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 泽 东 湖 南 足 迹》（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是《追 寻 毛 泽 东 足 迹》丛 书

的 重 要 分 册 。 该 书 以 4 个 历 史 阶 段

为 轴 线 ，系 统 梳 理 了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湖 南 的 学 习 成 长 及 革 命 活 动 足 迹 。

该书运用客观论述、随文插图、足迹

路线、细节注释等形式，采用条目式

叙 事 方 式 ，突 出 时 间 、地 点 和 事 件

等 ，为 广 大 读 者 深 入 学 习 感 悟 伟 人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提供

参考。

（由赵莹莹整理）

《一起重读毛泽东经典著作》（中

央编译出版社）一书挑选了毛泽东同志

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16 篇

著作。从《实践论》《矛盾论》到《论持

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

等，该书按照时间脉络编排，逐篇阐

释，逐层分析。每一讲都从历史背景

出发，阐释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广大读者可以从中更加深入理解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勠力同心、

艰苦奋斗的历史进程和探索实践，感

受理想与信仰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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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巨匠巴金，晚年因病住院期间

常常静思，脑海中重温着曾经阅读过的

书籍。康复后，他将住院期间回忆起的

过往经历整理成文《我的“仓库”》，收录

于散文集《随想录》中。

“仓库”这个比喻很生动。一个人的

精神“仓库”愈是充实、愈是丰盈，自然其

精神生活就会更加丰富，进而促进生命

境界的提升。那么，究竟该如何丰盈自

己的精神“仓库”呢？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

说：“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

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

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

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

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当时，路遥获取外

界信息的途径便是阅读书籍。他在延川

中学的阅览室里，面对浩瀚的藏书，宛如

一个饥渴的孩子般扑向知识的甘泉，在

中外大师的精神世界中不懈地穿梭、探

寻、沉思……

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路遥了解到外

部世界的广阔与多元。那些文字背后的

故事、情感与思考，如同明灯般照亮了他

内心的角落。书籍成了他心灵的导师，

引领他走出闭塞，拥抱更加宽广的人生

舞台。这些无形的财富，成为他日后文

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灵感之源。因此，

阅读堪称路遥充实自身精神“仓库”的重

要途径。

要充实自己的精神“仓库”，不仅要

珍惜时间，力求多读书，更要注重阅读的

质量，专注于研读原著和经典之作。周

国平把关于读书的主张概括为“三不主

义”，其中第二条就是“不走弯路，直奔大

师”。他说：“在名著的范围内，你会有一

个尝试和选择的过程，重要的是一开始

就给自己确立一个标准，非最好的书不

读，每读一本书，一定要在精神上有收

获。”经典之于我们，犹如“精神母乳”，能

够滋养心灵，可以加快我的精神成长。

读书切忌“拾到篮里都是菜”，要有

“博观约取”的选择。多读经典，方为读

书之正途；唯有让经典充实头脑，方能丰

富“仓库”中的优质资源。广泛阅读大师

的经典之作，深入品读经时间筛选而流

传下来的书籍，就会如周国平所说的，

“你内在的东西在积累，你用来理解大师

的资源在积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越来

越能读，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

古人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书本上的内容终究源自他人，要

将之转化为自身所得，离不开深入地思

考；书本上的知识本是静态的，若要将其

激活，为己所用，同样需要思考。特别是

在进行网络阅读时，更应积极动脑，勤于

思索，多方考量。有人认为“一屏在手，

便可通晓世界”，殊不知一不小心就会跌

入“信息茧房”。此时，我们应提高警惕，

切勿让大脑沦为他人思想的“跑马场”。

思考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去伪存

真的过程。冯其庸先生在研读《史记》

时 ，对 项 羽 乌 江 自 刎 的 情 节 产 生 了 疑

问。为此，他多次前往安徽定远和乌江

进行实地考察，最终撰写了《项羽不死于

乌江考》。

同时，思考的过程也是深化理解、促

进转化的过程。彭雪枫在阅读《战争论》

这部经典著作时，不仅坚持逐句逐段地

精读，还紧密结合战争实际进行深入思

考，从而总结出指挥作战的宝贵经验。

新时代革命军人不仅要热爱读书，还要

善于读书，深谙读书的门道，方能拥有

“发现一线微光的慧眼”和“敢于跟随这

一线微光前进”的勇气。唯有如此，才能

领略经典之精妙、著者之伟大，享受思考

之乐趣、掌握运用之精髓。

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人生

的黄金时期在于青年，青年人选择学习，

即选择了进步、选择了成才。新时代革

命军人肩负重任，更应将学习视为贯穿

人生旅程的生活方式，力求重学、好学、

乐学，不断充实自身的精神“仓库”，让勤

奋学习和终身学习成为人生远航的不竭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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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概况

