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8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５年５月１８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李妍妤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如

何既真实再现战争，又深入挖掘普通

人在时代洪流中所展现出的精神力

量，始终是作家所面临的挑战。由长

江文艺出版社 2024 年 8 月出版的中短

篇小说集《黄土谣》，是军旅作家陶纯

的一部用心之作。

这部作品共收录了《黄土谣》《暗

香》《生灵之美》等篇目，延续了陶纯

“致力于寻找‘既吸引人又富有深意’

的故事”的创作理念。他将目光聚焦

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平民英雄，通过细

腻的笔触和严谨的历史考证，不仅重

现了战争的残酷与复杂，更塑造了众

多的平民英雄形象。

因此，“平民史诗”是《黄土谣》小

说集最显著的特点。它摒弃了对“大

英雄”的传统塑造模式，转而关注那些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普通人。那一张张

面孔，有血有肉、充满个性，被赋予了

鲜活的生命力，触动读者的心灵——

他们在面对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艰辛

时，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以及

对于理想与信念的坚定追求。

譬如，小说集的同名篇章《黄土

谣》，以劳动模范赵有良的一生为叙

事 主 线 ，描 绘 了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一 位

农 民 如 何 在 家 国 情 怀 的 感 召 下 ，走

上 革 命 道 路 。 赵 有 良 出 身 寒 微 ，长

年 挣 扎 于 饥 饿 与 贫 困 中 。 然 而 ，共

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土改政策

为 他 带 来 了 转 机 。 分 得 土 地 后 ，他

开垦荒地、精耕细作，最终被选为边

区劳动模范。他的儿子在山西长治

抗 日 战 场 阵 亡 ，女 儿 牺 牲 于 兰 州 战

役 ，妻 子 也 在 动 荡 中 离 世 。 他 并 未

沉 浸 于 悲 情 ，而 是 通 过 组 织 支 前 队

伍 、捐 献 全 部 存 粮 甚 至 牵 走 自 家 黄

牛 支 援 前 线 ，以 实 际 行 动 表 达 对 革

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又如，地主霍起原本与赵有良站

在对立面。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的大

儿子霍明在战场上被敌杀害，二儿子

霍亮在青化砭战役中阵亡，霍起自己

也在赵有良的感化下，打开粮仓支援

西北野战军。作者以细腻的白描手

法，描述了这个地主前后态度的转变，

进一步丰富了书中的人物群像。赵有

良与霍起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

沉浮，更是那个时代万千民众家国情

怀的缩影。

在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塑造离不

开巧妙的叙事。作为军事题材小说，

《黄土谣》小说集的叙事风格兼具历史

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作者通过大量

细节考证与地域文化描摹，并充分运

用地域方言与民俗意象，如陕北的信

天游、黄土窑洞、劳动号子等，艺术再

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边区的

社会图景。同时，书中对战争场面的

描写没有宏大的战争全景，而是通过

“黄泥、污黑的硝烟和片片血迹糊在身

上”“班长上半身密布着窟窿眼，很像

碑石上刻着的红色铭文”等细节，更加

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场景，让读者

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以及在抗战中普通

人的信仰与坚守。

在叙事语言上，作者将平实的语

言风格贯穿作品始终。这种落笔方式

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使书中的人物鲜活立体。例如，当

赵有良与邻里谈论农事、家长里短时，

所用的都是最朴素直白的话语，像“老

哥！干的（得）咋样了？歇会儿吧”“贺

书记，额不想当劳模咧！额只想种好

地，当个好老百姓”。这些日常化的对

话，让读者能真切感受到人物之间质

朴的关系，也凸显出他们作为普通农

民的身份特征。

在刻画生活场景时，作品使用“盛

粮食的瓮都见底了，无粮可卖”“上身

穿着打了一摞补丁的黑夹衣，下身着

灰色长裤，也满是补丁”等描述。这些

细致入微的描写，不仅勾勒出了当时

生活的艰辛，更凸显了人物内心的坚

韧与不屈。他们虽然身处逆境，但眼

神中闪烁的是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是

对胜利的无限渴望。这种在困苦中依

然保持高昂斗志的精神风貌，让人深

