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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由张丁主编的《抗战

家 书 —— 我 们 先 辈 的 抗 战 记 忆（增 订

版）》（以下简称《抗战家书》）。这部书籍

汇集整理了 44 篇抗战家书故事，从一个

个独特视角展现了中华民族 14年艰苦卓

绝的抗战历程。书中既有热血男儿从杀

敌前线寄给亲人的诀别遗书，也有生死

离别之际恋人之间的绵绵深情。在阅读

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被抗战英烈那一

颗颗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深深打动，从

中体会到抗日战争胜利的艰辛不易和先

辈们的不屈精神、报国之志。

《抗战家书》中的大多数家书均出

自革命英烈之手。当年，他们义无反顾

地奔赴抗战前线，家书中所写皆是肺腑

之言。周平民和周健民是一对兄弟，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们相继加入了由蔡廷

锴组织的“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

团”。遗憾的是，在鲁北前线的一次激

烈战斗中，弟弟周健民不幸中弹牺牲，

年仅 19 岁。1933 年 6 月 12 日，周平民

在写给其外甥百均的信中说：“这回你

二舅舅在打日本鬼子的最前线死去，他

为救国而死，是死得光明的……以后努

力读书，将来长大了，好替你二舅舅报

仇。杀完日本鬼子汉奸叛逆，把已失的

东北四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夺回

来，以完成你为救国救民而牺牲的二舅

舅的志言。”从周平民的字里行间，我们

不仅看到了一个哥哥对弟弟深沉的哀

悼，更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誓死抗日的决心。

《抗战家书》中还记录了抗日名将

吉鸿昌，在刑场上写下浩然正气的绝命

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头！”在走上刑场前的几

个小时，吉鸿昌将军还写下 3 封给亲友

的家书。每一封家书都彰显出这位抗

日 名 将 从 容 不 迫 、视 死 如 归 的 英 雄 气

概。赵一曼烈士在被日寇押赴刑场的

途中，给儿子留下两封遗书。尽管此前

我已多次品读，但再次翻阅时，依然忍

不住泪流满面：“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

望 不 要 忘 记 你 的 母 亲 是 为 国 而 牺 牲

的！”“我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就是母亲

最后的一线希望。”这两封遗书，不仅流

露出赵一曼烈士对儿子的深深牵挂与

殷切期望，更是激励后人铭记历史、不

忘国耻、奋发图强的生动教材。

书中收录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英烈

家书和故事，字字泣血、句句断肠。其

中不仅有对亲人的告别，更有对抗战必

胜的坚定信念。在阅读这些家书时，我

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与那些英勇的先

辈们进行心灵的对话，感受到他们坚定

的信仰和顽强的精神。

抗战英烈蔡炳炎在 1937 年淞沪会

战的炮火硝烟中，给妻子写下了两封家

书。就在写完信件的第 4 天，蔡炳炎在

与日军短兵相接的激战中英勇殉国，留

下了“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

保，家亦焉能存在？”的叩问。来自陕西

渭南的八路军第 120 师战士王孝慈，在

寄给弟弟的家书中写道：“抗战是我们伟

大的母亲，他正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

族、新的人民。我们要在战争环境中受

到锻炼，我们要在敌人的炮火下壮大起

来……”这些家书，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

流露，更是那个时代万千英烈共同心声

的真实写照。蔡炳炎烈士以生命践行了

对国家的忠诚，他的叩问振聋发聩，唤醒

了无数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战士王孝慈的家书，则如同一曲激昂的

战斗号角，鼓舞着每一个中华儿女为抗

战胜利、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

翻阅一页页家书，我们能深刻体悟

