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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土壤，

都有属于自己的创作天空。《为珠峰测高

的人们》（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是

我从 2020 年年初开始创作的。刚开始

我并没有太多感触，没想到，随着采访的

深入，在与三测珠峰的郁期青、两测珠峰

的任秀波等测绘工作者深入交流之后，

就产生了要为这个英雄群体写作的冲

动。于是，我满怀激情，仔细查阅资料，

反复斟酌字句，完成了本次创作。

是什么让我对他们心怀敬仰？是

什么让我激情满怀？除了对高不可攀

的珠穆朗玛峰的仰望，除了被测绘工作

者们不怕困苦、勇于挑战的大无畏精神

所感动，还因为我对高原缺氧的深切体

会 ，对 高 原 特 殊 环 境 中 生 活 的 感 同 身

受。我想，只有到过海拔 4000 米以上高

原的人，才知道缺氧对人的身体影响有

多大。

我对高原的深度了解，要归于 10 年

前一次难忘的高原之行。那是 2014 年

10 月，我去了唐古拉山南侧安多县城的

一个兵站，采访那里的官兵。安多隶属

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地处西藏北部，

是西藏地区的北大门。安多虽是一个

县，但街道的规模与内地的一个大集镇

差不了多少。可在海拔 4000 多米、高寒

缺氧、人口稀少的高原，安多却像明珠

一样闪亮。

10 月的安多，气候寒冷，常刮五六

级大风。有风的夜晚，缺氧的感觉更加

明显。当天抵达安多的时候，同行的几

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了高原反应，我也

不例外——心慌、头疼，后脑勺像扎了

针一般。在安多夜宿的那一晚，是我至

今难忘的经历。

由 于 高 原 反 应 严 重 ，无 法 专 注 读

书，更无法连贯性地思考问题，我干脆

早早钻进被窝睡觉。鼻子下还挂着氧

气管，这让我感到些许不适。房间里，

时钟滴答地走着。不到 12 时，我刚刚进

入梦乡，氧气管突然停止了供氧——氧

气瓶没氧气了。我心想，离天亮也就 6

个多小时，挺一挺就熬过去了。可没过

多长时间，我便觉得胸闷气短、恶心、头

疼剧烈，一次次无力地爬起来到卫生间

呕吐。在挣扎之中，我时不时地看向时

钟，恨不得秒针变成时针，转半圈 6 个小

时就过去了。我急切地盼望着黎明曙

光的到来，好让我赶紧逃离这个让人万

般难受、痛苦难耐的地方。

在创作《为珠峰测高的人们》的过

程 中 ，每 当 我 想 起 测 绘 工 作 者 们 在 极

寒、缺氧的恶劣条件下，负重攀测珠峰、

夜 宿 冰 雪 之 上 时 ，崇 敬 之 情 便 油 然 而

生。三测珠峰的郁期青，最后一次攀测

珠峰时因感冒引发并发症，病情越来越

严重。在长达几个月的救治时间里，他

始终以坚韧的毅力与病魔斗争。任秀

波是陕西横山人，外表并不壮实，但他

从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测一大队开始，一

次 次 征 战 青 藏 高 原 ，两 次 参 加 珠 峰 测

高。在海拔 7500 米的暴风雪中，他冒着

被冻伤的风险，脱掉防寒手套，完成重

力测量任务。

在测量珠峰的路上，海拔 6500 米的

前进营地，因位置特殊、环境恶劣，被登

山队员们称为魔鬼营地。然而，任秀波

却以顽强的意志在那里整整留守了 40

多天。当他轻描淡写地说出这段经历

时，我震惊得张大了嘴巴。联想几年前

的“安多之夜”，面对缺氧的痛苦，我真

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度日如年，而任秀波

竟 然 在 如 此 恶 劣 的 环 境 中 待 了 40 多

天。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是凡人肉身，他

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了坚强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有着对理想的崇高

