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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信念
◎刘沛松

“那红星照耀中国，也
必将照耀整个世界”，还记
得上初中时读《红星照耀中
国》，这句话让我心潮激荡，
久久不能忘怀。今年寒假，
重温这部经典作品，我又被
他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
念深深打动，看着如今的美
好生活，也更加理解在那个
特殊时期，“红色”的信念对
于当时的中国何等重要。而
今，这“红色”的信念早已成
为时代的信仰。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而
成的一部纪实性著作，记录
了作者在中国西北革命根
据地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
所感。在书中，我们看到反

“围剿”中成千的农民、保卫
队、游击队，大渡河上的英
雄，过草地时的小战士……
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军民
团结一心，抱着对红色信念
的执着追求，抱着对革命必
胜的信心，谱写了一曲曲动
人的英雄颂歌。

在根据地，作者见到了
尽管物资极度贫乏，却能够
保持乐观向上的红军战士 ；
见到了没什么文化，却纯朴
善良的根据地群众 ；见到了
性格各异，却都平易近人的
革命领导人，这些都让他对
中国人身上所迸发的“红色”
激情有了更鲜明的认识。共
产党人对“红色”信念的坚
持，数以万计的人为“红色理
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对
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来说，这
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尽

管作者本人并非革命者，但
当他要告别红色中国时，才
会恋恋不舍地写道 ：“我觉
得我并不是在回家乡，倒像
是在离开家乡。”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
日那天起，就历经重重磨难。
红船上播撒的红色种子，在
贫瘠的土地艰难开花。然而，
就是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成长
中，中国共产党却以无与伦
比的魅力赢得广大百姓的全
力支持，这是为什么呢？书
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向
来都是和士兵并肩作战”，短
短一句话，道出真谛。以身作
则、同甘共苦，始终与人民一
条心，这样的政党怎么能不
被人民支持！这样的政党领
导下的国家，又怎么能不变
得强大？

“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
中国青少年有这样一种人格
尊严……随着我更深入苏
区，我发现在这些红红脸蛋、
欢乐愉快、精神饱满、忠诚不
渝的‘红小鬼’身上，洋溢着一
种令人惊奇的青年运动的蓬
勃精神”，书中描绘的革命根
据地的“红小鬼”年纪虽小却
经历战火，是那个动荡社会
造成了他们的不幸，可他们
跟随红军部队不断成长、成
熟，让这位来自资本主义世
界的记者看到了一种新的可
能，以至于他后来断言 ：“红
星是一定能够照耀中国的。”

作为来自西方社会的一
名记者，斯诺在切身体会了
根据地内的氛围和风气后，
被这红色信念感染了。“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
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
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

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
界。”这是斯诺在《红星照耀
中国》中的预言和感受，八十
多年后，中国的飞速发展，社
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的幸福
生活，已经将这预言变成现
实。我们唱着“东方红”，造出
属于自己的“东风”牌轿车，
到凭借自己的力量，将原子
弹、氢弹送上云霄，再到自行
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神舟号载人飞船成功发
射。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辉煌
成绩，向世人展示着，“红星”
不仅可以救中国，更可以发
展中国。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这
颗“红星”的坚强领导下，正
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今天，
我们在充分享受了“普及义
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精准扶贫”等好政
策之后，再读这部
作品，幸福之感
则更为深刻。这
红色的信念，是建

党百年来，共产党人的执着
追求，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这
样的红色，让人义无反顾，热
血沸腾。

“红星”不仅照耀过去，
更会照耀未来。再次阅读，我
深深地认识到，这红色的信
念，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执
着。在革命年代，只有这“红
色”才能救中国，而现在，在
新征程的道路上，捧起这本

《红星照耀中国》，更加让我
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
一名新时代青年，我要继承
先辈的光荣传统，以饱满的
热情，将红色的信念扎根于
心，用奋斗的青春点亮未来，
以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精
神风貌投入为党成人、为国
成才的新征程中。

从听父亲读书开始
◎曲歌

我的老家在商县解村一
个叫张 间的自然村，记得我
还未到上学的年龄，就跟着
做乡村教师的父亲，辗转于
离家 20 里外的大荆几个乡
村小学。还在我处于懵懂的
幼年，父亲给我读的第一本
书，是当时刚出版的一部名
为《草原烽火》的长篇小说。
本书主人公李大年勇敢、机
警地领导草原人民群众，策
划了火烧王爷府、越狱暴动、
堵决口等一连串激动人心的
革命斗争，是一部反映抗日
战争时期，党唤醒蒙汉人民
挣脱奴隶生活，与鬼子进行
斗争的红色书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
州，大多农家用的是自制的
煤油灯，只有学校老师，才能
用上烧煤油的罩子灯备课。
每天父亲备完课已是很晚的
光景，可他仍不肯休息，躺在
我的身旁，绘声绘色地读起