《小兵张嘎》是作家徐光耀创作的

革 命 战 争 题 材 小 说 ，成 书 于 1958 年 ，

1962 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次出

版 ，2006 年 由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再 次 出

版。

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平原

为 背 景 ，讲 述 了 少 年 张 嘎 在 奶 奶 为 掩

护 八 路 军 而 牺 牲 后 ，毅 然 投 身 革 命 的

故事。

《小兵张嘎》自出版以来，受到了广

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其生动的情节、鲜

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主题思想，使得

这部作品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

之作。该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

还被译为英、印、蒙、德、泰、朝、阿拉伯、

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

1963 年，电影《小兵张嘎》由崔嵬与

欧 阳 红 樱 共 同 执 导 并 顺 利 完 成 拍 摄 。

次年，在多达 90 万人参与投票的“大众

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该片荣获“导演

奖”。2005 年，电影《小兵张嘎》被列入

“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名录。数十

年来，该片始终活跃于银幕上，成为陪

伴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电影之一。

作家心语

我不是嘎子，嘎子是我的理想。我

觉得我自己过于老实，过于刻板。在孩

子中间属于比较老实、比较窝囊、比较

沉 闷 的 人 。 我 对 自 己 的 个 性 不 满 意 。

我不喜欢自己，我羡慕喜欢的往往就是

嘎子那样的。所以我的朋友，像嘎子的

比较多。观察人物，也是选择嘎子为对

象的多。我脑子里面存了一些嘎子的

形象，无论是战斗中的还是生活中的，

无论是军队的还是老百姓的，无论是老

嘎子还是小嘎子。小兵张嘎是我写自

己理想的一种结果，我沾了嘎子的光，

这是很明确的。

……

我从小当兵是为了打日本，为了不

当亡国奴，后来就是为了穷人翻身，这

本身都是正能量，都是我自己生活奋斗

的一种理想。在写嘎子的时候，嘎子自

身就带有这种光芒，带有这种正能量。

我刚才说的写人物，不能为了把人物的

个性突出，先拎出一个概念来，确定这

个人是顽强的，然后再千方百计地写这

个人顽强，结果这个顽强往往不是出于

自然，而是硬加上去的。这样不好。所

以写人物一要写个性。二要写共性，我

写嘎子的英勇顽强，写他的革命英雄主

义，写他的爱国主义，也是比较自然的，

不是硬从外边贴上的，是人物本身随着

他的个性发展逐渐表现出来的。

——《〈小兵张嘎〉：魅力永在 力量

长存——访作家徐光耀》

当代视角

战斗中的童年成长与精
神淬炼

《小兵张嘎》是一部以抗战为背景

的 儿 童 小 说 ，亦 是 一 部 深 植 人 心 的 红

色 经 典 ，对 几 代 人 的 成 长 产 生 了 深 远

影响。

提及这部作品，我脑海中首先浮现

的便是那个生龙活虎、智勇双全的小嘎

子形象。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正是这

部作品很具艺术魅力的地方。在作家

徐 光 耀 看 来 ，文 学 的 核 心 在 于 刻 画 人

物 ，而 刻 画 人 物 的 关 键 则 在 于 展 现 个

性。因此，他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注重突

出 人 物 的 个 性 特 征 ，即 所 谓 的“ 嘎 ”。

“嘎”这一词汇用于形容性格，蕴含着机

灵、顽皮、倔强以及与众不同的意味。

徐光耀笔下的小兵张嘎，一反当时儿童