追求。

我之所以把几年前夜宿安多的痛

苦经历写出来，就是想以自己的亲身体

验告诉人们，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用双

脚丈量祖国大地的艰辛付出，为珠穆朗

玛峰测量“身高”的伟大壮举，可不是喊

几句响亮的口号就能实现的，而是要有

敢于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豪情壮志，

要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远大抱

负。有如此的决心和追求，才能完成从

平凡人到英雄的转变。在我心中，一代

代攀测珠峰的队员们，个个都是英雄好

汉，值得尊敬和学习。

《为珠峰测高的人们》一书还有一

个 鲜 明 的 特 色 ，那 就 是 穿 插 在 书 中 的

50 多张珍贵照片。这些照片来自第一

现 场 ，记 录 了 珠 峰 测 量 过 程 中 的 真 实

面貌，具有本真之美和生态之美，给人

以 视 觉 冲 击 ，与 文 字 形 成 相 得 益 彰 的

效果。

他们像珠峰一样让人仰望
■钟法权

长 篇 历 史 小 说《野 玫 瑰》（北 方 文

艺出版社）的主要故事，发生在抗战期

间的哈尔滨市。作品努力从历史事件

沉 寂 黯 然 的 边 缘 出 发 ，重 新 想 象 和 艺

术再现已逝的历史现场。彼时的哈尔

滨 市 处 在 日 伪 占 领 控 制 之 下 ，暗 潮 涌

动、谍影重重、危机四伏。作品围绕地

下党组织工运和学运、支援抗联战士、

获取日军情报、营救抗日志士等，书写

了与日伪势力发生一系列生死角逐的

故事。

小 说 主 人 公 吕 佰 仁 ，出 生 于 山 东

掖 县 的 吕 家 村 ，后 来 成 为 潜 伏 在 哈 尔

滨 市 的 中 共 地 下 党 员 。 他 智 勇 双 全 、

坚 毅 果 敢 ，是 联 结 小 说 中 我 党 地 下 组

织主要成员的关键人物。小说以吕佰

仁 的 人 生 行 踪 和 精 神 历 程 为 主 要 线

索 ，既 能 呈 现 出 彼 时 哈 尔 滨 市 复 杂 多

变、险象环生的艰难形势，也能勾连起

敌我双方在隐蔽战线的激烈角逐和生

死 博 弈 ，展 现 了 我 党 地 下 工 作 者 们 面

对凶险危殆，坚定选择慨然赴难、无畏

前行的精神品质。

作品以日军负隅顽抗和苏军进驻

托 管 为 时 间 轴 ，除 了 重 点 讲 述 肩 负 重

任 的 吕 佰 仁 这 一 主 要 人 物 外 ，还 描 写

了李刚、王秉坤、王洪德、吕宗义、李淑

贞、于兰等一批忠贞不渝、个性鲜明的

中共地下党员。这些人物对外公开的

社 会 身 份 虽 然 不 同 ，但 他 们 秉 持 的 信

仰和承担的使命却是相同的。在处处

暗 藏 杀 机 的 哈 尔 滨 市 ，他 们 组 织 工 人

罢工，为抗联战士筹备物资，传递日军

活动情报，收集 731 部队罪证……宛如

在 刀 尖 上 行 走 ，个 个 都 是 隐 蔽 战 线 上

的英雄。

作者在作品中虚构了上百个人物，

这些人物有的出生在哈尔滨市，有的来

自山东掖县，有的源自苏联红军。作者

用一张无形的网兜起小说人物之间的

亲情、爱情、师徒情、战友情等，而这些

情感均是由保卫国家和关切同胞这一

民族大爱所涵育衍生的。作者用大篇

幅讲述了吕佰仁的真挚爱情和革命友

情故事。但这种充满温情、氤氲人性的

情感，也是以恪守民族大义和秉持家国

情怀为前提的，吕佰仁最终为大义和情

怀英勇牺牲。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塑造

了吕佰仁、陶净非、李刚等以身许国、威

武不屈的抗战义士形象，也摹绘了石井

四郎、佐藤秀中等灭绝人性、凶恶残暴

的日本侵略者形象，旨在提醒人们铭记

历史、勿忘国耻。

《野玫瑰》是一部极具红色意味的

谍战小说，不仅人物众多、事件庞杂，而

且叙事节奏快捷，需要作者对故事结构

和人物角色所隐含的复杂关系进行精

妙把握。为了厘清故事悬念和叙事结

构，作者运用草蛇灰线的创作手法，铺

陈架构中共地下党对敌斗争和山东掖

县 农 民 抗 战 两 条 线 索 ，其 中 前 者 为 主

线，后者为辅线。引人入胜的辅线是主

线的前奏和序曲，扣人心弦的主线是辅

线的深化和升华。主辅两条线索交相

呼应、相契相融，共同贯穿于整部作品

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两条线索叙述有