到英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精神境

界和坚韧不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

任新四军某部连长的程雄，于 1943 年 8

月在江苏省六合县桂子山与日本侵略者

激战中英勇牺牲。他在给父母留下的最

后一封家书中写道：“儿这次为了民族，

为了阶级，为了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

连的弟妹，求得生存和幸福，儿不得不来

信辞别双亲大人……到十年八年我们就

好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现在

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

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

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这种为国家

和民族甘愿牺牲一切的精神，是何等坚

定且弥足珍贵。

彭雪枫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

最 高 将 领 。 他 文 武 双 全 ，酷 爱 读 书 学

习。在他写给妻子林颖的多封家书中，

几乎每一封信都畅谈读书学习。他在一

封给妻子的信中说：“枪林弹雨是军人们

的家常便饭”“在指挥阵地上，看着战士

们那种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雄姿，使我

深受感动，为了执行命令而毫不吝惜自

己的鲜血，我从内心热爱他们！”左权是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

挥员。他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

的解放事业。《抗战家书》收录了其致妻

子刘志兰的书信，文字鲜活而生动，字里

行间流露出深厚的情感与昂扬的革命斗

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 21 个月了，

何时相聚？念念、念念！愿在党的整顿

之风下各自努力，力求进步吧！”

全民族抗战事迹感人至深，团结奋

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抗战家书》以大

量篇幅收录了来自各阶层民众与抗战

紧密相关的家书，涵盖爱国绅士、大学

生、教师、医生、华侨、商人、职员、劳工、

出版人、保育生及台湾同胞等群体。这

些家书生动描绘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

图景，成为人民战争的真实记录与历史

印记，其间所展现的精神境界与风貌，

同样令人感佩至深。

因资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而被捕入

狱 的 爱 国 绅 士 于 登 云 ，临 刑 前 写 给 长

子的信，纸短情长，催人泪下。家庭条

件 优 越 的 名 校 女 毕 业 生 韩 雅 兰 ，背 着

父 母 偷 偷 跑 到 延 安 读 抗 大 后 ，给 父 母

写下一封决心“不做时代落伍者”的家

书 。 在 日 寇 大 举 入 侵 之 际 ，战 地 记 者

乔 秋 远 在 奔 赴 战 场 前 写 给 父 亲 、叔 叔

等亲人的信中提到：“凡为壮丁皆有从

军之义务”“执笔亦等同于执枪”。旅

居 海 外 的 华 侨 王 雨 亭 历 经 辗 转 回 国 ，

亲自送年仅 15 岁的儿子投身抗战。途

经 香 港 与 儿 子 分 别 之 际 ，他 挥 毫 写 下

了 临 别 赠 言 ，字 里 行 间 尽 显 爱 国 华 侨

对祖国和民族的深厚情感。还有徽商

家 书 中 的 抗 战 记 录 、平 安 信 背 后 劳 工

的 血 泪 史 、抗 敌 演 剧 队 和 宣 传 队 队 长

在战时撰写的家书等，皆从不同侧面，

生 动 展 现 了 普 通 民 众“位 卑 未 敢 忘 忧

国”的深沉爱国情怀。

家 书 既 承 载 着 时 代 的 印 记 ，也 映

射出社会的风云变幻。抗战家书穿越

时 光 长 河 ，让 我 们 得 以 窥 见 全 民 族 抗

战 时 的 沸 腾 热 血 ，深 切 感 受 到 先 辈 们

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报国之志。每一位

读 者 在 阅 读 这 些 家 书 之 际 ，都 将 经 历

一场心灵的净化与洗礼。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80 周年之际，阅读这些家书，有利于

