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文 化 生 活文 化 生 活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袁晓芳

界碑描红
■摄影 陈武斌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西藏

军区某边防团官兵巡逻到达

目标点位后，给界碑描红的

场景。冰天雪地中，寒风划

过战士的脸庞。战士手握红

笔、表情庄重，认真地将“中

国”二字描绘得鲜红明亮。

拍摄者采用中长焦、大光圈

仰拍方式，使背景虚化，凸显

了主体，于无声中展现了戍

边官兵炽热的爱国情怀。

（点评：曲 旦）

亚丁湾上碧波荡漾，彩云绚丽。

近日，一场“精武亚丁”甲板运动会

在海军第 45 批护航编队临沂舰上火热

展开，年轻的水兵们尽情挥洒着青春的

活力。

甲板运动会，虽然比赛场地有限，

但项目设置却别具匠心。一个个集海

军特色和舰艇元素于一体的比赛项目，

在甲板上开赛。现场人头攒动，来自不

同任务分队的参赛官兵，围绕多个项目

激烈比拼，阵阵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

伏。

伴着激昂澎湃的歌曲《少年》，运动

会正式开始。跳绳、踢毽子、团体跳大

绳 3 个项目率先开赛。

一枚枚小小的毽子，竟让平日里能

够从容操纵钢铁战舰的战友们变得手

忙脚乱。有的选手从甲板头踢到甲板

尾，有的选手从比赛区追着毽子来到观

众席……飞舞的毽子和观众的笑声汇

成一曲欢乐交响。

“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有旺

盛的精力投入训练。”该舰领导告诉笔

者，这些既节省空间又能起到一定健身

效果的运动，深受护航官兵喜爱。

警报声响起，“开始防护！”随着一

声口令，9 组选手迅速进入防护状态。

背气瓶、戴手套、挂面罩……各组选手

你追我赶、争分夺秒。由于防火服配

件多且较为厚重，每组的 2 名选手大都

选择互相配合完成穿戴。经过激烈角

逐，选手李雨乐和梁思源勇摘该项目

桂冠。

随后进行的穿戴防毒衣项目为个

人赛，更加注重单兵能力发挥。选手们

既要比拼速度，又要确保防护全面。比

赛开始后，各位选手几乎在同一时间压

低身姿，迅速打开防毒衣及防毒面罩

包。相比防火服的穿戴，穿戴防毒衣的

步骤虽然简单许多，但需注意的细节依

然不少。选手饶广虽然穿戴速度快，却

因戴面罩时忘记呼气步骤被判加时，最

终只能将冠军拱手让人。

拼魔方和投壶是经典的益智类运

动。魔方在官兵手中飞速旋转，他们有

的神情自若，有的眉头紧锁，现场气氛

紧张激烈。

一旁的投壶比赛却是另一番热闹

景象。由于壶口小、箭矢轻，有的选手

投出的箭矢竟没有一支入壶，这可急坏

了场下观众。不少观众现场当起了“参

谋”，分析投掷的角度、力度；有的甚至

当起了教练，直接在一旁做动作示范。

一时间，场上场下好不热闹。

“长时间远洋航行，舰员容易产生

心理疲劳，一些看似简单的文体活动，

却能起到舒缓身心的积极作用。”预备

指挥所领导说。他们结合舰艇长航实

际，定期组织各种趣味游戏，有效缓解

了官兵的心理压力。

力 量 比 拼 是 这 场 运 动 会 的 重 头

戏。在托举炮弹比赛中，选手们需要

在 2 分 钟 内 ，将 重 达 数 十 斤 的 教 练 弹

反 复 举 过 头 顶 ，较 量 出 真 正 的“ 深 蓝

大 力 士 ”。 比 赛 一 开 始 ，率 先 上 场 的

第一组选手便你追我赶，丝毫不留余

力 。 时 间 仅 过 了 1 分 钟 ，选 手 们 便 一

个个筋疲力尽。

第二、三组选手吸取了第一组选

手 的 教 训 ，选 择 了 保 存 体 力 、匀 速 托

举 的 战 术 ，较 为 从 容 地 完 成 了 比 赛 。

最 终 ，第 二 组 的 选 手 郭 涛 以 128 次 托

举的成绩，荣获“深蓝大力士”称号。

拔河比赛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现场呐喊声、助威声不绝于耳，选手们在

赛场上拼尽全力，观众们也在场外铆足

劲加油助威。

战舰犁白涛，夕阳映彩霞。傍晚时

分，“精武亚丁”甲板运动会在欢声笑语

中圆满结束。官兵精神抖擞、充满活

力，纷纷表示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斗

志，投入后续任务中。

青春飞扬亚丁湾
■胡佳杰 王远方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中华五千年

的 文 明 史 上 ，卓 越 的 诗 人 如 星 河 璀

璨 ，瑰 丽 的 词 章 似 繁 花 照 眼 。 在 近 现

代 诗 坛 ，又 矗 立 起 一 座 气 象 万 千 的 高

峰 ，这 就 是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诗 词 。 他 的

诗 既 继 承 了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的 诗 词 文

