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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丰收时节

李 凯摄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2021 年 3 月，解放军出版社再版发

行《志愿军一日》，作为军队出版单位配

合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份献礼。这是一

部由志愿军官兵集体撰写的回忆录，真

实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役战斗、

英雄人物、战地生活等内容。全书共四

卷，130 多万字，共收录 420 多篇文章和

20 幅油画及摄影作品。本次再版，距

195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第一版

已逾 65 年。如今将其再版，究竟有何意

义？笔者有幸参与了本书的再版工作，

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志愿军一日》是经得起时间检验

的经典作品，其再版次数之多便是有力

的证明，岁月的变迁未能使其褪色，却

更凸显其价值。1956 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初版后不到两年便销售一空，1958 年

再版，2000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三次

再版，本次再版是其第四版。《志愿军一

日》是影响深远的红色经典。2009 年，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图书商报联

合推出新中国 60 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600 本书”，其中“红色经典”类图书介绍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红色

经典图书，《志愿军一日》赫然在列。书

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真实鲜活的战

斗细节，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小说、戏剧、

影视等文艺创作借鉴的素材，不少作品

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影响和教育了共和

国几代人，至今仍是学习研究抗美援朝

战史、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

从历史角度考察，《志愿军一日》客

观记录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史实准

确，是学习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的重要

文献，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亵渎

英雄言论的有力武器。本书的作者为

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官兵，他

们笔下所写均为亲历亲闻亲见的真人

真事，所记录的历史也最大限度地保留

和还原了历史现场。历史学家郭沫若

在《序〈志愿军一日〉》中评价“《志愿军

一日》真真是无愧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有

血有肉的战史”。

该书的书名虽为《志愿军一日》，但

书中所收录每篇文章的内容并不局限

于只写一天内发生的事，而是反映了志

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多个侧面，所

有 的 文 章 汇 在 一 起 就 是 一 部 真 实 、生

动、鲜活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反映了从

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历经五次战役直

到“地下兵城”及迫使敌人在停战协定

上签字的整个过程。本书反映了不少

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细节，内容涵盖战

役战斗、战地生活、英雄人物等，弥补了

史料记载的不足。如《我们的出国第一

战》《守卫上甘岭》等篇目，反映了战斗

的详细过程；《一个苹果》则表现了志愿

军官兵之间纯真友爱的质朴情感。有

些篇目如《黄继光献身的一刻》《我的战

友邱少云》《松骨峰上的英雄们》《向我

开炮》等文章，如实记述了战争中涌现

出来的英雄人物。

从文学视野审视，《志愿军一日》作

为一部军事纪实散文集，是一次伟大的

集体创作，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全书

由 400 多篇短篇文章汇集而成，采用作

者自述的形式，文风生动、清新，语言虽

然通俗却善用多种修辞方式，故事引人

入胜，感染力强。郭沫若赞誉《志愿军

一日》有世界文学价值，并可与《天方夜

谭》媲美，称其“将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

面的一个瑰宝”。在《序〈志愿军一日〉》

中，郭沫若谈了自己的阅读感受：“这部

《志愿军一日》，虽然有一百多万字，但

我读起来却只嫌其少，不觉其多。读战

士们写出来的文字，就像吃生黄瓜、鲜

海椒一样，实在是清新得很。够味！多

么地生动！多么地活鲜鲜的！”茅盾赞

誉道：“我欢呼《志愿军一日》的出版，因

为，这宣告了部队中千百的业余写作者

怎样以他们‘朴素而真实的声音’丰富

了我们这文坛。”书中不少文章运用拟

人、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加了图书的感

染力，提升了文章的文学水准。如《活

捉美国飞贼》将美军的直升机比喻为黑

老鸹，将直升机逃走时的声音拟人化为

“哀鸣”，《“老病号”的“胜利”》中将敌炮

兵校正机称为“老病号”。

从精神内涵品鉴，《志愿军一日》是

一座令人仰望的精神高地，其中蕴含着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进行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等精神教育的

生动教材。郭沫若称其为“富有教育意

义的纪念文献”。茅盾评价《志愿军一

日》“是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

生动灿烂的形象教材”。巴金认为《志愿

军一日》不仅记录了人间最美好的感情，

“而 且 还 是 充 满 献 身 精 神 的 行 动 的 总

结”。《拉掉最后一颗雷》《黄继光献身的

一刻》《英雄刘东武》等不少文章，反映了

志愿军官兵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和为祖国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

