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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走进书店，一本
《狼道》映入眼帘，一番精辟
剖析，让我对狼这一物种有
了全新的认识。

之前的我，对于狼这种
陌生的动物，只是从电视和
故事中了解，只要提起狼就
会想起它的凶恶、残忍、阴险、
狡诈，还有“狼子野心”“狼心
狗肺”“狼狈为奸”等词语，让
我对狼从心底有着较深的抵
触。但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令
我重新审视狼族，颠覆了以
往对狼的偏颇认知。

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勇
猛的狼王带领着身经百战的

狼群，与危险恶劣的自然环
境战斗，与身强力壮的狮虎
战斗。它们睿智地捕获猎物，
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狼道》
这本书里，列举了几十个精
彩的故事，来剖析狼身上所
具有的容忍、坚韧、无畏、忠
诚、合作、牺牲等优秀品质，
以及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成
功人士。我憎恶着狼的凶悍、
残忍，但又被狼群不屈不挠
的拼搏精神所吸引，更钦佩
狼群的睿智和团结。不经意
间，我又发现了一本以狼为
主题的书籍——《狼图腾》。
这本书的作者姜戎，他用自

己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十一
年，与草原狼、游牧民族相依
相存的故事，为读者揭示出
狼身上值得人们借鉴的品
质。书中写到，每次狼群在围
猎时，都会经过一番严密组
织、耐心埋伏，从而找出对方
漏洞，最终神速出击，以取得
最终胜利，其间所经受的忍
耐和苦楚令人动容。不得不
说，它们身上所具备的军事
组织才能和严谨的团队精神
值得人类学习。

团队的力量是战胜一切
的法宝。狼懂得分工协作，积
极沟通，在协作中严格遵循

种群纪律和规则 ；懂得知己
知彼，每次进攻前都会先去
了解对方，不盲目出击 ；懂得
共同进退，团结一致克敌制
胜 ；更重情重义，可为伴侣放
弃猎物，为孩子舍弃生命。现
如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许
多工作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
无法做好的，我们需要的正
是狼这种团队意识，相互信
任彼此依赖，各司其职又互
帮互助，团结一致且齐心协
力。一个团队具有了这种精
神，那将会开创属于自己的
辉煌事业。

团队需要狼的团结精神，
每个成员也需要狼一样锲而
不舍的进取精神和勇于挑战
的拼搏精神，这样才能成为一
个依靠自己而生存的人，成为
一个被社会需要的人。

今年以来，从《山海情》
到《 觉 醒 年 代 》，从《 中 国 医
生》到《我和我的父辈》，一部
部影视剧的上映接连引发追
剧热潮。这些向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的文艺作品，播放量
一路走高，至今余温不减，说
明它们走进了人们心里，拉
近了文艺与观众的距离。好
的文艺作品就该如此。

这些影视剧结构紧凑，
却呈现出了厚重的文化内
涵、精神高度和艺术价值。究
其成功之道，除了导演、演员、
舞美等的优化组合，其最重
要的原因就是作品题材的新
颖呈现。《山海情》反映的是扶
贫和新农村建设题材，《觉醒
年代》则全景还原了建党历
程，由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国
医生》是向我们所有的抗疫
英雄致敬。不管是革命历史
题材，还是现实主义题材，能
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
人生的文艺作品，就是好的
文艺作品。尤其是作品中，故
事情节的一波三折、人物个
性的鲜明突出、人物关系的
互衬互补等特质，将共同为

主线主题增色添彩。
在 文 艺 繁 荣 发 展 的 当

下，文艺作品精彩纷呈，文艺
创作取得了新突破，收获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单”。但其
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精
品佳作占比不高，部分创作
同质化、套路化、理想化等，
限制了向高峰迈进的脚步。
如何在主题、题材及表达形
式上开辟一片新天地，是新
时代文艺创作应深入研究的
课题。可喜的是，如今已经有
了不少成功的范例，他们从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了
创作的营养，围绕党在领导
革命、建设、改革等伟大实践
中，所形成的一脉相承、接续
发展的革命精神谱系，以人
民为中心，讲述着中国人民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奋
斗故事。这些故事饱含着中
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
新长征路上，敢于坚强面对
一切困难的底气，也是我们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将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力。拥

有如此丰厚的“宝藏”，我们
后来者何不取长补短、择善
而从呢？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犹如
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党的
初心与使命，看到了党同人
民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看
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全心
全意。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中汲取创作营养，我们身负
构筑精神家园重任的文艺工
作者，也从中照见了自己的
心之所向。那就是用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这一最根本、最
关键、最牢靠的创作方法，书
写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与人

