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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阅读

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北京市

平谷区山东庄镇鱼子山村。1938 年，八

路军第 4 纵队 34 大队进驻鱼子山，建立了

鱼子山抗日游击队。1940 年，平谷地区

第一个党支部——鱼子山党支部，在鱼子

山地区成立。鱼子山位于平原向山地的

过渡带，背靠燕山，与盘山遥相呼应，进

可攻，退可守，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面对

日伪军频繁疯狂的扫荡，当地抗战军民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被誉为“打不垮

的鱼子山”。

（图文整理：今 夕）

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图①：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图②：鱼子山岩石峭壁。

图③：平谷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红崖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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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雪域高原留下了一代代官
兵深沉而坚定的脚印，也见证了
众多感人肺腑的青春篇章。日
前，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机务官兵
开展“缺氧不缺精神，山高斗志
更高”主题读书分享会。这里，
我们梳理 3名官兵阅读 3本高原
军旅题材文学作品的心得感想，
呈现给读者。

——编 者

厚重底色

■阚 鑫

“如果说生命也有颜色的话，我愿意

像高原军人那样，用这种深褐色作为我

人生的底色。” ——《高原长歌》

长篇纪实文学《高原长歌》，讲述的

是作者孙晓青在雪域高原两年多的所见

所闻。作者用深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个

个戍边军人及家人的故事。

书 中 讲 述 的 哨 所 ，海 拔 都 在 4000

米 以 上 ，其 含 氧 量 常 年 不 足 内 地 的

70%，气温最低时达到零下 40 摄氏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兵忍受着“氧气吃

不 饱 ”的 艰 苦 ，有 的 严 重 脱 发 ，有 的 指

甲凹陷……恶劣环境伤害着高原官兵

的 身 体 健 康 ，甚 至 导 致 有 些 平 常 看 起

来 十 分 健 康 的 官 兵 ，某 一 天 却 突 然 倒

在 战 位 上 …… 即 便 如 此 艰 苦 ，却 从 未

有一人退缩。

“我们驻守的高原不只是一个海拔

高度，更是一个值得攀登的人生高度！”

在某边防连，官兵接到上级指令，立刻紧

急集合，赶往海拔 5280 米的执勤地域。

去往目的地的路上，刚开始还能驱车赶

路，到了海拔 4300 米处，官兵只能背上

装备物资，徒步攀登。有的官兵体力不

支、头痛欲裂，但为了完成任务硬是咬牙

坚持、负重前行。

他们是那么可敬又可爱，在高原边

防上奉献青春、牺牲自我。作者在书中

感慨道：“高原军人在守卫这片国土的同

时，也被这片国土给自己的人生染上一

层生命的底色。如果说生命也有颜色的

话，我愿意像高原军人那样，用这种深褐

色作为我人生的底色。”