神。如《我的战友邱少云》这篇多次入选

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英雄

邱少云为了不暴露集体行动，在烈火烧

身时不吭一声，最后壮烈牺牲的全过程，

读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历 史 是 最 好 的 教 科 书 和 营 养 剂 。

品读这部经典作品，不仅可以让我们重

温抗美援朝战争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更加珍爱和平，而且有利于我们从中汲

取营养，补足精神之钙，增加克服困难

和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坚定为实现

强军梦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信念。

砥砺军人战斗品格
—品读再版的《志愿军一日》

■董凌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把一个个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岸

形 象 定 格 于 光 辉 历 程 ，也 写 进 了 书 本

里。文化学者曹光哲编著的《人间正道

是沧桑：经典图书中的党史》（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一书，从获得国家大奖、权

威部门推荐的数千种图书中甄选了 100

部优秀党史图书，重点介绍其内容概要

和出版价值，并摘录书中精彩片段，对系

统学习党的历史大有裨益。

二万五千里长征燃起了燎原之火，

成为党史上的光辉一页。曹光哲推介了

五部“长征”专题著作，从多个维度再现

难忘瞬间和长征精神。《红军长征记》收

录了由参加长征的红军官兵撰写的一系

列回忆文章，作者既有党内高级干部，也

有普通战士；《红军长征史》是一部记录

红军长征历史的权威著作，结构严谨、史

实准确，多次重印和再版；《长征》是作家

王树增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从人类文

明发展的高度来审视长征的意义；美国

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写的《长

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尽力展现长征的全

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地球的红飘带》是作家魏巍创作的我国

第一部描写长征的长篇小说，充分汲取

了红军回忆录中的素材，情节震撼人心。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

次伟大变革，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

创造。书中选取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

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

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中国改

革开放全景录（中央卷）》忠实记录了改革

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特别是重点总

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不平凡历程；《国家相册：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记忆》，对中国照片档

案馆馆藏照片背后的故事再挖掘、再采访、

再解读，每一张照片都是时代大发展的一

个切面，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

只有堪称经典的著作才是学习党史

的必读书。所以，“专业”是“中共党史推

荐书目”的基本要求，而网络上流传的不

少类似书单大都依赖于推介人的主观判

断，并不专业。曹光哲认为，同一主题之

下的各种选本也很有讲究，譬如原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是中共党史的“正本”，可谓最高水准的党

史基本教材；毛泽东的传记有很多种，最

权威的是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

《毛泽东传》；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

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忠实记录了中

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的光辉历程中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

功伟绩、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形成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

更难能可贵的是，《人间正道是沧

桑：经典图书中的党史》并非仅局限于对

优秀党史经典书目的简单罗列，还对所

选图书的源流和版本进行了探究和梳

理。例如，曹光哲对《星火燎原》这部中

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

权威、影响最深远的革命战争回忆录丛

书的成书源流进行了深入解读，明确其

出版工作始于 1956 年，而针对其后续各

版本沿革的讲述脉络清晰而严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份百部

党史经典书单建构起中国共产党历史的

知识体系，绽放出别样的红色风采。在

厚重党史的浸润中，“红色基因”于传承

中绽放着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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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

