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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军旅作家的

情怀

【书人书事】

□郭云策

站在这位白发苍苍却精神抖
擞、步履蹒跚却坚定有力的老人面
前，该怎样来给他定位呢？他是一
名战士，1942 年，在抗日战争最为
残酷激烈的时候，他怀着一腔保家
卫国的热血奔向了炮火连天的战
场；他是一位作家，至今已创作出
版了 13 部个人文学作品集；他还
是一位癌症患者。他创造了许多谜
一样的奇迹，这些奇迹使他的精神
放射出电火般的光芒，而生命的风
貌，却依然静如秋水。他是谁呢？他
就是居住在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
黄寺第二干休所、享受军职医疗待
遇的李景荣先生。

李景荣先生原籍东平县东平
街道古台寺村。他的堂哥是在抗
日战争胜利前夕惨死在日寇屠刀
下的著名革命烈士陈乐航(原名
李广汉)。李景荣幼年即受到进步
思想影响，中华民族遭受列强侵
略、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现实，
使他直接接受了革命的宣传。
1942 年，年仅 15 岁，他便投军，成
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1945

年，在战争的硝烟烽火中，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生命与中
华民族解放的壮阔洪流融入到一
起，浴血奋战，呐喊前进。当共和
国的第一轮朝阳升起之时，在神
州大地披上新装的万丈光芒中，
他已是解放军的一名营级干部，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出一份
光和热。

李景荣深知干革命离不开知
识。他酷爱读书学习，也酷爱文学
艺术。早在战争年代，就曾进入冀
鲁豫抗战学院学习，其后一直活
跃在部队宣传工作战线上。他连
续写出了小说《在战斗过的地
方》、《新来的女股长》、报告文学

《阶级情深》等作品，分别发表在
《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等报
刊杂志上。改革开放后，神州大地
枯木逢春，老树开花，李景荣也产
生了新的创作冲动，短短几年内，
便发表了一大批中短篇小说。

李景荣创造生命奇迹的拐点
出现在 2001 年，这一年，他在解放
军总医院体检，被确诊为患了前列
腺癌。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手
术出院以后，又毅然决然地拿起了
笔。他要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以
笔作枪继续呐喊、战斗。患癌十年，
李景荣以冲锋的姿势、诗人的激
情，用他那双骨瘦如柴的手，写出
了多部报告文学集《土地上的角
逐》、《春风化雨》等；三部长篇小说

《灰色·本色》、《奸雄·阿瞒》、《腊
月·孟春》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以作品的
内在厚度，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

2012 年春节前夕，我怀着对李
景荣先生的敬仰之情，专程到坐落
在北京安德里北街的解放军总政
治部干休所看望了这位革命老人。
他对我的到来，也格外热情。景荣
先生军旅一生，四海为家，但对故
乡，依然情深深、意切切。他对我谈
了一个想法：把自己多年积累的书
籍，全部捐献给故乡，在村里原属
自家的老宅上，建一座书屋，给乡
亲们送上一缕知识的阳光。我表示
大力支持，告诉他古台寺村已经纳
入县规划，书屋建成，将为城市增
添一抹文明的亮色。老人听了我的
话，笑得很灿烂。

【大家著作】

美哉资中筠
□陈光（银行职员）

文如其人。读女性的文
字，可以引发我们对美丽、善
良、坚韧、豁达、缜密、细致等
词汇的理解。而捧读《资中筠
自选集》，还可更多感受到睿
智、优雅、热情、真诚等深意。
有句话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文
明程度，就看有多少优雅的老
太太，资中筠可堪典范。

八旬高龄的资中筠，一生
担当多个角色：银行家资耀华
的女儿、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
身边翻译、对外友协的工作人
员、译有《廊桥遗梦》的资深
翻译家、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学
者。五卷本的自选集，全面精
选了资中筠先生的理论研究、
社会思考、人生感悟与读书心
得，既有本专业领域的研究硕
果 、论 文 精 萃 ，也有感时伤
世、述往怀人的真情之作，可
谓洋洋大观。文非深奥，语更
平淡，没有高头讲章，尽是娓
娓道来，篇篇有真学识闪现，
句句有真性情流露。