化 传 统 ，又 展 示 了 旧 诗 词 所 不 曾 有 的

文 化 品 格 和 风 貌 ，为 中 华 诗 词 园 地 增

添了瑰宝。

一

综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创作，我认

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青少年时期和中国

共产党建党初期。

毛泽东童年即受到良好的国学教

育，打下了扎实的诗词文化功底。作于

1918 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通

篇焕发着青春勃发的气息，气宇不凡。

虽是表达对友人的期许，折射出的却是

毛泽东自身的远大抱负。此诗开篇即

如江出三峡，排空而来：“云开衡岳积阴

止 ，天 马 凤 凰 春 树 里 。 年 少 峥 嵘 屈 贾

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诗中“丈夫何

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管却自家

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

百 年 ，诸 公 碌 碌 皆 馀 子 ”等 句 ，境 界 阔

大，雄视万里，一个志在改造中国、改造

世界的青年才俊形象跃然纸上。

作于 1925 年的《沁园春·长沙》，是

这一阶段的不朽名篇。词的上半阕用

大写意的笔法描绘了橘子洲头的烂漫

秋色，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的天问，实际上蕴含了作者“天下者我

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历史

担当。下半阕笔锋一转，闪回到作者往

昔 与 一 帮 意 气 相 投 、道 义 相 砥 的 学 友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

一 句“ 粪 土 当 年 万 户 侯 ”可 谓 豪 气 冲

天。最后以对友人的隔空相问，“曾记

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收束全篇，

戛然而止，余韵绕梁。这首词与其说是

一首咏秋的绝唱，毋宁说是一首青春之

歌，一代又一代青年都可以从吟诵这首

词中得到激励和鼓舞。

二

第二个阶段是革命战争时期。

“ 秋 收 时 节 暮 云 愁 ，霹 雳 一 声 暴

动 ”。 从 石 破 天 惊 、直 抒 胸 臆 的《西 江

月·秋 收 起 义》开 始 ，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前 夕 ，毛 泽 东 大 量 的 诗 词 创 作

是直接吟诵革命战争。在艰苦卓绝的

战 争 环 境 里 ，他 鞍 马 劳 顿 ，不 废 吟 哦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诗是“在马背

上 哼 成 的 ”。 把 他 在 这 一 时 期 的 诗 词

创 作 连 缀 起 来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部 高 度

凝 练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革 命 战 争

史 ，也 是 一 幅 波 澜 壮 阔 的 中 国 革 命 战

争画卷。

在他的笔下，既有“敌军围困万千

重 ，我 自 岿 然 不 动 ”的 众 志 成 城 ，又 有

“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

的痛快淋漓；既有“国际悲歌歌一曲，狂

飙为我从天落”的慷慨悲歌，又有“山下

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的欢欣鼓舞；既有

“ 岁 岁 重 阳 ，今 又 重 阳 ，战 地 黄 花 分 外

香 ”的 穷 且 益 坚 ，又 有“ 踏 遍 青 山 人 未

老 ，风 景 这 边 独 好 ”的 乐 观 自 信 ；既 有

“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

的冲天豪情，又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

缚住苍龙”的凌云壮志。

品读毛泽东革命战争题材的诗作，

不得不提两首七律——《七律·长征》和

《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长 征 是 世 界 军 事 史 上 的 奇 迹 ，是

中 国 革 命 从 挫 折 走 向 胜 利 的 转 折 点 。

其 所 孕 育 和 锻 造 的 长 征 精 神 ，是 中 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永远的

