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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在

这 漫 长 的 时 光 里 ，记 述 和 描 写 这 一 人

类史上举世无双壮举的作品很多。美

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

前 所 未 闻 的 故 事》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这

本书自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以来，不仅

在 美 国 引 起 轰 动 ，而 且 在 亚 欧 许 多 国

家翻译出版，在中国也多次再版，为大

家 了 解 认 识 长 征 历 史 产 生 了 深 刻 影

响 。 多 年 后 再 读 此 书 ，我 深 感 此 书 之

所 以 能 产 生 巨 大 影 响 ，很 大 程 度 在 于

作者索尔兹伯里在创作期间秉持的科

学态度和方法。

作者对长征既有高度的情感认同，

又有深刻的理性认知。他对长征的情感

认同源于美国记者斯诺及其作品的影

响。《西行漫记》于 1937 年在美国出版，

让美国人从这本书中获得了对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

初步印象，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和救国抱负及其艰辛历程和牺牲精神也

有了一定了解。

索尔兹伯里见到斯诺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彼时两人都是战地记者，

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

消息。那时，斯诺和索尔兹伯里常常谈

到中国。尽管二战期间，索尔兹伯里未

能到中国，但同斯诺的多次交谈，使他加

深了对长征的兴趣和了解。关于长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总有一

天有人会写出一部关于这一惊心动魄的

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对斯诺的

崇敬及对实现斯诺这个目标的热望，是

他多年坚持创作并成功写出这样一部作

品的情感动因。

除 了 情 感 上 的 认 同 ，索 尔 兹 伯 里

对 长 征 的 认 识 也 十 分 深 刻 ，这 是 他 能

写 出 这 部 优 秀 作 品 的 思 想 和 认 识 因

素。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是考验中

国 红 军 男 女 战 士 的 意 志 、勇 气 和 力 量

的人类伟大史诗”“它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

一 曲 人 类 求 生 存 的 凯 歌 ，是 为 避 开 蒋

介 石 的 魔 爪 而 进 行 的 一 次 生 死 攸 关 、

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

在旦夕的战斗”“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

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

生 的 故 事 有 点 像 犹 太 人 出 埃 及 、汉 尼

拔 翻 越 阿 尔 卑 斯 山 ，或 拿 破 仑 进 军 莫

斯科，还有些像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

人 马 翻 越 大 山 、跨 过 草 原 。“ 但 任 何 比

拟 都 是 不 恰 当 的 ，长 征 是 举 世 无 双

的 。”长 征 是“ 人 类 有 文 字 记 载 以 来 最

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它所表现的

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

口 的 民 族 ，使 中 国 朝 着 一 个 无 人 能 够

预言的未来前进”。

为 了 写 此 书 ，索 尔 兹 伯 里 花 了 10

多年的时间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

究 了 大 量 有 关 长 征 的 不 同 来 源 、不 同

观 点 的 材 料 ，从 书 中 长 达 40 多 页 的 详

细 注 释 中 ，可 以 看 出 他 在 搜 集 研 究 各

种关于长征史料上所下的功夫。但索

尔兹伯里并不满足于从书本获得的第

二 手 材 料 。 他 于 1984 年 专 程 来 到 中

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

实 地 采 访 。 他 不 顾 年 迈 与 病 痛 ，以 红

军 般 的 勇 敢 和 坚 毅 ，爬 雪 山 、过 草 地 、

穿 激 流 、登 险 峰 ，越 过 千 山 万 水 ，穿 过

多个省份，历时 74 天，终于从江西到达

了 陕 北 ，完 成 了 他 自 己 的 二 万 五 千 里

