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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在鲁南地区（今山

东枣庄一带）活跃着一支由共产党领导

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鲁南军区铁

道大队。这支被日军称为“从天而降的

飞虎队”的队伍，以津浦线、临枣支线等

长达百余里的铁道线为阵地，与敌展开

顽强而机智的斗争。他们隐匿于万顷

微山湖中，在敌人核心区域坚持战斗 7

年时间，经历战斗百余次，促进了抗战

形势的发展。

作家刘知侠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

篇小说《铁道游击队》。1954 年 1 月，

《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深受读者喜爱，还曾在社会各界形

成了“读‘铁道’、忆抗战”的热潮。

1956 年，《铁道游击队》被上海电

影制片厂拍为同名电影，由刘知侠亲

自担任编剧。片中插曲《弹起我心爱

的 土 琵 琶》，由 歌 唱 家 陈 景 熹 演 唱 。

该曲具有浓郁的山东民歌特点，节奏

从抒情慢拍到铿锵快板，表现了游击

队 员 在 艰 苦 环 境 中 的 坚 强 意 志 和 乐

观精神，是抗战题材电影插曲的代表

作之一。

该小说在 1985 年和 2005 年，分别

被改编摄制为 12 集和 35 集电视连续

剧；1995 年和 2021 年，分别被改编并拍

摄成电影《飞虎队》和《铁道英雄》，这

使得《铁道游击队》的热潮持续升温，

直到今天仍受到大众的推崇和喜爱。

2019 年，《铁道游击队》入选由学习出

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10 家出版单

位策划的“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

典藏”丛书。

作品片段

十个指头紧紧钳住窄窄的铁棱,手

指所用的力气，要是抓在土墙上，足可

抓进去，穿上十个窟窿。但是，这是铁

板，铁板坚硬地顶住他的指头，他的指

甲象（像）被顶进肉里去，痛得他心跳，

但是他不能松手。急风又象（像）铁扫

帚一样扫着他，象（像）是要用力把他扯

下去似的，下边是车轮和铁轨摩擦的刺

耳的声音。只要他一松手，风会立刻把

他卷进车底，压成肉泥——甩到车外也

会甩成肉饼。他拼命扒着，头上的汗在

哗哗地流，他咬紧了牙根支持着。

——《铁道游击队》第二章

可是当他们看到屋当门，空着的那

桌酒菜和桌正面墙上牺牲同志的牌位

时，眼睛里又都充满了悼念之情。他们

想起了林忠、鲁汉、老张、冯老头，还有

王虎、张兰……这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

友和同志。这些同志的面貌和英勇的

姿态，马上闪进他们的脑际，使他们又

想到多年来，在临枣支线，微山湖边的

火热的对敌斗争。在残酷的战斗里，他

们透过火光和枪声，看到湖边和铁路两

侧的人民，遭受着鬼子的烧杀抢掠，陷

入难言的苦难。为了战斗的胜利，有多

少好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现在胜利来到

了，可是这胜利是多少抗日军民的血泪

换来的啊！

——《铁道游击队》第二十八章

作家心语

我认为我是有条件写好这一作品

的。第一，我在抗大毕业后，又专学过

军事。1938 年到 1939 年我随抗大一分

校从陕北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山东

的沂蒙山区，两次深入敌后，熟悉敌后

的游击战争生活。第二，我熟悉铁路上

的生活。我自小生长在河南北部道清

支线的铁路边。这条铁路从我故乡的

村边经过，我的父亲又在村边的铁路道

班房里作工，我一天到晚能看到客车、

货加车在运行，听惯了列车在铁轨上

运行的轧轧声。

……

我走遍了湖边和铁路两侧，寻访了

他们过去战斗过的地方。我曾在姜集

附近的运河边的一块小高地上，站立了

好久，听着他们叙述一次难忘的战斗。

当时他们在这里隔着狭窄的运河，和

一小队日本鬼子在进行血战。战斗是

炽烈的，隔岸的一小队鬼子、小队长被

他们打死了，这队鬼子几乎全部被他们

歼灭。可是另两路鬼子迅猛地向这里

扑来。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最最

心爱的大队长洪振海在这高地上牺牲

了。我俯视着洒了老洪鲜血的这块土

地，枯黄的草丛下边已冒出嫩芽。我站

在那里，久久不能平静。

……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日寇投降

后 ，游 击 队 员 们 第 一 次 的 新 年 会 餐 。

在 庆 祝 胜 利 的 丰 饶 的 酒 席 上 ，正 象

（像）我 小 说 里 第 二 十 八 章 所 写 的 那

样，他们是以古老的形式，来悼念自己

牺牲的战友。他们把一桌最丰满的酒

菜 ，摆 在 牺 牲 了 的 战 友 的 牌 位 前 边 。

他们平时喝酒喜欢猜拳行令，可是在

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却都沉默

着喝闷酒。他们隔着酒桌，望着牺牲

了 的 战 友 的 牌 位 ，眼 里 就 注 满 了 泪

水。哪怕在最欢乐的时候，一提到已

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就会痛哭流

涕。当时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

……

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

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

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

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

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

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了他们在党的

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

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

所有这一切，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

情和勇气。可是写出后，自己再看一

遍，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我所写的，远

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彩。

当代视角

历史真实与传奇叙事的交融

1954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

击队》，以其独特的叙事张力和深刻的

精神内涵，成为新中国军事文学史上的

一部经典。这部承载着民族记忆的作

品，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建构，再现了

鲁南铁道游击队的抗战传奇故事，在几

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记忆。

《铁道游击队》的文学价值，集中

体现于对中国传统传奇叙事的创造性

转化。作者刘知侠在继承章回体小说

“设悬念、重巧合、强动作”的美学传统

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铁道游击队的战

斗历程解构为“飞车夺机枪”“血染洋

行”等一系列充满戏剧化的场景。这

种 传 奇 化 叙 事 并 非 是 脱 离 现 实 的 虚

构，而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细节的深

入挖掘之上。作者在本书“后记”中写

道，《铁道游击队》“是以他们真实的斗

争发展过程为骨骼，以他们的基本性

格为基础来写的”。

作者刘知侠曾长时间深入到铁道

游击队战斗生活一线，和官兵同食宿、

共战斗，走过了很多他们战斗过的地

方。他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穿越日军的

封锁线，亲眼目睹战士们是如何豁出性

命扒上火车，同敌人真刀真枪展开战

斗。这段经历，使他对铁道游击队的战

斗生活和思想情感有了真切而深刻的

体会。这种“在场性”的创作姿态，使得

文本在具有文学想象力的同时，始终保

持着纪实品格。因此，小说中的人物都

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比如，铁道游击

队先后有 4 人担任过政委，作者根据他

们的个性特点，以杜季伟为主塑造了小

说中李正这一形象。再比如，“芳林嫂”