那部长篇小说给我
听，直到夜很深了才
告一段落，第二天晚

上备完课又接着读。
几天下来，小说的情节

和人物的命运深深地
牵动着我幼小的心灵。

冬夜的晚上，父亲就着罩
子灯备课，我不肯睡去，先躺
在父亲睡觉的位置，为父亲
暖被窝，待父亲备完课，我便
迫不及待地挪到我睡觉的位
置，听父亲给我念书。《草原烽
火》就是父亲这样给我一页
页读完的。

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
一位老师。在我的记忆里，上
初小的我没认下多少字，完
成作业之余，父亲又指点我
阅读记述红军长征的《红旗
飘飘》，还让我每天背诵一首

《唐诗三百首》的诗。当时的学
校，大都设在村上被人们叫
作“爷庙”的地方，加之有的村
子小，往往只有一两个教师。
放学后的学校从喧闹变得寂
静，夜深人静时的任何一点
响动，都能传很远，怪吓人的。
每逢父亲到学区开会，都会
找一两个大点的学生看陪着
我，或复习功课，或继续读未
读完的书，直到他返回学校。

大荆距我家有二十里路
程，假日或周末回家全靠步
行，年幼的我总要走走歇歇，
父亲还得要背我走一段。顶着
星月夜行的路上，父亲给我绘
声绘色地讲着孙敬悬梁、苏秦
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
学习故事，我从那时知道了刘
绮燃荻、苏廷吹火以及王祥卧
冰求鲤、子路借米孝亲、岳母
刺字、木兰从军。小时候的我
十分好奇，父亲肚子里怎么装
了那么多的书。至今，我仍清
晰地记着父亲教我的一段不
知是流传的，还是他自编的歌
谣 ：要享乐，先受劳，你若不
信抬头瞧，梁上有个燕子巢。
这个巢，全是泥，一口一口垒
成的。费了力气操了心，今日
有地得安身……

上初中时，母亲、大哥及
姐妹们，为生计迁到了凤县
生活，只有我仍留在大荆中
学，与在附近乡村小学任教
的父相依为命。当时父亲每月
二十九元伍角的工资，生活捉
襟见肘，他还因营养不良患上
了浮肿病。然而每逢有新的文
学书发行，父亲总要挤出钱买
来供我阅读，还常与我交流新
书的写作特点和读后感，我相
继阅读了《星火燎原》《烈火

金刚》《革命家庭》《青春之
歌》和“三红一创”，以及《艳阳
天》等许多“大部头”。

“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
遍”，这是父亲常叮嘱我的一
句话。我没有那种过目不忘的
天赋，又舌拙口笨，难像说书
人那般读过后就能声情并茂
地讲出来，父亲便要求我从
小对好句、好文章反复阅读，
还要动手抄下来，以求印象深
刻。所以，我从学生时代起，在
父亲的要求下，做了不少读书
笔记，也养成了热爱生活和读
书的习惯。也许在那时，我的
心底就埋下了文学的种子，萌
生了我的“作家梦”。

上初中时，我对作文已
有了偏好，除了课堂上的命
题作文，还常常写剧本、写长
诗、写政论文让老师批改，也
深得老师的抬爱，不仅给我
的作文打高分，还得到许多
赞许的评语。每当我的作文
成了范文，在课堂上被表扬，
每当我的诗被学校宣传板报
选用，我都觉得自己离父亲
告诉我的“正心、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近了一些。父
亲告诉我自小要怀有好的梦
想，还鼓励我朝着梦想去奋
斗，懂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的道理，不好高骛远，要立足
现实，脚踏实地，再加上锲而
不舍地努力，这样就一定会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真正喜欢上读书，那是上
小学五年级时的事儿。

那年夏天一直干旱。大人们
白天冒着酷暑修梯田，一到晚上
便拉着一条竹席铺在麦场上纳凉
歇息。我们几个小伙伴常挤在我
二叔的竹席上，听他讲故事。

二叔是生产队唯一上完小
学的人，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们眼
里，二叔是最有学问的人。他每晚
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从天上讲到
地上，我们趴在竹席上，小手支起
下巴，听得津津有味。二叔有时讲
到关键处却打住了，待我们要求
继续讲时，他拿出一尺来长的烟
锅，说 ：“明晚再讲吧，我累了，要
抽袋烟。”我们便争先恐后地给二
叔装烟点火。二叔猛吸几口烟，然
后磕掉烟灰，继续讲下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二叔讲的
“薛仁贵征东”的故事。故事讲了
两晚，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恨不
得一晚上听完整个故事。可是，二
叔每晚总要留一个“尾巴”。我给
二叔点烟倒茶，二叔还是说 ：“夜
深了，明晚再讲吧！”任我怎么央
求，也无济于事。

