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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把自己盘成一根银线带，绕过

山梁与竹海，绕进了罗霄山脉的云端深

处。大团大团的雾气把群山吞没又吐

出。层层叠叠的绿借着风势，汹涌而来。

一场瓢泼的雨，在我们进入茨坪以

后，骤然停歇。太阳跃出的那一刻，五百

里井冈成了赤色世界。那红，是土地的

红，是记忆的红，是生命的红。

时光的烽烟遁入泥土与石缝，山里

的寂静被往事一次次掀起。那些已载入

共和国记忆的红色地标，成了井冈山最

耀眼的背景。

在茨坪

在茨坪，1927 年秋天的幕布徐徐拉

开。

英雄城传出的枪声，如惊雷炸响。

滔滔赣江水汹涌奔腾，秋天沿着村庄、河

流、旷野，把燎原的星火在茨坪点燃。一

群人与另一群人灵魂相会，云水生烟，群

山列队致敬。

泥墙灰瓦的院落升格为革命根据地

的指挥中心。一颗又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奔向山头，与百亩竹林站出了一座山岗

雄伟的姿势。猎猎红旗插上井冈大地，

漫山遍野开出血色之花。

朝气蓬勃的人，怀揣梦想的人，为革

命奋不顾身的人，都已凝固成雕像，他们

的血液成为红土地的一部分。我忍着痛，

看完一幅又一幅壮烈的画面，还有一张又

一张青春的脸庞。如果执意念完这些英

雄的名字，我想我会从黄昏念到天明。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敢 教 日 月 换 新

天。在崇义遭叛变的营长开枪射击而牺

牲的王尔琢，把盐留给战士、自己染病牺

牲的张子清，一家六口惨遭叛徒杀害的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委员龙寿宇，

还有王良、何挺颖、肖国华、胡少海、王展

程、伍中豪、刘作述、刘畴西、宛希先、朱

云卿……他们为理想而战，却没有等到

革命成功。他们在黑夜里举起火把，用

生命诠释忠诚。

静谧而清凉的夜晚，江西干部学院的

一群年轻老师正用发自肺腑的感言与学

员交流。窗外，霓虹闪烁，红歌嘹亮：“干

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

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红米饭，南

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在黄洋界

在黄洋界，鸟声和雨声一样纯粹，我

没有找到一块想说话的石头。

雨在无边无际地宣泄着压抑的情

感，竹叶轻舞。我忍着内心的感叹，像红

豆杉、香果树、半枫荷一样，缄默不语。

盘旋的路，延伸着未知。雾霸占着

远处的视线，直到礌石、滚木、炮台一一

出现，我们才意识到，这就是黄洋界，书

本里的黄洋界，诗词里的黄洋界。

站在炮台，眼前是崇山峻岭、沟壑纵

横，白云在群山的绵延起伏中翻滚。曾

经，这里不是花红，便是血红。

带班老师讲起黄洋界保卫战。那

时，红军主力远赴湖南桂东作战，敌人趁

我兵力空虚之际，纠集湘赣两省 4 个团

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会

剿”。留守红军凭借黄洋界天险和群众

的智慧，布下“竹钉阵”“竹篱笆障碍”“礌

石滚木”“布满竹钉的壕沟”“石筑的射击

掩体”5 道防线，与国民党军 4 个团展开

殊死血战。直到下午 4 时，红军用缴获

来的一门迫击炮，向敌军发射了 3 发炮

弹。前两发都没有爆炸，第 3 发炮弹正

好落在敌军指挥所。敌军见红军有大炮

轰击，以为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吓得魂

飞胆丧，逃之夭夭。

诗词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滚动：“山下

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

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

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

军宵遁。”