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

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

的这首边塞诗是其《塞下曲六首》中的一

首，既描绘了边关的苍凉与苦寒，又讴歌

了戍边勇士高度紧张的战斗生活和为国

杀敌立功的壮志豪情，格调明快，语言铿

锵，气概豪迈，风骨凛然。

人们读李白的诗，常常会被他的洒

脱与浪漫、傲岸与豪放所感染，“太白平

生豪迈，藐视权臣，浮云富贵”。同时，也

会被他始终不忘报效国家的赤子之情所

打动。李白一生命运坎坷，但他忧国忧

民的爱国之情至死不渝，“去去复去去，

辞君还忆君”“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

见使人愁”，正是他心迹的真实表露。

他的人生追求既受儒家、道家观念

的影响，也受“尚义任侠”精神的浸润。

他在《白马篇》中极力赞美侠士形象，抒

发欲做一个顶天立地英雄的向往。他

以“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

玉剑，落日明珠袍”，描绘侠士的坐骑和

所佩之剑、所穿之袍；以“斗鸡事万乘，

轩 盖 一 何 高 。 弓 摧 南 山 虎 ，手 接 太 行

猱”，生动而形象地描摹侠士的潇洒倜

傥和武艺高强；以“酒后竞风采，三杯弄

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描述

侠士的任性不羁、疾恶如仇；以“发愤去

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

尽奔逃”，讴歌侠士建功疆场、为国杀敌

的英雄豪情；以“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

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赞美侠

士胜利归来不阿附权贵、居功邀赏的超

脱和风骨。

李白的《侠客行》对侠士给予了极

高的赞美。开头用“赵客缦胡缨，吴钩

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四

句，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侠士的形象；接

着用“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

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四句，赞美侠士高

超的武功和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

然后用“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

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四句，叙述战国

时期信陵君与侯嬴、朱亥两侠士交往的

故事，表达对他们的倾慕之情；后面用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

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

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

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十句，讲述侯嬴、

朱亥信守承诺，帮助信陵君解除邯郸之

围的往事，进而表达对两位侠士的钦佩

与赞美；末尾用反问的句式“谁能书阁

下，白首太玄经”，抒发宁做侠士、不为

儒生的人生向往和追求。

诗 是 情 感 的 抒 发 和 胸 臆 的 喷 涌 。

李白流淌于笔端的家国情发自于内心，

是其血性胆气、阳刚勇毅的诗意吟唱，

字里行间洋溢着为国赴难的爱国情怀、

不惧生死的尚武精神和顶天立地的英

雄气魄。他在《从军行》中，就以“百战

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

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的凝练笔

调，刻画了一位戍边将领身经百战、勇

猛杀敌的英雄形象，描述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突围之战。该诗虽为赞美戍边将

士而作，实则是表达自己欲报效国家的

强烈愿望。

李白在《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中，不

吝笔墨渲染永王奉命出师的威武和所

到之处受到百姓的欢迎，还以“三川北

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

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表达对叛军

的痛恨和鄙视、对人民遭受苦难的深切

同情，又以东晋谢安自比，希望能力挽

狂 澜 、救 民 于 水 火 ，凸 显 了 其 雄 心 壮

志。他在《塞下曲六首》中，不仅表达了

不惧“握雪海上餐，拂沙陇头寝”，又表

达了甘愿“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还表达了“何当破月氏，然后方高枕”的

期盼，字字句句都折射出强烈的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

爱国，历来是仁人志士精神的底层

基因，也是伟大诗人吟唱的主旋律。无

论 是 曹 植 的“ 捐 躯 赴 国 难 ，视 死 忽 如

归”，还是王维的“忘身辞凤阙，报国取

龙庭”；无论是高适的“相看白刃血纷

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还是岑参的“功

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无论

是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

五十州”，还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

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无论是陆游的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还 是 杨 炯 的“ 宁 为 百 夫 长 ，胜 作 一 书

生”；无论是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还是文天祥的“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等，都浓

