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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读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纪实文学作品《为有牺牲》一书，深受

触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

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

养剂。”《为有牺牲》以闽西客家儿女的长

征故事为主线，紧紧围绕“牺牲”和“信

仰”两个关键词，将闽西儿女不畏艰险、

敢于牺牲的故事与长征大背景紧密关

联。全书 37 万余字，波澜壮阔中不乏细

腻动人，让读者在阅读中沉浸式感受 90

年前的历史现场。

为了写好《为有牺牲》这本书，作者

关山远查阅了众多史料，采访了许多红

军后代，沿龙岩、上杭、武平、连城、长汀

一 线 实 地 考 察 ，还 专 程 探 访 广 西 的 全

州、兴安、灌阳等地，了解当年湘江血战

细节。

阅读《为有牺牲》，那些早已耳熟能

详的战例依然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湘

江、金沙江、大渡河、娄山关、腊子口……

横亘前方的重重阻碍仿佛要将红军逼入

绝境。书中说，当红军抵达安顺场时，蒋

介石就认为红军只能重蹈石达开覆辙，

历史必将重演。因为，他掌握的资源之

丰富、能调动的兵力之强大、拥有的武器

之精良，均非当时的红军所能比。整个

长征途中，这样的盲目自信在蒋介石一

方屡见不鲜，这场对抗看似力量极不对

称。但是，为何红军每次都能死里逃生、

屡屡实现绝地反击，成功挣脱敌人布下

的天罗地网呢？

我想，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精

神和信仰的力量。

书中说，红军官兵在滂沱大雨中拼

死奔跑，饿得只能吃生米也不肯停下脚

步；明知万分危险却为抢突击任务争得

面红耳赤……红军的意志力，总是在关

键时刻，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

的走向。

《为有牺牲》为我们作了一个引人深

思的对比。大渡河畔，担任前锋的红 4

团上演了一场“生死时速”，一昼夜徒步

行军 240 里，最终夺下了泸定桥，赢得制

胜先机。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时期的翼王石

达开，居然因为儿子出生，在安顺场这

处“死地”，下令全军暂停渡河，庆祝三

日，以致陷入重围。绝境之中，他又心

存幻想，企图以自己的投降，换取 4 万

将士的性命，最终只能以全军覆没的悲

剧收场。

面对艰难险阻，从来就没有什么救

世主，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 书 的 一 个 鲜 明 特 色 ，是 以 小 切

口 反 映 大 历 史 ，从 牺 牲 的 视 角 书 写 闽

西客家籍指战员在长征路上浴血奋战

的故事。

闽西是全国较早建立苏维埃政权

和 创 建 红 军 队 伍 的 地 方 。 书 中 写 到 ，

1934 年 10 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

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

力 8.6 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

程，开始长征。在这 8.6 万余红军中，闽

西子弟有近 3 万人。漫漫征途中，他们

担负着前锋、后勤、侦察、救护、机要等

各类繁重的任务。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时，中央红军仅剩 7000 多人，而闽西子

弟仅幸存 2000 人左右。

长 征 初 期 ，在 突 破 第 四 道 封 锁 线

时，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以闽西子弟

为主的红 5 军团第 34 师作为后卫师，担

任断后任务，掩护红军主力突破重围，

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湘江东岸。师长

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他在担

架 上 硬 生 生 扯 断 自 己 的 肠 子 ，以 死 明

志，为惨烈的湘江战役添上了一笔永恒

的悲壮。

《为 有 牺 牲》一 书 中 ，作 者 用 质 朴

冷 静 的 笔 触 写 道 ：“ 此 刻 ，他（陈 树 湘）

孤身一人，麾下六千闽西子弟，绝大多

数 已 经 牺 牲 。 他 知 道 的 是 ，在 闽 西 子

弟 付 出 巨 大 牺 牲 后 ，中 央 红 军 已 经 突

破湘江；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决定断

肠就义的当天，千里之外，贵州的崇山

峻 岭 中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召 开 了 黎 平

会议。”