感敬佩。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描绘，

读者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亲眼见证那

段峥嵘岁月，感受到那份深沉而炽热

的爱国情怀。

《黄土谣》小说集的多重叙事视角

也让人印象深刻——既有赵有良的农

民视角，也有陶校长的知识分子视角，

更有在《生灵之美》中以一头名为“长

路”的小毛驴的动物视角。这种多重

视角不仅打破了单一叙事的局限性，

更在拼图式的故事中，多视角刻画了

历史的立体面貌。

赵 有 良 的 农 民 视 角 既 保 留 了 传

统农耕文明的韧性，又在革命浪潮中

孕育出新的政治意识。他从个体劳

动者到革命参与者的转变过程，展现

了农民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发现自身

价值，并以最质朴的方式诠释革命的

意义。

陶校长原本是一位教育工作者，

却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投笔从戎”，

组织起一支“钢枪加鸟枪”的民间武装

力量。这一选择既体现了知识分子对

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也打破了传统

文人“坐而论道”的刻板印象。陶校长

的形象因此变得更加立体而生动，也

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

小毛驴“长路”的动物视角更加

令人印象深刻。“长路”的动物本能与

人类情感交织共生，形成双重叙事动

力。它因主人留根的抚触建立情感

联结，在战场重逢时以脖颈蹭舐表达

关怀。在后来的斗争中，它与主人并

肩战斗，共同抵御侵略者，这恰是文

本以动物视角刻画历史情境的精妙

之处。

《黄土谣》小说集是一部充满痛感

与力量的作品。它凝视战争的残酷，

却始终相信人性的光芒。作者以冷峻

的笔调与炽热的情怀，在黄土地上树

起了一座平民英雄的丰碑。这些被历

史长河冲刷的人物形象，用鲜血与信

仰谱写的，不仅是一曲战争的悲歌，更

是一首关于民族精神的赞歌。他们的

故事，正如陕北高原上倔强生长的山

丹丹，在岁月的风沙中，始终绽放着灼

目的鲜红。

烽火、黄土地与平民故事
■曹 芳

苏 东 坡 能 够 在 多 个 领 域 皆 有 建

树，与他勤奋读书、善于读书是分不开

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他留给后

人的宝贵读书经验。毛泽东在《关于

农村调查》中就盛赞了苏东坡的“八面

受敌”读书法。

这一读书法，源自于他在《又答王

庠书》中的自述：“但卑意欲少年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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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

次作一意求之。”他主张，一本书的内

容丰富多样，人的精力难以全部吸收，

因此读书时应有所侧重。每次专注于

一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如同军队从

四面八方围攻敌人，要善于集中优势

兵力重点突击，而后各个击破。

这种方法鼓励读者带着明确的目

的去阅读，通过多次反复，逐步掌握书

籍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这种方法不仅

能够帮助读者全面把握书籍的内容，

还能有效提升阅读效率和理解深度。

苏东坡通过这种独特的读书方法，积

累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为他

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面受敌”读书法，是一种非常

实用的读书方法。苏东坡给朋友朱载

介绍说：“我读《汉书》迄今抄写过三

篇，最初是每段事抄三个字为题，第二

遍 是 每 段 抄 两 字 为 题 ，现 在 只 用 一

字”。朱载翻开苏东坡所抄的《汉书》，

挑一字，苏东坡应声背几百字，无一字

差失，几次改挑，莫不如此。朱载惊讶

不已：“先生，真谪仙才也。”像苏东坡

这样天赋异禀的大学问家，却愿意付

出抄书这样的辛勤努力，这让我们后

来者听闻后感到敬畏。世上不乏聪明

之人，但愿意付出辛勤努力的人却并

不多。一些人往往急于求成，阅读书

籍不够广泛、思考不够深入，这样的态

度无论是治学还是行事，都难免流于

表面。

“八面受敌”读书法，还蕴含着多

读与精读的辩证关系。“旧书不厌百

回 读 ，熟 读 深 思 子 自 知 。”苏 东 坡 认

为，通常人在读书中，都会有“书富如

入海，百货皆有”的感觉。因此，见到

书籍便阅读，每本都试图读完，广泛

吸收，虽然勤奋不懈，但读得虽多却

吸 收 不 佳 。 这 样 阅 读 若 不 加 以“ 消

化”，即使读过万卷书又有何益处呢？

他 在 读《春 秋》时 ，曾 这 样 反 思

自己：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读书尚要

“韦编三绝”，而自己不如圣贤，读书

必 须 读 更 多 遍 ，应 当 读 用 犀 革 装 订

成 的 书 ，才 能 防 止 图 书 散 乱 。 在 当

前 繁 忙 的 工 作 环 境 中 ，我 们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都 显 得 尤 为 宝 贵 。 因 此 ，正