精 神 标 识 。 毛 泽 东 以 如 椽 巨 笔 ，既 是

大写意地、又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七

律·长征》。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

蒙磅礴走泥丸”，以宏大视角俯瞰了红

军 曾 闪 展 腾 挪 穿 越 的 两 大 山 脉 ——

“五岭”“乌蒙”，“逶迤”与“腾细浪”“磅

礴”与“走泥丸”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

红 军“ 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 ”的 英 雄 气 概 。

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

寒”，则撷取了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的

两个险象环生的地标。诗人并没有正

面状写红军的作战，然一“暖”一“寒”，

征 途 之 险 、红 军 之 勇 ，尽 在 不 言 之 中 。

尾联“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

颜”，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如毛泽东所

说，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

开始了。

《七 律·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占 领 南

京》，则是一首酣畅淋漓的中国人民解

放战争的凯歌。“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

雄师过大江”，起句即如天风海雨，描绘

出我军在长达千里的江面上万船齐发、

强渡长江的壮丽画卷，颔联将“虎踞龙

盘”“天翻地覆”两个大气磅礴的成语相

对，一个“今胜昔”，一个“慨而慷”，胜利

者的豪情跃然纸上。南京解放标志着

蒋家王朝的覆亡，也预示着中国的历史将

在人民手中掀开新的一页。然而，毛泽东

并没有一味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颈联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一个精妙的流水对，反“穷寇勿追”而用

之，以史为鉴，用诗的语言发出了向全

国进军的动员令。“天若有情天亦老”，

尾联浑然天成地将唐朝诗人李贺的诗

加以嫁接，道出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

社会发展规律，化用前人而不着痕迹，

随手拈来而境界全出，令人拍案叫绝。

三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诗人兴会更无前”。（《浣溪沙·和柳亚

子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诗词

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丰硕期。

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激情燃烧的岁

月里，毛泽东的大量诗词以饱蘸激情、

欢 乐 明 快 的 笔 调 ，讴 歌 掌 握 了 自 身 命

运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焕

发 的 巨 大 热 情 和 取 得 的 辉 煌 成 就 ，如

他 在《七 律 二 首·送 瘟 神》中 写 道 ：“ 春

风 杨 柳 万 千 条 ，六 亿 神 州 尽 舜 尧 。 红

雨 随 心 翻 作 浪 ，青 山 着 意 化 为 桥 ”；在

《七 律·答 友 人》中 写 道 ：“ 洞 庭 波 涌 连

天 雪 ，长 岛 人 歌 动 地 诗 。 我 欲 因 之 梦

寥 廓 ，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 ”；在《水 调 歌

头·游泳》中写道：“风樯动，龟蛇静，起

宏 图 。 一 桥 飞 架 南 北 ，天 堑 变 通 途 。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

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这些诗句词采华美，意象纷呈，读来令

人心驰神往。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歌颂人民、心系人民，是毛泽东诗词

创作的主调。读这一时期他的诗词，既可

以看到他对人民群众改天换地、创造人间

奇迹的热烈赞颂，也可以感受到他把人民

群众福祉安康始终挂在心上的情怀。

四

诗言志。毛泽东的诗词之所以立

意高远，首先得益于他深邃的历史眼光

和宽广的世界眼光。站得高方能望得

远 。“ 坐 地 日 行 八 万 里 ，巡 天 遥 看 一 千

河 ”“ 背 负 青 天 朝 下 看 ，都 是 人 间 城

郭”。读他的诗词，读者感受到的是一

种博大的宇宙视角，可谓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

如他作于 1935 年 10 月的《念奴娇·

昆仑》。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咏山的名篇

不可胜数，像杜甫的《望岳》，“岱宗夫如

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

山小”。其境界不可谓不大，但还是登山

者的自况。而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

则是在云端之上、在全球视野下审视昆

仑，品评其千秋功罪。“横空出世，莽昆

仑，阅尽人间春色”，13 个字即在广阔的

时空下写尽昆仑；“飞起玉龙三百万，搅

得周天寒彻”这是何等壮美的画面；“安

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这是何

等奇绝的想象。在长征刚刚到达陕北、

征尘未洗的战争岁月，作者即描绘了“太

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愿景，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襟抱。