黎 平 会 议 ，确 定 了 中 央 红 军 长 征

战 略 方 向 的 重 大 转 变 ，使 红 军 避 免 陷

入 绝 境 ，并 开 始 从 被 动 局 面 中 摆 脱 出

来 。 之 后 的 遵 义 会 议 ，更 是 彰 显 了 中

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

问题的精神和勇气。一场艰难求生的

战 略 转 移 ，让 红 军 淬 炼 出 无 可 比 拟 的

血性。就像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的

那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原来可能

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

的胜利进军”。

长征路上，头上有敌机，四周有敌

人，道路险峻，气候无常。长征前，各根

据地全盛时期，红军总数达到 30 万人。

经过各种磨难曲折，红军牺牲巨大。

长征途中，不管敌人多么猖狂，不管

环境多么恶劣，官兵都要迎难而上，咬牙

拼杀，去追求胜利。1935 年 12 月 27 日，

毛泽东、周恩来提出：“陕甘支队及二十

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

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

律免除候补期”。

这批衣衫褴褛的英勇将士，跨越千

山万水，经历九死一生，改写了中国的历

史，更塑造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坚韧

气质。可以说，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和

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之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淬火。

今天，人民军队走向了现代化，早已

告别了火力不足、武器简陋的困境，但是

长征赋予人民军队不怕牺牲、敢于胜利

的精神价值，依然长存。

长 征 永 远 在 路 上 。《为 有 牺 牲》写

道 ：“ 不 管 是 历 史 还 是 当 代 ，不 管 是 一

个 人 还 是 一 个 政 党 ，是 需 要 一 场 属 于

自 己 的 长 征 的 。 成 功 固 然 令 人 欣 慰 ，

但 起 初 苦 苦 拼 搏 的 磨 难 ，却 更 让 经 历

者 终 生 铭 记 并 自 豪 、自 信 ，愈 发 自 强 ”

“因为长征，我们注定不是一个心灵荒

凉的民族”。

体悟牺牲与信仰的力量
—评长征题材纪实文学作品《为有牺牲》

■王 敏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

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

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

素 的 生 活 ，从 没 有 奢 侈

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

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

的金币，是一点一滴的用

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

的伟人们（指国民党反动

派，编者注）看来，颇似奇

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

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

产 党 员 具 备 的 美 德 。 所

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

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

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 在 我 被 俘 的 那 一

天 —— 一 个 最 不 幸 的 日

子 ，有 两 个 国 方 兵 士 ，在

树 林 中 发 现 了 我 ，而 且

猜 到 我 是 什 么 人 的 时

候 ，他 们 满 肚 子 热 望 在

我 身 上 搜 出 一 千 或 八 百

大 洋 ，或 者 搜 出 一 些 金

镯金戒……

《清贫》手稿

■方志敏

视觉阅读

1934 年，红 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奉命率部北上抗日。军团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月

余。方志敏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了接应后续部队，他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 1935 年 1 月 29 日被

俘，后被关押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在狱中，方志敏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不择手段的威逼利诱，丝毫没

有动摇。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拖着病重的身体，写下传世之作——《清贫》。受其高尚气节感召的人们，秘密将方志敏

在狱中撰写的部分文稿带出监狱。 （图文整理：黄池敬）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历史江河中，时代天地间，总有一

些崇高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日

前，退役军人夏宗长所著的《追光十万

里》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这位有着 36

年军龄的老兵脱下戎装后重整行装，开

启了一个人的十万里行程，追寻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发源地，寻访全国各

地“精神地标”，将所见、所闻、所感汇聚

成这本散文漫记。全书分为“开天辟

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

4 章，全景式记录建党百年来那些波澜

壮阔的历史、动人心弦的故事，从红色

资源中汲取奋进力量，也让红色资源绽

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任何一种叙述，都很难将历史完全

还原。所以，夏宗长亲身深入那些风云

往事发生的现场，拂去历史的尘烟，找

寻那一座座红色殿堂，触摸历史跳动的

脉搏，感受英雄灵魂深处的风骨。他先

后抵达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深入

100 个重要红色纪念地，采访了 200 多

位专家学者、革命后代、老战士和当地

群众，收集整理近千个党史故事，拍摄

近万幅图片。打开这本书，读者将如临

其境，可以“沉浸式”探寻红色基因的胜

利密码。

本 书 以《从 上 海 石 库 门 到 南 湖 红

船》开篇。上海兴业路和浙江嘉兴南

湖，是我们党梦想启航的地方。在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中，作者看到许多人在《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译本前驻足。早期的中国共产