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同质化和“小大

人”式的儿童形象，彰显出强烈的主体

意识以及儿童特有的灵性与活力。这

种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得小兵张嘎的形

象脱颖而出，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

这一形象，还凝聚了作家对军旅生

活 的 深 刻 记 忆 与 内 心 深 处 的 理 想 寄

托。据作者所述，张嘎的原型并非单一

人物，而是众多“嘎人嘎事”的融合。徐

光耀在十几岁时便加入八路军，成为一

名小战士。性格沉稳老实的他，常被身

边那些“嘎里嘎气”的小战士所吸引，喜

欢观察这些“嘎子”，也乐于与他们结

交。因此，当决定将一位抗战小英雄的

形象付诸笔端时，记忆中那些各具特色

的“嘎子”们便纷纷浮现于他的脑海。

他 们 的 一 言 一 行 ，经 过 作 者 的 匠 心 雕

琢，化为作品中细腻而鲜活的细节，使

得小兵张嘎的形象跃然纸上。

作品在生动刻画抗战小英雄形象

的同时，巧妙地将人物成长与抗战现实

相融合，深刻描绘了张嘎从一个无知无

畏的顽童，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八路

军战士的历程。《小兵张嘎》叙事的精妙

之处在于，始终以人物性格中的“嘎”劲

儿作为其行为逻辑的出发点，凭借性格

特点来驱动人物行动和故事发展，这使

得张嘎在战火中的成长过程显得尤为

鲜活且感人。

小说中，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

八路军撤退而被日寇残忍杀害，敬爱的

老钟叔也被敌人抓走。为了替奶奶报

仇，张嘎毅然加入八路军，成为了一名

小侦察员。初入军营的他，活泼好动的

孩童心性展露无遗，“他什么都想做，什

么都要学，凡是他遇到的桩桩件件，都

得摸摸动动。”他对枪尤为着迷，任何枪

到 他 手 里 都 能“ 拆 得 开 ，装 得 上 ”，而

“枪”这一元素也作为重要线索贯穿故

事始终。一次行动中，张嘎意外缴获了

一把真枪，正当他得意洋洋之际，却被

告知需上交战利品。张嘎着急了：“我

要硬不交，你能把我怎么样？”张嘎与胖

墩儿的纠葛和冲突，同样因枪而起。打

赌摔跤时，他明明技不如人，却又舍不

得交出老钟叔赠予的木头手枪。被老

满戳破心思后，自觉受辱的张嘎竟然爬

上人家屋顶去堵烟囱。第二次缴获手

枪后，张嘎依旧不愿上缴，而是将其藏

匿于树上的老鸹窝里。

这 一 桩 桩 趣 事 ，将 一 个 少 年 的

“嘎”劲儿展现得淋漓尽致。初入军营

的张嘎，近似一个调皮倔强、不服管教

的顽童。他的行为更多是受好奇心和

好 胜 心 的 驱 使 ，也 为 个 人 的 爱 憎 喜 恶

所 影 响 。 严 格 来 说 ，此 时 的 他 尚 未 具

备 一 个 八 路 军 战 士 应 有 的 素 养 。 然

而，随着抗战的深入推进，张嘎在一次

次 与 敌 人 交 锋 的 过 程 中 ，经 历 了 精 神

的 洗 礼 和 思 想 的 淬 炼 ，深 刻 体 悟 到 战

斗背后的“阶级仇”和“民族恨”，也认

识到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所应具备的

胸 怀 、使 命 与 担 当 。 他 逐 渐 褪 去 了 孩

童 的 幼 稚 与 自 我 ，身 上 的 那 股 灵 气 和

冲劲儿愈发明显。

小说中精彩的一幕，莫过于故事结

尾时的那场激烈战斗。面对狡猾的“红

眼儿”，张嘎在危急关头镇定自若，巧妙

设计迷惑敌人，利用鞭炮成功扰乱了敌

方的阵脚。这不仅使战斗取得胜利，还

成功解救了老钟叔。经过此次战斗的

洗礼，张嘎终于从石政委手中正式接过

了手枪。对于张嘎而言，这已不再是一

把普通的手枪，而是意味着他在战斗的

磨砺中，已然成长为一名兼具勇气、智

慧和责任感的八路军战士。

与 此 同 时 ，作 品 通 过 小 兵 张 嘎 在

战 火 中 的 成 长 ，生 动 折 射 出 冀 中 白 洋

淀地区抗日战争的真实场景。在少年

英雄张嘎的背后，不仅有以钟亮、钱云

清 、罗 金 保 为 代 表 的 八 路 军 战 士 们 英

勇无畏的奉献，还有老满、胖墩儿父子

以及玉英一家等普通百姓对军队的坚

定拥护和深厚爱戴。作家借助这些具

有 典 型 意 义 的 人 物 形 象 ，深 刻 揭 示 了

