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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也是他从事

革命活动的出发地。学习赏读毛泽东

同志的诗词，我深切感受到，伟人与普

通人一样，也有“谁不说咱家乡好”的桑

梓情愫。

湘 潭 韶 山 是 毛 泽 东 的 出 生 地 ，他

在韶山生活了 17 年。虽然对养育自己

成长的家乡念兹在兹，但在“长夜难明

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

团圆”的旧中国，作为心怀“无非一念

救苍生”“敢教日月换新天”宏大志向

的 革 命 家 ，毛 泽 东 早 年 的 岁 月 人 生 是

在戎马倥偬的南北征战中度过的。自

从 1927 年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井

冈山，一直到革命胜利前，毛泽东从未

回过韶山。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毛 泽 东 一 直 有 回

湖南老家看看的想法。但当时的新中

国 百 废 待 兴 ，繁 忙 的 事 务 让 他 无 暇 顾

及回乡之事。然而，与所有人一样，伟

人 思 乡 念 亲 之 情 是 挥 之 不 去 的 ，而 且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乡思与日俱增。

终于，在阔别家乡 32 年后，毛泽东

于 1959 年 6 月 25 日，踏上了他魂牵梦绕

的故乡土地——韶山。次日上午，他上

山来到父母的墓地，在双亲的墓前献上

一束松枝，并深深地鞠了 3 个躬。随后，

他去察看故居，探望旧邻居，视察韶山

学 校 ，赤 身 下 水 库 游 泳 ，宴 请 烈 属 亲

朋。充满浓浓乡情、亲情、友情的活动

结束之后，当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了招

待所。他感慨万千，夜不能寐，诗意迸

发 ，内 心 炽 热 的 情 感 和 心 绪 凝 聚 于 笔

端，写下了一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诗道出了伟人的浓浓乡情，更

写出了“人民就是江山”的领袖情怀。诗

人采用追叙回忆的手法，对诗中的人事、

风物、历史、地理和古典诗文加以时代观

照，并进行改造和重铸，表现了新的时代

精神。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一体的风

格，使诗的境界既深沉厚重又明朗清新。

首 联 表 达 出 一 种 十 分 凝 重 的 情

感。离开家乡 32 年，但过去的时光宛若

别去的梦境依稀可辨。这其中的“咒”

字用得非常巧妙，表现出对旧社会的无

比愤恨之情。颔联紧承首联之意，写出

故乡激烈而尖锐的阶级斗争，两句一正

一反对仗工整。颈联为“诗眼”，抒发了

革命者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豪情壮志。尾联则描绘了社

会主义新农村阡陌田野丰收在望和夕

阳西下农家炊烟袅袅的田园风光，讴歌

了勤劳的农民们，揭示了人民创造历史

的伟大真理。

长 沙 是 毛 泽 东 光 辉 人 生 的 起 点 。

自 1911 年至 1923 年，他曾在此求学、教

书和从事革命活动。对于家乡的这座

省 会 城 市 ，毛 泽 东 怀 有 特 别 深 厚 的 感

情。1925 年秋天，毛泽东路经长沙，故

地 重 游 ，诗 人 凝 望 着 眼 前 碧 绿 的 湘 江

水，眺望远处霜叶正红的岳麓山，不禁

回忆起当年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于

是，他激情满怀地写下了构成诗人诗词

作品中，同一词牌两大华章之一的《沁

园春·长沙》（另一首《沁园春·雪》）。在

这首词的上阕，作者对家乡自然界万物

和 谐 共 生 的 景 象 ，予 以 了 诗 意 般 地 描

述：“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

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

竞自由。”文采飞扬且浑然天成的赞美，

源于作者内心炽热的故乡情怀。然而

诗人并没有仅限于此，而是把这种故乡

情 愫 升 华 成 心 系 国 家 命 运 的 家 国 情

怀 。 诗 的 上 阕 最 后 发 出 的 惊 天 一 问 ：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便

是青年时期毛泽东胸怀宏远之志的写

照。

1961 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周

世钊等人决定送几件产自家乡的纪念

品给毛泽东，其中就有斑竹、斑竹管毛

笔等。触景生情，毛泽东由此引发了对

家乡的思念，这便又有了一首优美且浪

漫的怀乡之作《七律·答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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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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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词通过对具有湖南地域特