党人，大多是通过阅读这本书确立了

自己的信仰。在嘉兴南湖，夏宗长坐

上 通 往 湖 心 岛 的“ 红 船 水 上 课 堂 ”游

船。导游知道他是一位有着 30 多年党

龄的老兵后，将 10 分钟的微党课时间

留给了他。

在南昌八一广场，他深情凝望八一

军旗，久久不愿离去。湘江之畔，因为

那场过于惨烈悲壮的战役，当地留下这

样一首歌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

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

湘江鱼。”静静坐在江边，看着不到 200

米宽的河面上卷起的层层波浪，他说，

你会明白，湘江之红，不是大江的颜色，

而是历史的颜色，是几万红军将士信仰

的颜色。

精 神 地 标 的 意 义 ，往 往 是 历 史 赋

予的。从春暖花开到盛夏溽暑，夏宗

长 驱 车 从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会 址 出 发 ，一 路 走 过 嘉 兴 南

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出

发 地 ，来 到 革 命 圣 地 延 安 。 在 宝 塔

山，他即兴写下一首短诗：“红色是党

的 颜 色 ，是 心 中 的 信 仰 ，是 前 行 的 力

量。走得再远，都不曾忘记从哪里出

发 ；走 到 哪 里 ，都 能 感 受 到 那 温 暖 的

目 光 。 坚 守 初 心 ，追 梦 不 止 ，只 为 忠

诚 永 在 ……”他 将 这 首 诗 印 在《追 光

十 万 里》的 封 底 ，印 证 一 个 老 兵 内 心

的赤诚。

夏宗长在序章里写道：“历史总是

严格地挑选着那些能够把握历史脉搏

的群体，同时也选择了那些始终不渝

为真理而奋斗的人”“我们应该记住那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记住他们冲锋陷

阵的样子，记住他们的光荣事迹”。

2023 年 初 冬 时 节 ，他 来 到 聊 城 孔

繁森纪念馆。这位写下“是七尺男儿

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誓言

的进藏干部，用毕生心血诠释了共产

党员的高尚情怀。在河南兰考，他看

到昔日的贫困县已然驶上经济发展的

快车道，这座豫东小城和焦裕禄的名

字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精神的丰碑

挺立在天地之间，焦裕禄仿佛也从未

远离。福建漳州女排精神展示馆中，

他寻访中国女排的故事和时代印记，

感悟女排精神。中国女排五连冠背后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

言败”的精神和“人生能有几回搏”的

中国记忆，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奋勇

拼搏。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他探

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辉煌历程。从

最初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载人航

天、深空探测，他不禁向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的航天人致以深深敬意。

这一场追光之旅，他一路走，一路

记，一路讲。历史的褶皱之处，细节更

加接近真实。夏宗长记录的，是对一

种集体情感的崇敬，是经过历史湍急

的河流沉淀下来的意蕴。从某种程度

上说，历史的意义就是人的意义，是对

人类情感的提炼和肯定。他深刻领悟

历史的价值，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

起 来 。 从 这 个 层 面 来 说 ，《追 光 十 万

里》成了一个从书本上整合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

场域。

翻 开 这 本 书 ，我 们 仿 佛 看 到 金 戈

铁马、炮火硝烟；听到号角声声、山河

激荡。征战五湖四海，走过万水千山，

那些英雄勇士还在，那种披肝沥胆的

精神还在，那些血脉相传的精神高地

一直都在。

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让作者对铁

肩道义、历史荣光的书写与阐释能做到

言之有据、言之有益、言之有趣，唤起读

者对历史的参与感，构建出一个与读者

互动、对话、交流的平台。他在波澜壮

阔的革命画卷、磅礴浩荡的历史洪流、

壮怀激烈的英雄谱系中，探寻精神密

码，然后又像一个播火者，把这些赤诚

的故事传播开来。

党史军史不仅是革命史、战争史，

更是精神史、心灵史，值得世代铭记和

守望。十万里追光之旅，作者行走在追

寻信仰与梦想的路上。他用这种独特

方式向光辉卓越的革命年代致敬，向铸

就伟大精神的灵魂致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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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彤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中这