在高原驻守过的人，更能深切理解

作者这句话。上高原后，仅过了几个月，

我就和那些老兵们一样，皮肤被强紫外

线晒得黝黑。站在这片深褐色的热土，

我感到生命的底色变得更加厚重，能够

更加清晰感受到祖国的呼吸和心跳，也

真切体会到了作为一名高原军人的无上

荣光。

平凡英雄

■汤 伟

“ 英 雄 是 普 通 人 拥 有 一 颗 伟 大 的

心。” ——《守四方》

长 篇 小 说《守 四 方》，以 高 原 部 队

官 兵 生 活 为 题 材 ，讲 述 了 20 多 个 官 兵

及家属的故事。作者以平静的叙述方

式 ，书 写 了 官 兵 平 凡 生 活 中 的 点 点

滴滴。

小 说 中 的 高 原 官 兵 ，都 是 工 作 在

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官兵。可就是这些

普 普 通 通 的 官 兵 ，身 上 却 蕴 藏 着 巨 大

的 能 量 。 干 部 王 明 全 在 执 行 任 务 中 ，

身 体 被 大 面 积 冻 伤 ，双 腿 截 肢 后 才 保

住了性命。干部赵紫大在一次拉练途

中，看到 3 个小孩面临被马车碾压的危

险 时 ，毫 不 犹 豫 地 挺 身 而 出 。 孩 子 们

平 安 无 事 ，他 却 被 装 满 砖 头 的 马 车 碾

压过去而牺牲……

正如小说主人公程玉刚所说：“英雄

是平常日子鞠躬尽瘁，是普通岗位恪尽

职守；流血牺牲是英雄，无私奉献也是英

雄。英雄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

无论是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还是平凡

岗位的无悔坚守，都是他们一笔一划书

写壮美人生的过程。

书中描绘的军营生活，我也在真切

地 感 受 着 。 自 军 校 毕 业 到 单 位 的 8 年

时 间 里 ，我 始 终 担 负 着 维 护 战 机 的 职

责。我的每日工作和那些小说人物们

一样平凡而重复，以致一度让我认为我

与“英雄”这个称号之间，有着遥不可及

的距离。可看到小说中平凡坚守的高

原官兵，我逐渐明白，每一次细心认真

的维护，都是在向英雄靠近的过程。有

人 说 我 们 是“ 托 举 战 鹰 腾 飞 的 守 护

者”。合上书，这英雄般响亮的称呼在

我心中久久回荡。

乐观坚守

■刘昱帆

“我们倔强坚守的意义，不需要解

释。如果有一天，我们倒在魔鬼峰，请将

我们用雪埋葬。” ——《雪葬》

长篇小说《雪葬》，讲述的是魔鬼峰

哨所官兵的戍边故事。小说中，战士钟

小鑫、高材生秦哨兵、老哨长秦垚等一个

个鲜活的高原边防军人形象，让我久久

难忘。

魔鬼峰哨所位于西藏海拔 5120 米

的高原上，四周群山环绕，在大山中显

得孤独寂寥。有的官兵起初难以适应

恶劣环境，变得不愿意和别人交流，有

的还患上了失语症。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哨所官兵想出了一个办法——“吼

山”。官兵扯着嗓子向大山呐喊，用这

样 的 方 式 ，将 内 心 的 孤 独 和 压 力 释 放

出来。

即便如此艰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人心甘情愿地驻守于此？一名老兵这样

回答：“我们倔强坚守的意义，不需要解

释。如果有一天，我们倒在魔鬼峰，请将

我们用雪埋葬！”朴实的话语，饱含着深

沉的家国情怀。

刚上高原时，我看到的风景是那么

雄浑壮美。连绵起伏的山脉如同巨龙蜿

蜒 ，气 势 磅 礴 。 阳 光 下 ，白 雪 皑 皑 ，一

望无垠。但日子久了，这美好的风景仿

佛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不变的景

色、不变的人、不变的生活，让我感到一

切都那么枯燥无味。我瞬间理解了那些

“吼山”的官兵，真切感受到了他们坚守

高原的艰辛和伟大。

一次，在夜间执行任务时，我望着

头顶的满天星辰，想起小说中爱写诗的

战士金铸为哨所上空的星星取名的片

段 。 那 一 刻 ，我 的 内 心 仿 佛 也 被 点 亮

了。我们身处相似的高原环境，魔鬼峰

哨所官兵把身边的花草、树木、星辰都

当作了朋友，这种乐观坚守的精神感染

了我。再看那高耸入云、利剑般直插云

霄的山峰，我仿佛见到冲破内心迷雾的

自己，正在向上成长。

（邱孟焕、王天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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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分享