资中筠的本行是国际问
题研究，特别精于美国问题研
究 。选集中 最 厚 的《 坐 观 天
下》，就集纳了作者多年的理
论思考与研究探索。拜读之

前，我心中不免疑惑：时移世
易，作者多年前的研究论文，
于今还能剩余几多价值？然
而，作者高屋建瓴，不拘泥于
一时一事，从“大国消长如月
之盈亏”的人类文明发展高
度，分析历史的同时也在指点
未来，反思过去的同时也在剖
析当世，读来不免醍醐灌顶
般甘之若饴，豁然开朗之后
顿感酣畅淋漓。像《日本为
什么认罪这么难？》等文，在
中日当前形势下读来更觉其
生命力依然。而书中对美国文
化 的 条 分 缕 析 ，让“ 知 其
然”的我们得以“知其所以
然”。当前是一个媒体勃兴的
时代，社会公众对于新闻事
件的深度探求催生了众多所
谓的专家，他们在电视媒体侃
侃而谈、言之凿凿，或在报
章洋洋洒洒、连篇累牍，然
而速朽的观点往往昙花一现，
应景的提法最终自相矛盾，缺
乏了研究治学的严谨性，不免
让人直呼“砖家”，可谓斯文
扫地。其实，学问的魅力，绝
不是依靠电视媒体鼓噪卖弄
而博得幸名。即使是藏之深
闺、束之高阁，甚至是蒙蔽上

时光的厚重灰尘，它依然能够
熠熠生辉，闪烁出指点人类文
明进步的光芒。究其原因，这
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之后的
学识沉淀，是上下求索、淘尽
岁月之后的智慧结晶。品读资
中筠，可以体会到这种严肃而
认真的学问之美。

耄耋之年的资中筠在当
前被热读，并非全部是其国际
研究的专业成就使然，而是因
其晚年为社会正义、启迪民智
而奔走呼告，她的声音与行动
说 服 并 感染着越来越多 的
人。正如作者所言，她退休
之后开始“我笔归我有”，
饱含热情的激扬文字，尽显知
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古道热肠
与士林风尚。在《感时忧世》、

《士人风骨》等集中，作者笔
锋所向，既有对社会现象的鞭
笞，也有对历史的反思，既有
对社会思潮的回溯，也有对文
化根脉的追问。作为一个功成
名就的业界权威，原本可以躲
进斗室，“如今但欲关门睡，
一任梅花作雪飞”，但始终忧
思不断、萌动于胸的强烈社会
责任意识使其不断著文发声。
资先生的文字，或阐发忧思，

或直抒胸臆，读来直觉过瘾。
但通篇上下拿捏到位，从来没
有任何偏颇之言、牢骚之语，
总是在平和之中提出建议性
意见，表达关切的看法。何意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她的文
字力度有增无减，入木三分，
直抵人心。相对于充斥于网
络之上的片面武断之文、刻
意 煽 情 之 作 ， 虽 被 转 发 连
连、点赞无数，但除了激起
公众短暂的浮躁意气之外，
有多少能够启迪有价值的思
考，有多少能够转化为有实
效的行动，实在让人不敢高
估。资中筠不仅坐而论道，更
热衷于身体力行，报刊采访、
启蒙辩会、理想国沙龙、世纪
大讲堂……随处可见她矍铄
的身影。资中筠“历尽坎坷而
赤子之心未泯”，“不以物喜，
不 以己悲 ”，这 种 气 节与襟
怀，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
统的坚守与张扬。

阅读资中筠，可以读懂复
杂纷纭的社会，感受古道热肠
的胸怀，思索孜孜以求的人
生。阅读资中筠，就是在仰望
一片思想的星空，它宁静、沉
郁、深邃、壮阔……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
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
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
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
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
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
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
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
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qlbook@163 .com

【闲读随笔】

原汁原味的瓦尔登湖
□田莉（办事员）

跟着梭罗，一起去了瓦尔
登湖。

19 世纪美国作家梭罗，独
自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
多，安静地种菜，安静地写作。
他与水对话，与鱼对话，与树对
话，俨然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写出了经
典之作《瓦尔登湖》。

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个恬
静舒适的湖泊，宜居宜游的纯
生态的湖泊。年轻的梭罗，一个
人在林下的岸边，猎犬、湖泊、
小鸟、树林、庄稼与他为伴。白
天的静，黑夜的静，我一直在

想，他的心里如何充实呢？这种
生活方式能把人生参悟得透
彻，而去探索社会吗？面对这
么一个了不起的学者，读他的
作品，无言，唯有心与心的交
流。在他的文字中不见一点寂
寞的影子，有的只是冷静的哲
思、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视
野。对于他来说，快乐就是瓦
尔登湖边的散步、收获自己的
劳动果实、小木屋里读书等一
切自由的、亲近自然的活动。
早晨醒来，呼吸着宁静而有益
的空气，美好每一天都会重返
你的身旁。湖边鲜活的一切，
全在他的关注中，狐狸、鸢鹰、
画眉、松林……

我很喜欢他说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人朝着他梦想的方向
充满自信地前进，努力过一种
他想象中的生活，他便会取得
在通常情况下预想不到的成
功。然而现实中有些人是虚伪