“长征”寻访。

沿途，他考察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

境和多变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

民们咨询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众风情，遍

觅革命遗迹，博采珍闻逸事。在漫长的

旅程中，他乘车或骑马行进在当年红军

完全徒步行走过的地方，亲身经历这段

路程，对他“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

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起到了重要作

用。他还采访了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

军，会见了不少党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

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因此，全

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还

生动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鲜明性格和

精神风貌，再现了红军将士同围追堵截

的敌人浴血奋战的顽强战斗精神和不畏

严酷自然环境的过硬作风，再现了红军

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风雨同舟、生死与

共的鱼水情深。作者通过把间接资料与

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起来，使这部作品

更具有可信度、亲和力和感染力。

作 者 善 作 宏 观 上 的 观 照 评 析 ，又

长于细节上的剖析描写。他把长征放

在 中 国 革 命 的 历 程 ，乃 至 人 类 最 辉 煌

最 极 限 的 事 业 中 进 行 观 照 ，又 把 宏 大

叙事同具体事件、情节、人物活动包括

鲜 为 人 知 的 事 实 融 会 起 来 ，用 一 系 列

丰 富 的 故 事 构 建 了 一 幅 完 整 宏 大 的

“长征影像图”。

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和视角，对长征

中 发 生 的 一 系 列 事 件 、活 动 和 各 种 人

物，进行了缜密的、客观的、坦率的记叙

和评析。对于读者关心的重大历史事

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注重分析有关背

景，并采用丰富多样的史料进行说明，

使叙事立论尽可能做到了客观、全面、

准确、可信。同时，作者还穿插描述长

征中的具体细节甚至轶闻趣事，使伟大

的长征以及从事这一伟业的人变得更

为生动鲜活。

作 者 全 方 位 回 溯 长 征 历 史 ，又 力

显其现实价值与当代意义。该书对长

征 历 程 ，特 别 是 一 些 重 要 节 点 和 人 物

进 行 多 维 呈 现 ，并 把 这 种 客 观“ 还 原 ”

与挖掘其精神内涵和当代意涵作用连

通起来。作者认为，长征“是一次充满

了 集 体 英 雄 主 义 、献 身 精 神 和 希 望 的

举 世 无 双 的 行 动 ”“ 它 将 成 为 人 类 坚

定 无 畏 的 丰 碑 ，永 远 流 传 于 世 ”。 在

最 后 一 章 中 ，作 者 以 凝 练 的 笔 墨 叙 述

了 邓 小平从参加长征到 1985 年领导改

革开放“新长征”的历程，认为“长征已

给 中 国 的 面 貌 留 下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印

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

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

神 与 团 结 ”。 作 者 从 长 征 到 改 革 开 放

“ 新 长 征 ”的 历 史 发 展 逻 辑 中 ，高 度 评

价了长征精神价值的长远意义。

长 征 永 远 在 路 上 。 当 前 ，在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全 面 推 进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新 征 程 上 ，伟 大

的 长 征 精 神 仍 然 是 应 对 各 种 风 险 挑

战、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应从记叙长征的

优 秀 作 品 中 汲 取 营 养 ，加 深 对 长 征 历

史 和 精 神 意 蕴 的 认 识 把 握 ，在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上 大 力 弘 扬 伟 大 长 征 精 神 ，奋

力推进强国强军事业。

“他者眼光”中的长征史诗
■韩秉成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由鲁微、艾明波、赵亚东携手创作的

