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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报告文学作家高建国撰写的长
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作家出版社），
是一部充满深情、真实感人的力作。掩
卷沉思，深感用灵魂书写的文字，才是直
抵人心的文字；用激情书写的文字，才是
荡涤心灵的文字；用泪水书写的文字，才
是感人至深的文字。在该书中，作者以
朴实凝重的笔触，用横跨时空的历史长
镜头，忠实还原了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
雨历程，把焦裕禄那颗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完美地呈现在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面前。

一部作品的主题决定这部作品的
价值。《大河初心》一书的副标题“焦裕
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就是作者着墨

最集中的主题。大河，指的是代表着中
华民族沧桑历史的黄河；初心，是指通
过兰考这片大地折射出的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 1
年多，虽然他已经是肝病晚期，但他在
默默与病魔抗争同时，全身心投入除
“三害”斗争。去世前 1个多月，经兰考
县委领导苦苦相劝，他才去开封医院查
病。临终前，他向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
是，死后希望组织上把自己运回兰考，
埋在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
好。

焦裕禄只活了 42岁，像一颗璀璨的
流星划过夜空，照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世界。他用短暂的生命，忠诚诠释
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人民
捧出了一颗炽热的初心。焦裕禄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在平调到尉
氏县工作、仍无条件服从的考验中砥砺
出来的；是在主政尉氏县 5个月、开封地
委再次报请河南省委任命他为兰考县
委第一书记结果批准他为第二书记的
考验中砥砺出来的；是在兰考工作 1年
后才成为县委书记的考验中砥砺出来
的；是在与兰考人民同甘共苦、战天斗
地的壮举中砥砺出来的；是在肝痛得厉
害只能弯腰推着自行车下乡的壮举中
砥砺出来的。焦裕禄的初心，是行胜于
言的写照，通过言行一致、知行统一显
示出来，通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体现
出来。

焦裕禄去世 20多年后，他的儿子焦
跃进担任兰考县东坝头乡党委书记，秉
持“父亲的任务是帮助百姓治穷，我的

任务是帮助百姓致富”的理念，立下“不
尽心竭力为父老乡亲谋福祉，怎能对得
起天地良心”的宏愿，延续和践行父亲
的初心。

一部精彩的报告文学是从扎实采访
中得来的。在这部书中，处处可见作者
扎实的采访功力。本书忠实记录了焦裕
禄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始终保持
一颗绝对纯粹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
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诸多细节。比如，他亲笔起草并带头践
行党员“干部十不准”，看戏不坐前三排，
得知儿子“看白戏”，掏出钱让他第二天
送到戏院。他辞世前最后一次回老家探
亲苦无路费，不得不筹借，返回后节衣缩
食抓紧返还。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强烈的
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他临终前
留下遗言：我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没实
现兰考人民的期望，对不起党，对不起兰
考人民。焦裕禄迁葬兰考后的第一个清
明节，上万群众赶到他的墓地祭奠。

1966 年，穆青、冯健、周原点燃了
“为天地立心”的创作之火，共同撰写
了那篇独领风骚的新闻作品《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深深感召了几
代中国人。焦裕禄的故事，几代共产党
人都从中得到初心的滋养。兰考县几
位七八十岁的老农，结伴到北京，来到
穆青办公室对他写作焦裕禄表达纯朴
的感激之情。

本书最为可贵的是，作者写出了焦
裕禄的精神成长和他的精神在新时代的
价值。该书再一次彰显出焦裕禄精神的
永恒魅力，这个魅力就在于焦裕禄“心中

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在于
他冒着风雪登门看望一位卧病在床的老
大爷，喊出了“我是您的儿子”这句震撼
心灵的至理名言。

这是一本令人思考、催人奋进的文
学作品。通读该书，深深感悟到初心易
得，始终难守。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
好，最难得的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
经风雨而本色依旧。焦裕禄精神赋予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精神力量。
回望历史，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9年的光
辉历程，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人民始
终不忘焦裕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不忘初心。

新中国成立 60周年时，焦裕禄被评
为“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时，焦裕禄被表
彰为“最美奋斗者”，同一年在国庆游行
队伍中，焦裕禄形象出现在“不忘初心”
方阵彩车上。明年是建党 100周年，我
们党即将开启新的 100年的光辉历史。
唯有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有了焦
裕禄精神的接力，我们党才会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带领千军万马，走过万水千山。面对新
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初心的召唤，像黄
河发出的震撼世界的声音，向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传递了振聋发聩的呼唤。我
相信广大读者一定能从书中汲取巨大的
精神力量，以“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的豪迈之情，以“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慷慨之志，完
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接力。

