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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第6282期

视觉阅读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在众多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

品中，雪松所著长篇小说《生命线》（重庆

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可谓独出机杼。这部为献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100 周年而创作的

作品，以辽沈战役为宏阔背景，生动刻画

了我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依靠

坚定信仰冲破重重障碍，迈向胜利的伟

大征程。整部作品宛如一幅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恢宏画卷，令人读后心潮澎湃。

“信仰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这一

主题贯穿《生命线》全书。在作者精心构

架的故事体系中，信仰深深影响了众多

人物的命运。赵云鹏与牛秦川两兄弟的

人生轨迹便是如此。牛秦川置身于国民

党军队，那是一个腐败滋生、黑暗弥漫的

环境。在目睹诸多丑恶现象后，他的良

知也未能阻止信念的坍塌。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赵云鹏。他作为我军某部政

委，心中怀揣着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美好

憧憬。为了理想，他无惧生死，勇往直

前。二人的道路泾渭分明，在战火纷飞

的大地上交错纵横。他们的每一次对

峙，不仅仅是兄弟间的矛盾，更是那个时

代里，无数人对信仰坚守与否的映射。

这种人物设置以极具戏剧性的手法，揭

示了信仰对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众多人

物的不同结局恰似一把钥匙，开启了我

们理解信仰与命运的大门。

毋庸置疑，信仰对人的影响广泛而

深远。在这部小说里，有多处描述辽沈

战役中众多国民党军士兵被俘后反穿

军 装 加 入 我 军 的 情 节 。 这 些“ 解 放 战

士”真正了解共产党的军队后，才明白

我军战无不胜的缘由。被俘战士楚伟

生参加我军后掉转枪口的第一仗是攻

打一处碉堡。深谙国民党军“潜规则”