《冰雪英雄》（作家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书，以贴近读者心灵

的视角，以打动读者内心的诗化描写，描

绘了冰雪运动员们愈挫愈勇的隽美剪

影，记录了他们挑战极限、勇于追梦的励

志故事。

体育是强健体魄、磨砺意志的身体

活动，文学则是陶冶思想、升华灵魂的艺

术行为。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体育

与文学不仅结缘甚久，而且联袂绵长。

当冰雪体育进入报告文学视野，俨然是

文学领域的一抹亮丽景观。冰雪体育报

告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宣传冰

雪体育精神、赞颂冰雪体育先锋、激发全

民冰雪体育热情的职责与使命。近年

来，伴随冰雪体育运动的繁荣发展，我国

冰雪体育报告文学保持着良好势头，涌

现出《中国冬奥》《冰雪中国》等许多作

品。这些作品通过对冰雪体育运动的实

录和渲染，使人们在灵动隽永的文字中

感受冰雪体育的独特魅力。《冰雪英雄》

亦是如此。

报 告 文 学《冰 雪 英 雄》中 ，作 者 的

笔端摇曳于冰雪集训场地和大型赛事

的 精 彩 瞬 间 ，穿 梭 于 多 个 激 动 人 心 的

夺 金 场 面 ，讲 述 了 诸 多 冰 雪 精 英 奋 勇

争先、自强不息的精彩故事，展现了他

们为国争光的昂扬之姿和不甘落后的

强者之态。作者将文学想象融入冰雪

体育，通过生动细腻的描绘，让读者身

临其境般感受到冰雪运动的激情。该

书 聚 焦 多 位 放 飞 理 想 、逐 梦 冰 雪 的 黑

龙 江 籍 冰 雪 运 动 员 ，用 一 首 首 激 情 澎

湃 的 叙 事 诗 ，刻 录 了 对 他 们 的 倾 情 咏

赞；用一个个丰殷厚实的感人故事，赞

美了他们的青春芳华。在作者简洁明

快、真情流露的叙述中，冰雪英雄们一

个个神采卓然、形神毕肖。

报告文学不仅能够将冰雪体育运

动中的瞬间风采嬗变为长久之美，而且

能够揭示冰雪体育与社会生活之间更

深刻更本质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

《冰雪英雄》不仅是一部向冰雪精英致

敬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是一部鼓舞人心

的励志作品。书中记录的无论是顽强

拼 搏 的 运 动 员 ，还 是 无 私 奉 献 的 教 练

员，他们自加压力、负重前行的奋斗经

历和职业操守，是对“更高、更快、更强、

更团结”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诠释，激

励 和 鞭 策 当 下 青 年 勇 争 一 流 、敢 为 人

先。也许书中人物的经历、故事、荣誉

无法复制，但支撑他们坚毅前行的优秀

品质，值得推崇和持守。

书 中 许 多 冰 雪 运 动 员 的 成 才 成

功 ，除 了 自 身 的 勤 奋 努 力 和 教 练 的 悉

心 栽 培 外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在 于 黑 土 地

的 培 育 与 滋 养 。 作 者 不 吝 笔 墨 ，浓 墨

重彩地讲述了两个“冠军之城”——哈

尔滨和七台河的冰雪运动发展历程和

众 多 故 事 ，着 重 叙 述 了 两 个 城 市 冰 雪

运 动 的 悠 久 历 史 ，并 深 入 挖 掘 和 阐 述

了黑龙江冰雪体育人才诞生的现实逻

辑和历史必然。

《冰雪英雄》的创作主题并不仅限于

推出冰雪健儿的风采风貌，而是见微知

著、以点带面，将外延拓展于黑龙江冰雪

事业发展和冰雪产业繁兴，并以详实资

料和大量数据，描写了黑龙江省各城市

繁荣发展冰雪体育事业的生动局面。比

如书中第四部分以“冰雪映像，蓬勃的冰

雪事业”为题，叙写了齐齐哈尔冰球、伊

春冰壶、佳木斯速滑、黑河越野滑雪、鹤

岗高山滑雪、大庆冰上龙舟和双鸭山冬

季游泳等冰雪运动品牌的打造和构建，

这无疑为冰雪冠军的不断涌现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一个作家的情感与情怀，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其作品的品质和价值。《冰雪