确处理广泛阅读与深入阅读的关系

变得至关重要。

“八面受敌”读书法，与苏东坡一

向倡导的读书要做到“自达”“自得”

“自胜”是一致的。所谓“自达”，就是

把读书当作一种内在需求，不需要外

力逼迫；所谓“自得”，就是要有独到

的见解，不能人云亦云；所谓“自胜”，

即通过阅读来克服和超越自我，从而

展现一个全新的自我。苏东坡喜欢

读书，但不是“两脚书橱”。他在孜孜

不 倦 地 阅 读 中 ，不 断 提 高 和 升 华 自

我。古人追求，胸中所读之书，字字

皆吐光芒。把书读出“光芒”，贵在将

书本知识内化为自身智慧。学习古

人的读书方法，追求“腹有诗书气自

华”的境界，不是“掉书袋”，不是要做

“书呆子”，而是要学以致用、用而有

为，将所学的知识用于指导实践、做

好工作，实现自身素质和工作业绩双

丰收。

苏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
■向贤彪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一 枕 书 梦》（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为作家朱航满的读书随笔集，内容

都 是 围 绕 一 个“ 书 ”字 ：买 书 、赠 书 、读

书、品书；写书、编书、出书；书人、书事、

书趣、书史。书中篇章，或追忆旧书市

场淘书的趣闻轶事，或回溯与文坛老友

以书结缘的情谊，或剖析经典著作的深

刻内涵，从多个维度展现了书与生活、

书与文化的紧密联结。全书通过大量

真实鲜活的阅读经历与感悟，生动呈现

了作者在书海中寻觅、思索、成长的历

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读书人与书

相伴、以书为梦的精神世界。

《微尘大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收录了作家凌仕江近年来创作的

散文 40 篇，分为“隐谷秘史”“锦瑟笔

记”“花树箴言”“纸上流云”四辑。第

一辑收录了作者描写故乡的文章；第

二辑是作者对城市的观察笔记；第三

辑讲述了作者与花草树木的情缘；第

四辑收录作者的人生羁旅，展现对生

命的感悟。这些散文让人们看到人

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

系，多维度呈现出作家丰富的精神世

界。

（均由李连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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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为毛泽东同志题写书名的红色经典，收录 300余篇革命故事，生
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历
程，展现革命先辈们的英勇奋斗，是我们传承优良传统的重要读本。本期，我们分
享战友们阅读《星火燎原》的心得。 ——编 者

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
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
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
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

——《星火燎原》第二卷

这是长征时期，毛泽东同志对破除

部队普遍存在的军阀主义管教方法所作

的一次报告中的内容。他强调，“宣传鼓

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作为

一名基层指战员，读到这段话，我内心深

受触动。现在的年轻战友思维活跃，有

时强制性的命令容易使他们觉得被“推

着走”，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如果条件允

许，我们在日常任务分配前，有意识地召

集战友们围坐一起，共同讨论任务的背

景和训练的重要性，围绕“为何而战”和

“如何做得更好”进行深入交流，倾听不

同的意见，从而统一思想，激励大家团结

一致，努力完成任务。

空军某部干部 刘艺爽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必须进入
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猛虎，不能待
在平川，必须依靠高山密林，才能威
震山峦。

——《星火燎原》第一卷

站在祖国边防线上的哨所前，捧读

《星火燎原》，我突然理解了何为“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在这国境线上，哨所里

的灯光，犹如当年闪着信仰之光的火种；

巡逻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仿佛新时代

的“长征路”；那些曾经用罐头盒种出的

绿 色 蔬 菜 ，闪 耀 着 革 命 乐 观 主 义 的 光

芒。我们或许不会出现在聚光灯下，但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我们甘愿做“星

火”的传承者，用默默无闻的坚守，构筑

起祖国的铜墙铁壁。远眺连绵的雪山，

我看到无数传承的星火在这片土地上闪

烁。它们照亮祖国的边疆，奏响动人的

忠诚乐章。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干部 刘 涛

那年，朱德同志已经四十多岁
了，他也和大家一道去。他穿着草
鞋，戴顶斗笠，挑着满满的一担米，
和战士们一道爬山。

——《星火燎原》第一卷

1928 年冬，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实施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率领红