征的传说、神话等意象的描写，描述了

昔日湖南人民的深重苦难，赞颂了今日

湖南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

势。全诗以艳丽的色彩、浪漫的想象，

展示神话传说、人文典故、现实美景，向

远隔千山万水的故乡亲友畅叙了自己

的心声。作品呈现出绚烂多姿的艺术

境界。尤其是尾联“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是点睛之笔。诗人

巧妙化用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

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句，既表达了作

者的怀乡念旧之情，也深情地寄托了对

家乡芙蓉国乃至新中国美好明天的祝

愿与展望。

除了这首《七律·答友人》之外，毛泽东

还曾于 1961 年 12 月 26 日，在他生日那

天，给周世钊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

‘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同 志 ，你 处 在 这 样 的 环 境 中 ，岂 不 妙

哉？”信中引用了唐末五代诗人谭用之

的《秋宿湘江遇雨》和清代诗人黄道让

的《重登岳麓》中的诗句。这封信充满

了诗情画意和赞誉故乡的自豪感，令人

对美丽的芙蓉国向而往之。

晚年的毛泽东对家乡的眷恋和怀

念之情愈加浓重。1975 年，已是 82 岁

高龄的毛泽东在与身边工作人员的谈

话时曾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

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

忘 记 的 ，到 老 年 更 容 易 回 忆 、怀 念 这

些。”随后又说，他写《七律·到韶山》的

时候，就深切地想起 32 年前的许多往

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

在 中 国 传 统 的 文 化 意 识 里 ，家 和

国本质上是一个统一体。爱国与爱故

乡 从 来 是 密 不 可 分 、并 行 不 悖 的 。 把

故 乡 情 愫 升 华 为 家 国 情 怀 ，历 来 是 无

数仁人志士朴实而典型的精神品格和

文化特征。正是源于这份炽热的家国

情 怀 ，毛 泽 东 等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终 于 成

功地开创了“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

人间”的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新纪元，

成 就 了 让 中 国 人 民 站 起 来 、让 中 华 民

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宏大伟业和人间

奇迹。

芙 蓉 国 里 尽 朝 晖
—毛泽东诗词中的故乡情怀

■王争亚

《蓝鲸兵魂》（大连出版社）一书，是

一部描述潜艇兵训练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者宋元家曾在潜艇部队服役了 20 余

年，他以自己和战友们的亲身经历作为

素材，描写了一代潜艇兵淬炼成长的故

事，也从侧面反映了潜艇部队挺进深蓝、

远洋亮剑的发展历程。

小说的时间跨度有 40 多年。作者

以 6 个青年人入伍分配到同一艘潜艇作

为叙事起点，讲述了他们从接艇、修艇、

全训、远航、突破第一岛链，到执行我国

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等重大任务的

经历。虽然小说的故事背景宏大，然而

作者却善于从小处着手，将笔触更多聚

焦于潜艇兵的日常，让读者透过铁血刚

强的外表，看到一个个年轻官兵丰富真

实的内心世界。比如，那个在潜艇航渡

期间主动请缨，冒着生命危险排除险情，

最终不幸牺牲的战士刘百顺，也只不过

是一个刚满 18 岁的少年。

潜艇部队发展历史中的每一个“首

次”，都是意义重大、激动人心的。但这

些“首次”的实现，常常伴随着风险和挑

战，布满了荆棘和坎坷。小说描述了官

兵驾驭新型潜艇，首次下潜极限深度时

的惊险瞬间，那是对他们前期刻苦训练

的一次实战检验。随着潜艇越潜越深，

“钢板开始弹性变形”“出现巨响，巨响

密 度 增 大 ”…… 作 者 在 描 述 这 一 场 景

时，既营造了紧张激烈的气氛，又对官

兵不惧风险、沉稳处置各类险情的形象

进行了生动描述，表达了对潜艇兵的深

情赞誉。

“听党指挥、同舟共济”是小说中出

现最多的一句话，体现的是“潜艇兵魂”，