共产党人的精神颂歌
—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

■贵 胜

说起故乡，总让人怦然心动，不由
联想到那些熟悉的风景：一片庄稼、一
条小河、一座老宅、一缕炊烟……

近日，读张同道主编的纪录片脚本
《文学的故乡访谈录》（中国广播影视出
版社），不仅让我们领略了 6位茅盾文
学奖获得者现实故乡的风景，还让我们
看到了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
迟子建、毕飞宇分别在作品中塑造的
“高密东北乡”“商州乡村”“延津世
界”“嘉绒藏区”“冰雪北国”“苏北水
乡”，这既是文学的故乡，也是精神和
美学的故乡。沉浸在这样优美怡人的风
景中，让人流连忘返。

高密东北乡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而声名远播。那片生养他的土地
如今种上了大片的红高粱，不但成为
风景旅游区，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而且“高密东北乡”也成为一种文化
现象。莫言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时代，他 21岁才离开农村，儿时的经
历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他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
等优秀作品。莫言在小说中写的高密
东北乡是文学的虚构，是他把现实的
故乡转化为了文学的故乡，就此成为
他创作的一道母题。

以秦岭为背景进行创作的贾平凹
和莫言有着相似的经历，年幼时缺衣
少食，受苦挨饿。家庭的原因和命运
的安排，让他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道
路。即便这样，他的写作道路也并非
一帆风顺，投出去的稿件源源不断地
被退回来，他就把这些退稿信贴到墙
上来激励自己。他意识到，他最熟
悉、最难割舍的就是故乡。于是，他
调整写作方向，以秦岭为背景进行创
作并发表了《商州初录》，当时获得了
文学界的好评。后来，贾平凹又写出
了 《秦腔》《古炉》 等很有影响的作
品，将他的商州乡村拓展到更广阔的
文学空间。

出生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
河市北极村的女作家迟子建，以她的
故乡为创作背景，用她深情的文字为
广大读者构筑起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
景——冰雪北国。如 《逝川》 中对渔
民捕鱼生活场景的逼真描写，以及她
在小说中刻画的吉喜、接生婆等人物
形象，皆源于她对故乡的熟悉。生活
的积淀让她厚积薄发，《额尔古纳河右
岸》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给我们
带来不一样的故乡风景。

此外，像刘震云、阿来、毕飞
宇，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
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际遇，但他们
的成长无不打上了自己故乡的烙印。
而在文学创作上，他们都能从各自的
故乡出发，在自己的精神王国里书写

他们心中的故乡，从而为文学创造了
陌生而独特的风景。

通过阅读 《文学的故乡访谈录》，
我们不难发现，作家的成长和他们的
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庄稼
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他们也
像马尔克斯写马贡多镇那样，在自己
故乡的基础上成功地塑造出各自的文
学故乡。这也启示中国作家，在文学
创作上，要把根深扎在故乡的泥土
里，只有贴着土地才能听到庄稼拔节
的声音，只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
贴近时代，才能写好中国故事，为世
界文学百花园增添一道道具有中国特
色的故乡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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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读中国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是作者冯敏飞的历史系列随笔新作。

作品在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

慧的总结方面，做了较为独到的探索；创

制的《中国历史兴衰一览图》用简洁的线

条与相关手绘历史人物画像，直观地描绘

出秦朝至清末的历史。本书用现代的视

角、史学的态度、文学的表达来讲述历史，

让读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对中国数千

年之兴衰迭起形成大致清晰的印象。

《智读中国史》

总结历史智慧

■孟海涛

由人民日报理论部编写的《讲中国

故事 说制度优势》一书，近日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中国制度的13

个方面显著优势入手，对我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及其优势进行了权威准

确、生动具体的分析。该书既有理论阐

释又有实践案例，既讲制度知识又探讨

制度运用，而且每章都配有中国故事、编

辑点评、知识链接、延伸阅读等，对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了解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有所助益。