英 雄》的 三 位 作 者 均 是 黑 龙 江 本 土 作

家，对冰雪体育运动了解熟稔，对冰雪

体育精神感同身受。他们秉持“只有笔

端常带感情，才能写出动人的文字”的

创 作 信 条 ，保 持 文 学 创 作 的 机 警 和 敏

锐，运用扎实绵密的一线采访素材，精

心刻画了冰雪健儿的内心世界，通过纵

情放笔和细腻描摹，使冰雪健儿风采跃

然于笔端，实现了冰雪体育与冰雪文学

的一次相向而行。

书 写 冰 雪 体 育 之 韵
■刘金祥

新书推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元宇宙”一词，源自作家尼尔·斯

蒂芬森 1992 年的科幻小说《雪崩》。在

小说中，人类通过虚拟现实设备与虚拟

人共同生活在名为“Metaverse”的虚拟

空间，在共享的线上世界中工作生活。

Metaverse 由 Meta 和 Verse 两个词根组

成 ，其 中 ，Meta 表 示“ 超 越 ”或“ 元 ”，

Verse 表示“宇宙”（Universe），故中文译

为“元宇宙”。近年来，社会数字化转型

逐步深化，各个领域加快向线上迁移。

元宇宙作为重要实现途径，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讨论。

《元 宇 宙—— 概 念 研 究 与 体 系 构

想》（融通传媒国防工业出版社）一书，

科学划分了元宇宙发展历程、通俗定义

了元宇宙基本概念、总结提炼了元宇宙

主要特征、多维刻画了元宇宙图像构

想、多元描绘了元宇宙平台应用，以科

学为内核、以体系为主线、以美学为辅

助，从多视图体系设计、多层次技术剖

析、多场景应用畅想等方面尽可能呈现

了元宇宙的全貌。

本书指出，元宇宙以 5G、6G、云计

算、区块链、大数据等为底层支撑，并以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为映射和通道，

融合人的思维意志、情感想象等，连接

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元宇宙将在

演化与发展中构筑人类存在的“新空

间”。在那里，资源以新的形态呈现。

在资源存量竞争的未来，这片可能实现

的“新大陆”上，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

国之间的博弈，似可以新的方式和形态

延伸或延续。

钱学森曾在思考虚拟现实技术对未

来的科学意义和发展空间时，指出“（虚

拟现实的）临境感不是真的亲临其境，而

是感受而已，所以是虚的”，并融合技术

理念和人文意境，给出了“用‘灵境’才是

实事求是”的定名建议。基于此，本书将

元宇宙图像构想为“两仪灵境”。

“两仪”——古人在阐述有关天地

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时认为，混沌初开，

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

重浊下凝者为地。天为阳气，地为阴

气，二气相互作用，产生万物。可见中

国古人的眼中“两仪”代表了宇宙中所

有物质运动与交互转化的基本存在，是

建构自然万物的本原。因此，书中用

“两仪”来描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客

观物理和思维意志的分立与统一的整

体。

“ 灵 境 ”—— 我 们 将 元 宇 宙 比 作

“两仪”交互融合的空间。在这种交互

融合的状态下，无论这个空间是否伸

缩、变形，若空间建构的本原不变，即

元 宇 宙 所 有 主 体 的 客 观 物 理 存 在 不

变，作为这个空间交互融合纽带的映

射规则就是共识的存在，并且具备时

间和空间延续性。

“两仪灵境”是一个广阔自由、交互

联动的世界。在社会维度和技术维度

的多重支撑下，这里既是现实世界中人

员、财产、物资、环境、组织等的数字化

映射，也是以交互感知多维度影响物理

世界的数字作用力存在，能够给人以全

新的应用体验感，打造出虚拟与现实世

界前所未有的“共情”力。

蓬勃发展的新兴技术，在人机交互、

内容创造、资产交易等方面为元宇宙提

供了技术基础和平台支撑。本书深入分

析了当前元宇宙在娱乐、社交、金融、教

育、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情况，并对其未来

可能的拓展应用进行了探索研究。例

如，关于教育应用方面，元宇宙可为用户

提供沉浸式教学、培训的虚拟场景，使其

更加立体化，更具互动性。关于金融应

用方面，元宇宙可为用户提供进行数字

资产交易、管理的虚拟经济体系；随着元

宇宙的发展，或许将构建一套独有的经

济体系，更大限度创造出以数字化资源

为载体的物质文明。虽然当前所构建的

虚拟场景下的体验，与元宇宙设想尚有

很大差距，但以此为基础，真正的元宇宙

社会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

元宇宙会塑造人、改变人，人的思

维和性格都可能在其中产生变化，并在

未来与现在、虚拟与现实中实现价值交

换，进而塑造新的环境和秩序。人与虚

拟人、虚拟世界互动的现实映射，将引

发人工智能领域与认知领域相关学科

的进一步深化融合。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新事物也将对军事领域产生一定

的辐射与影响。可以预见，元宇宙的

“ 疆 域 ”一 旦 形 成 ，必 然 会 产 生“ 新 资

源”，就可能出现围绕“新资源”的纷争

与对抗，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方面

会出现许多新的特征。

在元宇宙演进和发展的初级阶段，

我们应理性客观、实事求是，既不人云

亦云、误判误导，亦不置若罔闻、错失先

机。《元宇宙——概念研究与体系构想》

一书，注重学理性和实用性、工具性和

前沿性的统一，既可以帮助广大元宇宙

爱好者从科技的纬度理性看待元宇宙，

也可以为科技工作者在元宇宙科学研

究方面给予一定的参考和帮助。

元
宇
宙—

数
字
与
现
实
世
界
的
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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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特别是一些战略性、前沿

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深刻改变着战争形态，对官兵的科技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敌我较量始于书桌”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勤于读书“充电”，更新思想观念、思

维方式、知识结构，才能不断提高运用科技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甲辰龙年“迷彩书屋”第一期，我们开设“科普书话”栏目，推荐一批介绍前沿

科技的科普类书籍，帮助官兵进一步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科技“内功”、增长胜战智

慧。敬请关注。 ——编 者

开 栏 的 话

科普书话

科海拾贝，智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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