一个道理：正是全国军民齐心协力、团

结 一 致 抗 击 侵 略 ，才 铸 就 了 抗 战 的 伟

大胜利。

尽管《小兵张嘎》的背景是一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

在枪林弹雨和炮声隆隆中，那颗炽热跳

动的童心。正如诗人高洪波所言：“他

用这颗童心重现了严峻的岁月，却让我

们的少儿读者心驰神往而不感到恐惧，

满怀欣喜而不觉畏缩。”小兵张嘎，这个

根植于生活厚土的少年英雄形象，将激

励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让中华民族

英勇无畏、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卓越

品质得以薪火相传。

一个熠熠生辉的少年英雄
■何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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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抗战主题图书回眸

一扇虚掩的松木门后，暖黄的台灯

光晕，是我童年记忆里温暖的画面。那

灯光不仅照亮了父亲驻守山坳的青春，

也在我生命里镌刻下难以忘却的阅读

印记。

1992 年，父亲背着褪色的绿挎包

来到辽东半岛深处的哨所。红砖房里，

他用挂历纸把部队流动书箱里的《高山

下的花环》等书籍包上封皮，还时不时

用搪瓷缸压住翘角的书页。他的战友

们至今记得，当年他总喜欢在夜晚读

书。月光透过窗户，正落在他珍藏的

《战争论》扉页——那里夹着来自家乡

的野菊标本，泛黄的瓣上仿佛还凝着山

间的露痕。

那年寒夜，年少的我循着门缝漏出

的光，溜进书房。父亲正用红蓝铅笔在

一本《孙子兵法》上批注，褪色的军大衣

披在椅背，衣袋里露出啃了一半的方便

面。他把我抱到膝头，给我讲述《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里保尔用马灯读书

的插图。黄铜台灯在泛黄纸页上投下

温暖的光斑，像融化的奶糖裹住那些跃

动的铅字……

时光荏苒，父亲书房里那盏台灯的

柔和光晕，始终引领着我在书海中遨

游。走进武警海警学院的校园以来，阅

读已悄然成为我的日常习惯。无论是

训练间隙的树荫下，还是晚自习后的走

廊里，抑或图书馆那片静谧的角落，都

留下了我读书的身影。

在一次体能考核发挥失常后，我

蜷 在 图 书 馆 的 角 落 。 月 光 恰 好 落 在

《平 凡 的 世 界》第 三 卷 的 书 脊 上 ——

那是父亲在我入学时寄来的，扉页上

还 粘 着 哨 所 门 前 的 枫 叶 。 书 中 记 述

孙 少 平 在 矿 井 下 借 着 矿 灯 读 书 的 段

落旁，有父亲遒劲的批注：“坑道里的

光能穿透八百米岩层”。我重读那些

用荧光笔涂得标记的句子，心中积郁

的情绪忽然疏解了很多。我知道，只

要 我 积 极 训 练 ，迎 头 赶 上 ，一 定 会 找

到自己的光亮。

前年冬天，我带着新买的《勋章》去

某县人武部探望父亲。宿舍的老书架

上，《毛泽东选集》的书脊已磨出毛边，

父亲当年手抄的《唐诗三百首》活页本

泛着海风的咸涩。那天夜里，当读到

“年过七旬的麦贤得永志不忘要‘做好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时，窗外的灯塔恰

好扫过一道光弧，父亲用铅笔在页边画

下小小的火焰，就像 33 年前那个在山

坳里借着月光读书的年轻士兵。

如今，我的作战背囊里总塞着巴掌

大的诗集，宿舍的床头柜内放着卷角的

《海权论》。每当夜色渐染海面，军校营

房前的波涛碎成星光点点，我总会记起

那扇轻掩的房门——暖黄的光晕从两

代人的指缝间流过，在书页上跃动、闪

耀。那些关于梦想、信仰与坚持的篇

章，犹如夜海中的明灯，指引我前行的

航向，让我在迷惘与彷徨中找到方向。

每一本书，每一句话，都蕴含着深沉的

情感与期许，激励我不断奋进。这大概

就是父亲说的，书页间藏着永恒的火

焰，能在时光的隧道里永远燃烧，照亮

前路。

静夜灯光下
■张贺然

书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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