。

方志敏是秀才，没有多少军事工作
经验，但他奇迹般地创建了两支红军队
伍。方志敏搞土改，地主、富农只要不
反对苏维埃，也分田，把他们改造成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方志敏建兵工厂、被
服厂、硝盐厂、造纸厂，办银行……全书
每个节点都用一件中心事，人物围绕这
件事活动，很有看头。读者身临其境的
感受尤其强烈。

第五，全书真实感人，地方色彩、风
土人情浓厚，史料经得起推敲。陈抚生
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当年，他的挚友何
贤恕赠给他一本自己参与编辑的《方志
敏文集》，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很
珍贵。此后，陈抚生不断自费收集了大
量历史资料，采访了许多相关专家和烈
士后代，到 2013年，他又自费到上饶、弋
阳、横峰等地革命遗址采访，主动邀请

方志敏研究专家陈家鹦为第二作者，在
史料上把关。

第六，作者讴歌方志敏，秉笔直书，
实事求是，手法创新，效果很好。比如，
小说写到方志敏坚决服从中央，尊重中
央领导。中央及省委派来的干部，他真
诚相待，热诚欢迎，团结共事。唐在刚、
万永诚、聂洪钧、关英等同志，合作得都
很好，都很支持方志敏。即使是曾洪
易，方志敏也尊重他中央代表的身份。
只是在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上，坚决与之
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中央调红十军入
中央苏区作战的关键时刻，方志敏如定
海神针，坚决服从中央命令，排除曾洪
易的干扰破坏，临时亲任红十军政委，
做通官兵工作，派邵式平、周建屏、方志
纯随军远征，冒鹅毛大雪，亲送红十军
将士过信江。中央指令各苏区上交经
费，方志敏更是身体力行，想方设法克
服一切困难，几年里送黄金千两、银圆
数万至中央。方志敏的忠诚担当首先
为毛泽东赞赏，党中央其他领导也逐步
理解认识了方志敏。1933 年，中央决
定，任命方志敏为中共闽浙赣省委书
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1934 年 1 月，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增选方志敏为
中共中央委员。这些史实和写法，在描
写方志敏的文学作品中极其罕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蹉跎岁

月》《家教》等）

在红色沃土中精耕细作
——长篇历史小说《方志敏》读后

■叶 辛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名家荐书

书海风景的最佳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