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华

[开卷有益]

生活·悦读 电话：5665678

Email：cscmjrcs@163.com

2024年1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式：张曌3

[好书推荐]

诗意人生与革命精神
——读《毛泽东的诗性人生》有感

《毛泽东的诗性人生》一书于2023
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陈晋，为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
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会长，研究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原院务委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
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理论、毛泽东
等党的领袖人物研究，以及党史文献和
理论电视片撰稿。

这些令人崇敬的头衔，说明作者知
识渊博，博大精深，学富五车。让读者感
触到《毛泽东的诗性人生》一书更有可读
之处。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战略家、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
学家。他喜欢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
学，终生保持着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
不但文学素养极高，而且通古博今，在讲
话时善于古事新解，援古证今，妙语连
珠，引起共鸣。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知识
有着极高的渴望。他曾说：“我一生最大
的爱好是读书。”为了学习，他常常步行
几十里去求知。正是这种勤奋好学的精
神，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杰出的能
力，为后来的革命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他都写下了大量诗词。这
些诗词既从侧面记录了时代历史，又展
现了伟人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的诗性人生》一书将公开发
表过的毛泽东诗词，以时间为序，以历史

变革为线，以相关时期艰苦斗争为素材，
以情感历程为叙述场景，将其激扬文字
的青春、婉丽悲欢的爱情、运筹帷幄的决
断、抑郁困顿的沉浮、坐地巡天的浪漫、
风流人物的慷慨一一展现出来。文辞优
美飘逸，超俗脱凡；笔墨酣畅淋漓，目酣
神醉，充分展现了一代伟人的诗性人生。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于1925年
所作的一首词，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
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展示了具有爱国、
忧国、报国的情结，英勇无畏，壮志豪情，
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改造旧世界的革命
青年形象。这首词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
富的想象力，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画卷，灿
烂的艺术。其中“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一句，表达了毛泽东对祖国大
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忆秦娥·娄山关》是一首描绘红军
长征途中战斗场景的词。词中“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现了红
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这首词
气势磅礴，波澜壮阔，充满力量，成为了
长征精神的象征。这首词主要特点是语
言优美，意境深远。词中运用了丰富的
修辞手法和意象，如对景色的描绘、对人
物的刻画、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等，使整个
词篇具有浓厚的艺术氛围。

《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是毛泽东
于1954年所作，描绘了北戴河美丽的海
滨风光。词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
间”一句，表达了作者对新中国建设的信
心和期待。这首词意境深远，给人以启

示。词作用语通俗，打鱼船的渺小与一
片汪洋的庞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冠
地屦，不啻天渊。俊逸纯净，气韵贯通，
极具艺术感染力，叙事追昔抚今、大开大
合，合从连衡，深受读者喜爱。

《水调歌头·游泳》是毛泽东于1956
年所作的一首词，描述了他畅游长江的
经历。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一句，表达了作者对新中国的建设成
就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首词充满
活力，鼓舞人心，似东风浩荡，催人奋
进。此词描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积极建设的现象，表达了作者对中国
人民建设祖国和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的
赞美，体现了作者对未来景象的展望并
充满信心。

总之，这四首诗词充分展示了毛泽
东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他的诗词作
品既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又具有强烈
的时代气息，值得每一个诗词爱好者细
细品味。

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以及他的诗
词，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
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
如果读懂了毛泽东的诗词，就读懂了毛泽
东这个人，就读懂了中国的过去，加深了对
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因为，毛泽东思
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
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
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唯美的爱情
——读刘庆邦的小说《鞋》有感

在最近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活动
周”上，著名文学家刘庆邦说，文学的初
心是爱。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后表
示：这种爱既可以是向女朋友展示才情
的爱情，也可以延伸到更加广阔的对生
活之爱、对国家之爱、对时代之爱和对人
民之爱。

近来读到刘庆邦的小说《鞋》，发表
于《北京文学》1997年第1期，曾获第二
届鲁迅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农村姑
娘守明按照传统习俗，为未婚夫做鞋送
鞋——温情脉脉的爱恋故事。字里行间
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通过纯
朴的情感、唯美的语言、善良的内心等方
面，将那时的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
样的唯美又浪漫。

纯朴的情感。小说一开头就把读者
拉回到纯真的年代。“有个姑娘叫守明，
十八岁那年就定了亲。姑娘家一定亲，
就算有了未婚夫，找到了婆家。未婚夫
这个说法守明还不习惯，她觉得有些陌
生，有些重大，让人害羞，还让人害怕。”
听说媒人来送彩礼，守明吓得赶紧躲进
里间屋去了。按当地的风俗，守明该给
那个人做一双鞋。