我 们 传 承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弘 扬 我

党 我 军 优 良 传 统 和 作 风 ，赓 续 红 色 基

因，凝聚民族精神，汲取向上力量，以

拳 拳 之 心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从抗战家书中感悟报国志
■马 达

深 阅 读

《抗战家书》中展示的左权家书 资料图片

郑 板 桥 ，清 代 著 名 书 画 家 、文 学

家。在漫长的读书治学之路上，他提炼

出别具一格的“精当”读书法。该方法

强 调 读 书 应 精 准 而 得 当 ，避 免 贪 多 求

全，力求在有限的阅读过程中追求深层

次的理解和实质性的收获。

其中，“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

好书，读精品；“求当”就是恰到好处，

要 适 合 自 己 的 知 识 水 平 和 工 作 需 要 。

郑 板 桥 曾 言 ：“ 求 精 不 求 多 ，非 不 多

也 ，唯 精 乃 能 运 多 ”“ 当 则 粗 者 皆 精 ，

不 当 则 精 者 皆 粗 ”。 他 强 调 ，读 书 只

有 深 入 精 研 ，才 能 真 正 掌 握 并 运 用 所

学 的 知 识 。 另 外 ，读 书 须 与 自 己 的 实

际 情 况 相 结 合 ，若 盲 目 追 求 高 深 ，反

而 可 能 因 不 适 应 而 难 以 吸 收 ，使 原 本

精妙的内容变得无用。这种读书法既

是 对 自 己 时 间 的 珍 惜 ，也 是 对 知 识 的

尊重。

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

郑板桥讲到孔子读《易》至韦编三绝，不

知翻阅过多少遍，“微言精义，愈探愈

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他

借此典故，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读的重

要性。真正的学问不浮于表面，而是需

要像孔子那样，对经典之作反复咀嚼，

不断挖掘其中的微言精义。这种对知

识 的 执 着 追 求 和 深 入 探 究 的 精 神 ，是

“精当”读书法的核心所在。通过反复

研读，人们可以逐渐领悟书中的深层含

义，使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真

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郑 板 桥 以 画 竹 闻 名 于 世 ，这 一 成

就与他精当的读书方法密不可分。他

在书中汲取的关于自然和艺术的理论

知识，并未被闲置一旁，而是成为他观

察和描绘竹子的关键指南。在阅读之

余，他常深入竹林，细致观察竹子在四

季更替、天气变化中的形态各异，将书

中对竹子的描绘与眼前的实景相互对

照 。 通 过 这 种 实 践 ，他 不 仅 深 化 了 对

书 本 知 识 的 领 悟 ，更 在 创 作 中 形 成 了

独 树 一 帜 的 竹 画 艺 术 风 格 ，使 读 书 与

实 践 相 辅 相 成 ，实 现 了 知 识 与 技 能 的

双重提升。

在《郑板桥集·板桥自叙》中，郑板桥

讲述自己幼随父学，“读书能自刻苦，自激

愤，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

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

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这

段话生动地描绘出郑板桥自幼年起便刻

苦自励，勇于探索，力求在学问的道路上

不断攀登。他深知读书应由易到难、由浅

入深。这种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使他能

够逐步揭开古人学问的奥秘，也极大丰富

了自己的性情与才智。这种对知识的执

着追求与深刻领悟，正是郑板桥“精当”读

书法的精髓所在。

同 时 ，他 的 阅 读 方 式 也 彰 显 出 对

知识的深厚敬畏与尊重。他深刻认识

到 知 识 的 广 博 与 深 邃 ，因 此 在 阅 读 过

程 中 秉 持 谦 逊 与 审 慎 的 态 度 ，不 轻 率

下 结 论 ，而 是 通 过 精 准 的 阅 读 与 深 度

的 思 考 ，逐 步 构 建 起 自 己 独 到 的 见 解

与观点。

这也为广大官兵提供了一种科学的

读书理念和方法。比如在阅读军事类书

籍时，如果仅满足于泛读，未能深入精读

和领悟，那么就可能事倍功半。唯有通

过精当阅读，才有可能将阅读所得更好

地运用于工作和实践。因此，战友们在

读书过程中应以“求精”“求当”为准则，

将所学军事理论知识与实战训练紧密结

合，保持谦逊与独立思考，培养刻苦钻研

的精神，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

军事素质和综合能力。

郑板桥的“精当”读书法
■胡丹青

书苑随笔

《铭记中前行——抗战英烈事迹选》

（新华出版社）一书讲述 116 位抗日英烈感

人事迹和故土重访的文章，并配以人物图

片、经典语录，汇集成册。该书以故事化

的叙述方式，重现那段血与火交织的艰难

岁月，带领读者去感受英烈们作出的伟大

牺牲和不懈坚守。每一个英烈的故事都

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勇于斗争的精神风貌。这些故事不仅是

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当代人的激励和鞭

策，提醒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抗日战争研究论集》（商务印书馆）一书共

设上、中、下 3 个篇章。上篇讲述中国人民艰苦

卓绝的抗战历程，中篇重视抗日战争发展规律

和发展脉络的研究，下篇记叙抗日战争伟大胜

利的丰碑——受降与审判。全书从宏观层面论

述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至 1945 年抗日战争

胜利共 14 年的抗战历史，不仅深刻揭示了国民

党对日政策演变的实质，还分析了抗日战争与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该书的出版对于深