白天上学时，我头脑里总想
着薛仁贵的故事。终于熬到了晚
上，我抢先铺好竹席，抢占最中
间的位置，等二叔把故事讲完。
二叔却说 ：“你都上五年级了，
该自己去看书啊！”我知道二叔
家有不少书，可轻易不借给别
人，于是就央求二叔把《薛仁贵
征东》借给我看。二叔摸着我的
头，笑着问 ：“你真想看书？”我
使劲点头。二叔说 ：“那你明天
下午放学后来取。”

第二天下午一放学，我背起
书包飞跑到二叔家。二叔正在猪
圈里起粪，我不顾粪臭蹲在一边。
二叔问我做什么，我说 ：“二叔，
你昨晚答应借给我《薛仁贵征东》

的。”二叔盯着我问 ：“我说过吗？
我咋不记得了？”我怕二叔不借
书给我，于是赶紧站起来说 ：“二
叔，你说过的，让我放学后来取
书。”二叔愣了愣，说 ：“是我说的
吗？也许吧。不过，我今天没空，
你明天来取吧！”我怕二叔明天
又推托不借书给我，就放下书包，
拿起旁边的铁锹，帮二叔一起干
活。二叔从我手里夺过铁锹，笑着
说 ：“呵呵，我刚才是在试探你，看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看书。好孩子，
有出息！走，我给你取书去！”

拿到书，我如获至宝，白天偷
偷在课堂上看，放学回家更是捧
着书不肯放下，只用了三天就看
完了《薛仁贵征东》，好不过瘾！
我想尽快把书还给二叔，再借一
本新书来看。

当晚，我们仍旧围坐在二叔
跟前。二叔对其他伙伴说 ：“军儿
看过《薛仁贵征东》了，让他给你们
讲吧！”我也很想在伙伴们面前卖
弄卖弄，于是接着二叔昨晚讲的情
节继续讲。我讲得很得意，二叔却
不时插话 ：“说反了，这件事是程
咬金做的，不是徐茂公。”“说岔了，
是张士贵陷害薛仁贵的。”说实在
的，我看书只注意了精彩的故事情
节，对书中的人物关系弄得不太清
楚，难免会张冠李戴。“读书不能贪
多贪快，要读细读精，像吃饭一样
得细嚼慢咽。”我把二叔的劝告记
在了心里。

于是，我没有立即归还那本
《薛仁贵征东》，又带在身边细读
了几遍。二叔说 ：“少年多读书，长
大后才有出息。我再给你看一本

《高玉宝》，写这本书的作者上了
不到一个月的学，却写出这么一
本好书，你要向他学习！”

我牢牢记住二叔的话，也深
深地喜欢上了读书，至今仍然受
益匪浅。

读取不竭动力
◎张雪

生命是一首诗，内容由我来
谱写。“万卷书”是我进步的阶梯，
每当我孜孜不倦地投入其中，内心
总激起千层浪，书中主人公奋斗的
故事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焰。 

我阅读过《平凡的世界》《老
人与海》等经典名著，它们让我变
得坚强。在此，我将心中的震撼凝
练成文字，在太阳光下闪耀。时光
在流逝，就连风也有着不同的颜
色。寒假的清晨，图书馆外绚烂多
姿的朝霞伴我走入书海，看着满眼
数不胜数的书籍，我的内心变得沉
静。阳光照进房间，照在书上，也照
在我身上，我在图书馆读着别人的
故事，丰富着自己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的他们有着
不平凡的奋斗人生，朴实的身影
闪耀着光芒，代表着怀揣梦想的
千万人，我在其间闻到清新的田
野之气，也感受到他们火一样的
激情，我懂得了生命在于奋斗，纵
使风雨兼程，也要坚守心中的理
想。阅读《老人与海》时，我手不释
卷，看着有些泛黄的书页，我的内
心却充满了阳光。圣地亚哥百折
不挠地捕鱼，我被他顽强的意志
打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
也应该克服困难，迎着东升的旭
日，追逐梦想。学业上的困难与对
未来的迷茫都是意志的试金石，
只有一往无前的努力，才能到达
梦想的彼岸。“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主人公们的奋
斗精神激起我生命的希望，我希
望经历过风雨后的我，也能拥有
一片蓝天与一道弯弯的虹。我懂
得了挫折是我通向成功之路的必
经，不问西东，我要拼搏出属于自
己的辉煌。 

书中有太多我学习的榜样，
他们的精神是砥砺我前行的动
力，《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李诚、
王老虎、马长胜等人，意志坚定、
满怀真诚的革命英雄品质，让我
肃然起敬，我被他们的故事感动
着。在激情燃烧的革命时光无数
人奋勇向前，我也应珍惜先辈们
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美好生活，
建设好美丽中国，努力学习，做对
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心灵的成长
历程中，《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红
岩》《恰同学少年》《红日》等书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
不断坚定志向，创造生命的价值，
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书籍是我心灵的栖居地，我
“读”取着迈步向前的不竭动力。
用奋斗成就未来，怀一颗赤诚之
心，也无风雨也无晴，我的梦想在
闪亮，我的读书之旅还在进行。

春光 

读书
◎姚伟

好 忙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