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他

的 诗 雄 奇 豪 放 中 不 失 典 雅 工 丽 ，用 典

随 手 拈 来 而 又 每 每 自 出 机 杼 ，翻 出 新

意。如《水调歌头·游泳》，巧妙嵌入了

“ 长 沙 水 ”“ 武 昌 鱼 ”“ 巫 山 云 雨 ”等 典

故，又晓畅如话，贴切无比。特别是把

《论 语·子 罕》中“ 子 在 川 上 曰 ：逝 者 如

斯 夫 ”直 接 入 诗 ，而 无 任 何 违 和 之 感 ，

更 令 人 叹 为 观 止 。 在 他 的 笔 下 ，有 许

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神来之笔，如“赤橙

黄 绿 青 蓝 紫 ”，直 接 以 七 色 光 谱 入 诗 ；

“ 宁 化 、清 流 、归 化 ”，把 三 个 地 名 连 缀

起来入诗；他的诗句有的典丽华美，如

“ 九 嶷 山 上 白 云 飞 ，帝 子 乘 风 下 翠 微 。

斑 竹 一 枝 千 滴 泪 ，红 霞 万 朵 百 重 衣 ”。

有 的 又 浅 易 平 白 ，甚 至 不 避 俗 言 俚

语 。 如“ 分 田 分 地 真 忙 ”“ 前 头 捉 了 张

辉 瓒 ”“ 惊 回 首 ，离 天 三 尺 三 ”等 诗 句 ，

如 同 不 同 色 调 之 间 的 反 差 ，往 往 形 成

特殊的艺术效果。

毛泽东的诗词蕴含了深刻的革命

道理和人生哲理。他的一些佳句甚至

已成为新的格言警语，融入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宝库。如“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

豪杰怕熊罴”“无限风光在险峰”“不到

长城非好汉”“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

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世上

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

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常读常新的。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途

上，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各种际遇中，

无论何时何地，重读他的壮丽诗篇，总能

获得会心的感悟，汲取到无穷的力量。

常读常新的壮美诗篇
■王幸生

惠毅寄我一本他写的《我的外爷李

延培》，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惠毅现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之