的他，认为这种危险任务必然是“外来

户”的事，于是抓起了炸药包。没想到，

一只大手将他按住：“你不是共产党员，

轮不到你！”话音未落，另一个老兵将炸

药包抢了过去：“你一个预备党员起什

么哄，我四年党龄！”就是在这一瞬间，

楚 伟 生 真 正 认 识 到 了 共 产 党 人 的 特

质。他们所谓的“特权”并非为个人谋

利，而是在最危险的时刻，毫不犹豫地

冲在最前面。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正

是源于心中燃烧着的信仰之火。

信仰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能将官

兵紧密团结起来，激发他们内心无尽的

潜力，使他们成为战场上无坚不摧、勇往

直前的钢铁之师。从这个角度看，辽沈

战役也可以说是因为信仰而决出胜负。

我军官兵凭借坚定信仰克服重重困难而

走向胜利，国民党军队内部却信仰缺失，

腐败横行，军心涣散，自然一败涂地。坚

定的信仰让我军官兵不惧艰难险阻、不

怕牺牲生命，在战场上默契配合、协同作

战。每个士兵都深知战斗的意义，精神

力量由此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可以

说，信仰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通往胜利

的道路。

为何信仰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其

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信仰能唤起人们

内心深处对正义、公平、美好的向往。这

种向往很多时候能激起人内心的力量，

支撑人们铸就勇敢、奉献、忠诚等品质，

进而驱动人们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

信仰也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它超越了个

人 私 欲 ，将 个 体 与 更 宏 大 的 目 标 相 连

接。这种情感能让人在面对艰难险阻

时，拥有坚持的勇气；让人在面对利益诱

惑时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

关于信仰的这些思考，在《生命线》中都

能找到很多生动注脚。

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生命线》的作

者展现出很强的叙事能力，将惊心动魄

的战争场景与令人惊叹的作战谋略展现

在读者面前。书中的章节就像一扇扇打

开的大门，引领读者走进硝烟弥漫、阴谋

与光明交织的世界。不能不说，作者在

剖析战争中的复杂人性方面透彻独到。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政治工作巧妙

植入战争叙事中，用信仰支撑着整个故

事的精神脊梁。

文学作品中想要将政治工作写得

引人入胜是极具挑战性的，而《生命线》

中很多精彩看点恰恰来源于此。主人

公赵云鹏作为政委，平日注重坚守纪律

原则，纠正官兵思想偏差，维护政治工

作的严肃性。但在特殊时刻，他也善于

灵活应变。一次战斗之前，旅长钟守田

的妻子突发难产，赵云鹏决定将其送往

当地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与日本鬼

子 有 着 深 仇 大 恨 的 钟 守 田 坚 决 不 肯 。

在工作中一向循循善诱的赵云鹏，此时

直接让人将钟守田捆了起来。产妇送

进医院后，在手术中突发大出血。唯一

匹配血型的赵云鹏冒着引发多脏器衰

竭的危险，不顾医生反对，献血到身体

能承受的极限……政治工作不是空洞

的高调，不是苍白的口号。在战场上，

它激励官兵舍生忘死、一往无前；而在

平时，它促使官兵肝胆相照、生死相助。

《生命线》的魅力，还体现在浓郁的

文化内涵上。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描写

如神来之笔，为小说增添了厚重感。作

品细致描绘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社

会百态，涉及土地改革、地方风情、婚姻

家庭等诸多社会层面内容。土地改革

时，广大农民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积极

参与其中，推动了土地制度变革，进而

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战争

中，共产党员的信仰吸引无数有志之士

投身革命。这些力量汇聚起来，不仅改

变了战争走向，也推动着历史发展。作

品中，这些细节如同纵横交错的历史脉

络，从不同视角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

风貌，让读者在领略战争风云的同时，

体会到当时复杂的社会氛围。这种文

化厚度为小说叙事培植了丰沃的土壤，

也构筑了广阔的历史文化空间。更为

重要的是，它让人们看到，崇高信仰对

人们的广泛感召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

大历史推动力。

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力量对抗，

它更是一场精神的较量。《生命线》展现

了战争的残酷与人物命运的多舛，又在

这些宏大而曲折的叙事中，凸显信仰之

旗的夺目。它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

和感人至深的个人故事，对社会、人心、

胜利及政治工作等展开了诸多深层次

的思考。通过书中关于战争与人性的

深刻“对话”，我们看到了信仰是如何凝

聚人心，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看

到了信仰如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成千

上万普通官兵的心灵，使他们成为无畏

的英雄。

“信仰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生命

线》在向我们诠释这一鲜明主题的时候，

也让我们清晰看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

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唯

有坚定地高擎信仰的旗帜，才能在漫长

的历史征程中披荆斩棘，不断赢得新的

胜利。

在战争风云中彰显信仰力量
—读雪松长篇小说《生命线》

■李 鑫

四渡赤水博物馆群位于贵州省遵义市

习水县土城镇。1935 年 1 月下旬，中央红军

长征至土城附近。毛泽东同志根据情况的

变化，指挥中央红军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军重

兵集团之间，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

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

党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

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就是著名的“四渡

赤水”经典战例。

四 渡 赤 水 博 物 馆 群 以“ 四 渡 赤 水 ”战

史 为 主 题 ，先 后 建 起 一 系 列 展 馆 ，包 括 四

渡 赤 水 纪 念 馆 、中 国 女 红 军 纪 念 馆 、红 军

医院纪念馆等。

（卢东方整理）

四渡赤水博物馆群

清朝诗人萧抡谓曾在诗中写道：“一

日不读书，胸臆无佳想。一月不读书，耳

目失精爽。”古人对于读书的执着与向

往，可见一斑。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

都保持着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在阅读

中不断传承悠久文化，汲取智慧的精华，

追求永恒的真理，并探寻前进的道路。

在我看来，读书是世界上最快乐的

事 之 一 。 南 宋 诗 人 翁 森 在《四 时 读 书

乐》中，生动描绘了他在不同季节读书

所体会到的乐趣。在万物复苏的春季，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在骄阳似火的盛夏，“读书之乐乐无穷，

瑶琴一曲来熏风”；在秋高气爽的季节，

“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而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读书之乐何处

