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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除了完成红色革命历史

题材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我还断断

续续写了一批反映中国红色革命史的

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被收入我新近出

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永不妥协》（青海人

民出版社）。不少读者朋友在读过这部

新作后问我：新中国已经成立 70 多年

了，你就不担心这些作品没有读者吗？

换 句 话 说 ，你 坚 持 不 懈 地 书 写 这 些 作

品，认为它们一定会有众多读者的信心

来自哪里？

感谢这些提问题的读者朋友。你

们 的 问 题 貌 似 简 单 ，回 答 起 来 却 并 不

容易。

不少朋友知道，我入伍不久，就先

后在两支战功卓著的部队里受过熏陶，

接 着 又 被 调 到 原 武 汉 军 区 机 关 工 作 。

几乎是从报到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大

量接触辖区内两大著名苏区——鄂豫

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史料，以及亲身

经历过两大苏区红色革命的老英雄们，

还极为有幸地认识一位解放初期用近

两年时间，以随员身份跟随贺龙元帅走

遍大西南、亲耳聆听过贺龙元帅讲述自

己全部革命斗争生涯的文学前辈。正

是从这位前辈口中，我听到了一个又一

个关于贺龙元帅及他的战友在红军时

期的故事（我在《永不妥协》中写出的只

是故事中不多的几则）。它们出自贺龙

元帅之口，又经过这位文学前辈的激情

叙述，加上数十年间我不断从革命斗争

史料中印证，这些故事就成为我近一个

时期创作这一批红色革命历史题材小

说的思想和故事源泉。我坚持把它们

写出来，是因为这些故事一直藏在我心

中，如果不把它们写出来，就如同没有

完成某项使命一样。

表面上看，这样的回答似乎够了，

但 我 的 内 心 告 诉 我 ，这 样 的 回 答 远 远

不够。之所以在接近古稀之年我仍没

有 忘 记 当 年 听 到 的 这 些 故 事 ，并 且 努

力将它们书写出来，更重要的原因是，

这 些 自 己 年 轻 时 听 到 的 故 事 ，曾 经 深

深 地 感 动 了 我 ，我 在 这 些 故 事 中 聆 听

到 先 烈 们 牺 牲 前 的 声 音 ，让 我 直 到 今

日 仍 然 不 能 忘 却 。 不 论 何 时 ，只 要 想

起 这 些 声 音 ，我 仍 然 会 像 第 一 次 听 到

时 那 样 激 动 ，心 情 久 久 难 以 平 静 。 不

将 它 们 写 出 来 ，这 种 不 能 平 静 的 日 子

就没有完结。

我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第一次听到

覃奏章烈士事迹时的感动。覃奏章烈

士 的 故 事 去 年 被 我 写 成 一 篇 题 为《背

叛》的 中 篇 小 说 ，收 在《永 不 妥 协》这

本 书 里 。 覃 奏 章 烈 士 ，湖 南 大 庸 县

人 ，湘 西 有 名 的 前 清 秀 才 ，辛 亥 革 命

后 放 弃 自 己 士 绅 的 身 份 和 优 裕 的 生

活，投身北伐战争，加入北伐军作战，

并在战斗中救过后来成为湖南军阀头

目 的 何 键 的 命 ，因 而 被 何 键 视 为 救 命

恩 人 。 两 人 在 战 场 上 歃 血 为 盟 ，约 为

同 生 共 死 的 兄 弟 。 北 伐 军 打 进 武 汉 ，

覃奏章又与时任北伐军将领的贺龙相

识 。“ 四 一 二 ”反 革 命 政 变 发 生 ，武 汉

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互为仇

敌 ，何 键 和 贺 龙 同 时 被 武 汉 方 面 授 命

东征，平定蒋介石之乱。

何 键 首 鼠 两 端 ，将 覃 奏 章 派 往 南

昌 贺 龙 军 中 刺 探 情 报 ，就 此 成 为 何 键

潜伏在贺龙身边的“卧底”。南昌起义

爆 发 前 夕 ，覃 奏 章 被 贺 龙 一 腔 追 随 共

产 党 救 中 国 的 赤 诚 所 感 动 ，反 过 来 成

了贺龙隐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及