分有合、有缓有急，将作品中的诸多人

物和事件连成一体，构建起一个复杂多

元且层次明晰的故事结构。这样的设

计，一方面使作品故事更加完整深透，

引导读者随着故事的推演产生代入感

和共情感；另一方面使人物形象更加鲜

明饱满，引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察人

性的复杂幽微。

一 般 情 况 下 ，文 学 作 品 的 名 称 是

作品的“文眼”，是作品的内涵及作者

的 思 想 感 情 、创 作 意 图 的 具 象 表 现 。

小说所命名的“野玫瑰”，在吕家村指

的是“谨言慎行、美而端庄、美而贤内”

的 优 秀 女 性 。 按 照 吕 家 村 特 有 的 民

风，经大家认可，才能授予“野玫瑰”的

雅号。小说中有四位“野玫瑰”，分别

是 吕 佰 仁 的 母 亲 王 洪 秀 、未 婚 妻 李 淑

贞 、革 命 战 友 于 兰 和 安 列 娜 。 她 们 的

至 爱 之 人 都 在 战 场 中 逝 去 ，但 她 们 没

有 囿 于 个 人 的 哀 伤 ，而 是 将 希 望 寄 托

于未来，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属于咱老

百姓的新中国”。作者借花咏情、托物

言志，致敬土地，还有那些奉献牺牲的

爱国人士和凄美动人的革命爱情。这

样 的 文 学 表 达 ，给 这 部 小 说 增 添 了 几

分美学品格和艺术气质。

《野 玫 瑰》总 体 结 构 犹 如 一 条 河

流，时而湍急，时而潺湲，时而激昂澎

湃 ，时 而 波 平 浪 静 。 作 者 以 繁 复 架 构

和 清 晰 层 次 ，生 动 再 现 了 谍 战 英 雄 对

信 仰 信 念 的 敬 畏 和 坚 守 ，谱 写 了 一 曲

雄浑悲壮的命运交响。鉴于小说表现

的是一段并不为公众所完全知晓的革

命 斗 争 史 ，所 以 其 中 蕴 含 的 悬 疑 、侦

探、暗杀等谍战要素，不同程度地体现

在 马 迭 尔 绑 架 案 、李 兆 麟 将 军 遇 害 、

731 部队细菌实验，以及东北民主联军

解放哈尔滨等事件上。面对这段阴霾

笼罩、腥风血雨的特殊历史，作者运用

平 实 质 朴 的 语 言 和 冷 峻 凝 重 的 文 字 ，

于不动声色中实现了对这段抗战史的

聚 焦 审 视 和 深 度 勘 察 ，完 成 了 对 哈 尔

滨市特殊年代的“红色叙事”。

一段抗战年代的英雄叙事
■刘金祥

一个曾经的地委书记，人们本以为

他退休后会像大部分老人那样含饴弄

孙、颐养天年，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他却拖着瘦弱的身体，走进了云南施甸

的大亮山，一干就是 22 年，绿化了 5.6 万

亩的林场。

读《杨善洲的故事》（党建读物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我的眼前总

会飘过那满山的青绿，总会闪过那个扛

着铁锨、锄头，一身泥土的老人身影——

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解放胶鞋，

山边地头，植树育苗。

感染疟疾，高烧不退，他仍坚持冒雨

到 6 公里外的山村给群众开会，只是为

了“说话算数，取信于民”。家里揭不开

锅，妻子按制度领了救济粮，过后他却一

两不差地退还给公社，只是因为“我是党

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占公家的

便宜”。不为自己的妻儿老小“农转非”，

却为几十名代课老师解决了转正问题。

他就是这样大公无私，心里装着的都是

别人的疾苦。

1984 年的一天，杨善洲和他的秘书

去龙陵县出差。吃饭时，秘书去结账，却

被当地县委书记谢绝了。回来路上，杨善

洲才得知此事，就让秘书连夜跑回去交上

了这笔伙食费。秘书回来后说：“书记，伙

食费才 6 块 5 毛钱，可来回的路费就花了

22块钱，住宿又花了 10块钱，是伙食费的

好几倍，多不划算啊。”杨善洲回答说：“账

不能这么算，我们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

吃一顿，然后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了，

最后这些账还不是摊到老百姓的头上？

这个风气千万不能开头啊！”