的原型也有 3 位，分别是时大嫂、尹大

嫂和刘桂清。作者融合她们的个性特

点和斗争事迹，塑造了“芳林嫂”这一朴

实的革命妇女形象。

尽管作者坦言对原始素材进行了

“艺术选择与重组”，但恪守现实主义的

创作伦理。作者并没有为了歌颂英雄

伟绩而一味拔高，也没有回避鲁南当地

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游击

队员自身在精神心理、性格作风等方面

的不足，而是从现实视角出发，遵循生

活本身的逻辑。

鲁南军区铁道大队成立之初，队员

寥寥无几，驻扎在煤炭资源丰富、日军

重点防范的枣庄地区，其斗争方式只能

是以小博大、出奇制胜。他们巧妙利用

熟悉的地形和民众的支持在敌占区灵

活穿梭，并通过扒火车、炸桥梁等独特

方式，有效打击了日军的物资运输线。

此外，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采取了“一波

三折”“转危为安”“无巧不成书”等传统

叙事策略，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奇巧，

将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以弱制强”的战

术智慧转化为充满戏剧张力的文学场

景，建构起“革命传奇”这一独特的叙事

模式。

《铁道游击队》之所以家喻户晓，折

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诉求。该小

说不仅契合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塑民族

认同的历史需求，更在深层结构上呼应

着传统侠义精神向革命英雄主义的现

代转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深

入人心，在于他们既是“泥土中走出的

英雄”，带着底层民众的生活印记，又在

党的培养和战争的锤炼下，逐渐成长为

具有集体意识的革命战士。小说通过

具体的战斗故事，将“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抗战”这一宏大历史命题转化为可

感可知的艺术形象，使传奇叙事成为诠

释革命历史的生动注脚。

从当代的视角看，《铁道游击队》的

价值超越了“红色经典”的范畴，成为探

讨文学如何处理历史记忆、塑造英雄形

象、回应时代精神的重要样本。这部作

品的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

唯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让文艺

作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

力，才能具备所处时代的标志性和辨识

度；只有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深入官

兵，才能在强军征程中捕捉到时代的脉

搏，实现军旅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

攀登。

铁 道 英 雄 礼 赞
■李晨昕 奉云鹤

“龙潭三千尺，出水一惊雷。”作为“龙

潭三杰”之一，钱壮飞凭借其自身的才智

和无畏的勇气，在隐蔽战线上屡立战功。

他犹如一把锋利的剑，直插敌人心脏，为

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钱壮飞传》由党史专家杨敏瑞撰

写，是一部系统性还原中共隐蔽战线传

奇人物钱壮飞生平的传记作品。该书依

托详尽的历史资料，全面展现了钱壮飞

从医学生、革命者到情报英雄的丰富人

生，聚焦于他在 1931 年顾顺章叛变事件

中截获关键情报、在长征期间参与破译

密码、设计苏区标志性建筑等鲜为人知

的贡献。

通过对当时社会背景的精深描摹，

《钱壮飞传》展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有

理 想 的 知 识 分 子 对 革 命 的 向 往 与 追

求。作为一名“听风者”，钱壮飞与曾希

圣共同领导的中革军委总司令部二局

（又称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长征途中

密切监听国民党军队的行踪与动向，及

时准确破译敌人的一道道“天书”。他

还曾一连破译敌人 100 个密码，并为之

取名“百美图”，以及时准确的情报服务

于党中央，帮助中央红军料敌先机、出

奇制胜。作为一名建筑师，90 余年前，

钱壮飞参与设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

塔等建筑，至今依旧在江西赣南地区巍

然耸立，成为众多后人络绎不绝前来瞻

仰的红色历史地标。

该书的语言风格简洁朴素。如作者

在“生死时速”一节中写道：“六封电报像