的，他们看重的不是真正的尊
重，而是让他们能够得到尊重
的东西。梭罗又说：很久以前，
我丢失了一只猎犬，一匹栗色
马，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踪
它们……的确，谁不曾丢失过
猎犬、栗色马和斑鸠呢？我们不
要说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

这是一种怎样超脱的思
想境界呢？《瓦尔登湖》已经告
诉人们：人生最重要的不是金
钱、地位、荣誉和爱情，而是生
命，是自由选择的生存方式。
可事实上有多少人能拥有这
样的襟怀和意识呢？但梭罗是
智慧的，他永远是自己的上
帝。所以才有了：我宁愿独自
坐在南瓜上，而不愿拥挤地坐
在天鹅绒垫上。

梭罗印证了他的选择：我
走入森林，是因为我希望认真
地生活，去面对生命的根本，看
自己是否能学会生命要教给我

的东西，而不是在临死之前才
发现自己从未曾真正生活过。
我不希望过无法称之为生活的
日子，生活是如此的可爱；我也
不希望听任命运的摆布，除非
必须如此。我想深刻地生活，汲
取生命所有的精华。

梭罗就是瓦尔登湖畔一
个孤独的沉思者和行动者，一
个真正的思想者。一个人要想
达到那样的境界，是需要修炼
的。

我读《瓦尔登湖》，恍若来
到了它身边，沐浴着最纯净温
暖的阳光，成为被它润泽的一
条银鱼，一个卑微的生命，算是
有福了。美丽的瓦尔登湖教我
更深地热爱生命和生活，并好
好珍惜。梭罗如一位林间隐士，
用平和的心态看待人世，并大
彻大悟。至此，才有了一个真正
原汁原味的瓦尔登湖，它直立
行走，走进许多人心里。

【书与人生】

关于梦想和坚持
□霍允章（司法警察）

第一次读《老人与海》是在
初中，班主任教我们语文课，他
有着文人多情和执拗的一面，
经常把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在课
堂上声情并茂地念给我们听，
念到动情之处竟然会流泪，让
人印象深刻。初二那年麦收时
节，师母生病住院，班主任只好
请了假在家忙着收麦，我用了
一个礼拜的语文课，读完了《老
人与海》。由于经世不多的缘
故，第一次读这本书感觉很平
淡，看到最后也只是希望圣地
亚哥能活着回家就好。

到了大学，我给自己定了
一个目标——— 大学里所有费用
自己去挣。入学第一周就出去
找兼职，有时同时打好几份工。
后来又迷上了炒股，把赚的几
万块钱一股脑儿全投进了股
市，结果可想而知，没出三个月
就赔得一干二净。心情糟透了，
索性泡在学校图书馆里看书，
偶然看到一本老版的《老人与
海》，静下心来再次细读之后，
深深地被圣地亚哥这个执著坚
强的老头儿所感动，同时不得
不佩服海明威简练的笔法，给
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如书中描写，生活和岁月
带给圣地亚哥的只是“后颈上
凝聚了深刻的皱纹，身上的每
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他
的那双眼睛“跟海水一样蓝，是
愉快和毫不沮丧的”。整整八十

四天，他一条鱼都没有捕到。
到了第八十五天，老人仍然选
择出海，这次，他把船划向更
远的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发现了一条大马林鱼，并与
之开始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搏
斗。圣地亚哥没有屈服，他用
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来与命
运抗衡。最后他终于历尽千辛
万苦回到了岸边，但他的顽强
意志却没能得到好结果，回港
时只剩下一副大鱼的骨架。小
说结尾处写到当人们谈论那
副鱼骨的时候，老人在窝棚里
睡着了。老人说：“人不是为失
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句经
典的话阐述了英雄人生的全
部含义。

这本书描写了老渔夫的
英雄梦想，老人身上那种永不

言败的坚强体现了人性中最美
丽的一面。读完这本书，我感到
一股力量充满全身，和老人相
比，我眼前这点挫折又算什么？
当我走出图书馆的那一刻，我
感到阳光是灿烂的，空气也是
新鲜的，微笑挂在每个人的脸
上，到处生机盎然。没多久，我
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策划
组建了一个乐队，每天除了学
习就是排练，到处参加各种演
出和比赛，就像一群忙碌而快
乐的蚂蚁。

如果说读一本书就能改
变一个人未免太假，但从书中
我可以读出：人生是一个永无
止境的追求梦想的过程，这个
过程虽然漫长、艰难，但只要
自己勇敢顽强而且毫无畏惧
地去迎接挑战，就会成为一个
真正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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