我喜欢杨善洲老人的一句话：“共产

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

群众中去当雪松。”在大亮山的 20 多个

寒暑里，杨善洲天天奔波在林场，风沙吹

白了他的头发，可是大亮山却绿了起来，

5.6 万亩的荒山变成了鸟类的天堂。他

成为了一棵真正的雪松。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

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老

百姓心里有一杆秤，谁真正为老百姓谋

幸福，老百姓就记他一辈子。

“我死后，不接礼、不待客、不浪费、

不铺张，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杨善洲老

人的确是悄悄地走的，即便在人生旅程

的最后阶段，他对自己的要求仍苛刻到

如此程度。虽然他去世已经很多年了，

人们依然记着他。

一棵真正的雪松
■佛 刘

《南昌起义史料札记》（中共党史出

版社）的作者周根保，近十年来一直致力

于南昌起义历史事件资料挖掘、学习研

究及宣传弘扬工作，期间写出了许多研

究文章和心得体会。这本书，正是其研

究成果之一。阅读此书，让我仿佛亲身

经历了那场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伟大事

件，对人民军队的根与魂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

作者以青少年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时发出的疑问为引子，徐徐展开

对南昌起义这一伟大事件的叙述。书中

写道：“南昌起义，是一本无言大书，阅读

这部大书，不仅使读者对前辈腾升敬意，

更是对读者一次信念的洗礼、斗志的催

生、动力的激励！”可以看出，作者是以深

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澄清历史事实、

认清重大意义、弘扬优良传统的目的出

发，以问答的形式，铺展开南昌起义历史

画卷。

此书的上篇“纪念塔前的追寻”，回

答了“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的问题。作者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武

装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的三个直接诱

因，并详细叙述了党中央对南昌起义决

策的曲折经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

委，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反对张

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错误意见，独立自

主作出决策的过程，展现了共产党人坚

持 真 理 、敢 于 担 当 的 革 命 精 神 。 1961

年，周恩来同志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时，却对自己的贡献一字不提。这些

细节的描述，更加凸显了党的领导人不

为名、不为利，一心只为党和人民的崇

高品格。

中篇“军旗下的沉思”则通过“打响

第一枪的那些事”“南下广东的那些事”

“挥师转战上井冈的那些事”三个章节，

客观而生动地记述了南昌起义“从胜利

至挫折，再走向新生”的过程。作者用

很大篇幅叙述了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

东遭遇失败后，朱德、陈毅为保留革命

火种，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

冲破千难万险，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的

艰难历程。

起义部队经历了汤坑战役失败、三

河坝分兵后，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

不辞而别，有的甚至叛变，队伍变得零落

涣散。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朱德站了出

来，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进

行革命动员：“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

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

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

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黑暗是

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

法。”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和朱德一起征

战的老同志说：“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

候，我们常常看到朱德、陈毅等负责同

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肩上扛着动

摇分子扔下的步枪。他们一面走，一面

和士兵们讲解革命的道理，指出革命的

前途。”作者以丰富的史料真实还原了这

些历史情节，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军

队初创时期的艰辛和不易，在忠贞与动

摇的对比中更加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的

如磐信念。

下篇“会师广场上的回望”则聚焦于

“什么是建军大业的基石”这一问题。作

者在生动叙述一个个历史故事的基础

上，鲜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坚定信念、

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在挫折中奋起，在

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

革命家开创建军大业的军魂。从南昌城

头一声枪响、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到

井冈会师朱毛红军的诞生壮大，一个个

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告诉我

们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跟党走，才能

取得胜利”。

正如作者所说：“对历史事件的研

究，并不是对历史的重新展示，而是通过

分析和概括，对历史进行回望，寻找对今

天的启示和教育。”《南昌起义史料札记》

一书，不仅带领我们深情回望那段充满

艰辛与荣耀的岁月，更通过对历史事件

的细致叙述与深入思考，激励我们坚定

传承红色血脉的信念，铸牢人民军队永

远不变的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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