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8长 征 副 刊 责任编辑/张书恒 实习编辑/耿语轩 8E-mail:micaishuwu81@163.com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１日 星期六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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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雪山下的小镇 钞飞航摄

人类从农耕文明的历史深处走来，

曾经落后的生产力使得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的

“相依为命”让马这一忠诚骁勇的动物

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征战以及娱乐竞

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在中

国人的心目中，马是勇敢、忠贞精神的

象征，马就是行走在大地上的“龙”。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诗词中，涉及马

的诗词歌赋可谓不少，而且还多以赞美

为主。杜甫诗《房兵曹胡马》便是其中

颇具代表性的一首：“胡马大宛名，锋棱

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

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这是杜甫写的一首五言

律诗。诗人用传神之笔描绘了一匹神

清骨峻、驰骋万里的“胡马”，借此期望

房兵曹（“兵曹”是古代官名，“房兵曹”

即为房姓兵曹参军）为国建立功业。诗

人借马抒怀，更是自己壮志豪情的宣泄

与表达。此诗将状物与抒情结合得自

然流畅，写马的同时也在写人，写人又

没有离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

活的灵魂，人的精神使马的形象更加鲜

活；另一方面，写人又汲取了马的优良

品 格 ，人 的 情 志 也 有 了 更 为 丰 满 的 表

现。这首咏物诗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

之外，全诗既写出了骏马“万里可横行”

的气概和品格，又通过写马表达了作者

的胸襟与抱负。杜甫的这首诗堪称咏

马诗文中的上乘之作。难怪明代学者

唐汝询在《汇编唐诗十集》中给予了“咏

物诗最雄浑者”的评价。

赞誉马的精神、以马抒发宏远之志

的诗作不仅仅上述一首。曹操的诗作

《龟虽寿》中“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壮心不已”，同样是以马抒发热血

情怀的经典诗句。诗词原意是，已经老

矣的良马虽然卧伏在马厩里，但仍然期

盼驰骋大地、奔腾千里。曹操以老马比

喻 自 己 年 岁 虽 大 ，依 然 保 持 着 旺 盛 热

情，不懈奋斗进取的精神状态。

古诗词中赞马、颂马的篇什还有很

多，诸如李白笔下的“骏马似风飙，鸣鞭

出渭桥”“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辛

弃疾形容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

弦惊”等，都是颂扬马的精神、崇尚马的

品格、夸赞马的速度的名篇佳作。

古往今来，为戍边御敌，保家卫国，

多少热血男儿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无

数壮士豪杰盘马弯弓，驰骋疆场。纵然

不能马到成功，高歌凯旋，亦无悔血染

沙场，马革裹尸。足见马于战争文学词

汇的不可或缺，众多的古代边塞诗更是

离不开对马的描写和引用。

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中的“射

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诗句，形象生动

地说明了战马对于军队战斗力的重要

意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来。”诗人陆游写这首诗时，正是南宋王

朝风雨飘摇之时，诗人虽年老多病、“僵

卧孤村”，睡梦里依然期待实现金戈铁

马、驰骋中原的报国之志；“葡萄美酒夜

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描写的是正要

举杯痛饮葡萄美酒的官兵听到了那铮

铮琵琶声声响起，好似催人在听到战斗

号令时奋起，策马沙场。这是王翰以豪

迈旷达之笔表现边塞军旅紧张战斗生

活的真实写照；“想当年，金戈铁马，气

吞万里如虎。”是辛弃疾在任镇江知府

期间，抚今追昔、怀古忧世、反讽南宋朝

廷偏安苟且、叹息自身报国无门的无奈

感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王昌龄这两句诗反映了士兵们跟

随有能力的将领打败敌军的热切期望；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是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鞍马风尘、风雪

漫天的边塞对即将启程回京友人所流

露的惜别之情。岑参的另一首边塞诗

《逢入京使》中“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

传语报平安”诗句，则把作者西行边塞

途中马背之上肝肠寸断的思乡之情表

达得淋漓尽致；“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

马革裹尸还。”是徐锡麟为誓灭清王朝

统 治 者 而 甘 愿 舍 身 捐 躯 的 悲 壮 抒 发 。

可见，在冷兵器时代，“血染的江山”有

一半是马儿的功劳，难怪自古以来就有

“马背上的江山”之说。

除了在烽火硝烟战场上的特殊作

用之外，马作为古代人们最为常用、也

最为快捷的一种交通工具，在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均能看到它的身影。

当年孟郊在两次进士考试落第之后

金榜题名，狂喜之中写下了《登科后》，诗

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便 是 他 心 花 怒 放 、洋 洋 自 得 的 生 动 写