从 天 而 降 的 六 座 大 山 ，压 得 他 难 以 喘

息。震惊、诧异、愤怒、紧张，但他极力让

自己沉住气，缜密地思虑着如何应对这

个弥天危局。”这一“弥天危局”是指当时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

面临打击，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处境

将极为艰难。该书通过对钱壮飞潜伏生

涯最紧张时刻的细腻刻画，生动展现了

他在危险环境中的沉着、谨慎、机智与果

敢，这种质朴的文字和细腻的笔触，使历

史人物显得真实饱满、可敬可亲。正如

书中“后记”中所写：“本书是一部非虚构

读物，没有采取文学传奇的写作模式，书

中记叙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均不加渲

染演绎，力求真实准确地将钱壮飞烈士

的人生经历、历史功绩和品德作风如实

呈现给读者。”

优秀的历史人物传记，既能见事也能

见人。一方面，它通过重大历史事件，来体

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另一方

面，它强调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让读者在

掩卷之后仍能留下深刻印象。《钱壮飞传》

通过对“三杰聚首”“虎穴赤胆”“金陵之

夜”“生死时速”等主要情节的细致书写，揭

示了钱壮飞在革命理想与严酷现实之间始

终保持清醒的斗争意识和坚定的信念。正

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深度描绘，使得这部传

记不同于简单的英雄叙事，为读者了解中

国革命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有些读者对钱壮飞的结局不甚了解，

该书对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述。1935年

3月底，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省金沙县，为了

躲避敌人飞机轰炸，钱壮飞与大部队失去

联系，后被当地反动力量残暴杀害。这位

一生智勇双全的红色特工，最后以如此悲

壮的方式隐退在战火之中。英烈虽逝，浩

气长存。书中写道“钱壮飞的失踪，牵动

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总部首长的

心”“钱壮飞的生死，成为党中央一直牵挂

的事情”，并引用《欧阳毅回忆录》中的话

“毛泽东很重视此事，指示一定要找到这

个人”。通过钱壮飞这一具体人物的经

历，该书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革命者在复杂

多变的局势中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和展现

出的无私奉献精神。

《钱壮飞传》一书细腻描绘了钱壮飞

在敌后工作中的智勇与坚韧，以及他在

生死关头的抉择与担当，让读者深刻感

受到革命者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坚定的信仰、无私的

奉献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始终是我们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

《
钱
壮
飞
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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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从《诗经》里“采采芣苢”的欢歌，到

辛弃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的田园牧歌——古诗词中的劳动赞

歌，不仅是农耕文明的生动注脚，更是

劳动者尊严与智慧的礼赞。而今，我们

不妨循着这些古诗词的脉络，重返那些

被诗行点亮的劳动现场，感受古人劳作

时的付出与收获，体会他们内心深处对

劳动的热爱与执着。

翻开中国古典诗词的扉页，《诗经》

里回响着劳动的旋律。“坎坎伐檀兮，置

之河之干兮”，伐木工人的号子穿越千

年，在《魏风·伐檀》中激荡出对劳动的

礼赞与对不公的控诉；“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豳

风·七月》以细腻笔触描绘农耕生活的

四季轮回，从播种、耕耘到收获，从纺

织、酿酒到狩猎，展现了先民们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在农业生产的日常里，栽种水稻是

