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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岩壁挂瀑

汪文棋摄

创 作 谈

展现心路，延伸阅读

什么是长征文化？这是我近年来经

常被问到的问题，也是我在《长征文化研

究》（学林出版社）一书中，所要努力回答

的问题。此前，我一般都会用书中给出

的定义来回答：“长征文化的内涵有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长征文化是指与长

征相关的历史过程以及物质成果、精神

成果的总和，狭义的长征文化则是指与

长征相关的精神成果以及物质成果中的

精神要素。”但这个回答过于抽象，往往

不能使人明了和满意。经过一段时间的

研究，我想换一种思路，尝试从几个具体

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何谓长征文化”的

问题。

长 征 文 化 的 逻 辑 起 点 是 历 史 文

化。长征文化起源植根于长征历史，因

此对长征文化的考察必须置入历史视

野、贯穿历史思维、彰显历史逻辑。长

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

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

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永远

在路上，并且与人类历史上的远征故事

遥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而广泛地

引发文化共鸣。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

带”，飘拂过几万里山河壮阔，跨越了数

十载岁月沧桑，深刻串联起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铿

锵演奏出人类理想与奉献、意志与勇气

的精神乐章。在《长征文化研究》中，我

尝试借鉴语言学上的“历时态”和“共时

态”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以纵向与横向

交织的方式勾画出长征文化的立体全

貌，从而避免那种仅关注双时态之一种

或历时态之一段的局限。此外，在“长

征 文 化 与 当 代 ”“ 长 征 文 化 与 世 界 ”两

章，我尝试从更宽广的时空范畴对长征

文化进行历史考察，从中阐明长征精神

和长征文化在新时代“继续在场”的深

层逻辑。

长征文化的核心要素是精神文化。

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

伟 大 长 征 精 神 。 文 化 的 核 心 是 价 值

观。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长征文化在价值

观层面的集中呈现，也是长征精神文化

的关键要素。在长征精神文化中，长征

精神是其价值内核，长征文艺是其生动

呈现，长征学术是其高级形态，它们共

同构成了长征精神文化的主体，是整个

长征文化中的关键要素。仅以长征文艺

为例，90 年来以长征为题材的文学艺术

作品数不胜数，涉及领域广泛，表现形式

多样，经典作品众多，成为中国文艺史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其中最有代表

性、影响最大的，还要数毛泽东的长征

诗 词 。“ 踏 遍 青 山 人 未 老 ，风 景 这 边 独

好 ”“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 红 军 不 怕 远 征 难 ，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 ”“ 不 到 长 城 非 好 汉 ，屈 指 行 程 二