我相信，一些树木即使死了，也会永

生。那些历经风雨的杜鹃花，依然一朵

一朵地开、一枝一枝地开、一坡一坡地

开，像一个英雄，也像一支队伍。

我和于都红色研究会的学员站在黄

洋界山顶，阅读着山的壮观与尊严，并向

纪念碑深深鞠躬。几株高大的桐花，洁

白无瑕，像是为纪念碑而生。碑石上，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几个楷书鎏

金大字，像一群钢铁战士挺立风中，山石

为之肃穆，草木昂首致敬。

在小井

小井，不是井，是井冈山大小五井中

较小的一个村落。

这幢黑灰色的木结构小楼，最初叫

“红光医院”，后来改名为“小井红军医

院”。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医院

人手、药材和器械严重缺乏，连最起码的

麻醉、消毒药也供应不了，伤病员在治疗

过程中要忍受极大痛苦。尽管如此，医

院仍救治了不少红军战士。

1929 年 1 月，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展开第三次“会剿”。小井红军医

院的 130 多名重伤病员因来不及转移，

全部英勇就义。医院也被敌人烧毁。直

到 1967 年，才按历史原貌修复了小井红

军医院。

当时，受伤的红四军 11 师师长张子

清被转移到这里进行手术。医院没有酒

精，清洗伤口用的是盐水，盐水用完了，只

能用金银花水代替。张子清知道医院缺

盐，忍着疼痛把护士分发的盐藏在枕头

下。在医院断盐一个多月的情况下，他把

藏起的盐拿出来，献给医院。而他的伤口

感染溃烂，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小井红军烈士墓，又名小井红军伤

病员殉难处，距小井红军医院仅百米。

站在烈士墓前，我们思考着同一个问题。

那是怎样的力量啊，面对敌人的严

刑拷打和枪口，130 多名伤病员忠贞不

屈，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英勇就义，年纪

最小的仅 14 岁。他们难道不知道属于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吗？面对生与死

的抉择，所有伤病员挺起脊梁昂起头，把

一腔热血喷洒在稻田深处。

在小井红军烈士墓不远处，一块充

作墓碑的青石上写着“魂归井冈 红军

老战士曾志”几个字。当天，我们现场聆

听了这位革命功臣的后人诉说她的不徇

私情、赤诚奉献。她的孙子以一名保安

员的身份，骄傲地讲述着奶奶的故事，让

台下的人热泪盈眶。她是一位母亲，也

是一名战士，为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再失去父母，她愿

意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石碑无声，烈士无言。从看到小井

红军医院里用木板搭起的手术台、破旧

的药柜、生锈的马灯和医用竹片，现场所

有的人都沉默起来。一种信念，在无声

的感动中传承。

在茅坪

在茅坪的八角楼，一盏油灯，照亮了

世界。

眼前的茅坪，桃花已尽，桐花正开，

茶园绿得有点不太真实。听着讲解和故

事，我们走进八角楼。

沿着八角楼的木梯，拾级而上。楼

上房间里的桌椅、木床、砚台、油灯等旧

物，无声地陈述着过往。让人难以想象，

在这样偏远的小山村，在这样简陋的条

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点燃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也点亮

了“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

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

神之光。

那一天，在情景剧现场，听完村干部

左香云讲完神山村的故事后，我们一直

在构思着神山村的模样。

从茅坪村到神山村，隔着一段很长

的路，也隔着让人羡慕的风光。当车子

一头扎进碧海之中，阳光、白云、竹海、桃

林、茶园、白墙灰瓦，还有一张张笑脸，合

成了一幅斑斓的画卷。

这个曾经偏僻贫困的山村，用自己

的方式书写着乡村发展的神话。一垄垄

茶树顺着山坡在白云下铺展，柏油马路

从一栋栋灰瓦白墙的小楼前蜿蜒而过。

当我们挤入村部听讲解时，上一拨游客

还徘徊在那些推广土特产的小摊前不愿

意离开。

曾用毛竹帮助红军摆竹钉阵的神山

村人，坚持把竹制品加工发展成为致富

产业。在村干部左香云家，我们观看了

竹器加工的过程，还挑选到自己喜欢的

竹艺品。左香云说，他们制作的竹筒和

神山竹酒销往全国多地，再加上开办农

家乐的收入，乡亲们的腰包鼓了，有了自

家的小轿车，神山村再也不是之前的那

个穷山村了。

在神山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我

们看到这样一段铭文：井冈峤峤，茅坪滔

滔；红旗漫卷，山河妖娆。休谓无名，昆

裔竞翱；安兮精魄，玉宇澄皓！

90 多年前的烽烟已散尽，最深的弹

痕也渐渐抚平。井冈山的今天，已像飞

鸟打开了自己的天空，用初心与梦想筑

造了一条精神的航道，携着未来，越过充

满荆棘的崇山峻岭。

红与绿在此交织。红是记忆，是牺

牲；绿是生机，是延续。五百里井冈，既

埋葬着血色往事，又生长着翠绿希望。

从竹钉阵到竹艺品，从战场到茶园，红与

绿的变奏，仍在继续。

井冈山上
■王先桃

书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精神

血脉的重要载体，通过一代代经典著

作的薪火相传，形成了中华文化独特

的思想体系与审美情趣。中华民族历

来重视读书、崇尚读书，在浩如烟海的

中国古代诗歌宝库中，不乏以读书为

题的传世之作。透过这些富有哲理且

充满情怀的读书诗，不难领悟到读书

的奥妙和真谛。

人类应该为什么而读书？南宋诗

人陆游诗句“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

意在元元”，开门见山给出答案。任何

社会实践活动都有其特定目的，读书

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究竟为什么而读

书？陆游的这首《读书》，开头两句便

直抒胸臆，表明自己读书是为了黎民

百姓。一个“宁无”，把诗人内心深处

对黎民百姓的牵挂表达得淋漓尽致，

同时也显示出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

高尚情操。在封建社会，能够提出“读

书本意在元元”的读书观，实在难能可

贵。与此对照，北宋赵恒《劝学诗》中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就有些相形见绌。由古及今，青年时