寻，数点梅花天地心”。每每读到这句

“数点梅花天地心”，都让我感到茫茫天

地间，看到朵朵红梅渐次绽放时的悠然

心境和无穷韵味。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

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

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

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

所追求的，不应仅限于字符成群的表面

含义，更应探索那深藏其中的奥妙意境，

这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也是陶冶情

操、洗涤心灵的方法。

我常常向往着，在那深冬的夜晚，

窗外寒风呼啸、白雪纷飞，屋内却生起

炭 火 、暖 意 融 融 。 此 刻 ，围 炉 煮 上 香

茗 ，翻 开 一 本 书 。 若 是 翻 开 古 朴 的 史

书 ，我 会 在 悠 久 的 历 史 长 河 里 拾 取 璀

璨的文化珍珠；若是品读古人的词集，

我 仿 佛 能 与 他 们 促 膝 对 饮 ，感 受 他 们

独 特 的 经 历 和 丰 富 的 情 感 ；若 是 阅 读

一 本 倾 心 的 散 文 集 ，那 些 清 新 流 畅 的

文 字 会 让 我 感 受 到 生 命 的 灵 性 、人 生

的哲理……

纸张在手中轻轻摩挲，我仿佛是与

书中角色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些文字，仿佛带着魔力，直击你的心

灵；又像一股暖流，淌过你的全身。那份

安静与惬意，让人忘却世间的纷扰与喧

嚣，在冷风侵袭的寒夜，依然能获得智慧

与力量。

浩如烟海的书籍，沉淀了地老天荒

的岁月，埋藏了刻骨铭心的故事。那些

纷繁缠绵的情感，流淌在令人魂牵梦绕

的字句章节中。一卷读罢，欢乐、忧愁、

激动、感慨，种种丰富的情感在迸发、跳

跃、汇聚交织，让我久久不能平复。

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苏轼

所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但我们都可

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用书籍搭建一个

“小屋”，放松身心，栖息灵魂，终身居住，

怡然自得。

以 书 润 心
■汪黄飞

看到《有人骑马来自远方》的出版

消息，我顿时涌起一阵惊愕。

书讯上写这是军旅作家、诗人周涛

生前最后一本散文集，由他本人授权并

作跋，可是他在去年 11 月 4 日就离世了

啊！我立即向本书的编者朱又可先生

询问缘由，他告诉我，书稿早在 2021 年

4 月就审定，周涛写了一篇跋，因出版

程序上的原因，本书直到今年 9 月才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很遗

憾，周涛没能亲眼看到这本书。

捧着集子，我有点惆怅。封面上的

文字白得晃眼——《有人骑马来自远

方》。为什么叫这个书名呢？他明明已

经骑马远走了。周涛爱马、喜欢骑马，

散 文《巩 乃 斯 的 马》便 是 他 的 成 名 之

作。这本书既然是他生前所选定，我

想，他一定还是希望自己能如平素一样

骑马来到大家中间。

这本书依然立足他热爱并长年生

活 的 新 疆 ，书 写 西 北 大 地 的 自 然 、人

文、历史和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全书

共四辑：第一辑“雪原上的路”，第二辑

“命里的街道”，第三辑“白羽云中鹤”，

第四辑“捉不住的鼬鼠”。这其中，既

有他年轻时在大草原上的亲身经历，

也 有 他 的 家 人 、朋 友 们 的 曲 折 命 运 。

前三辑多有新作，后一辑是旧作，亦能

代表周涛散文的风格和成绩。

“有人骑马来自远方”是书中一篇

文章的标题，周涛在文中回忆了他的几

位小学老师。教历史的王老师曾教他

们唱过一首《有人骑马来自远方》的民

歌。歌里年轻人纵马飞驰的雄姿，成了

周涛后来长久的追慕：“他给你培养一

种男性的气质，还有异国风情，他让你

对生活充满想象力。”王老师只教了一

两年，后来再未见过，不知去了哪里，但

周涛一直没有忘记他。那个骑马自远

方而来的形象，一直在草原、在荒漠、在

他的文字和思想里存在。

大约四五年前，我在南方周末网站

上读到周涛的专栏文章，取名“边地童

话”。这些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冲和淡

然，如同一位老者对少年讲述心中生机

勃勃的故事一样。我读周涛的文章已

久，但这个专栏的文章此前却没读过，