万”……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和极强的感染力。而且，人们对

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广泛引申和运用，早

已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既

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长征诗词的丰厚意蕴

和深远影响，也折射出长征文化的现实

意义和时代价值。

长 征 文 化 的 本 质 属 性 是 革 命 文

化。长征文化奠基和生成于革命时期，

熔铸和积淀为革命精神，彰显和传承着

革命传统，推动和影响了革命历史，因

此在丰富厚重的革命文化中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长征文化与广义的革命

文化一样，虽然主要生成于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但都在“后革命”“后长征”时

期得到赓续、弘扬和发展，呈现为一种

与时俱进、开放延伸的文化形态，折射

出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和

深度关联。90 年来，长征文化始终与历

史 发 展 合 拍 前 进 ，与 时 代 脉 搏 同 频 共

振，呈现出鲜明的科学性、开放性、创新

性特征。《长征文化研究》中写道：长征

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为“源”，以革命文化为“本”，

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流”，博采众长

而自成一家，源出多门而汇入主流，从

而生成为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革命文化形态，进而具有了先进的价值

观念、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实践基

础和正确的发展方向。

长征文化的鲜明底色是军事文化。

长征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深

刻的军事烙印。长征文化的源头和背

景，是党领导红军进行的一次空前规模

的军事上的战略转移行动。长征文化最

初的和最重要的主体与客体，都是参加

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人员。长征文化发源

自军事活动，助力于军事实践，在融入人

民军队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彰显了军事

文化的鲜明底色。作为我军军事文化重

要组成部分的长征文化，在不同时期的

表现形式、具体内容等都各有侧重。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离不开强军

文化的引领。长征文化与强军文化深相

契合，蕴含着繁荣发展强军文化的重要

元素。它不仅在价值观念、精神力量、历

史经验、文化资源等方面为繁荣发展强

军文化提供全面支持，而且传承着忠诚

文化的基因、张扬着战斗文化的个性、蕴

含着法治文化的传统、凸显着创新文化

的特征，在很多领域内和很大程度上与

强军文化深度融汇，从而与强军文化同

向同行，为强军兴军事业注入强大精神

力量、提供坚定文化支撑。在《长征文化

研究》中，对此也有专门的探讨。新时代

革命军人作为红军的传人，在铭记长征

历史、赓续长征精神、弘扬长征文化上，

理当走在前列，这也是繁荣发展强军文

化的客观要求和应有之义。

长征文化的多维观察
■韩洪泉

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司礼大队的了解，多半限于电视镜头

上那精彩而短暂的亮相。陶纯的军事

题材长篇小说《仪仗兵》（北京十月文

艺 出 版 社 和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联 合 出

版）一书，把文学的聚光灯对准了这一

集体，将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呈现给

了读者。

2016 年春天，陶纯走进仪仗司礼

大队，进行了约 2 个月时间的采访和体

验生活。他近距离观察这支队伍，通过

与他们同吃同住，对这群可爱的仪仗兵

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从 1997 年香港回归仪式，到 2015

年“9·3”阅兵，小说的叙事线贯穿了仪

仗 司 礼 大 队 近 20 年 的 数 次 重 要 登

场 。 这 些 珍 贵 的 瞬 间 已 经 被 镜 头 记

录，与当时的历史事件一起，被永远地

载入史册。《仪仗兵》就是以这些真实

事件为基础的小说，人物也有真实原

型。在不容虚构的真实事件基础上，

作者发挥了小说文体的特色，通过合

理的艺术想象和必要的艺术加工，更

集中、更典型地表现人物、突出主题。

仪仗兵始终把最光鲜的一面展现

给人们，而其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艰苦

训练和付出。小说中写到，主人公李

振杰的父母带着打算介绍给儿子的相

亲对象刘薇，到北京看望儿子——这

是 他 们 在 儿 子 当 兵 以 来 的 第 一 次 探

望。李振杰带他们到操场参观官兵训

练，“虽然是秋末冬初，天气比较寒冷，

但操场上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全身湿

透”。当刘薇感叹仪仗兵的不易时，李

振杰坦诚地告诉她：“仪仗兵看着外表

光鲜，其实是个非常枯燥的岗位，一年

到头在训练场上待着，出操一身汗，收

操一身碱，个个晒得像黑蛋一样……

当几年仪仗兵之后，几乎个个都有训

练伤，膝盖、腰、脚踝受伤是常事……”

听 着 这 些 介 绍 ，刘 薇 感 到 十 分 揪 心 。

期间，李振杰的母亲让儿子试试新布

鞋。当李振杰脱下鞋子的一刹那，刘

薇惊呆了——“长期的高强度训练，长

期穿高筒皮鞋和马靴，使他的脚变了

形、走了样，脚后跟全是裂口。”看着眼

前 的 景 象 ，李 振 杰 母 亲 忍 不 住 流 泪 。

在此之前，她并不知情，因为儿子从未

向家人讲过仪仗兵的苦。

小说用大量真实的细节表现了仪

仗兵训练时的艰辛与不易。比如，为

了确保高标准站姿，每个人的衣领上

都别着大头针；为了防止身体晃动，站

立时垂着的双手与裤子之间，以及两

腿之间各夹着一张扑克牌。李振杰作

为仪仗兵中的佼佼者，作为仪仗司礼

大队的军旗手，更是展现出超乎常人

的毅力。为了练习站功，他在盛夏的

烈日下一动不动。在连续站立 6 个半

小时后，他由于出汗过多导致身体虚

脱，昏倒在水泥地砖上。为了练出“金

嗓子”，他在寒冷的冬天，手握鸵鸟蛋

一般大的雪球不停地哈气，直到“鸵鸟

蛋”变成“鹌鹑蛋”。为了练眼功，他将

双眼对着火辣辣的太阳，或者屋里的

强光灯，直到双眼能轻松做到千秒之

内不眨一次。为了练习难度极高的军

刀礼，他不知划破手背多少次，直到能

目 不 斜 视 而 将 军 刀 精 确 地 插 入 30 毫

米宽的刀鞘里……一项项看似非常人

能及的目标，都被他以顽强的意志所

实现。

1999 年的国庆大阅兵，李振杰作

为仪仗司礼大队的护旗手，在天安门广

场上完成了他仪仗兵生涯的第一次重

要亮相。96 米，128 步……那一刻，他

的脑海中涌现出了很多人，其中有悉心

培养他的班长耿长明，有激励他奋勇向

前的升旗手卢天祥，有春风化雨般默默

帮助他的教导员吴青江……如果把《仪

仗兵》解读为一部成长小说，那么这些

人共同扮演了李振杰成长中的“引领

者”角色。2009 年国庆大阅兵，李振杰

站到了卢天祥的竞争者位置。在两人

不相上下、难分伯仲之际，卢天祥为了

队伍的传承，主动将军旗手位置让给李

振杰。小说还通过插入前一代军旗手

成敬捷的传奇故事，追溯以吴青江之父

吴登义为代表的第一代仪仗兵对新中

国仪仗事业的奠基之功，增加了小说的

历史厚度。

作者以朴素的语言刻画队列的力

量，讴歌了一代代仪仗兵用平凡坚守换

来的非凡成就，也赞扬了怀着深深的荣

誉 感 为 仪 仗 事 业 默 默 付 出 的 官 兵 家

属。这部小说充满着朴素情感，却让读

者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

探
寻
队
列
的
力
量

■
饶

翔

最近读到关于沈从文的一篇回忆文

章。作者鲁双芹曾作为沈先生的助手，

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画过插图。

她在文中写道：“工作是新奇的，每

次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朝代、不同

器物上的图案……但大部分时间是枯燥

的，无趣的……我们需要把那些模糊的

图案搞清楚，需要调出合适的，尽可能符

合 原 色 的 颜 色 ，经 常 需 要 花 费 很 多 时

间。日子久了，就开始不耐烦。我们做

这些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沈

先生似乎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他展开那

些卷起的纸张、模糊的照片，仔细看着，

嘴里不住地说：‘要耐烦，要耐烦。任何

事情，都没有天才，只有耐烦。’”