入研究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史及世界近现代

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 （由刘奕君整理）

10 年前，王炜先生创作了丝网版

画《刻痕——向抗战木刻致敬》，以此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10 年后，他倾力

编著《走向胜利：致敬抗战木刻》（江西

美术出版社）献礼抗战胜利 80 周年。

正如王炜所言，这本书旨在“回望那段

用刻刀与热血铸就的历史，呼唤人们

对民族记忆的珍视”。

“抗战木刻”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

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上

也十分罕见。它不仅是艺术的表达，

更是历史的见证。“抗战木刻”是由一

群“木刻青年”在木板上一刀一刀刻出

来的。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镌刻出中华

民族的苦难、抗争、希望与梦想。在民

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犹如从大地深

处喷涌而出的岩浆，手持刻刀，为民族

的独立、自由进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

的英勇斗争，在木板上留下深刻印记。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是鲁迅倡导并

亲自培育起来的。1931 年 8 月 17 日，

鲁 迅 在 上 海 举 办 了 6 天 的 木 刻 讲 习

班，自此拉开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

序幕。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

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

国东北。由此，“木刻青年”揭开了“抗

战木刻”的序幕。

为 使 这 段 饱 含 血 泪 与 烽 火 的 艺

术 篇 章 走 向 世 界 ，《走 向 胜 利 ：致 敬

抗 战 木 刻》独 具 匠 心 地 采 用 中 英 文

双 语 对 照 形 式 ，清 晰 呈 现 了 20 世 纪

三 四 十 年 代 中 国 青 年 木 刻 家 在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创 作 的 木 刻 版 画 作 品 ，