至 南 昌 起 义 失 败 ，贺 龙 赤 手 空 拳 回 乡

拉队伍，覃奏章再次被何键“起复”，派

他 带 着 自 己 的 一 部 分 人 去“ 追 随 ”贺

龙，实际上是让他重做“卧底”。覃奏

章因为更多地接近了贺龙和共产党组

织，更深刻地懂得了贺龙“脱下皮鞋换

草 鞋 ”、一 心 跟 随 共 产 党 干 革 命 的 原

因，要求加入共产党。虽然没能如愿，

但他在内心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共

产党人了。

1933 年 夏 天 ，出 于 对 覃 奏 章 人 身

安 全 的 保 护 ，贺 龙 以 派 他 去 做“ 湘 西

王 ”陈 渠 珍 的 统 战 工 作 为 名 ，让 覃 奏

章 离 开 了 红 军 队 伍 ，返 回 湘 西 家 乡 。

就 是 这 个 发 誓 一 心 追 随 贺 龙 、追 随 共

产 党 的 人 ，在 以 后 的 岁 月 里 ，成 为 红

军在湘西敌人内部的“卧底”，神不知

鬼不觉地开辟了一条地下情报线和物

资 供 应 线 。 他 不 但 及 时 将“ 围 剿 ”红

军 的 五 省 军 阀 的 大 量 情 报 传 递 给 贺

龙 ，还 努 力 将 苏 区 急 需 的 药 品 、盐 巴

等 重 要 物 资 丢 放 到 红 军 会 出 现 的 地

方 ，以 方 便 贺 龙 的 部 队 获 取 。 正 是 覃

奏 章 的 情 报 ，直 接 帮 助 贺 龙 和 红 二 方

面 军 突 破 强 大 敌 人 的 重 围 ，走 上 长 征

之路。

1934 年夏天，覃奏章的身份被何键

的人发觉并遭到逮捕。何键做梦也没

有想到，这个曾与他有八拜之交、誓同

生死的盟兄，居然是贺龙的人。他亲自

赶到湘西审问覃奏章，问他为什么背叛

自己。覃奏章面对牺牲，大义凛然地将

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何键。他认

为，真正背叛了中国人民的不是别人，

正是何键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

军阀。他对何键说，他自南昌起义时就

被贺龙和共产党矢志救中国的志向所

震撼和感动，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

走，中国的劳苦大众才有希望，中国才

有希望”的道理。

怒不可遏的何键在毒杀覃奏章之

前，问他对自己因“通共”而死有没有

遗憾，覃奏章朗声大笑，回答道：“贺龙

说过，中国到了今天，山河破碎，生灵

涂 炭 ，所 有 的 中 国 人 不 走 革 命 救 中 国

的路，就只能走反革命害中国的路，第

三 条 路 是 没 有 的 。 我 支 持 贺 龙 ，走 的

是 革 命 的 路 ，因 为 只 有 这 条 路 才 能 救

中国。”“人都是要死的，我能为自己在

人 生 的 晚 年 有 幸 觉 悟 过 来 ，为 追 随 贺

龙 和 共 产 党 去 救 中 国 而 死 ，我 死 而 无

憾，不胜欣慰。”他还预言，自己将因为

追 随 贺 龙 和 共 产 党 而 名 垂 青 史 ，何 键

之流将会遗臭万年。正像他牺牲时所

预 见 的 一 样 ，他 的 名 字 在 若 干 年 后 出

现在《贺龙年谱》上，并且和千千万万

的 革 命 烈 士 一 起 ，永 存 在 中 国 革 命 的

史册里，让后人敬仰。

也 许 有 人 会 说 ，像 这 样 的 故 事 我

们听得太多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

今已觉不新鲜”。但只要仔细想一下，

今 天 的 中 国 ，距 离 先 烈 们 战 斗 和 牺 牲

的 旧 中 国 并 不 遥 远 。 我 们 的 今 天 ，正

是烈士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未来。作

为 后 来 人 ，我 们 有 太 多 的 责 任 需 要 回

头，朝他们的身影多观望一眼，多听一

听他们当年牺牲时说出的话语。这样

做 的 原 因 ，不 仅 仅 是 因 为 他 们 为 我 们

缔造了一个新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

当 年 的 奋 斗 和 牺 牲 ，还 为 这 个 民 族 的

肌 体 注 入 了 一 种 新 的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

有 了 这 种 精 神 ，先 辈 们 当 年 不 惜 以 牺

牲 的 代 价 迎 来 了 新 中 国 。 同 样 ，传 承