照。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诗人神采

飞扬，策马扬鞭，不但感到春风拂面，就

连自己的骏马也四蹄生风了。偌大一座

春花烂漫的长安城被他一日看尽，这其

中无疑有“马蹄疾”的功劳。同样是春日

骑马踏春赏景，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

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的诗句，抒发了作者早春游湖的喜悦和

对钱塘湖风景的喜爱，表达了盎然春意

之下诗人骑马游玩的惬意与愉悦。

马是一种较早被人驯养、且非常通

晓人性的动物。当年西楚霸王项羽战败

垓下，乌江自刎。那匹与项羽一起冲锋

陷阵多年、号称天下第一骏马的坐骑乌

骓因多日不见主人，亦跳江殉主。诗人

李白《送友人》诗中“挥手自兹去，萧萧班

马鸣”，就是对马通晓人性的描写。诗人

与友人在马上挥手作别，二人渐行渐远，

还能听到充满惜别之意的萧萧马鸣。

涉及马的古诗词中有一首带有千

古警示意味的，就是杜牧的咏史诗《过

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

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咏史诗充满

了鲜明而又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形

象地揭露了统治者为讨宠妃的欢心，不

惜兴师动众，数千里之外动用飞骑接力

为宠妃送荔枝，致使很多驿马倒毙于途

中 ，成 为 封 建 统 治 者 荒 淫 生 活 的 牺 牲

品。诗词有力地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

的骄奢淫逸，揭示了“安史之乱”的祸

根。诗的前两句为背景铺垫，后两句推

出描写的主体，揭示诗歌主旨。“一骑红

尘”和“妃子笑”两个具体形象的并列推

出启人思索，留有悬念。“无人知”却发

人深省，耐人寻味。

总之，人类的一部发展史与马息息

相关、密不可分。让我们走进古诗词之

中，在诵读经典的过程中去找寻奋发向

上的龙马精神，去感悟一马当先、万马

奔腾的磅礴气势，去追逐风驰电掣的千

里马速度，进而努力实现马到成功的人

生奋斗目标。

忠 诚 骁 勇 任 驰 骋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马

■王争亚

从革命火种的播撒到抗击侵略的英

雄壮歌，蒙山沂水间铸就了伟大的沂蒙

精神。

继《延安答卷》之后，生于沂蒙、长

于沂蒙的作家厉彦林又以一部厚重的

《沂蒙壮歌》（山东文艺出版社），书写了

新时代的沂蒙精神。作品用散点透视

的视角，全景式展现沂蒙革命老区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的宏大历程，同时嵌入

了沂蒙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从

革命战争年代到乡村振兴，对沂蒙精神

在内涵的延展、红色血脉的延续、时代

价值的取向几个方面，均做了详细的梳

理与真切的呈现，创作了一部弘扬沂蒙

精神、发展沂蒙精神、提振沂蒙精神的

精品力作。

仔细捧读《沂蒙壮歌》，感觉有以下

几个特点：

其一，紧扣时代脉搏。作家立足“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一伟大历史性命

题，展现了沂蒙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党建

引领、不忘初心、勇于奉献、敢于实践的

精神风貌，奠定了立意与主题抒写的大

基调，展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价值

与地位，以及党群同心、血脉相连的依存

关系。

其二，采访深入扎实。作家走进乡

村田野，踏遍故乡青山绿水，以大量的人

物采访及资料查阅，让笔触从红军到红

嫂，从老党员到年轻干部，从重要领导到

普通群众，一个个形象鲜明、个性突出。

作品以独特视角，亲和、自然、贴切地叙

述他们的命运和故事，既有作家从里至

外的真诚与坦诚，也有字里行间的感动

与思索。

其三，情感饱满热烈。厉彦林对生

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沉的

爱。当他拿起笔来抒写这片土地时，笔

端倾注了全部的真情、热情与激情。因

此，所有文字都有着恒久的温度和诗意

的抒发；所有的情节都感情饱满、动人心

弦 ，更 不 乏 一 个 个 令 人 热 泪 盈 眶 的 篇

章。捧读作品，仿佛在与作家的心灵进

行近距离对话，听得见“嘭嘭”的心跳，望