缩了诗人热血报国的情怀，彰显了中华

民族威武不屈的气节。可以说，一位诗

人只有将“爱国”融入血脉、刻进灵魂，

他的精神世界才能崇高和伟大，他的作

品才能流芳百世。

家国情与英雄气
■轩 荻

用读书消暑能让人回到自然，能让

枯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能让内心充

满清凉。翁森组诗《四时读书乐》中，单

道夏日读书之快乐：“新竹压檐桑四围，

小斋幽敞明朱曦。昼长吟罢蝉鸣树，夜

深烬落萤入帏。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

素稔读书趣。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

曲来薰风。”绿树环绕，翠竹压檐，门窗微

敞，光线明亮，对窗静读，书声与蝉声共

鸣。入夜，灯花一节节落下，萤火虫飞入

帷帐。在这样的场景中读书是何等闲适

快意，好比沐浴着和风，用瑶琴来弹奏一

曲。

读古人盛夏消暑的诗词如听林间的

清泉之音，只觉清风扑面，舒爽清凉氤氲

心间。如果说望梅能够止渴的话，那么

品读古诗词也是最好的消暑方式之一，

将整个人沉浸于诗词的世界里，心静自

然身凉。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挂

石壁，露顶洒松风。”诗仙李白消暑的方

式也放荡不羁，头巾挂在石壁，自由自在

地在树林间奔走，任由凉风拂过肌肤，是

何等的畅快凉爽。“绿树阴浓夏日长，楼

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

蔷薇一院香。”高骈《山亭夏日》生动描绘

出一幅色彩绚丽、别有情趣的夏日风光：

绿树葱郁夏日漫长，楼台的倒影映入池

塘，烈日照耀下的池水晶莹透彻，微风吹

来，水光潋滟，满架蔷薇散发出一院芳

香。欧阳修《采桑子·荷花开后西湖好》：

“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

旗。前后红幢绿盖随。画船撑入花深

处，香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

里归。”乘一叶扁舟，在荷花池中划船赏

游，荷香缭绕，酒香醉人，在烟雨朦胧中

感受夏日的凉爽，酷暑何在？划船游湖，

船在水中，人也仿佛漂流在水面，目及之

处一片波光粼粼，一身清凉。陆游《夏日

六言》：“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

数只船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清凉的

风迎面吹来，遥望天空，点点星光照亮了

浦口的船只，引得山前笛声作响，余音绕

梁，令人心醉。

于清风、绿荫之中阅读美文，用文字

给心灵荫蔽出一片清凉，比置身空调房

里更有情调，也更为舒适。我想，在炎炎

夏日里读书，那么，“腹有诗书气自华”中

的“气”应该蕴含几许祛热解暑的清爽之

气吧。

夏日读书是对心灵的洗涤。树荫之

下，清风徐徐，一卷在手，与古今中外的

智者哲人进行心灵的交流，书中蕴含的

智慧光芒、深刻哲思与美妙文辞不知不

觉间渗透进阅读者的灵魂，与人融为一

体。读到精彩处，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

笑。书中清雅的文字犹如另一道凉风拂

面，令人神清气爽，渐入物我两忘之境。

读到深处，不经意间朝窗外一望，但见绿

树红花，燕子翩飞，世界真是美好。

相对于其他季节，夏日读书自有其

妙处。不急，不躁，徜徉在字里行间，听

蛙声蝉鸣，闻稻荷飘香，看月光普照，感

受那一份逸致，静享那一份闲情。于是，

忘了时间，忘了燥热，猛一抬头，已是繁

星满天。读着读着，犹如清风拂面，令人

神清气爽，足以抵挡夏日难耐的暑热，喧

嚣的世界变得安宁，浮躁不安的心渐渐

舒展平和。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读史宜夏，

其时久也。”或因为史书厚重绵长，正好

与夏日之长契合，故有此说吧。轻松进

入文字营造的世界，与古今中外的智者

对话，在方寸间领略“行万里路”的畅快，

也让夏日多了一份诗情画意。读四大名

著，读世界名著，读史书，读哲学……读

到妙处，普天之下一片凉爽。

悠悠夏日长，读书好清凉。把夏日

的兴致更多地交给那些书页，把它当作

清凉身体和心灵的甘泉吧。披一袭绿

意，捧读吟咏，以文养心，清凉如玉。

夏日读书自清凉
■汪 翔

《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中共党史

出版社） 一书由开篇“走进八一广

场”、上篇“纪念塔前的追寻”、中篇

“军旗下的沉思”、下篇“会师广场中

的回望”四部分组成，反映了南昌起

义爆发前的准备、南昌起义的过程、

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人物以及对南昌起

义的思考。本书以南昌起义相关史料

为基础，因其对史料的详细分析和接

地气的叙述，读来毫不费力，是一本

适合大众读者阅读的党史读物。

《向北方》

记录珍贵史实
■吴伟林

《向北方》（江苏人民出版社） 是

一部小角度大题材的历史力作，展现

了新中国成立前期，各民主党派和社

会贤达从香港秘密前往北方解放区参

与筹建新中国的故事。全书通过大量

珍贵翔实的史料，全面客观地呈现了

这一独特历史事件的全过程，生动还

原了北上行动的历史细节，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讴歌了

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风雨同舟、

肝胆相照的精神风采和光荣传统。

《南昌起义史料札记》

再现历史画卷
■李春梁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文学赏析

从作品中感受审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