样点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学其疏

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

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

再学其重复。”他认为这篇文章即便“十

来番学之”也不够，是一篇值得反复研

读的佳作。大凡经典之作，从来不是读

一两遍就能贯通，必须有“十来番学之”

的耐心，才能学通透。

读 书 ，是 一 个 从 未 知 到 已 知 的 认

知 过 程 。 反 复 阅 读 、循 序 渐 进 、逐 步

深入是基本方法。《魏略》记载了一则

汉 代 董 遇 教 人 读 书 的 故 事 。 有 读 书

人 向 董 遇 请 教 学 问 ，董 遇 不 肯 教 ，却

让 其 先 将 书 读 一 百 遍 。 他 说 ，“ 读 书

百遍，而义自见”，意在强调反复阅读

以 逐 步 掌 握 学 习 内 容 。 近 代 学 者 余

嘉 锡 在《四 库 提 要 辨 证》的 序 录 中 再

次谈到董遇的读书方法：“董遇谓‘读

书 百 遍 ，而 义 自 见 ’，固 是 不 易 之 论 。

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丰子

恺曾独创“二十二遍读书法”，也称作

“讀”字读书法。秘诀就是“生书读十

遍，第二天温五遍，第三天又温五遍，

第 四 天 再 温 二 遍 ”“‘ 讀 ’字 共 有 二 十

二 笔 ，故 每 课 共 读 二 十 二 遍 ”。 无 论

是 董 遇 的“ 百 遍 ”，还 是 余 嘉 锡 的“ 三

复”，抑或丰子恺的“讀”字读书法，都

在说明一个道理，读书治学反复研读

十分重要。

从古至今，书籍浩瀚如海，尽读之

已不可能，因而读书必须有选择。宋代

苏轼对此有深刻认识。在《又答王庠

书》中，他说：“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

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

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

之。”他主张但凡读书都应该精读几遍

才算读完，同时对于阅读的篇目也要有

选择，每次都要带着目的瞄准一个方

向。这种读书方法虽然笨拙，但学得扎

实，坚持下去，“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

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是一种效率

很高的读书方法。

苏轼用兵法来比喻读书，后人称之

为“八面受敌”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

农村调查》中称赞说：“苏东坡用‘八面受

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

朝，也是对的。”这种“八面受敌”法，通过

每次目的明确的分析研读，最终实现全

部贯通，是一种有效的精读法。

读书应该先一字不落通读一遍，了

解书本整体轮廓。而后用分析法将各

个部分仔细研究，从而全面理解整本书

的内容。如果遇到阻碍，要有迎难而上

的勇气，可以跳出书本寻求帮助，但一

定不能绕道而行。比如我们阅读《四

书》，就不能光读《四书》，可以读读《四

书反身录》和其他注释类书籍，这样就

把书读厚了。

学问之道在于重复，阅读经典和重

要的书，尤其需要三复四温、翻来覆去，

这是经验之谈。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要经常读，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在延安，毛泽东曾讲到自己读《共

产党宣言》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就翻

阅，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

每读一次，他都有新的启发。对喜欢的

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反复读。

20 世纪 50 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

了 5 遍《红楼梦》，此后又 15 次向工作人

员要过《红楼梦》。同一本书，之所以要

反复读，是因为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

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

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

度的发掘。

如今，我们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可获取的文字资料极大丰富，阅读

面临更多选择，碎片化阅读成为一种普

遍现象。但许多好书依然需要我们沉

下心来反复阅读，才能获得真知。对于

阅读，多下些“十来番学之”的硬功夫，

大有裨益。

读书当有“十来番学之”的耐心
■刘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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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