得见满眼的泪花。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

感染力。

其 四 ，手 法 匠 心 独 运 。 厉 彦 林 处

理素材的能力让人感佩。写这部作品

如 同 拍 摄 纪 录 片 ，之 前 获 取 了 数 以 万

计 的 素 材 ，如 何 使 用 则 是 体 现 作 家 能

力 水 平 的 关 键 。 厉 彦 林 独 具 慧 眼 ，在

浩 如 烟 海 的 原 始 素 材 中 挑 金 拣 玉 ，然

后构筑起一座光芒四射的大厦。我们

进 入 这 座 大 厦 就 会 发 现 ，作 品 是 那 样

的匠心独运。他将沂蒙精神交汇在历

史 与 现 实 之 间 ，让 大 量 细 节 与 生 动 事

例 交 织 ，让 描 写 、抒 情 、议 论 相 生 相

发 。 作 品 谋 篇 布 局 丰 满 充 盈 ，内 容 行

云流水，令人叹服。

其五，注重经验总结。作者的这样

一部用心之作，它的价值不单是文学本

身的意义，还有作家通过对沂蒙老区乡

村振兴探索与开拓理念的挖掘，以及对

新时代乡村振兴机制的有机凝练与概

括，为今后探索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也为后来者提供

了发展的模板与蓝图。

其六，着眼精神传承。伟大的沂蒙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沂蒙人民经

过长久的锻造与锤炼产生的，它需要不

断地赓续与提振。厉彦林的这部《沂蒙

壮歌》承载了这样一项重要任务。作家

在文本叙述中进行了自觉的阐发，通过

大量人物的成长经历、思想意识的转变

与升华，让沂蒙精神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与时代感。沂蒙人民创造的辉煌昨天与

今天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成就相互呼

应，闪烁着耀眼光芒。

《沂蒙壮歌》是一曲雄浑、昂扬、奋

进、激荡人心的壮歌，是从八百里沂蒙大

地谱写出来的主旋律，是新时代、新内

涵、新特征的高音部，是宣传新时代沂蒙

精神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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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

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一部表现农村土地改革的

经典作品，一经出版即在当时延安解放

区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作品还获

得 1951 年度斯大林文学奖。这部作品

是 毛 泽 东《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发表后的一次成功创作实践，反映

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

运动，生动描绘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

下与封建地主阶级进行尖锐复杂斗争

的历史画卷。

《暴 风 骤 雨》分 为 上 下 两 部 ，以

1946 年至 1947 年间东北土地改革为背

景。第一部主要讲述了土改工作队开

进 松 花 江 畔 的 元 茂 屯 ，组 织 广 大 贫 苦

农 民 与 恶 霸 地 主 斗 争 ，进 行 土 地 改 革

的故事。第二部描述的是土改运动的

深 入 过 程 。 作 品 以 宏 大 的 历 史 叙 事 、

磅礴的革命气势、鲜明的民族特色、血

肉 丰 满 的 人 物 形 象 ，描 绘 了 土 地 改 革

这 场 波 澜 壮 阔 的 革 命 斗 争 画 卷 ，具 有

鲜 明 的 时 代 特 色 和 浓 郁 的 生 活 气 息 。

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活的农民形

象，如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等。这

些 人 物 形 象 都 是 深 受 压 迫 的 贫 苦 农

民，通过对他们的描绘，再现了土地改

革 这 一 特 定 历 史 时 期 广 大 农 民 的 觉

醒、抗争与成长过程。

上卷的主要人物赵玉林是元茂屯

觉醒的新型农民形象。他爱憎分明、舍

生忘死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赵玉林深受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