以书为媒，共筑精神家园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梁晓声

的自传体散文集《梁晓声自述》（人民日

报出版社），如同一幅细腻而饱含深情

的人生画卷，展现出丰富多元的精神世

界。梁晓声的创作风格，一贯以朴实真

挚见长。在这部作品中，他延续了这种

风格，用情真意切的文字，将自己的人

生经历与岁月感悟娓娓道来。

《梁晓声自述》分为两册。第一册

《万里家山一梦中》，是作者对父母及家

人的深情回望。对父母的描绘，他没有

用华丽的辞藻，而是通过母亲在昏黄灯

光下缝补衣物的身影、父亲粗糙大手中

传递的温度等日常琐事中的细节，将父

爱母爱表现得动人心弦。他以第一人

称视角，将那些尘封的记忆轻轻揭开，

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个个生动的场

景 ，书 写 那 些 曾 经 触 动 过 他 心 灵 的 时

刻。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亲情的珍视。第二册

《人生何处不相逢》，则是他对师长、朋

友、同事等身边人的温馨回忆。在这部

分内容中，他细致描绘了一个个栩栩如

生的人物形象，并用平实的叙述，描写

朋友间患难与共的真情、师长孜孜不倦

的教诲等。这些文字如潺潺溪流浸润

心田，让读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挚情

感的弥足珍贵。

从童年的纯真岁月到成长中的迷茫

与探索，再到成熟后的感悟与沉淀……

作品中，梁晓声以坦诚的态度，毫无保

留地分享自己的人生旅程。这种真实

的记录不仅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作者

的 内 心 世 界 ，还 可 以 透 过 他 的 个 人 经

历，窥见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

状态、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变迁。作者独

具匠心地将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紧密

融合，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个看

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片段。这种叙

事方式既能让读者感受个体的情感起

伏，又能为读者提供从微观视角了解社

会变迁的窗口。

梁晓声善于运用朴素的词汇表达深

沉的情感。这部作品里没有过多的修

饰，却能让读者在平实中感受力量。作

者还运用了许多方言和俗语，为作品增

添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又运

用比喻、象征、对比等多样文学表现手

法，使平凡的事物具有了深刻的内涵和

象征意义。比如，他笔下那些乡野里巷

的平凡人物，始终积极适应时代的发展

而努力生活，用勤劳的双手获得回报，从

侧面展现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希望。此

外，作者细腻的心理描写让人物形象更

加生动，让读者能够感受作者在不同阶

段的内心变化与成长，增强了作品的感

染力和共情力。

《梁晓声自述》承载的不仅是个人

的回忆，更是作者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

深度思考和探寻。作者通过讲述自己

的经历和思考，给读者一些人生启示：

无论世界如何变幻，亲情、友情和爱情

始终是生命中熠熠生辉的珍宝，要学会

珍惜眼前的美好，感恩所拥有的一切；

要 用 爱 去 回 馈 ，用 温 暖 去 传 递 人 间 真

情。阅读一篇篇具有温情和智慧的散

文，或许能让读者在生活中静下心来，

感悟生活中的美好。

岁月温情与文学魅力
■许 挺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一个人民

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投身于革命实

践，致力于理论创新，在艰苦卓绝的革

命战争中，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

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

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

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

的问题。

1929 年 6 月，陈毅有感于红 4 军第

三次攻克龙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局

面，曾赋诗赞誉“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

龙”，将红军和“铁”的物理特性联系起

来。此后，除在 1930 年的个别文献偶有

提及外，经常在文献中使用“铁的红军”

这一概念则是从 1931 年开始的。

1931 年 7 月，朱德同志撰写《怎样

创造铁的红军》，系统阐述了“铁的红

军”必须具备的 6 个基本条件，即：确定

红军的阶级性；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

之下；政治训练的重要；军事技术的提

高；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要有集中的

指 挥 和 统 一 的 训 练 。 经 过 1930 年 和

1931 年的建军实践，古田会议确立的建

军原则经受了反“围剿”作战实践的考

验，一支“铁的红军”终于炼成。历史证

明，这关系中国革命战争兴衰胜败，关

系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关系中国人民

命运浮沉。王新生的新作《铁的红军是

怎样炼成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就是

一部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

离 开 实 践 的 理 论 是 空 洞 的 理 论 ，

空洞的理论是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的。正如朱德同志指出：“铁的红军的

创造，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进行。”该书

紧 扣 这 一 思 想 ，把 建 军 原 则 的 理 论 创

新 与 革 命 斗 争 实 践 融 为 一 体 、穿 插 叙

述 。 从 而 ，该 书 贯 穿 着 这 样 一 条 逻 辑

主线：革命斗争需要建军原则的创新，

创 新 的 原 则 用 于 指 导 实 践 ，并 随 实 践

发展、完善，进而再指导、服务于新的

实 践 ，从 而 形 成 从 实 践 到 理 论 再 到 实

践的闭环。

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完成新型人民

军队定型的任务，与南昌起义、湘赣边

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红 4 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等这些火热的

