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王卉  美编：兰莹莹  校对：张琼
文学周刊

2024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三

6版

驻宝某部干部白宏兴读《冬与狮》

以英雄为榜样保家卫国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前段时间寒潮来袭，驻

宝某部干部白宏兴在周末来

到图书馆这个既温暖又有书

香的好地方。他在这里看到许

多“老朋友”，尤其是那些他所

喜爱的军旅题材的文艺作品。

当他看到《冬与狮》封面上兰

晓龙的名字，不由得驻足。白

宏兴对作家兰晓龙并不陌生，

兰晓龙的《士兵突击》《我的团

长我的团》等作品他都十分熟

悉。“《冬与狮》？难道是去年

8月份在央视一套首播的电

视连续剧《冰雪尖刀连》的原

著书？”带着疑惑，白宏兴信

手翻了翻，竟令他不能释手，

索性坐下来读了起来。

读着这本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书，白宏兴很快发

现，这的确是电视连续剧《冰

雪尖刀连》的原著书，同时它

也是电影《长津湖》《长津湖

之水门桥》的原著小说。在零

下 40多摄氏度，雪厚齐腰、天

寒地冻、哈气成冰的极寒条件

下，志愿军战士们不仅少衣缺

食、装备简陋，还要面对摧毁

性的现代化海陆空立体攻击。

战士们爬冰卧雪、战天斗地，

随时面临巨大的伤痛甚至死

亡。影片中的画面与书中描述

的场景在白宏兴的脑海中不

断地切换着，一幅幅惨烈而悲

壮的场景，震撼着白宏兴的

心，让他泪目。纸质的阅读与

观影同样震撼人心，但白宏兴

的感受却有所不同，电影带给

他的是直观的感受，书则给他

以更大的想象空间。

白宏兴觉得《冬与狮》更

真实地再现了那场战争，对

人物和场景的描写也更加细

腻、具体、生动。令白宏兴动

容的是，书中讲述连长伍千

里带着大哥伍百里的骨灰，

刚从硝烟滚滚的战场归来，

就接到了火速归队的命令。

十八岁的弟弟伍万里未告诉

家人，也尾随二哥登上了开

往朝鲜的军列，成为该连第

677 名战士，和连队一起负责

孤军深入、穿插迂回，执行截

断敌人退路的任务，所以又叫

“第七穿插连”。小说以伍家兄

弟为主人公，还刻画了其他

多个角色，如梅生、雷公、谈子

为、余从戎、平河等，形成了一

组生动的人物群像。这一仗最

终志愿军取得了胜利，志愿军

是靠什么战胜了美军呢？这

场战争中什么更重要，是装备

还是人？是天气还是人心？

白宏兴明白，志愿军之所以取

得伟大的胜利，是源自同仇敌

忾的民族伟力。

白宏兴表示，自己从小深

受《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战

争影片影响，希望自己可以像

那些英雄一样保家卫国……

高考之后，他毅然选择了上军

校。“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要继承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

精神，特别是‘钢七连’舍生忘

死、向死而生的血性胆气，为

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而努力

奋斗，把自己锻造成为一只不

惧强敌、敢打硬拼、视死如归、

雄壮威武的钢铁雄狮！”白宏

兴说。

摄影达人姚婉婷读《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感受生活中的浪漫和真情
本报记者 王卉