这 种 精 神 不 动 摇 ，新 中 国 才 能 战 胜 未

来 前 行 道 路 上 的 一 切 艰 难 ，走 向 民 族

的伟大复兴。

有 一 个 心 得 ，我 想 与 读 者 朋 友 和

每一位有志于红色革命历史题材文学

创 作 的 朋 友 分 享 ：进 行 红 色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创 作 并 不 难 ，哪 怕 我 们 回 头 聆 听

过 先 烈 的 声 音 ，就 能 于 不 知 不 觉 中 为

之 感 动 ，并 且 永 远 记 住 他 们 牺 牲 时 的

话语。因为，在他们的声音里，我们能

看 到 牺 牲 者 慷 慨 就 义 时 的 面 容 ，理 解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 和 使 命 ，理 解 红

色 文 化 精 神 的 真 谛 ，从 而 写 出 让 年 轻

一代也像我们自己一样为之感动的红

色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文 学 作 品 ，让 红 色 故

事和红色文化精神一代代地在我们这

个民族的血脉中传承下去。

聆听先烈的声音
■朱秀海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大道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书，

以历史和文明的大视野，用富有理论

思维的大众化语言，较为透彻地讲述

了马克思主义的“道”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道”是如何相通相融相成的，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

新的理论探索，让读者从中感受到理

论的魅力。

《大道相通》

感受理论魅力

■马春歌

翻开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

永新撰写的《我的阅读观》（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感慨万千。本书用宏观理

念和微观体验，论证了阅读的价值，多

视角地对全民阅读作了理论解读和概

念辨析，系统阐述了阅读与个人、社会、

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

作为阅读推广人，作者表达了对阅

读的意义与价值的基本观点。一个人

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

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

水平，一所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

有真正的教育，一座书香充盈的城市必

然是美丽的城市，一个共读共写的阅读

理念应成为每个人的习惯和追求。这

些阅读观点，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

甚至每一个家庭，都具有启示意义。

有 的 人 认 为 ，阅 读 是 个 体 行 为 ，

与 他 人 无 关 。 这 种 认 知 是 片 面 的 。

作 者 让 我 们 看 到 全 民 阅 读 是 一 件 如

此 重 要 而 紧 迫 的 事 。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的 共 同 阅 读 ，决 定 了 其 精 神 力

量 ，而 精 神 力 量 对 于 一 个 国 家 软 实 力

与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培 育 起 着 关 键 作

用 。 阅 读 能 力 的 高 低 ，影 响 到 一 个 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

人 类 的 历 史 有 很 多 的 精 神 丰 碑 ，

要 达 到 或 者 超 越 那 些 精 神 高 峰 ，阅 读

和思考是重要途径。“世界上的大思想

家和大发明家，都是从书堆中进去，再

从书堆中出来。”也就是说，读书对于

思 想 的 形 成 与 智 慧 的 发 展 ，对 于 美 好

生 活 与 丰 富 人 生 ，都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义。只有通过阅读，与孔子、孟子等