沈先生从年轻时就常自称是来自湘

西的“乡下人”。对于湖南人，有句话似

乎深得人心，叫作“耐得烦，霸得蛮”。回

看沈从文先生的一生，“霸得蛮”的情况

不是没有，但“耐得烦”确是很鲜明。

汪曾祺曾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的教书生活，其中谈到他给学生上《中

国小说史》时的一些细节。有些资料不

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

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上课

时 分 发 给 学 生 。“ 沈 先 生 做 事 ，都 是 这

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

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

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

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

方式”搞出来的。

汪曾祺提到的沈先生的文物著作，

应该就是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

是一部绝无仅有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

和文物研究的著作。为了完成这项研

究，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开始，沈

先 生 前 后 经 历 了 几 十 年 的 默 默 耕 耘 。

这期间，书稿屡遭破坏，有时候不得不

从 头 干 起 ，其 中 艰 辛 难 以 想 象 。 可 以

说，如果不是“耐得烦”，就不可能有《中

国古代服饰研究》。

沈先生的“耐得烦”，当然不仅为湖

南人所称道，更是古往今来很多杰出人

物身上共同的品质。所谓“立德，立功，

立言”，那些有所成就而不被时间淹没的

人，恐怕都离不开“耐得烦”。试想，耐得

烦，才可能心细如发、见微知著，察人所

不察；才可能忍受无数次重复，最终滴水

穿石、铁杵成针；才可能在看似“死胡同”

的地方，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才可能避

免自以为是、想当然，不至于望文生义、

浅尝辄止；才可能有始有终，不至于“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半途而废；才可能摆

脱纷扰、耐得住寂寞，在淡定平和中完成

常人难以企及的事情……“耐得烦”，实

在是一种很不容易达到的人生境界。

而且我觉得，相比于过去相对传统

的岁月，“耐得烦”在今天可能更加引人

深思。高效便捷的各类工具，可能遮蔽

“手工业方式”般的匠心；量化标准向各

个生活场域的渗透，可能助长急功近利

的价值取向；生活节奏加快，可能加剧

心浮气躁的状态……现代科技的进步，

延 伸 了 人 类 的 能 力 ，方 便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也 更 加 考 验 着 可 贵 的 耐 心 。 细 思

之，不仅是学术研究，在工作中搞调研，

在人际交往中沟通交流，乃至日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我们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做

到“耐得烦”？

多年前的一天，我到母校图书馆自

习。路过古籍阅览室时，透过玻璃门，我

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他正对着

一 本 发 黄 的 线 装 书 ，用 毛 笔 抄 录 着 什

么。他的年龄，他用毛笔做笔记的方式，

还有他的那种专注，在一群拿着手机、开

着电脑的年轻学生中很有些特别。他好

像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一

幕，被我像拍照一样刻在了记忆里。

我在学校没有听过这位老先生的

课，对他也并不熟悉，但我想，他在无声

中不知影响了多少像我这样从他身边路

过的学生。原因在于他同沈从文先生一

样“耐得烦”，这种品质让人触目难忘。

“耐得烦”成就了从乡下走来的沈

从文。“耐得烦”的哲学，就像一面历久

弥新的镜子放在我们面前。沈从文先

生曾在《边城》题记中说，希望这本书的

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

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而今，距离《边城》发表正好 90 年过去

了，这句话仍然触动人心。

“耐得烦”是一种境界
■常 唐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时代出版

社联合出版的“行大道、安天下”丛

书，由《论道强国》《历史标定》《产安

天下》《信仰高地》《能安天下》《粮安

天下》《发展抉择》7 本书籍组成。丛

书紧扣新时代主题，运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围绕党

中央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传承

红色基因、实现共同富裕等重大战

略思想作出研究阐释，并针对当前

我 国 安 全 形 势 面 临 的 现 实 紧 迫 问

题，从粮食、能源、产业等领域，分类

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旨在激励读

者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

为相关领域学术研究者、实践工作

者提供一些参考。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军事

高科技知识”丛书，是国防科技大学组

织航空航天、电子科技、军事学等学科

领域百余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推出的

军事高科技科普图书，由《定向能技术

与应用》《智能博弈技术与应用》等 25
本书籍组成。丛书围绕军事信息系

统、军事航天、网电空间等领域的高科

技发展与应用，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部分图书还通

过二维码链接相关知识的音视频讲解，

便于读者学习理解。丛书展示了国防

科技的发展动态和未来前景，旨在助力

全民军事科普和国防教育，为读者提高

科技素养和国防意识提供支持。

（图文整理：陈若宇、王嘉）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