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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悦读分享

以书为媒，共筑精神家园

读完文清丽的长篇小说《从军记》，

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群高原女兵

的身影。

3 年前的秋天，我去西藏参加爱人

单位为我们筹备的集体婚礼，几位女兵

作为我的“娘家人”陪伴在侧。她们年

纪不大，脸上却都透着高原红。那是我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女兵这个群体。与

我想象中的英姿飒爽、干脆利索不同，

她们当时大多展现出邻家妹妹般的质

朴和羞涩。现在想来，那更像是一种耐

得住打磨的“地气”，正如书中的李晓

音。

《从军记》以女兵李晓音的视角，讲

述了黄土高原一个农民家庭兄妹三人

从军的故事。从决定入伍到成为大校

军官、军旅作家，主人公李晓音 30 多年

的军旅人生，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

她所依凭的除了对生活、对军营和对文

学的热爱，还有不断向下扎根、向内充

实自我的奋斗。文清丽没有使用过多

夸张、渲染的手法，仅以平实、日常的语

言 和 细 节 就 将 主 人 公 刻 画 得 鲜 活 生

动。比如，李晓音学习能力不算强，上

学时连高中都没有考上；入伍后，她走

队 列 总 是 出 错 ，训 练 课 目 每 次 仅 能 及

格。人际关系上，她处理得也不算好，

甚至在成为干部之后，还需要四处讨教

如何与领导同事相处等。但就是这样

一个平凡的女兵，硬是靠着持续不断的

努力，实现了在周围人看来不切实际的

作家梦、军官梦。

李晓音就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

多，从一开始木讷内向、羞怯倔强，带着

“土气”、笨拙地努力，到慢慢确定自己

的优势，强化并不断突破自我。以勤补

拙、以韧求真的精神，不仅是他们共有

的品质，更是无数普通士兵努力奋斗的

生动写照。与许三多经历迷失再被拯

救的成才道路不同，李晓音无论在顺境

还是逆境、在总部还是基层，都能坚定

向着自己的作家梦前行。除了具备质

朴、踏实、善良、坚韧等优点外，有明确

的热爱并能持之以恒地付诸行动，是李

晓音身上另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军旅小说，《从

军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不仅注重人物的

典型性，更着力挖掘人物的成长性。作

者淡化了作品中人物的英雄色彩，将目

光聚焦于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人生轨迹

和内心世界。通过细腻、深入的心理描

写和侧面映衬，以及突出的典型事件，

文清丽塑造了一群立体鲜明的新时代

军人形象。作品中的众多军人形象，都

是在时代洪流中历经打磨，一边学习一

边完善自我的普通人。

《从 军 记》刻 画 人 物 众 多 ，却 不 忘

观 照 军 人 个 体 的 生 活 和 精 神 成 长 轨

迹 。 在 作 者 笔 下 ，军 人 不 是 一 种 刻 板

的符号，而是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生

命个体。面对岗位变动、情感波折、生

活意外，他们会有迷茫、困惑、痛苦，但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向 下 扎 根 、向 上 生 长 的

乐 观 心 态 和 勇 敢 出 发 、积 极 行 动 的 昂

扬精神。这些人物故事从不同角度给

读者以启发。

我喜欢将《从军记》和《人世间》对照

阅读。这两部作品在很多方面给我相似

的感受。《人世间》以周家三兄妹的生活

轨迹为脉络，从上世纪 70年代写到 21世

纪初，折射出近 50 年的百姓生活史。《从

军记》则通过李晓音兄妹三人的奋斗史，

展 现 了 我 们 国 家 和 军 队 近 40 年 的 变

革。文清丽将李家兄妹及其亲人、战友

们的命运与时代变迁、部队变革的大背

景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平凡的军营生活

中谱写出一部当代中国军人的生活史。

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文清

丽不仅在书中记录了香港回归、青藏铁

路通车、汶川地震、海外维和、国庆阅

兵、部队换装等重要背景，还关注到 30

多年来社会流行歌曲、绘画、影视剧的

变化，出版行业从纸媒过渡到数字化的

过程，甚至对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在

生活中的呈现等也多有涉及，可谓是聚

焦军营、辐射社会的全景式书写。

《从军记》是文清丽以自己 30 多年

的从军经历为蓝本，历经数年创作完成

的。与主人公李晓音类似，读过 3 次军

校的文清丽也是军人、编辑和作家，同

样通过文学创作完成自我建构。作为

一部真实和虚幻交织的军旅小说，《从

军记》的故事发展既呼应作者的生命轨

迹，又带着诸多战友军旅经验的投射。

在后记《致敬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中，文

清丽写道：“从参军那天起，我就渴望写

一部女兵版的‘农家军歌’。”可见，《从

军记》寄托了她对自己军旅生活的理解

和思考。

青年成长与时代之关系历来是小

说叙事的重要方向。无论是创作还是

现实，无论是军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

成长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

不仅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家庭关系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更 与 个 人 选 择 紧 密 相