期的周恩来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与“读书本意在元元”可谓一脉相

承，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书与个人修养有什么关系？从

苏轼诗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

气自华”中不难获得启示。中国的读

书人向来把读书视为积累知识、增长

见识的有效途径。其实，读书的作用

不仅在于占有知识，更在于提升人的

精神境界。日积月累的读书学习会让

人渐渐脱离低级趣味，涵养高雅、脱俗

的气质。清代萧抡谓诗作《读书有所

见作》中就有这样的形象比喻：“人心

如良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泉水灌，心

以理义养。”事实证明，一个人读不读

书、读书多少，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是

大不相同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腹有诗书”是指饱读

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内在

气 质 、精 神 面 貌 。 诗 句 的 重 点 在 于

“自”，强调一个人的华美气质是饱读

经书的必然结果。类似于“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这里也可以理解为“饱读

经书，气质自见”。

读书如何令人痴迷、让人陶醉？

明代于谦诗句“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

忧乐每相亲”即为真实生动的写照。

这首以《观书》为题的诗，盛赞开卷有

益，抒发陶醉之趣：书卷就好像我的多

年老友，无论清晨傍晚还是忧愁快乐

总有它的相伴；浏览过无数的文字后，

心中再无半点尘世间的世俗杂念；坚

持经常读书，新鲜的想法源源不断地

涌来，就像东风里花柳争相逐新；权贵

们皆叹芳踪难寻，就是不相信我这书

斋里别有风景。诗人通过自己独特的

读书体会告诉我们：读书可以明理，可

以赏景，可以观史，可以鉴人，可谓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这种美好的体验

和感受，如何让人不沉浸陶醉。陆游

诗作《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同

样表达了读书的忘我之境、忘情之乐：

“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

高梧策策传寒意，叠鼓冬冬迫睡期。

秋夜渐长饥作祟，一杯山药进琼糜。”