比较典型的活动。因此，我们不妨先来

欣赏一些关于插秧的古诗。其中宋人

翁卷的《乡村四月》颇具代表性：“绿遍

山园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

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诗的前两

句是从写景开始的，诗人先描绘了江南

的山间原野，到处绿油油的，满河的流

水映着天光，白茫茫一片；又描写了在

如烟似雾的细雨中，杜鹃鸟不时地鸣叫

着，催促着农事的景象。后两句则写

人，四月间的乡村一派忙碌的景象，人

们采摘了喂养蚕的桑叶，又忙着到水田

里去栽插秧苗。翁卷通过细腻的笔触，

将四月乡村的繁忙与生机盎然展现得

淋漓尽致。人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上，不辞辛劳地耕耘，为了收获的季

节而默默努力。这种对劳动的热爱与

尊重，至今仍能触动人们的心弦。

南宋诗人虞似良《横溪堂春晓》也

是一首春意盎然、情景兼容的插秧诗：

“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

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诗

词描写了农夫冒雨插秧的情景。插下

秧苗迅速返青，既说明农民的插秧技法

娴熟、操作老练，也反映庄稼生长适逢

其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两个“青”字，

初看似乎重复，实则不然。前者作为形

容词，后者则作为动词。这种用法虽略

显夸张，却极为凝练地勾勒出了秧苗生

长的全过程。能够如此精确地描绘这

一过程，也反映出作者拥有丰富的农业

生产经验。

在诗词的世界里，劳动赞歌不仅

勾勒出生产活动的场景，更凸显了劳

动人民的精神风貌。陶渊明“晨兴理

荒秽，带月荷锄归”，寥寥数语，便使农

人披星戴月、不辞辛劳的身影跃然纸

上。那沾满泥土的衣襟与月光下坚定

的 步 伐 ，彰 显 着 对 土 地 的 执 着 与 热

爱。杨万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

秧大儿插”，描绘出全家上阵插秧的热

闹场景。农人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

在欢声笑语中传递着劳动的快乐与希

望。苏轼“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

响 缫 车 ”，以 细 腻 笔 触 勾 勒 出 枣 花 飘

落、缫车作响的乡村画面，展现了劳动

生活的质朴与生机。这些诗词如同岁

月的切片，让我们得以窥见劳动人民

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乐观，感受他

们用双手编织生活的坚韧与智慧，体

会劳动赋予生命的厚重与力量。

当晨星照亮农夫的犁头，当夜月映

照织女的机杼，当渔歌穿透江雾的迷

蒙，诗词中的劳动赞歌始终在吟唱。身

为仗剑报国的军人，我们不妨在劳动者

的节日到来之际，走进唯美的古诗词之

中，去感受劳动人民的坚韧与乐观，去

体味农耕文明的辛勤与汗水，并以此激

励我们用强军精武的实际行动去捍卫

人民的劳动成果。

古诗词中的劳动赞歌
■王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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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程大学太空安全研究中心

具 体 承 担 编 写 的《国 家 太 空 安 全 知 识

百 问》（人 民 出 版 社）出 版 发 行 。 本 书

是第五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普及读本

其中之一，分为六个篇章，采取知识普

及 与 重 点 讲 解 相 结 合 的 形 式 ，内 容 准

确 权 威 、简 明 扼 要 、务 实 管 用 ，并 兼 顾

实用性与可读性，插配了图片、图示和

视频、资料二维码，有助于普及总体国

家安全观教育和提高公民“大安全”意

识，帮助广大群众科学理性认知、主动

参与维护国家太空安全。

国 家 安 全 无 小 事 ，人 人 都 是 守 护

者。为推动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向深入，《艺心铸盾——总体国家安

全 观 教 育 通 识 课》（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书 出 版 ，向 全 民 国 家 安 全 教 育 走 深

走实十周年献礼。本书采用图文并茂

的 形 式 进 行 编 写 设 计 ，在 普 及 每 个 安

全领域的概念和主要学习任务的基础

上 ，将 国 家 安 全 二 十 个 领 域 的 典 型 案

例 转 化 为 故 事 型 阅 读 材 料 ，搭 配 了 水

彩 画 插 图 ，协 助 读 者 构 建 起 立 体 的 国

家安全教育体系。 （胡丹青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