斗争密不可分。1930 年后，古田会议精

神一进入斗争实践，就闪现出真理的光

芒。于是有了红一方面军这支队伍的

组建，有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

为 主 的 军 事 战 略 转 变 ，有 了 前 三 次 反

“围剿”的辉煌胜利，有了中央苏区的创

建和发展。“铁的红军”则在这一斗争过

程中锻造出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与强敌斗争的坚强可靠的尖刀

利刃。

在这段历史中，不仅有对敌斗争的

紧张、残酷，而且有来自于内部的正确

主张与各种错误主张的激烈斗争。右

倾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主义、极端民

主化、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等，均不同程

度地危害着“铁的红军”的创造，阻碍着

中国革命的进程。历史证明，这是年轻

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得不经历的过

程，也只有在与错误的斗争中，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才能破茧成蝶、收获成长。

正如该书关于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失

败的评论：“历史就是这样，没有一蹴而

就的事情，只有在多次失败之后，才能

找到成功之路。”

一 次 次 从 失 败 中 走 向 成 功 ，其 背

后 是 实 事 求 是 的 思 想 路 线 和 担 当 精

神 。 该 书 不 惜 笔 墨 ，铺 陈 各 个 重 要 历

史 节 点 上 不 同 意 见 的 思 想 交 锋 ，突 显

坚 持 正 确 主 张 的 艰 难 ，在 此 基 础 上 再

予以解析。

文家市前委会议上，面对湘赣边界

秋收起义受挫的严峻形势，工农革命军

第 1 军第 1 师师长余洒度等坚持“取浏

阳直攻长沙”；而毛泽东却根据实际情

况，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对此，该

书评论道：一种是盲从、讲漂亮话，但有

可能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甚至使

工农革命军全军覆没；一种是讲实话，

话不好听，有可能承担“逃跑”罪名，但

能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没有从个人

荣辱出发，而是从保存革命力量出发，

选择了后者。”

1930 年 9 月，到达袁州的中共中央

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本来是带

着 上 级 指 示 ，要 红 一 方 面 军 回 攻 长 沙

的，而经过毛泽东的说服，同意了总前

委不打长沙，先攻取吉安的军事部署。

对此，作者深情赞誉：“应该为周以栗喝

彩！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左’倾冒险

错误指示和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之间，

他选择了正确。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和担当的。”在书中，这些事例不胜枚

举，给人启迪，发人深省。

作 者 王 新 生 在 该 书 后 记 中 写 道 ：

“党史研究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提供研

究成果，而且还有责任宣传党的光辉历

史，将自己的成果向社会转化，起到资

政育人的作用。”阅读该书，不难看出作

者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该书对于

主要观点、重要史实均进行了必要的注

释，提供了可靠的出处。此外，作者还

对个别存在不同说法的问题，在注释中

提供了详细的研究综述。这充分体现

了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作风。

在此基础上，该书巧妙地穿插人物

介绍，过渡自然，与主题叙述基本做到

了浑然一体。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细

节描写上做到了选材得当、视角独特。

比如，作者把 1924 年成立的“铁甲车队”

比 作 中 国 共 产 党 武 装 力 量 的“一 棵 嫩

芽”；经 1 年多的发展改建而成的叶挺独

立团比作“一棵幼苗”；1927 年以此为基

础扩编而成的 7 个团比作“一棵小树”。

这些比喻形象地反映了大革命后期中

国 共 产 党 尝 试 掌 握 军 队 的 初 步 成 果 。

又如，书中概括了陈毅参加南昌起义的

经过后写道：“相比其他人来讲，陈毅参

加南昌起义过程更曲折些，用一个字来

概括，那就是‘追’字。这个‘追’字，体

现了陈毅执着、苦苦寻觅、锲而不舍的

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无论在什

么时候，无论面临何种困难，都能够坚

持下去。”一个“追”字，为陈毅在中共红

4 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不避艰险，及时

赶赴上海如实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携带

“九月来信”返回红 4 军，促成古田会议

成功召开预设了伏笔。对这些历史细

节的精准把握和呈现，能给读者以身临

其境之感。

人 民 军 队 的 历 史 辉 煌 ，是 鲜 血 生

命铸就的。《铁的红军是怎样炼成的》

一 书 ，展 现 了 工 农 红 军 创 建 并 在 与 敌

人一次次战斗中逐步锤炼成一支铁军

的历程，可以让读者走近那段历史，感

悟革命先辈们在血雨腥风中筑起的精

神丰碑。

回溯“铁的红军”淬炼史
■王建强 张文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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