《讲中国故事 说制度优势》

穿越风雨的底气

■姬鹏飞

在文学爱好者眼里，苏东坡是一

座高山，更是一片星河，在历史长河

中璀璨生辉。近日，品读作家余秋雨

所写散文《苏东坡突围》，深感能在阅

读中与苏东坡相遇是件幸事。

于漩涡中成熟，从困顿中突围。

余秋雨先生笔下的苏东坡形象跃然纸

上，好似就在我们身边。苏东坡年纪

轻轻便考取功名，名扬天下，可之后

他的人生之路却颇多坎坷。他出汴

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

州。苏东坡身处逆境，当然会苦闷、

失落。在黄州，他曾写道，“平生亲

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自幸庶几免矣”。这样的人生际遇岂是

“凄凄惨惨戚戚”所能形容的。可苏东

坡总能从沉闷失意中释然，从枷锁桎

梏中释放。困境并不能阻挠他拥有一

颗热爱生活的心。他遍游山河、广交

好友、精进书画，在困顿中找寻心中

舟楫的压舱石。

必仕则忘其身。苏东坡无论身处

高位或者低职，都在为百姓干实事。

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僚中显得尤为可贵。

在杭州，他疏浚西湖、积淤为堤；在密

州，他率领军民抗洪救灾……当百姓

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直言劝谏废除

新法。他并没有自傲于词作的高超，

而是为民办了一些实事。或许苏东坡

的官职不高权势不重，但他坚守了自

己的道德情操。

德不孤，必有邻。余秋雨书中评

价苏东坡：“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

谷白云。”苏东坡待人接物的哲学是：

知世故而不世故。对待弹劾自己的王

安石他没有恶语相向，而是相逢一笑

泯恩仇；对待骨肉兄弟更是“与君今

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和妻子

阴阳相别，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的感人肺腑之言。

他待人接物向来洒脱，至性至纯。他

的友人众多，有的稳重严肃，有的寄

情山水，苏东坡用他似水的方式将不

同人的锋芒柔和。遇到苏东坡，尖利

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水流汇成了

湖。

“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

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

峡阻隔、素昧平生。”余秋雨在书中写

道。对于军人而言，在军旅生涯和苏

东坡相遇，也能为自己的人生赋予更

多意义。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

乡。”军人驰骋沙场、风餐露宿，有的

常年驻守塞外边疆。一家不圆只图万

家圆，身处异乡，同样心也安放在异

乡；面对艰苦的环境和训练，要拿出

苏东坡“鬓微霜，又何妨”的豪情壮

志，拿出笑对困难的豁达，这才是军

人的态度；无论何种岗位，都守住好

兵之初心，给自己一双澄澈的双眼，

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守护好

身后的人民、守住脚下的国土。苏东

坡的德柔化锋芒，对于读者也有借鉴

意义，有品德既是要求也是准则，要

始终保持赤诚的心，修炼内心的“桃

花源”。

品味苏东坡的人生，铭心难忘。

在高山上眺望星河
■龚 洋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收获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视觉阅读·东吾洋之晨

郑德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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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

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

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中的这首诗，翻译成白话
文就是：

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战袍。
君王发兵去作战，修整我那戈与矛，与
你共同对敌！

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内衣。
君王发兵去作战，修整我那矛与戟，与
你一起出发！

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战裙。
君王发兵去作战，修整甲胄与兵器，与
你一起前进！

秦国地处陕甘一带，经常受到外族
侵犯，百姓也深受其害。这首诗反映了
古代人民参加正义的卫国战争的思想感
情。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团结一致，
并肩战斗，表现出同仇敌忾、同生共死
的战斗友谊。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世代代华
夏儿女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祖
国、对民族的热爱。《诗经》中的这首
《秦风·无衣》表现出军人身上特有的
忠诚与坚定、血性与豪迈、深情与友
爱，千百年来一直为读者所称颂，成为
战争诗中的经典之作。

全诗共三章。每章前两句，均以
“岂曰无衣”设问。所谓“无衣”，是指
当时战争条件艰苦，军需物资无法齐
备。但是，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愿与你“同袍”“同泽”“同裳”！随
着衣物的递进，战友之间那种情同手足
的深情厚谊也在不断绵延、生长。

每章的第四句，“修我戈矛”“修我
矛戟”“修我甲兵”，字字句句都洋溢着
慷慨赴敌、舍我其谁的战斗豪情。有学
者认为，这一时期主要实行“兵农合
一”的民军制，百姓平时务农，战时为
兵。所以当君王发兵命令一下，战士们
便赶紧整修武器、磨兵砺刃，整装待
发，无半点畏难惧战情绪。掩卷遐思，
渴望上战场保家卫国、杀敌建功的战士
们摩拳擦掌、积极备战、一呼百应的沸
腾场面，如在眼前。

每章的最后一句，“与子同仇”“与
子偕作”“与子偕行”，则表达与战友一
道从军、团结一心、誓死保卫疆土的豪
迈之情。“师克在和，不在众。”兵临城
下之际，热血男儿集合在军旗下，相约
团结友爱、协同作战、慷慨赴敌，这是
对“师克在和”最生动的诠释，有兵如
此，何敌不克！

全诗回环反复，格调慷慨激昂、健
朗乐观。品读这首诗，如同进行了一次
神圣的精神洗礼。它既是一首勇士的壮
歌，又是一首战友情的颂歌，更是一首
血性军魂的赞歌。千百年来，诗中火一
般燃烧着的战斗激情，“与子同袍”的
战友深情，誓死捍卫疆土的家国情怀，
至今仍如奔流不息的江河感染着读者。
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要不断地从
诗词等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转化
为战斗激情，凝聚成血性胆魄。

同仇敌忾的战歌
■张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