四季更替间，不觉腊月近

在眼前，街道上已有了年味。

随着步行街熙攘的人流，姚婉

婷快速走进路旁暖和的书咖，

点了杯热腾腾的拿铁，挑了靠

窗的位置坐下。作为一名摄影

达人，每一处风景都有不同的

美，她想好好欣赏这冬日的热

闹街景。

书咖推荐榜C位的是一

本名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的散文集，姚婉婷只瞥了一

眼，就被“冬”和“春”这两个字

吸引了目光。再仔细看，图书

封面上的雪山与湖面交相辉

映，十分写实。作为一名年轻

的摄影爱好者，每一份新鲜都

能激起她的兴趣，原来这本书

是著名作家迟子建的首部摄

影插图散文集。

翻开书页，作者拍摄的

那些插图先于文字映入姚婉

婷的眼帘，作者故乡的春、夏、

秋、冬，一幕幕记录着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当然，书中文字

的记述更加细腻生动，不仅有

作者的家乡，她的生活与朋

友，还记录了岁月里时常引发

的思考。那幅名叫《霜花》的插

图，令姚婉婷印象深刻，几乎

透明的霜花下有一句话：“生

活永远不会圆满的。但是，曾

拥有过圆满，有过，不就足够

了吗？”这句话让姚婉婷的心

为之一震。24岁的姚婉婷是

朋友眼中的完美主义者，不管

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她处

处要求尽善尽美，也不断用镜

头追寻着美好。她觉得这句话

给人茅塞顿开般的通透感，我

们的生活永远不是圆满的，当

我们执着于追求山顶的那朵

花时，往往错失了更多的沿途

美景。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

要学会珍惜当下，才能收获更

大的满足。

书中吸引姚婉婷的还有

一篇文章——《龙眼与伞》，

龙眼与伞乍一看，是风马牛

不相及的两种事物。当读过

那些细腻的文字，姚婉婷明

白了它们是母爱的载体。文

章的开头写道：“大兴安岭

的春雪，比冬天的雪要姿容

灿烂。雪花仿佛沾染了春意，

朵大，疏朗。它们洋洋洒洒地

飞舞在天地之间，犹如畅饮

了琼浆，轻盈，娇媚。”姚婉婷

眼前仿佛出现了恣意飘洒的

雪花，一位母亲举着伞站在

大雪中，怀中还紧紧抱着把

崭新的伞，脸上却带着落寞

的神情。听着她对着电话那

头的女儿喃喃自语，姚婉婷

好像明白了那位母亲落寞的

来源。曾经，姚婉婷也对母亲

有过不耐烦的敷衍，而母亲

的脸上是否也有过落寞呢？

她终于明白，母亲是把晴朗

留给子女，就像龙眼一样，不

管表皮多么干涩，内心总是

深藏着甘甜的汁水。

手中的书一页页翻过，姚

婉婷沉浸其中，她本是要静静

捕捉窗外的美景，无意间却读

到了一篇篇美文，在文字与一

幅幅摄影作品中，她越来越觉

得自己度过了圆满的时光。这

本《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让

她感受到生活中的浪漫和真

情，那其中的每一朵花、每一

片叶都值得驻足欣赏。

石头河水库职工陈晨读《凛冬之刃》

跨越时空的中国式父爱
本报记者 王卉

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凛冬之刃》是热播剧

《漫长的季节》的原著书，在荧

屏前意犹未尽的石头河水库

职工陈晨，又找来这本书“查缺

补漏”。也许是一直以来对文学

的偏爱，相较影像的表达，他对

文本的阅读更加认真。

虽然故事由一起离奇的

套牌车肇事逃逸案而起，但

所有的剧情都随着主角王响

的一举一动而推进着。王响

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小

说的主角，他塑造的父亲形

象成为全剧无可替代的存

在，尤其是书中描述他对逝

去儿子的爱，既浓烈又深沉，

横跨二十年，经历风霜雨雪，

却始终不曾消退。陈晨觉得

王响对儿子王阳的爱，正是

典型的中国式父爱——深

沉、细腻，不擅言辞表达。

小说里的王响是一个善

良、忠义的好人，却遭受了命

运的折磨。他为了保护儿子，

不惜一切代价，种种的不完

美，使得处于困境中的父爱

显得更为真实和深沉。他用

行动告诉读者，父爱就是选

择、承担和付出。这也让陈晨

不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

个同样不善言辞却十分疼爱

自己的父亲。

陈晨说从小到大，无论

学习还是生活，即便自己已工

作多年，父亲一直是他的坚强

后盾。虽然不擅长用言语来表

达自己的关爱，却总是在需要

他的时候默默地站在身边，成

为他最信赖的依靠。父亲从未

对陈晨说过“我爱你”，但父亲

的行动却让他深深感受到这

份爱。即便在父亲生了场大病

后，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照顾家