削，但他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阶级

压迫和剥削面前宁折不弯。小说描绘

了他由一个深藏阶级仇恨的普通农民，

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最后成为忠于革命

的先进战士的人生历程，直至他为革命

牺牲。赵玉林这个人物形象是在无产

阶级教育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农民

代表，展现了翻身农民的全新面貌。

郭全海是下卷的主要人物，他是个

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在

旧社会受尽压迫和磨难，决定了他革命

的彻底性。郭全海作为继承赵玉林未

竟事业的主要人物，他的性格也在下卷

中得到完善。作品对郭全海的描写典

型生动，细致刻画了他的独特性格和精

神面貌：“活捉韩老五”表现了他的精明

能干；“分马”表现了他善于组织群众，

正确处理矛盾的工作才能；“参军”表现

了他较高的思想觉悟。这些都体现了

他优秀的品质。

作品还塑造了一批真实感人的农

村 女 性 形 象 ，生 动 描 绘 了 老 中 青 三 代

农村女性的觉醒、转变和成长过程，使

读 者 从 不 同 视 角 感 触 中 国 农 村 的 变

化。作品中的田老太太是老一代农村

进 步 女 性 的 形 象 ，作 者 对 她 虽 着 墨 不

多 ，却 写 得 准 确 而 又 深 刻 。 这 位 饱 经

风霜的贫苦老人受尽了地主韩老六的

欺压、凌辱，心爱的女儿被活活逼死，

悲惨的命运让老人对黑暗的旧社会无

比 憎 恨 ，同 时 也 激 起 了 她 对 新 生 活 的

向往和渴求。

赵大嫂是一个中年农村女性，在土

改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逐渐成长为

具有高度觉悟的新女性，作品突出了她

屈 己 为 人 、温 柔 善 良 、大 公 无 私 的 性

格。刘桂兰是个年轻农村女性，机敏勇

敢、精明强干、活泼开朗构成她独特的

性格，更体现了时代精神。作品中这些

真实感人的女性形象富有极强的艺术

魅力，使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加突出，也

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村女性在时代风

云中的精神面貌。

《暴风骤雨》以恢宏的气势绘制了

中国农村彻底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统

治这一伟大变革的历史画卷，是中国土

地改革政策的图解，也由此奠定了其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

一部描写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

书”，对土改的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解答，

对广大读者了解历史，走进历史具有重

要的意义。

土地改革的历史画卷
■张 炜 宗旭阳

兵书，乃古人论述兵法之书，后用作

军事著作的通称。在数千年的战争实践

中，历代兵家贤哲对“国之大事”慎思之，

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兵学著述。

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兵书文化是一座

巨大的思想宝库。中国有《六韬》《三略》

《孙子兵法》等；外国有《战争论》《制空权》

《五轮书》……这些兵书，内容博大精深，

逻辑缜密严谨，反映了人类对军事活动及

其规律的理性认识，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方

式、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卓越的战争智慧，

是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中国自古为兵学昌盛之国，兵书源

远流长。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原

书早已亡佚，从其存留在《左传》《孙子兵

法》等古籍中的部分佚文看，内容涉及战

争规律和作战指导原则，应视为早期的

兵书。春秋战国频繁的争霸兼并战争，

一方面为兵学发展准备了丰富的素材，

另一方面激发了对军事问题的重视和研

究，兵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走上历史

舞台，在与诸子竞相研兵、互相辩难的过

程中，大量兵书应运而生。汉初张良、韩

信整理兵法，共得 182 家，从中选定 35

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战国兵书。

被奉为“百世谈兵之祖”“兵学圣典”

的《孙子兵法》，现存最早的该书注文出

自军事家曹操之手，他盛赞：“吾观兵书

战策多矣，孙武所着深矣！”自古以来，每

一次军事理论的创新都催生和促进了军

事实践的重大变革。《孙子兵法》的诞生

改变了春秋以前重礼信、轻诡诈为主要

特征的战争理念，提出了“道天地将法”

的制胜理论。战国时期出现的《六韬》

《尉缭子》等军事著作，引发了对世卿世

禄制度、选将用将方式、募兵制度以及步

兵、骑兵作战样式等一系列军事变革的

思考，明确指出“达于道”是制胜的最高

境界。“知彼知己，兵家大要”，兵书如此

论述“胜者思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

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

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是我国古

代军事思想中论述将帅素质最早和最为全

面的理论观点。《吴子·论将》亦称：“夫总文

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

为将者，还应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

是保，而利合于主”的“将德”，以及“不可以

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见

利不贪，见美不淫”等“将控之能”，尔后才

能履行“辅主、保境、安民”的使命。

熟读兵书百卷，韬略生焉。遍翻史

料，几乎都有描写“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

兵”的主人公晨练宝剑、夜读兵书的情景：

或居庙堂之内、或驻虎帐之中，或伏案、或

抚髯、或秉烛，沉潜卷卷兵书。诸葛亮自

幼熟稔兵书、智超前贤、神机妙算、“锦囊”

藏身，被后世尊称“诸葛武侯”。抗倭英雄

戚继光行军作战不离兵书，善于研习先辈

治军思想，在实践中总结出《纪效新书》

《练兵实纪》等著述，为历代兵家所倚重。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

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军

人生来为打仗，腹有兵书气自雄。人在

军旅，最美的阅读是谈兵论战，最潇洒的

样子是披甲执锐。从兵书中探寻制胜密

码，摧锋于正锐就添一分把握，拼杀于疆

场就多一分胜算。

腹有兵书气自雄
■褚振江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

是一部图文并茂的简明百年党史，也是

一部涵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丰富生动的教科书。

作者结合党的重要文献，讲述了一个个

重大党史事件，串联起中国共产党、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既全面反

映党的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

史，又着重讲述时代英雄和普通人物的

感人故事，使广大读者从中感悟百年大

党的风华正茂。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感悟百年大党
■晋 蒙

《百年党史关键词》（人民日报出版

社）一书，从党的百年历史中精选出一百

个关键词，结合有重大意义的政策、方针

进行论述与解读。本书以小见大，既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也是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学习辅导，可

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继承和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自觉性，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

《百年党史关键词》

掌握精神密钥
■张亚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