紧接着，用足量的篇幅描述守明日
夜为做鞋的操劳和用心。守明开始做鞋
的筹备工作了，她到集上买来了乌黑的
鞋面布和雪白的鞋底布，一切都要全新
的，连袼褙和垫底的碎布都是新的，一点
旧的都不许混进来。“那时生产队里天天
有活儿，守明把鞋底带到地上，趁工间休
息时纳上几针。”当新鞋做好送给恋人说

再见时，男人向守明伸出了手，意思要把
手握一握。“这是守明没有料到的。他们
虽然见过几次面，说过几次话，但从来没
有碰过手。和男人家碰手，这对守明来
说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她心头撞了
一下，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低着头把手交
出去了。”试想当下，男女之间的恋爱也
许再也没有女孩子亲自做鞋的了，而在
当时却是一种信物的存在。这也充分体
现了那时的恋爱是多么的纯洁乃至羞羞
答答。

唯美的语言。小说家汪曾祺曾经说
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
定密不可分的。小说以“鞋”的意象在不
同的情境中腾挪有致，平实而细致。对
彩礼的表述“是几块做衣服的布料，有灯
心绒、春风呢、蓝卡其、月白府绸，还有一
块石榴红的大方巾。”守明想象自己做新
娘的样子“她把那块石榴红的方巾也顶
在头上了，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她的脸
早变得红通通的，很像刚下花轿的新娘
子。想到新娘子，她把眉一皱，小嘴一咕
嘟，做出一副不甚情愿的样子。”

刘庆邦认为，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
中间，语言是第一位的。守明回想起第
一次见到恋人时，“那个人头发毛毛的，
唇上光光的，不像个成年人，像个刚毕业
的中学生。”在选择鞋底针脚的花型时，
她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选中了枣花型。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
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她抬眼就看见了，
现成又对景。枣花单看有些细碎，不起
眼，满树看去，才觉繁花如雪,枣花开时

也不争不抢，不独领枝头。枝头冒出新
叶时，花在悄悄孕育。等树上的新叶浓
密如盖，花儿才细纷纷地开了。”

善良的内心。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刻
画了守明的内心世界。在做鞋的时候，
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

“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
做的新鞋，那个人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
得红了。”然后她又想“这双鞋代表她，也
代表她的心。她有点担心，那个人到了
外边会不会变心呢？”当她把新鞋送给恋
人后，内心还一再想到“她要告诉他，在
举行婚礼那一天，她若是看不见他穿上
她亲手做的这双鞋，她就会生气，吹灭灯
以后也不理他。”

小说的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作者的
善良品格，在最后一段的陈述中写道：

“我在农村老家时，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
对象。那个姑娘很精心地给我做了一双
鞋……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把那双鞋退
给了那位姑娘。那姑娘接过鞋后，眼里
一直泪汪汪的。后来我想到，我一定伤
害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心，我辜负了她，一
辈子都对不起她。”由此，既表达了作者
的内疚心里，也为主人公的厚德善良献
上重重的一笔，让人回味无穷。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省沈
丘县。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
篇小说《红煤》《断层》《远方诗意》《平原
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
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
器》等20余种。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
届老舍文学奖。

主编：刘慈欣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书中的每个故事里，都有一项气吞

山河、匪夷所思、宏伟壮丽的未来工程。
读完全书，你就能明白，工程师不仅是伟
大的建设者，更是宇宙中的吟游诗人，他
们以精确的计算表达对宇宙的敬畏，以
工程的艺术诠释对人类的热爱。

《宇宙工程师之歌》

《欢迎来到麦乐村》

作者：梁振华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Milele（麦乐），在非洲斯瓦希里语

中是“永远”之意，“麦乐村”是书中援非
医疗队的驻地，蕴含着中非友谊地久天
长的美好愿景。全书综合选取援马里、
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等三十多个中国援
外医疗队的真实事迹，以马嘉等中国医
疗队队员的救助案例和人物故事为线
索，勾连杜绍书、梁森林、江大乔和马嘉
等三代医者六十年来的援非历程，诠释
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
爱无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作者：刘燕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创造

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该书从书写绿色传奇、铸就时代精
神，牢记使命、不懈追求，艰苦创业、砥
砺前行等方面，对塞罕坝建设者把荒漠
沙地变为林海绿洲的奋斗事迹进行了
生动介绍。

六二郎

《绿色奇迹塞罕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