关。《从军记》是一部女军人的成长史，

也是一部心灵史。作者着重呈现了人

物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以他们及其

后代人的生活见闻、生存体验、思维更

新等具体情节，强化着小说的现实感和

启发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精

神文化内蕴，也让我们感触到与英雄、

人生、奋斗等相关的众多话题。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刘沙沙

强健体魄长精神

■邓联军

“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这才是

中国的新青年。”

——摘自《觉醒年代》第二章

长篇历史小说《觉醒年代》里，有一

段场景让我印象深刻。秋风秋雨中，就

读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刚买下 6 本

杂志。他用长衫裹好书籍，光着膀子，在

岳麓山下的小道上“欢呼着、跳跃着，一

路狂奔而来”。这样充满朝气的出场方

式，将青年毛泽东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对

强健体魄的追求刻画得惟妙惟肖。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与好友讨论陈独

秀主编的《青年杂志》时，众人对于杂志

中提出新青年的六个标准颇为肯定，形

容是“开出了救国的药方”。毛泽东虽然

十分赞许，但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

认为至少需要再加上一条：“健壮的而非

体弱的”。得到何叔衡和蔡和森的赞同

后，毛泽东激动地说：“文明其思想，野蛮

其体魄，这才是中国的新青年。”这也成

为毛泽东一生践行的理念。

在那个动荡不安、思想激荡的年代，

毛泽东不仅自己非常注重体育锻炼，以增

强体质和意志力，还鼓励青年们积极参与

各种体育活动强身健体。他撰写《体育之

研究》投至《新青年》，文中开宗明义地写

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

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此文展现了

他对于国情现状的深入思考，也凸显了他

提倡通过体育增强民族体质的理念。

每次读到这些故事时，我总会回想起

刚入伍时的自己。那时，白净瘦小的我一

度连 3公里跑都坚持不下来，每次体能考

核前都紧张得辗转难眠，与身边那些体能

过硬的班长们渴望在操场上一展身手的

心情形成鲜明对比。我逐渐意识到，自己

的紧张是源于体能偏弱造成的底气不足，

必须努力投入训练。

经过日复一日的强化训练，我的成

绩有了明显提升。同时我惊喜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日益健硕，工作效率也在不

经意间提高很多。我开始逐渐理解“文

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背后更深的含

义：身体素质是思想和智力的载体，强健

的身体就是奋斗的底气。科学而系统的

训练，淬炼了我的体魄，也给予我迎难而

上的精神。

带兵育人先律己

■李卓煜

“道德是用以自律的，而不是拿来责

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

口里乱喊的。”

——《觉醒年代》第十四章

李大钊是我从小便熟知的人物。在

《觉醒年代》这本书里，我又重新认识了

他，那是一个对自己严苛，却对他人关爱

包容的青年导师。

小说中，李大钊生活节俭，租住在简

陋的屋子里，授课时常自备干粮。他对

自 己 苛 刻 ，却 时 常 接 济 经 济 困 难 的 学

生。一次，两名学生因为学费问题来找

他做担保人，没想到李大钊不仅给他们

做了保人，还把家里剩余的钱全部给了

他们。

除却物质上的自律，李大钊在为人

处世中，也表现出极高的涵养。在进德

会中，他恪守戒律，言行一致，成为学生

们的楷模。虽是包办婚姻，他却始终如

一关爱妻子，不仅将她引荐给家中来访

的革命同仁与青年，还会在客人到来时

贴心地为她整理衣襟。

读 罢 全 书 ，李 大 钊 的 这 些 生 活 细

节 给 我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也 给 我 以 启

发。我不禁想到，从院校毕业后，我初

到基层，急于烧起“三把火”，对战士要

求严格，却忽略了自身素质的提高，以

致在工作训练中与身边战友常常出现

矛盾。

“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人

的。”当读到李大钊的这句话，我想我找

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带兵育人首先得注重自身素质的

提升。从那以后，我坚持以身作则当好

“领头雁”，同时用发展的眼光、鼓励的方

法去帮助战士们成长成才。

渐渐地，我得到了越来越多战友的

肯定和赞许，他们在工作上给予我支持

与配合，我在岗位上越干越好。如今，我

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任何事，在要求

别人之前首先得约束自己，这样才能行

稳致远、踏实前进。

战胜困难超越自我

■秦子洋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能自律、

有定力的人才能脱颖而出，成就大事。”