军开展了一场挑粮运动。这段文字描

写了朱德和井冈山军民一起翻山越岭

挑粮食的场面。每每读此，总能想起一

句话——“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

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更管用”。此

前，刚刚结束新排长集训的我们，接到

命令前去施工。那时，我们和战士们一

起搬材料、扛水泥、挖电缆沟。虽然连

续作业好几周，但所有人加班一起干，

大家干活的劲头反而格外足，最终顺利

完 成 任 务 。 我 想 ，作 为 一 名 基 层 带 兵

人，就要当好“排头兵”，与战士们同甘

共苦，“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才能带出

凝聚力强的战斗集体。

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干部 管鹏赫

正似一团团乌云，驭着西风，追
赶月亮，想把光明掩尽，而那一轮
明月却径直向前，终于穿过云雾，把
光辉洒遍了大西南的夜空。

——《星火燎原》第三卷

读至湘赣边区农民深夜传递油印传

单的细节时，我仿佛回到那段烽火连天

的岁月，亲眼看见了他们如何在黑夜中

悄然行动，将革命的火种传递给每一个

渴望自由与光明的心灵。那些在白色恐

怖中秘密行动的身影，在枪林弹雨中高

举红旗的冲锋，让“星星之火”最终成燎

原之势。书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论

断，揭示了斗争的本质：它是饥饿时的咬

牙坚持，是绝境中的有力反击，是用血肉

之躯铺就通向光明的道路。历史的星火

从未熄灭。它化作后来者胸中的热血，

在每一次冲锋中燃烧。

陆军某部战士 蔡星祁

沾满鲜血的双手还紧握旗杆，
脸紧贴在旗杆旁边，眼睛凝视着前
方，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终于倒下
去了，军旗却依然迎风漫卷，指向前
方。

——《星火燎原》第十四卷

《一位难忘的掌旗兵》一文中,老黄

护旗的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次

巡 逻 ，我 背 着 20 多 公 斤 的 装 具 艰 难 前

行 。 突 然 脚 下 一 滑 ，我 本 能 地 抓 住 山

岩，掌心却被冰刃犁开一道血口。班长

拽住我的背囊带子大吼：“抓紧！界碑

就在前面不远处！”当界碑从雪雾中显

现时，大家三步并做两步走上前去。风

雪中，我们哈着气一笔笔描红，界碑上

的字在朝阳中更显鲜艳。当年老黄用

身躯撑住战旗，今天我们以热血守望边

关。我想，那些刻进青春的回忆，也在

浇筑着雪域战旗的荣光。风雪中回望，

来 路 的 脚 印 已 被 掩 盖 ，但 界 碑 上 那 抹

红，永远在云端闪耀着光芒。

陆军某部战士 付 裕

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牺牲了，还
有人继承革命的事业。革命，总是
要成功的！

——《星火燎原》第五卷

时 值 严 冬 ，杨 靖 宇 带 领 部 分 抗 联

官 兵 与 日 寇 在 濛 江 、辉 南 之 间 的 山 区

周旋。到处都是敌人的岗哨和燃起的

篝 火 ，他 仍 满 怀 信 心 地 鼓 励 大 家 继 续

前 进 。 读 到 此 处 时 ，我 不 禁 想 起 前 不

久瞻仰杨靖宇烈士陵园时的情景。墙

上展陈着杨靖宇的一张个人照。彼时

他 年 纪 与 我 相 仿 ，面 庞 清 秀 ，正 襟 危

坐、目光如炬。没承想，这竟是他生前

的 唯 一 一 张 照 片 。 合 上 书 籍 ，仿 佛 又

听到他谱写的战歌：“既有血，又有铁，

只待去冲锋……”

海军某部干部 周子强

“要告诉指战员同志再忍受些
疲劳。你们强渡乌江打得很好，相
信你们能够继续完成这一新任务。”
我们同声回答：“好！”立即出发，坚
决完成任务。

——《星火燎原》第十三卷

这段文字是刘伯承在娄山关战斗

前动员的情景。1935 年红军强渡乌江、

攻占遵义后，部队尚未休整，便接到“坚

决夺取娄山关”的作战命令。还记得初

入军校时，我们新训拉练经过娄山关。

在陡峭的山道上，我仿佛看见红军战士

用血肉之躯在弹雨中架起人梯；看见指

挥员站在队伍最前沿，吼出震撼山河的

动员令。触摸着被风雨侵蚀的战壕，我

突然理解了拉练时教员说的“极限之外

还有极限”。强渡乌江的奇迹并非源于

超凡体力，而是源于对革命信仰的绝对

忠诚。就像我们在训练中负重奔袭时，

支撑双腿的不仅是肌肉记忆，更是“坚

决完成任务”的执着信念。

陆军某旅干部 刘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