民休戚与共、团结一致，书写
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的砥砺
奋进与厚积薄发，书写党在
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不朽功业
与辉煌成就。

时代大潮奔腾不息，我
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其中的
主角，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
营养，学以致用，以饱含深情
的笔触，展现更多激荡人心
的奋斗故事。

电 影《 长 津 湖 》余 温 不
减，带火了《血战长津湖》 《朝
鲜战争》等抗美援朝题材的
图书，离开电影院的我，随着
意犹未尽的影迷，“转战”到
书店，继续重温那段波澜壮
阔的历史时光，感受英雄那
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场面。

我 们 曾 经 认 识 的 朝 鲜
战争，是上甘岭，是“向我开
炮”，是黄继光、杨根思、邱少
云的英雄事迹，而在书中，可
从更全面的视角看到中国人
民志愿军如何与敌方血战到
底，如何为维护新中国的安
全、维护民族尊严而决死战
斗。这场令世界震惊的伟大
胜利，是对悍然越过三八线
的侵略者的一记重击，也是
对将军舰开进台湾海峡、阻
挠中国统一的霸权者的有力
回应。国际形势、地区局势、
战事进展繁而不乱地一一呈
现，我与大多数读者一样，对
它的关注焦点依然放在最前
线，放在了那些普通士兵和
将领身上。

《 朝 鲜 战 争 》出 版 很 多
年了，但它仍是一本值得再
读的书。王树增是我十分钦
佩 的 军 旅 作 家，他 在 写《 朝
鲜战争》前，曾做了大量“功
课”。收集梳理核对史料、采
访战争亲历者，交战双方每

一天的作战决定、作战行动、
作战路线，战场上一座山头
两侧战斗人数是多少、用的
什么武器，实现作战目的的
关 键 细 节 是 什 么 …… 来 自
不同方面的各类参考资料
中，同一事件的回忆、记载常
会有些不同，细微的出入中
哪 些 更 接 近 真 相？ 作 家 以
一百二十万字的采访和阅读
笔记，打消了所有疑问。他对
那段复杂多变的史实做到了
熟稔于心，对战场上的每一
天更是了如指掌。

面 对 磅 礴 的 战 事 关 联
和人物关系，我拿出了笔记
本。在平常的阅读中，我偶
尔会在本子上抄写好词好
句，可眼前的这部著作，是
我很久都未涉及过的大部
头了，所以要用心去精读。
笔记本中，我记下了某一场

战 役 中 战 士 们 的 名 字、年
龄、家庭，乃至他们用什么
样的步枪、什么样的钢盔。
书中的一个章节能记上好
几十页，一番条分缕析，复
杂的内容在笔记的思维导
图中变得简洁、明朗。我相
信，即便没有读过这些书的
人，看过这一页页的笔记也
能感到震撼，不仅是战争的
残酷、场面的壮烈，还有战
士们的英勇善战与那一腔
爱国热血。“受到中国军队
的顽强阻击”“这个营没有
牺牲的士兵依然在暴烈的
枪炮中坚守阵地”“大火中
的中国士兵又一次站起来，
他们端着刺刀开始了残酷
的肉搏战”……文字的描
述有时比影像的呈现更有
画面感，这些无声的文字，
在我脑海漫卷起无尽的想

象，由此带来的冲击力和震
撼力，每每让我泪流不止。

我在书中，一遍遍梳理
各场战斗之间的关联，也反
复阅读某一场战斗的起始。
我不禁自问，是什么让七十
年后生活在幸福新时代里的
我，仍要回首那场战争？这
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什么
我要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
我不是“军事迷”，只觉得自
己在书中、在这一场伟大的
胜利中汲取着成长的营养。
这份营养中，不仅有对我们
党的领导人面对国际形势快
速演变时，深谋远虑和智勇
双全的钦佩 ；还有对我们的
志愿军战士在激烈的胜负交
错中，前赴后继和英勇无畏
的敬仰 ；更有一份“谁也不能
够侮辱中华民族尊严”的强
烈的民族自尊心。

文 艺漫评

耕读传家
◎李萍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创作营养
◎王卉

一场伟大的胜利 
◎王卉

老家院子里有一块石
碑，上面刻着“耕读传家”四
个字，每每看到它，总会涌起
一种激励，总有一种牵绊萦
绕心间。

出身于农村的故乡人，
耕种为生的生活方式是期
盼、是享受。阳春时，挥锄麦
田、铲净杂草，任三五孩童玩
闹、看大人们挖荠菜，谈笑嬉
戏之声荡漾在田间。盛夏时，
忙碌抢时、收割金黄，邻里们
互帮互助、碾麦扬场，孩子们
提笼拾穗、追赶玩闹。一个个
立在场边的麦袋，收获的是
沉甸甸的踏实与憧憬。孩子
们的快乐是麦堆里的游戏、
麦垛上的翻滚……干旱的季
节，村里人排队轮换，在村头
的那口井里抽水浇灌、修渠
引道，庄稼挺拔身姿，长势相
随于农人的愿许。