前是西安广播电视台的台长、党委书

记。2013 年，我在审看电视剧《千里雷

声万里闪》时认识惠毅，他是该剧的出

品方代表。一聊才知道，他居然是老红

军李延培的外孙，这真是缘分啊！

李延培，1917 年出生于陕西省清

涧县，1935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从

陕北高原走出来的老红军战士中的优

秀代表。他经历和见证了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

我军的不同历史时期，可以说为革命

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作为专门从事我军战史研究的史

学工作者，我第一次知道李延培这个

名字是在审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十九军军史》一书时。看到其中对义

县保卫战的记述，作为基层指挥员的

李延培带领连队发扬不怕牺牲、敢打

敢拼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阻击优势

敌军，成功掩护东北局、东总机关和主

力部队撤离的史实深深吸引了我，使

我认识到这场并不广为人知的保卫战

在东北革命战争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也让我对李延培的征战经历产生

了浓厚兴趣。

后来，我在审读一部剿匪书稿时，

再一次看到了李延培的名字。在人民

解放战争东北剿匪的斗争中，被战友们

称为“李闯王”的李延培，以省军区谈判

代表的身份深入虎穴、舍生忘死，以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盘踞在深山老林的

敌人斗智斗勇，终于使以莫氏兄弟为首

的鄂伦春武装走出山林投诚，从而演绎

出一段可与侦察英雄杨子荣事迹相媲

美的传奇故事。

从此，我在军战史研究中特别留意

李延培及所在老部队——红 26 军和红

78 师的相关资料。出乎我的意料，“李

延培”三个字居然出现在很多的军史、

战史、回忆录和文章报道中。他作战英

勇、机智刚强的形象，愈发立体地在我

脑海中显现出来。

惠毅的母亲叫李东征，这个名字

就 是 为 了 纪 念 东 征 战 役 而 起 。 有 人

说 ，惠 毅 的 外 形 酷 似 他 的 外 爷 李 延

培。我觉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骨子

里继承了李延培的品质，有一种革命

情怀。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

从事新闻工作的几十年里，他创作摄

制了许多红色题材作品，也撰写了不

少革命英雄人物的文章。后来，听说

他正在整理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照片，

并进行广泛考察走访，准备写一部关

于外爷李延培征战经历的书稿，我非

常高兴。之后，我们互换资料、交流心

得 ，我 也 时 刻 关 注 这 本 书 的 写 作 进

程。直到书稿完成了，他让我审核把

关，我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期待感。

说 实 话 ，看 到 书 稿 后 我 被 打 动

了 。 该 书 不 仅 展 现 了 我 军 在 土 地 革

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清晰历史脉

络，也记录了许多重大事件和经典战

例；书稿不仅讲述了李延培及所在部

队的风采，也描写了他信仰坚定、有勇

有谋、冲锋在前的感人故事。在对李

延培的记述中，既有硝烟烽火的战斗

内容，也有鲜活生动的生活场景，还有

个人思想进步变化的过程。我被书中

的情节吸引，也被李延培的革命情怀、

传奇经历所感染。

《我的外爷李延培》不仅能让读者

了 解 到 李 延 培 的 成 长 轨 迹 和 英 雄 事

迹，而且能更加系统直观地了解人民

军队南征北战的艰辛历程。这本书主

题鲜明、史实准确、语言清新，具有文

献性和资料性。通过此书，我们能进

一步了解我军的辉煌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不断

砥砺奋进。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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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续 跑 ，带 着 赤 子 的 骄 傲 ……”

这 边 ，刚 成 立 不 久 的“SEVEN”乐 队 正

开展“军营好声音”争霸赛；那边，一个

身材魁梧的战士在为战友们进行武术

表 演 ，只 见 他 手 持 大 刀 ，左 劈 右 扫 、上

撩 下 砍 ，动 作 行 云 流 水 …… 这 是 武 警

北京总队某中队“周末才艺大比拼”的

一个场景。

据该中队干部介绍，以前中队也会

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但战士们报名不积

极，让他们觉得困惑：“为何本该令人身

心愉悦的文体活动，战士们却不愿意参

与呢？”

“传统的文体活动项目，已无法完

全满足现在年轻官兵的身心需求。”在

中队召开的一次支部会议上，各支委畅

所欲言，各抒己见。班长谭健波率先发

言：“不可否认，拔河、篮球等传统活动，

极大活跃了基层部队的文化生活，但随

着越来越多‘00 后’官兵步入军营，我们

的文体活动也应该与时俱进，多安排一

些年轻官兵喜闻乐见的活动。”

为改变文体活动中官兵参与度、兴

趣度不高的状况，中队“问计于兵”，以

座谈会的方式广泛集兵智、聚兵心，寻

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指导员，我们中队会乐器的战友

不少，能不能成立一个乐队”“我小时候

学过武术，我愿意教大家，而且练武术

对训练也有帮助”……战士们你一言我

一语，提出了各种新想法、新点子。

中 队 采 纳 官 兵 的 提 议 ，组 织 了 健

身 、摄 影 、武 术 、乐 队 等 多 个 特 色 兴 趣

小组，并鼓励有特长的战士“秀一下、露

一手”。

兴趣小组的成立，激发了战士们参

与文体活动的热情。闲暇之余，官兵不

再只是玩手机，更多的是在各个兴趣小

组与战友们讨论健身心得、切磋武艺、

品评摄影技巧等，形成了“人人有特长、

班班有特色”的浓厚文化氛围。

“问计于兵”丰富文化生活
■雷 凯

阅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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