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脉络。艇长朱

惠凯给新艇员动员时就讲到了这句话。

而当时就站在队伍里，后来成长为艇政

委的衣庚锦，在最后一次随艇出海时嘱

咐大家：“愿‘听党指挥、同舟共济’的潜

艇兵魂代代相传。”这样的情节设计，能

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一代代潜艇兵在艰

苦寂寞的漫长航行中，始终忠诚无畏、勇

于担当的精神密码。

潜艇首次突破第一岛链，无疑是小

说的高潮部分。这是潜艇部队发展史上

的重要时刻。作者基于这一真实的历史

事件，经过文学加工，设置了一系列险象

环生、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跟随作者

的笔端，我们仿佛穿越时空、潜入深海，

和那群英勇无畏的潜艇兵一同“经历”那

段惊心动魄的远洋历程。

从解缆出征到凯旋而归，其间 50 昼

夜的连续航行挑战着官兵的生理极限。

潜艇回到了码头，官兵带着一身“潜艇

味”走上甲板，“此刻他们眼中，蓝天是黄

色的，青山是黄色的，绿水也是黄色的，

一切都是黄色的世界。由于长时间不见

阳光，艇员们普遍皮肤发白水肿……”几

句朴实的语言，尽显潜艇兵的艰辛与不

易，这对于没有潜艇工作经历的人来说，

是难以想象的。和他们一起感受胜利的

喜悦后，又真切地了解到他们背后的牺

牲奉献时，我们的内心仿佛有一股暖流

在流淌。

《蓝鲸兵魂》也是一部成长励志小

说。一同入伍的 6 个潜艇兵，虽然起点

相同，但军旅之路却各不相同。在小说

人物成长路径的设计上，作者偏爱于那

些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人，对那些把

简单的事做极致、把平凡的事做出彩的

人物，不惜笔墨，加以刻画。小说主要

人物衣庚锦，人称“一根筋”，工作上较

真负责。潜艇坞修期间进行油漆作业

时，战士柳继根觉得燃油柜壁角处空间

狭窄、不便操作，就干脆将新漆直接泼

了上去。衣庚锦发现后，二话不说钻进

柜内，用刷子把漏涂的部位一一补上。

在潜艇上，细节不仅决定成败，有时关

乎生死。在生死与共的集体里，更是需

要 像 衣 庚 锦 一 样 做 事 细 致 认 真 的 人 。

在后来他们面临提干竞争时，即便柳继

根耍了些“小聪明”，但党组织最终坚定

地选择了衣庚锦。

另 一 个 主 要 人 物 单 若 冰 是 幸 运

的。他踏上了潜艇部队跨越式发展的

节 点 ，获 得 了 更 多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 他

从 一 名 鱼 雷 班 战 士 成 长 为 艇 长 ，后 又

担 任 核 潜 艇 艇 长 ，完 成 了 多 项 载 入 史

册的重大任务。作者通过单若冰的成

长 经 历 ，侧 面 反 映 潜 艇 部 队 数 十 年 的

发 展 成 就 ，也 想 表 达 个 人 梦 与 强 军 梦

互 相 成 就 的 哲 理 ：正 是 点 点 星 辰 的 闪

耀，才得以汇聚成绚烂的星河，而浩瀚

夜空也为他们绽放光芒提供了足够广

阔的舞台。

“不要问我在哪里，问我也不会告诉

你……神圣的使命担在我肩上，英雄的

自豪藏在我心里。”这首传唱多年的歌

曲，诉说着一代代潜艇兵的深情告白。

对大多数人来说，潜艇生活是陌生的。

《蓝鲸兵魂》一书，能够带领我们了解潜

艇兵鲜为人知的战斗训练生活，感悟他

们向海图强的壮志豪情。比大海更深沉

的，是潜艇兵奉献无悔的家国情怀，正如

衣庚锦所说：“虽然潜艇水下没有阳光，

但是我们比谁都灿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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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读经典，家中收藏的经典著

作 近 300 本 ，有 的 书 我 反 复 读 了 很 多

遍。读经典让我受益良多，使我的人生

变得更加饱满丰盈。

年少的我初遇《简·爱》这本书时，

心灵受到了震撼，被简·爱那看似柔弱

却 坚 毅 无 比 的 内 心 世 界 所 深 深 吸 引 。

面对身边人的严苛和生活的困苦，她了

无惧色，眼神中燃烧着不屈的“火焰”。

当她高喊“我贫穷，卑微，不美丽，但当

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来到上帝面前时，

我们都是平等的”，这石破天惊的宣言，

在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那一刻，仿佛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体内迸发。此