我是农民的孩子，像父
母一样，与黄土地有着扯不
断的情结。故乡人耕耘黄土
地，面朝黄土背朝天，书写了
大写的“勤奋”。是啊！没有
耕耘，怎有收获，播种与付出
有多少，成绩与进步便有多
少。“耕”是实践，是体验，更
是行动。“耕”给了我激励，助
力我在人生的路上希望满
怀、步步走实。

记得很小的时候，祖父
就常捧书在手，老花镜里发
现了我们姊妹，便喊 ：“来，
爷给你们说个字。”而我们
多是蹦跳着凑过去，祖父翻
开字典，给我们讲那些厚厚
的 书 中 的 字，讲 那 字 读 什
么、有何义，认真投入得很。
等讲完抬头时，在一旁的我
们姊妹也似懂非懂地点起
了 头。那 时 候，每 到 腊 月，
乡邻们陆续来我家，请祖父
为他们写副春联，而我们姊
妹便开心于帮着折裁红纸、

展平春联，“春回大地”“钟
灵毓秀”“福满人间”等词语
也就是从那时记下的。多少
个热炕头，爷爷教我们背读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祖父爱读书，
也爱写字。在祖父晚年，他
每天用那漂亮的小楷毛笔
字为我们家完成了家谱，书
香门第的家风也便随之延
续。像极了祖父的父亲，多
才多艺、能弹会书，潇洒的
艺术字，吸引我常常去学习
模仿。幸运的是，我终于也
像祖父、父亲那般整日与书
本为友。初为人师时，还曾
有不少学生崇拜于我从祖
父、父亲那里学来的艺术字
呢。如今，儿子也爱上了阅
读，就像我陶醉于作家的那
些精彩美妙的文字一样。读
书就像与贴心的朋友相伴，
让我的心里充满着阳光和
快乐。“读”给了我力量，读
是修身、是立德，更是积淀，
充实我在岁月的历练中完
善丰富、不断向前。

“耕读传家”像微风吹拂
心坎，如芬芳留存温暖。亦耕
亦读，已植根于我心深处。

无事乱翻书
◎白宏兴

有一副对联，“有茶清待
客，无事乱翻书”，这是读书
里更高的意境。

对于普通人来说，喝杯
清茶，随意翻一翻书，闲适安
逸，又不失雅致，别有一番意
趣在心头。对于做学问的人
而言，闲暇之余，光是喝喝
茶，把读书当消遣，那定然是
不行的。“学问”才是学者一
生的追求，博览群书也是一
种“乱翻书”。“乱翻书”不是
需要时才去急忙乱翻，而是
在无事的时候也要“乱翻”。     

“无事乱翻书”看似杂
乱无章，其实在翻书之中偶
然得到的东西，往往却是非
常有价值的。畅游书海，有时
会有一种茫然之感，不知该
从哪本书看起。如果抱着一
定目的去寻书翻看，结果往
往不尽如人意。此时，不妨乱
翻一通，也许不经意间看到
的一本书或者是书中的某一
段、某一句，突然触动了心
弦，激发了灵感。很多人都曾
有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工夫”的兴奋，也曾有
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的豁然。这就是
“无事乱翻书”的好处。

然 而，有 人 会 说“ 非 圣
书，屏 勿 视 ；蔽 聪 明，坏 心
志”，怎么能“无事乱翻书”
呢？有此疑问，是把翻书对
象搞错了。对于心智尚未成
熟的青少年，当以读正书为
主。对于心智已成熟的学者
来说，只读一些典籍，那肯定
是不够的。如今各种新事物
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既
然是做学问，就要把握世界
发展大势，深谙万事万物普
遍联系的规律，既要举纲，也
要张目 ；既要走马观花，也
要时时在意、处处留心 ；既
要看今人之书，也要看古人
之书 ；既要看国内书，也要
看国外书 ；既要看正书，也
要看闲书 ；既要看雅书，也
要看俗书……如此这般，才
会视野开阔、知识广博，不致
陷入盲区死角。关键是，不经
意的一次“乱翻”，也许还会
看到一片更美的天地。

由此，“无事乱翻书”应
成为我们的习惯，“翻”出一
番成就。

团结的力量
◎段序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