以 及 围 绕 抗 战 展 开 的 艺 术 活 动 。

当 激 扬 的 中 文 解 说 与 国 际 通 用 的

英 文 译 本 相 互 映 照 ，木 刻 版 画 的 力

量 突 破 了 语 言 的 屏 障 。 每 一 幅 画

皆 如 一 首 无 声 的 史 诗 ，在 黑 白 交 织

的 画 卷 中 娓 娓 道 来 坚 韧 与 信 念 的

故 事 ，使 世 界 得 以 触 摸 那 段 不 容 遗

忘 的 中 国 历 史 ，深 刻 理 解 其 中 所 蕴

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对和平的深

切渴望与对侵略的坚决反抗。

全书收录了 200 余件木刻版画、

历史文献，以及近 40 篇介绍木刻艺术

家及其在抗战时期进行艺术交流的相

关事迹的文章、照片和书信，真实再现

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中，木刻版画

如何成为“时代的战鼓”。

该书以《袖珍版画：抗战贺年片、

藏书票》开篇，以文献图片收尾，立体

呈现了抗战时期版画家们以木板为战

场、以刻刀为武器，运用清晰锐利的黑

白线条，细腻刻画出华夏儿女前仆后

继、英勇抗争的悲壮历史。

《袖珍版画：抗战贺年片、藏书票》

重 现 了 1935 年 李 桦 主 编 的《现 代 版

画》和唐英伟主编的《木刻界》如何将

贺年片与藏书票化为抗战武器。李桦

在 1937 年的新春贺年片上刻下：“到

处嗅着火药的气息，到处看到血腥的

掠夺……记着谁是你的仇人！”寥寥数

语，悲愤与呐喊跃然纸上。唐英伟的

藏书票则在方寸之间浓缩了战火与冲

锋的呐喊。这些作品通过报刊《救亡》

传遍全国，将民俗艺术与抗战精神紧

密结合，展现了“木刻青年”以艺术唤

醒民众的良苦用心。

20 世 纪 40 年 代 ，版 画 家 彦 涵 身

处 太 行 山 、延 安 等 战 火 连 绵 之 地 。

他以刻刀为武器，创作出《当敌人搜

山 的 时 候》《奋 勇 出 击》等 经 典 木 刻

作 品 ，生 动 再 现 了 根 据 地 军 民 英 勇

抗战的壮烈情景。书中还收录了陈

执 中《九 一 八 日 军 侵 占 沈 阳 城》、邵

克 萍《侵 略 的 罪 证》、李 桦《怒 吼 吧 ！

中 国》、陈 烟 桥《保 卫 卢 沟 桥》、马 基

光《打回老家去》、彦涵《狼牙山五壮

士》、王琦《跃马杀敌》、黄新波《打击

侵 略 者》、胡 一 川《坚 持 抗 战 反 对 投

降》、牛文《保卫延安》、古元《拥护咱

们 老 百 姓 自 己 的 军 队》、李 少 言《地

雷 战》等 作 品 。 版 画 家 的 每 一 刀 都

镌 刻 着 战 争 的 残 酷 与 人 民 的 坚 韧 ，

每一幅作品都是历史的见证。

该 书 揭 示 ，抗 战 时 期 木 刻 艺 术

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 的 有 力 支 持 。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为

“ 木 刻 青 年 ”刘 岘 的 题 词 中 指 出 ：我

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

并 希 望 他 …… 继 续 努 力 ，为 创 造 中

华 民 族 的 新 艺 术 而 奋 斗 。 1945 年 9

月 16 日 ，毛 泽 东 在 重 庆 红 岩 村 送 给

美 国 友 人 一 套 延 安 木 刻 版 画（12

幅）。 周 恩 来 几 次 将 延 安 木 刻 带 到

重庆展览，多次接见“木刻青年”，对

“抗战木刻”给予亲切关怀和具体指

导。1942 年 1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南

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中

华 全 国 木 刻 界 抗 敌 协 会 ”在 武 汉 正

式成立。此前，武汉已成功举办“全

国 抗 战 木 刻 展 览 会 ”，展 出 了 800 余

件 木 刻 作 品 。 自 此 ，“ 抗 战 木 刻 ”运

动 风 起 云 涌 ，各 地 连 续 举 办 全 国 性

的 抗 战 木 刻 展 览 。 相 继 推 出 的《救

亡 木 刻》和《抗 战 画 刊》更 是 传 遍 全

国 各 个 角 落 ，引 发 了 社 会 各 阶 层 的

强 烈 反 响 ，极 大 地 激 发 了 全 国 人 民

的抗战热情。

1946 年 ，“ 抗 战 八 年 木 刻 展 ”在

上 海 举 办 ，897 件 精 选 作 品 震 撼 世

界。诗人郭沫若在留言中写道：“中

国 就 像 一 块 坚 硬 的 木 板 ，要 靠 大 家

从 这 里 刻 出 大 众 的 苦 闷 、沉 痛 、悲

愤、斗争……”这番话道出了木刻艺

术的深刻使命。

抗战木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象征。它

融合了革命性与现实主义的审美理

念，以其质朴而雄浑的力量之美，奠

定了中国版画独树一帜的风格。此

外 ，抗 战 木 刻 以 开 放 的 姿 态 走 向 国

际 舞 台 ，成 为 国 际 社 会 深 入 了 解 中

国抗战历史的重要窗口。美国版画

大 师 洛 克 威 尔·肯 特 曾 评 价 ：“ 中 国

木刻是用黑白形式表现真理与谬误

斗争的最好武器。”

《走向胜利：致敬抗战木刻》不仅

是一部艺术著作，更是一部民族精神

的史诗。它让我们看到，在保卫国家

的战场上，不仅有手持武器的战士，还

有以艺术为武器的青年。“木刻青年”

用刀锋镌刻的，不仅是木板，更是一个

民族的灵魂。他们的作品穿越时空，

闪耀着信仰与勇气的光芒，提醒我们：

艺术能够成为战斗的利器，抗战历史

必须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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