先 贤 达 人 们 对 话 ，才 能 理 解 他 们 的 精

神追求；只有通过阅读，和文艺复兴时

期 的 大 师 们 交 流 ，才 能 感 悟 他 们 的 思

想 境 界 ；没 有 阅 读 就 不 可 能 有 个 体 心

灵 的 成 长 ，就 不 可 能 有 个 体 精 神 的 完

整发育。

阅读，不一定使人变得更加富有，

但 可 以 使 人 变 得 更 加 聪 慧 ；阅 读 ，不

一 定 能 延 长 生 命 的 长 度 ，但 可 以 改 变

生 命 的 宽 度 ，增 加 生 命 的 厚 度 。 人 的

生 命 长 度 有 基 因 等 先 天 因 素 起 作 用 ，

而后天阅读可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

加 宽 阔 而 充 实 ；阅 读 ，不 能 改 变 我 们

的 长 相 ，但 可 以 改 变 我 们 的 品 位 和 气

质 ；阅 读 ，不 一 定 能 帮 助 我 们 实 现 人

生 梦 想 ，但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更 接 近 人 生

梦 想 ；阅 读 ，可 以 让 我 们 在 有 限 的 生

命 当 中 欣 赏 无 限 的 美 景 ，体 验 精 彩 的

人生。

阅读，对一个人、一所学校、一座城

市 、一 个 民 族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都 是 重 大

的。比如，学习型城市的美丽在于有着

自我超越的市民、催人上进的组织、积

极向上的生活和自觉创新的文化。这

是学习型城市的生命之美、灵动之美。

有书香的城市，有阅读氛围的城市，才

是令人向往的美丽城市。

有位作家说，我们种一棵树的目的

是什么？如果我们因为需要一张桌子，

而去种一棵树，那就轻视了一棵树的价

值。一棵树可以使其附近的水土不流

失，并且营造一道风景；也可以成为一

片浓荫，让人遮阳避暑；还可以千秋挺

立，成为沧海桑田的见证……这都可能

是种一棵树的价值。

阅 读 就 好 比 种 树 。 阅 读 ，是 一 种

主动的承继和发展的力量。阅读作为

人 类 行 为 ，它 源 自 于 书 籍 却 不 限 于 书

籍 。 通 过 阅 读 不 同 的 人 生 ，进 而 改 变

我 们 自 己 ，改 变 我 们 的 生 活 ，改 变 我

们 的 社 会 ，改 变 我 们 的 民 族 ，改 变 我

们的世界。

是的，改变世界，要从改变自己开

始；改变自己，则很大程度上要从阅读

开始。

改变，从阅读开始
■吴明强 顾广林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长篇小说《回民支队》，是根据抗战

期间战斗在冀中平原上的一支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回民支队的真人

真事创作的，而且这部作品是由一部广

大 观 众 耳 熟 能 详 的 电 影 改 编 而 来 的 。

1959 年，回族作家马融以回民支队的抗

日活动为背景，参与创作电影《回民支

队》。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

影回望历史，将红色主题故事与抗战历

史结合起来，塑造了马本斋这个忠诚坚

毅、大智大勇的抗日英雄形象，使这段革

命历史获得广泛传播。2013 年，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根据《回民支队》的故事编

撰成书，才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回民支队》是一部充满革命英雄主

义色彩的优秀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成果，塑造了“回

民支队”这个少数民族英雄集体形象，反

映出少数民族同胞经过革命烈火的淬

炼，激发了自身革命的自觉性。作品讲

述了回民支队的成立缘起，并以马本斋

个人的成长转变为线索，以点带面地讲

述了回民支队由民间武装力量成长转变

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过程。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到了

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回族青年马本斋

在家乡冀中平原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

抵抗日本侵略者。后来，马本斋率领这

支队伍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回民支队

成为一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队

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民支队

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冀中平原上

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机动灵活的作战，历

经大小战斗 870 余次，歼灭了敌人大量

的有生力量。

主人公马本斋的成长经历了一个由

觉醒到觉悟的过程。在旧军队里的一段

经历，使马本斋深深感悟到旧军队的腐

败没落，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回族的解

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因此，当共产党员刘文正找到马本斋商

谈联合抗日时，他毫不犹豫地率部加入

八路军，任冀中回民支队的司令员，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回民支队的第一任

政委郭陆顺到任时，马本斋高兴地说：

“政委就是党代表，有了党的直接领导，

回民支队就能建设成打不烂、拖不垮的

铁军。”