推测应是新作。那时我就想，如果这些

文章能结集出版，一定会是很有意思的

书。此次我仔细翻看新书目录，发现前

两辑中有不少就是“边地童话”的专栏

文章。

本书编者、周涛好友朱又可先生

在代序中说，周涛曾交给他一批 2019

年至 2021 年间写的关于回忆他青春时

期的稿子，记录自己走出大学、来到伊

犁 草 原 军 垦 农 场 接 受“ 再 教 育 ”的 经

历 。 这 段 生 活 对 他 来 说 带 着 些 许 苦

闷，然而呈现给读者时，却变成了苦难

中的欢乐、劳作间的趣闻以及草原的

美丽风景。

《雪原上的路》是他踩踏出来的脚

印，哪怕被纷纷雪花马上掩盖，他也没

有停下；在《暴雨》中他看到的是万马奔

腾、气夺天地的壮阔景象，这个画面成

为他一系列写马文章的灵感源泉；《林

场有个狐子脸》描绘了沉重且充满危险

的伐树和搬运劳作，然而，他却在其中

体会到了由劳作所激发出的技艺与智

慧，以及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们相

聚时所带来的欢笑与愉悦；《和猫聊天》

是周涛晚岁的精品力作，通过跟一只小

猫对话，观照猫生人世，表面写人与猫

之间的关系，背后写透了人与人的隔阂

和互不信任；《那只黑猪》写一只即将被

宰的猪的反抗，实际上却是在刻画那些

不甘于被命运宰割的人们……

在 70 多岁时回望青春，周涛定是

想写出青春应有的样子。他不再用力

探寻去路，不再奋力抒发那些豪言壮

语。他的语调变得温和、真诚而天真，

回到了一个人起步的时候，进入心中向

往的童话世界。甚至可以说，他在 75

岁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童话集。

周涛喜欢童话，也写过很多童话作

品。他 42 岁时在《读童话》里写道：“这

超越时间的思想，是用那样平白、单纯

的语气讲述出来的，使天底下所有肤色

的孩子都能听懂，都愿意听。或者说，

使他们牢牢记住这些故事，在他们成长

的过程中，终于有一天悟出了其中的深

奥。”周涛用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人要

保持童真，那是生命最真实的状态。

巴金最后的巨篇，就叫《真话集》。

作家到晚岁，内心多趋向一致。他们卸

下 包 袱 、散 去 浮 华 ，变 得 更 加 磊 落 坦

荡。这个时候，人或许只想道出真实想

法和未言之言。他们在回溯中保持了

清澈和率性表达。

周涛平日喜欢与朋友们分享自己

的猫狗花草，以及院内洒扫、饮食往来

等生活琐事，皆悠然自得、情趣盎然。

他去世前 6 天写下最后一首诗：“日色

昏沉心不沉，十年黄酒佐蟹新。管它落

叶飘零久，我自深秋也初春。”其心境之

高远冲淡，可见一斑。

周涛在书里说：“我对自己的这种

生活方式很满意，我不奋斗也不想争取

什么，听从内心深处的声音，做好自己

的事情。让梦想归给梦，让理想归于

理，一切都是瓜熟蒂落，该是什么结局

就是什么结局。”他一生的努力，无非是

想做一个简单透明的书生，留下最真实

的样子。

朱又可先生编完这部书稿，曾请余

秋雨先生过目。余先生读后写道：“周

涛喜欢骑着马，在草原和沙漠间远眺。

他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熔铸成了一种

真正的男子汉气质。很多人把男子汉

气质误会成了傲视世间的暴戾，而周涛

却把天地元气转化成了人性的高贵。”

这本书的封面黑多亮少，画面主体

是夕阳下两个人骑在一匹马上的影子。

周涛早年曾写过一对恋人由分骑到合骑

的诗：“一匹马感受到了爱情的沉重，一

匹马感受到了爱情的轻松。”选择这幅图

画，说明他经历了追求硕果的过程，最终

已是轻松、淡然的。“有人骑马来自远方，

远方是诗之地、歌之源，我不是徒步而

来，我是骑马的人——我骑的那匹马就

是文学！”周涛在跋里说，“这本书可以算

作我七十五岁的礼物，给我，当然是给更

多的朋友。”他没有辜负大家，虽然礼物

晚到，但更显弥足珍贵。

周涛似乎在这本书里为自己作总

结，来跟大家告别。在他刚去世的那段

时日，我曾沮丧地想，以后再也看不到

他的新书了。而现在，我却读到了他的

又一本新作。多么幸运！

哦！他并未真正离去，而是唱着

《有人骑马来自远方》缓缓而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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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图①：四渡赤水纪念馆。

图②：红军医院纪念馆。

图③：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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