全诗一气呵成，通过一个个意象描写

了诗人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的执着和

痴迷。

年轻人为何要勤读书、苦读书？

唐代颜真卿诗句“黑发不知勤学早，白

首方悔读书迟”可谓直抒胸臆。这首

《劝学》的前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

是男儿读书时”，劝勉年轻人要珍惜少

壮年华，勤奋学习，有所作为，否则到

老将一事无成、后悔晚矣。南宋朱熹

诗作《偶成》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少年

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

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诗人

通过春天的梦境、秋天的落叶来比喻

光阴转瞬即逝，告诫年轻人要抓紧时

间读书学习，将来才不会因虚度年华

而后悔，不因碌碌无为而蹉跎人生。

事 实 证 明 ，凡 成 大 器 者 ，必 有“ 童 子

功”，年轻时当刻苦攻读，为日后成才

打下坚实基础。

读书为什么不能够死板僵化？陆

游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一语道破读书与实践相结合的

重要性。冬日寒冷的夜晚，诗人沉醉

于书房，乐此不疲地啃读诗书，抑制不

住心头奔涌的情感，写下这首哲理诗，

并以此告诫小儿子：孜孜不倦、持之以

恒地读书学习固然重要，但仅此还不

够，要想认识事物或事理的本质，必须

亲身实践。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

验，才称得上真正有学问的人。朱熹

诗句“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同样道明读书的真谛：读书要抱

定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只有持续不

断地注入源头活水，才能让思想之渠、

思维之渠永远清澈而充满活力。

读书的择要之法有哪些？诗人们

从不同角度做了抒发和表达。南宋陆

九渊有诗《读书》：“读书切戒在慌忙，

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

切身须要急思量。”前两句是说读书千

万不要走马观花、慌慌张张、急于求

成，只有深入领会、沉浸其中，才能领

略书中的深意和趣味。这是写“读书

之态度”。后两句是说读书时遇到不

理解的地方，不妨暂且放一边，但如果

遇到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就要抓紧思

考 ，不 可 放 过 。 这 是 写“ 读 书 之 方

法”。陶渊明诗作《移居二首》中“奇文

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意思是说遇到

好的文章大家一同欣赏，遇到疑难之

处大家一同钻研。这里所揭示的也不

失为一种读书之法，就是要多讨论、多

交流，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深化对书

本知识的理解。

一首首古代读书诗，从不同视角

展现了读书的智慧，既有对时间管理

的警示，也有对读书态度的劝诫，更蕴

含着知行合一的读书哲学，其中的核

心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古
诗
中
的
读
书
智
慧

■
濮
端
华

塌港守望
■陈志刚

1944 年 6 月，新四军 3 师 7 旅全歼驻

扎 在 盐 城 合 顺 仓 的 日 伪 军 ，烧 毁 敌 据

点。敌人出动大批兵力疯狂报复。为掩

护主力部队转移，新四军留下一个排在小

渔村塌港进行阻击，19名战士壮烈牺牲。

盐城六月，烽火连天

短笛新韵

一瓣心香

读有所得

红色记忆

我是大海中的礁石

潮涨潮落，月先知，我伴随

浪花起落间，我静默

潮涨时，我沉入母亲的怀抱

潮落时，我沐浴阳光的温暖

千百年来，我沿着海岸而生

矗立在茫茫大海之中

从盘古开天地，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我见证时光的流转

无论严寒还是酷暑

无论风雨侵蚀还是惊涛撞击

我从未退缩

只会更加坚强，更加牢固

巍然屹立

我是大海中的礁石
■汪天玄

我不孤独，也不寂寞

无数的浪花时刻拥抱着我

为我起舞，为我歌唱

风平浪静时，它轻轻抚摸

让我安然入梦

风起浪涌时，它不再温柔

用尽浑身力气冲打

时而清脆，时而沉闷

奏响大海的乐章

回荡在海天之间

浪花一次次撞碎在我身上

粉身碎骨，却从不气馁

永不放弃

尽管我被浪花打磨得千疮百孔

但浪花永远是我的伙伴

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一起迎接风雨与彩霞

水兵的号角在远方响起

战舰的轮廓划破天际

他们从我身旁驶过

带着使命与荣耀

我凝视着他们的背影

在波涛中坚定前行

水兵的歌声与浪花的节拍交织

战舰的汽笛与海风的呼啸共鸣

我是他们的守望者

也是他们的见证者

我是大海中的一块礁石

沉默而坚定

与浪花共舞

与时光同行

与水兵和战舰一起

守护这片无垠的蓝

新四军的战旗，猎猎作响

勇士们的怒吼声，在空中回荡

攻占合顺仓，敌巢燃起冲天火光

敌人反扑，狂风暴雨般嚣张

黎明前的夜空，星光暗淡

战士的信仰，如高擎的火炬

为了人民安宁，誓把日寇赶出家乡

阻敌在塌港，军号声声

钢枪已经擦亮

身后就是战友，寸步不退让

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胸膛

硝烟弥漫过的土地上，黄花绽放

十九位勇士，永远留在了塌港

英雄的墓碑上

镌刻下战士的荣光

今天的塌港，悄然改变了模样

时光安详

幸福写在老人和孩子的脸上

每当风起时，似有军号响

那是英勇的烈士，在深情地守望

踏上前往烈士陵园的路，我的心

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车窗外

的风景飞速掠过，我的思绪早已飘向

即将与爷爷“相见”的地方。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爷爷是奶奶

无数次讲述中英勇无畏的英雄，家中

墙上那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里写

着他的名字“滕树松”。后来，我追寻

爷爷的足迹，穿上军装。

此 刻 ，我 站 在 陵 园 的 大 门 前 ，肃

穆 与 凝 重 扑 面 而 来 。 园 内 的 松 柏 像

忠 诚 的 卫 士 ，静 静 地 守 护 着 英 魂 。

我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每一步都像

踩在岁月的航道上，激起层层思念的

涟漪。

我在密密麻麻的墓碑间，找到爷

爷的名字：“滕树松烈士，1929 年 4 月

生，凤凰县茶田村人，1951 年 3 月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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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5 连战士，同年 7 月在朝鲜临津江东

作战牺牲。”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我缓缓

地 蹲 下 身 子 ，轻 轻 抚 摸 墓 碑 上 的 字 ：

“爷爷，我来看您了。”我想象着爷爷当

年的模样，他一定是个坚毅勇敢的战

士。

奶奶收到革命烈士证明书那天，

天空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她

颤抖着双手接过薄薄的纸张，泪水默

然滑落。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常常盯

着爷爷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发呆，眼神

里填满思念。

抗美援朝战场上，爷爷所在的 417

团奉命坚守临津江畔前沿阵地。美军

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以几个

团的兵力对我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猛

烈进攻。志愿军官兵英勇顽强地击退

敌人，守卫阵地。1951 年 7 月，爷爷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临津江东岸。

我站立在爷爷的墓前，挺直脊梁，

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一刻，我不

仅仅是他的孙子，更是一名军人。我

要用这个军礼，向爷爷表达我最深的

敬意和无尽的思念：“爷爷，我和您一

样，穿上了军装。我会像您一样，守护

好祖国和人民。”

风，轻轻地吹过，像是爷爷在回应

我。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我知道，爷

爷会一直陪伴着我，在我守护祖国的

每一个日日夜夜。

追寻爷爷的足迹
■滕召林

看尽名山行万里（中国画） 问 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