——《觉醒年代》第十四章

在《觉醒年代》一书中，毛泽东初抵

北京时为解决吃饭问题，经蔡元培推荐，

担任了红楼图书馆管理员。他领着每月

8 元的工资，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居

住，只能勉强解决温饱。

条件虽然艰苦，但并未影响毛泽东

求知的热情。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

利，他大量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

进步刊物，广泛吸收先进思想，不断寻求

救国真理。

这个故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

印。我所在部队驻地在天山脚下。不久

前，我们前往喀喇昆仑高原驻训。去驻

训点的路并不好走，一驶上陡峭的山路，

车厢就会剧烈震动。随着海拔升高，氧

气逐渐变得稀薄。还没有抵达目的地，

我就出现了高原反应，头疼欲裂。

夜里睡不着，躲在被窝里听着高原

呼啸的寒风，我不禁回想起读军校时，曾

听边关战友讲过高原的艰苦。那时我以

为高原大概也只是比内地更冷一点而

已，没想到此时我竟感到有些难以坚持。

偶 然 间 ，我 翻 开《觉 醒 年 代》这 本

书 。 青 年 毛 泽 东 的 故 事 让 我 深 受 触

动：艰难险阻，正是磨砺意志的试金石；

困苦逆境，更能激发内在的潜能。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我积极努力适应高原反

应带来的不适，和战友相互鼓励、相互

帮助，一起克服寒风、冷雨、氧气稀薄带

来的种种挑战。驻训结束后，我似乎读

懂了毛泽东所说的自律和定力，更加相

信越是难走的路，越能锻炼人的意志品

质。我在心里更加坚定了扎根高原、建

功军营的信念。

擎
起
思
想
的
火
炬

9 岁那年,爷爷送我一本《唐诗三百

首》，让我在童年岁月接触了许多经典

诗词。彼时年幼的我，将王翰的《凉州

词》工整抄写在笔记本的扉页，“葡萄美

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

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承载

了童年时期我对边防军旅的多重幻想，

也开启了我和诗词的不解之缘。

爷爷年轻时是一位边防军人，将自

己 的 青 春 挥 洒 在 边 疆 热 土 。 他 总 说 ：

“人不可三日无诗”，教导我要博学、慎

思、勤勉。

儿时放暑假，我总会回老家看望爷

爷。晚饭过后，爷爷会坐在葡萄架下的

躺椅上乘凉。有时他拿着一把蒲扇，出

神很久，嘴里缓缓念着：“青海长云暗雪

山 ，孤 城 遥 望 玉 门 关 。 黄 沙 百 战 穿 金

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有时他跟我说起

当 年 在 边 防 线 上 巡 逻 的 日 子 ，情 到 深

处，总会热泪盈眶。

听着爷爷诵读那些壮美的军旅诗

词，我仿佛穿越时空，看到古代边关将

士浴血沙场、马革裹尸的壮烈场景。这

些诗词在我年幼的心中种下了一粒火

热的种子，又在爷爷和父亲的熏陶下生

根发芽。

从军校毕业后，我来到父亲曾经战

斗过的边防团。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哨所

的阅览室里发现了父亲留下的笔记本。

“大风起兮云飞扬……”翻开笔记

本，父亲的字迹跃然纸上。这个哨所是

有名的“风口哨所”。看到笔记本上的

句子，我感受到了父亲当年行走在边防

线上，迎着大风前进的豪情。

每次和父亲通话，父亲总是嘱咐我

有时间要多读书，多学习。我把父亲的

话谨记在心。边防生活艰苦且相对枯

燥，但因为有了诗词相伴，我的心中总

留有一方诗意世界，对坚守边防的意义

也有了更多理解。

在“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中，我读出了有志青年对收复失

地的豪情壮志；在“捐躯赴国难，视死忽

如归”中，我读出了壮士忠勇为国的献

身精神；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中，我读出了仁人志士舍生取

义的高尚气节。千百年前诗人留下的

笔墨，至今读来仍荡气回肠。

爷爷不仅爱读诗，也爱写诗。他有

一个小本子，用来随手记录创作的灵感。

这位“老边防”还有个老战友，也是诗友，

他们常常一起分享近期的诗作。全家一

起爬大别山时，我只顾拍照留念，爷爷却

掏出了他的小诗本，写下《卜算子·咏大别

山》：“纵马过山巅，横槊惊霄汉……”

时光如白驹过隙。随着爷爷愈发

年迈，我也愈加珍惜和他在一起漫读的

时光。那些诗词中描绘的美好画面，将

成为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老边防与我的诗词情缘
■刘郑伊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图①：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图②：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碑。

图③：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邮政代办所。

马 涛摄

龙平平的长篇历史小说《觉醒
年代》，着眼 20 世纪初的中国，生
动呈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画卷，艺术
再现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
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如
歌岁月。这里，我们分享 3名战友
对《觉醒年代》的阅读心得。

——编 者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甘

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1935 年

9 月 17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突

破天险腊子口，之后占领哈达铺。在

哈达铺期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

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9

月 20 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出席陕甘支

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行动方针与任

务的报告，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

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贾少飞整理）

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

②②

①①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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