庭，甚至有时连自己的生活也

照顾不好，但仍记得儿子的喜

好。每当陈晨周末从单位赶回

家时，父亲总会提前做好他喜

欢的吃食。那熟悉的味道，仿

佛穿越时空，让他们回到了曾

经的时光，那里有他们父子不

变的约定。这份深沉的父爱也

跨越了陈晨从孩童到成人的

春秋，成为他生命中最珍贵的

财富。父亲的爱就像那桌上的

美食，看似简单却又深沉无

边，不需要华丽的言辞来表

达，却早已温暖了陈晨的心。

在陈晨看来，中国传统

的家庭中，父亲总是扮演着

那个不善言辞的角色，喜欢

用沉默和距离来表达父爱。

就像书中王响穿在身上舍不

得脱下的红毛衣，那是儿子

挣钱买给他的，是他和逝去

的儿子最后的联系，浓缩着

他对儿子所有的思念。如今，

过了而立之年的陈晨也成为

一名父亲，有了一个可爱的

女儿，肩上更承担了新的责

任，但他愿意用积极外向的

方式来表达对女儿的爱。无

论是父亲对他的爱，还是他

对女儿的爱，都是一种爱的

延续和传承，早已融入日常

生活的点滴中。

市市场监管局干部陈喜军读《冬牧场》

从艰苦中咂摸出幸福滋味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如果有一本书适合冬天

来读，那么《冬牧场》应该是最

佳选择。”手捧著名作家李娟

的散文集《冬牧场》，陈喜军随

着牧民居麻一家在零下 40摄

氏度的荒漠中，身临其境体验

了一回有滋有味的牧民生活，

他感受到居麻一家对生活的

热爱，自己也沉浸在那份冬日

里才有的温馨与快乐中。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

本书，全景式记录了李娟一路

跟随哈萨克族牧民居麻一家，

历经 3 个多月冬牧转场和放

牧的艰辛生活。书中没有严格

的行文构思，没有新奇入胜的

故事，也没有风起云涌的历史

画卷，但陈喜军却觉得牧民们

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哪怕生

活中的点点琐碎在作者的笔

下都变得鲜活，生出了一种莫

名的温情。

就在去年 9月份，带着对

大美边疆的诗意向往，陈喜军

来到了北疆阿勒泰地区风景

如画的禾木村，参观了景区哈

萨克族的民俗展示，观看了叼

羊表演。一路上哈萨克族牧民

的毡房，三三两两地分布在公

路两侧，成群的牛羊自由自在

地漫步，不时遇到骑着马赶着

牛羊转场的哈萨克族牧民，但

陈喜军对他们具体的生活却

一无所知，而这本《冬牧场》如

一场及时雨正好满足了他对

游牧文化的好奇与向往。

冰雪冻得住天地，却冻

不住人心。令陈喜军惊讶的

是，作家把寒冷琐碎的日常

生活写得十分有趣，苦中回

甘写出了人间烟火，写出了

荒野中的温暖：“辛苦劳累

后，大家聚在一起，围着火

堆，喝着热茶，吃着羊粪灰烤

出来的馕饼，酣畅大笑；这团

温暖，是牧民们推开沙窝子

的门走出去后，飘扬在荒野

中的牧歌；这团温暖，是萨伊

娜进冬窝子时还特意把九岁

女儿获得的奖状带上，最后

贴在醒目的位置，那是属于

他们的自豪与骄傲；这团温

暖，是大家在特别辛苦的劳

作后，将伙食开得好一点，有

肉吃，有肉汤熬的麦子粥，还

有土豆白菜炖的风干肉。更

重要的是，茶水里都煮了黑

胡椒和丁香料。”

书中提及冬窝子的寒

冷、物质的贫乏，但是字里行

间却满是深情，作者极力捕

捉生活中的每一点温暖，而

陈喜军也在一页页的文字中

感到了这团温暖，它来自哈

萨克族牧民对生活的热爱、

对家园的守护，来自顽强生

命自我绽放的本能。

“正如书中所言：人之所

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

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生活的

有希望。”陈喜军表示，自己经

历了军营生活磨炼，转业到地

方工作，身份和岗位的巨大反

差转换，让他感受到诸多不

适，可经历过多种生活的他依

然保持着军人作风，依旧保持

着如火的工作热情，并在平凡

的生活中寻觅诗意的心灵空

间。“牧民们在看清生活的真

相后，依然热爱它，并且努力

去改善它，同时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了憧憬。生活虽然艰苦，

但在细细咀嚼品味后，依然还

能咂摸出幸福的滋味。”这是

这本书给他最深的体会。

冬是冰天雪地，冬是天寒地冻，冬是白雪皑皑，冬是

银装素裹，冬是繁华过后的理智，是热闹之外的冷静，

没有视若无睹的漠不关心，没有置身事外的讳

莫如深。它有暖、有光、有爱、有

期待，让人清醒不觉疲惫，让人洞见真相不再迷茫。就

像本期《文学周刊》我们要读的这些有关“冬”的书，让

人充满力量，让人心生美好，让人从感性的文字与理性

的思考中生出智慧的华光，照见整个冬的精彩。

编者按

读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