后 ，我 反 复 读 此 书 ，每 次 都 有 新 的 感

悟。每当生活中遭遇他人的轻视或误

解时，简·爱那坚定的眼神和决然的姿

态 就 会 在 我 脑 海 中 浮 现 ，让 我 挺 直 脊

梁，勇敢地捍卫自己的尊严。在无数迷

茫时刻，是简·爱的故事赋予我坚守自

我的勇气，让我明白，无论身处何种困

境，都要坚信自身价值。

从我第一次走进《红楼梦》的世界，

迄今已过 30 载。此间，我不知读了多少

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初读时，

那精妙绝伦的细腻描写就让我赞叹不

已 。 薛 宝 钗 咏 柳 絮 时“万 缕 千 丝 终 不

改，任他随聚随分”的豁达开朗，让我领

略到其内心的自由洒脱；贾探春结社时

“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的

清高自在，使我感受到其内心的坚定自

信；香菱学诗时“精华欲掩料应难，影自

娟娟魄自寒”的执着追求，让我体会到

其内心的坚韧不拔。随着反复研读，我

惊喜地发现小说背后蕴含的深刻意义，

领会到世事的丰富多变和人生的无限

可能。这部著作让我懂得人生的荣辱

得失转瞬即逝，应当珍惜当下的美好，

不被虚荣和利益所干扰。它让我在面

对生活的起伏时，多了一份积极乐观、

从容不迫的心态。

为何我对经典如此倾心？在我看

来，经典乃经过时间检验、广受读者认

可 的 著 作 ，凝 聚 着 人 类 智 慧 与 文 明 精

髓。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

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说：“一部经典作品

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

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

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从上大学至今，我读了很多遍《论

语》。每次捧起《论语》，我都仿佛与一

位 德 高 望 重 、智 慧 非 凡 的 贤 者 倾 心 交

谈。初读时，那些简洁却蕴含深意的语

句让我如坠云雾，但随着阅历的增加，

我逐渐领悟其中的精妙。“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让我明白学习与思

考相辅相成，激励我在求知路上不断探

索，广泛学习且深入思考 ；“君子坦荡

荡，小人长戚戚”，使我知晓做人要有宽

广胸怀和正直品德，不为琐事烦忧，不

为 私 利 心 动 。 生 活 中 每 逢 抉 择 关 头 ，

《论语》的智慧就会成为内心的“指南

针”，帮助我做出明智抉择。

我 认 为 ，经 典 著 作 不 同 于 一 般 书

籍 ，它 们 是 对 特 定 领 域 问 题 的 深 入 剖

析 和 深 刻 解 答 ，体 现 着 对 客 观 事 物 规

律 的 把 握 。 因 此 ，阅 读 经 典 需 要 思

考 、钻 研 和 积 累 。“ 锲 而 舍 之 ，朽 木 不

折 ；锲 而 不 舍 ，金 石 可 镂 。”持 之 以 恒

对 任 何 学 习 都 意 义 重 大 ，对 于 阅 读 经

典更是如此。

经典名著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

界 ，还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改 变 着 我 的 行 为

方 式 和 思 维 模 式 。 曾 经 ，我 是 个 容 易

冲 动 急 躁 的 毛 头 小 伙 ，遇 到 问 题 难 以

冷 静 思 考 。 但 在 经 典 的 熏 陶 下 ，我 学

会了像《论语》倡导的那样“吾日三省

吾身”，时刻反思言行，从而变得更加

沉稳成熟。

经 典 名 著 是 我 人 生 旅 途 中 最 珍

贵 的 灵 魂 伴 侣 ，伴 我 度 过 无 数 个 宁 静

夜 晚 ，给 予 我 心 灵 慰 藉 和 智 慧 启 迪 。

通 过 阅 读 经 典 ，我 学 会 了 用 诗 意 的 目

光 欣 赏 世 界 ，用 深 邃 的 思 维 洞 察 人

生 ，使 自 己 的 成 长 之 路 变 得 更 加 充 实

灿烂。

从阅读经典中汲取智慧
■杨志强

《记忆里的“两弹一星”》（人民日

报出版社）一书，是根据四川两弹一星

干部学院同名情景宣讲课脚本扩写而

成。全书收录了 40 多个生动的真实

故事，如“钱学森的求救信”“‘失踪’17
年的王淦昌”“周光召与九次运算”“扎

根马兰基地的传奇司令”等，记录了

“两弹一星”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为

铸造国之重器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邓稼先：知识分子的榜样》（人民

日报出版社）一书，以回忆录的形式，

讲述了邓稼先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历

程，收录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中

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等邓稼先身边人

员的回忆文章，共 30 余篇。本书通过

不同视角、不同侧面，讲述了邓稼先的

成长经历、学科探索以及为国家科研

事业所作出的贡献，通过许多感人至

深的故事，彰显了邓稼先的人格魅力，

展现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精神风貌。

（图文整理：霍伟民、杨佳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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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老一辈油画家、美术教育家莫

朴，于 1957 年创作的油画《南昌起

义》，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也被收录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中。作

品真实再现了八一南昌起义前，起

义官兵群情激昂、高呼口号的壮观

情景。作品中，灯光由低处向四处

放射，寓意着黑夜前的黎明曙光；逆

光而立的士兵高举着红旗，被强烈

的光线勾勒出颇具张力的轮廓；当

空飞舞的旗帜像一把利剑，直刺夜

空。莫朴用奔放而简练的笔法，描

绘了这一永恒的历史瞬间，艺术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

牺牲的浩然之气。

《南昌起义》（油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