回民支队战斗频繁，初时仅靠回族

群众补充兵员，后经冀中军区批准，也

吸收汉族青年加入。加强部队的民族

团结，就成为回民支队常抓不懈的一项

重点工作。支队规定：一切均严格按照

回民的风俗习惯执行。政委郭陆顺是

汉族人，他带头遵守这个规定，受到官

兵的爱戴。1942 年，郭陆顺在对日作战

时牺牲，时年 28 岁。马本斋曾规定，回

民支队有再大伤亡也不许哭，但郭陆顺

牺牲时，马本斋不禁失声痛哭。新中国

成立后，郭陆顺的遗骸迁入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

正是由于回民支队的出色表现，冀

中军区要求各部队“向回支看齐”，中央

军委颁令嘉奖马本斋，毛泽东称赞其为

“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4 年 2 月，

马本斋逝世，党中央在延安为他召开追

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写了

挽联。朱德称马本斋母子为“汉回各族

模范，母子两代英雄”。1944 年，回民支

队开赴延安，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

务。平津战役后，回民支队被改编为河

北省军区独立警备 2 团。

作品还精心塑造了马本斋母亲这一

英雄母亲形象。马母教导儿子马本斋，

办事要大公无私，对日本侵略者要抱定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当敌人

逼迫马母劝马本斋投降时，马母给敌人

以严厉痛斥，最后绝食而死。简洁生动

的故事叙述，将一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

影响的英雄母亲形象塑造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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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贾行家说过，经典是“公众的普

遍记忆”，是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的

作品。一本书要成为经典，就像沙里淘

金一样，需要时光冲刷掉大量平庸的作

品，把最好的、最具思想深度的典籍留下

来。经典如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颗璀璨

珍珠，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学而有思，思

则有得。读一本经典，如同交一位益友，

不仅能开阔我们的眼界，还能启迪我们

的心灵。

阅读经典的意义，仁者见仁，智者

见 智 。 庄 子 云 ：“ 吾 生 也 有 涯 ，而 知 也

无 涯 。 以 有 涯 随 无 涯 ，殆 已 ！”人 的 生

命 是 有 限 的 ，知 识 则 是 无 限 的 ，因 而 ，

要 抓 紧 时 间 努 力 学 习 ，尽 可 能 多 地 摄

取 知 识 ，丰 富 自 己 的 人 生 。 如 从 效 率

的 角 度 看 ，读 经 典 书 目 当 是 首 选 。 用

发 现 问 题 的 方 式 走 进 经 典 ，是 促 使 我

们 持 续 阅 读 的 较 好 方 式 。 也 即 是 说 ，

尽可能从前人的人生经验中为自己的

困惑寻找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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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时，我便被这首豪情

万丈、磅礴大气的《沁园春·雪》深深吸

引。后来，我又读了《毛泽东选集》，其

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我明白，“方

法和方向二者缺一不可，解决问题需要

明确方向，树立信心，并采取有效方法，

循序渐进”；《论持久战》告诉我，要“全

面思考问题，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切忌

片面 、极 端 ”。《毛 泽 东 选 集》加 深 了 我

对 毛 泽东的认识，也从中深刻认识到，

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的高瞻

远 瞩 的 政 治 远 见 、坚 定 不 移 的 革 命 信

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

领导才能的根本原因。

经典著作中，往往包含着人类在面

对和处理重大问题时的思考，但经典与

阅 读 者 之 间 往 往 存 在 一 定 的 时 间 距

离。因而，阅读经典时，要善于联系实

际，防止理论与实际脱离，真正做到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清代历史地

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一

部重要的历史地理经典，毛泽东在湖南

第一师范读书时酷爱读此书。他的革

命生涯中，经常对照此书深入了解、认

识祖国的万里江山。

同 时 ，我 们 还 要 带 着 问 题 阅 读 经

典。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许多著作是以

手稿的形式存在的。为什么是手稿？因

为马克思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

问题，而不是为了发表。青年时期的马

克思曾写下《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一文，提出青年人选择职业的标准是什

么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每个时代的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所要面对的问题。因

而，我们要真正读懂和理解马克思，就必

须从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时代特点出发，

认真思考、领会马克思提出问题的时代

背景和意图。

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等于和一

位高尚的人对话。”我们阅读经典，就是

在与大师们对话。阅读经典，是打开人

生的正确方式。人类自己创造的、又历

经时间沉淀的经典，集中体现着古今中

外的智慧。在当今时代，多读些经典更

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成才。

阅读经典 点亮人生
■于 洋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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