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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

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

碑。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编的《长征

画传》，是研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一本精

品力作，同以往出版的有关长征书籍相

比，本书有着以下突出的特点。

以画为主，文字为辅，再现红军长征

的光辉业绩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

成就，我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

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如何让年轻一

代深刻认识长征的伟大历史作用，传承

长征精神，激励他们为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而奋斗，是党史、军史工作者、

宣传者的重要责任。《长征画传》将经典

的美术作品与科学严谨而又简洁生动的

文字叙事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读者的

视觉和阅读，从而产生一种活生生的代

入感，走进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环境之

中。如长征中著名的遵义会议，《画传》

选取了沈尧伊创作、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藏的中国画《遵义会议》，吴山明、何

士扬、吴激扬创作、中国美术馆藏的中国

画《遵义之春》，彭彬创作、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藏的油画《遵义会议》等美术

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会议的场景；又如红

军长征过雪山草地，选用了艾中信创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的油画《红

军过雪山》，董希文创作、中国人民革命

军 事 博 物 馆 藏 的 油 画《红 军 不 怕 远 征

难》，伍必端创作、中国美术馆藏的水彩

画《寂静的草地》，张文源创作、中国美术

馆藏的油画《野菜》，罗奇创作的油画《草

地铁流》等，红军指战员不惧艰险、顽强

奋进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长征中反映

民族团结的彝海结盟，选取了许章衡创

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雕塑照《红军和

彝族兄弟》，吕书峰创作、中国国家博物

馆藏的中国画《彝海结盟》，生动表现了

红军和少数民族群众亲如兄弟的情形。

除了以上举的例子外，长征中发生

的重要战斗和重大事件，如湘江战役、黎

平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

江、强渡嘉陵江、两河口会议、包座战斗、

突破天险腊子口、鏖战独树镇、陕甘根据

地创建、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建立西北

革命大本营、百丈决战、乌蒙山回旋战、

甘孜会师、三军大会师等，也都选用油

画、中国画、版画、连环画、雕塑、剪纸等

艺术作品以及历史照片、实地照片和文

物照片进行反映。这些图片和与之相配

的文字相得益彰，鲜活地将长征形势之

严峻、战斗之激烈、自然环境之艰苦；红

军将士理想信念之坚定、作战之勇敢、纪

律之严密、毅力之坚强完全展现出来，使

读者认识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

举，从中受到感悟与启迪。

重要数据，重大事件，反映出长征的

伟大

《长征画传》着重介绍了有关长征的

一些重要数据，而这些数据，恰恰能够反

映出长征的伟大与无与伦比。《长征画

传》告诉我们，什么是长征？长征是特定

的历史概念，是指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红二、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长江南北

各革命根据地撤离，前往陕甘根据地的

大规模战略转移行动。最先出发长征的

是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 11 省，行程

2.5 万里；第二支出发长征的是红二十五

军，历时 10 个月，跨越 4 个省，行程近万

里；第三支出发长征的是红四方面军，历

时 1 年半，转战 4 个省，行程万余里；第

四支出发长征的是红二、红六军团（红二

方面军），历时近 1 年，纵横 8 个省，行程

约 2 万里。四支红军队伍长征共经过了

今 15 个省（区、市），总行程达 6.5 万里。

红军长征中共进行了 600 余次重要战役

战斗，其中师以上规模的 120 余次；跨过

了上百条河流，翻越了 40 多座崇山峻

岭，其中 20 余座为海拔 4000 米以上的

雪山；穿过了号称死亡陷阱的 1.52 万余

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地。读者通过这些数

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红军长征将士的

足迹遍布了半个中国，里程几乎绕地球

一圈，差不多每天就会进行一次战斗，每

周都要跨过一条大河。由此，读者不能

不为长征的光辉业绩而震撼，对红军将

士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

历史细节和故事，让读者深入了解

和认识长征

《长征画传》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

节和故事。如书中首先介绍了红军和八

一建军节的来历，告诉读者，八一建军节

最早是 1933 年 7 月 11 日经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的红军成立纪

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又如，“陈树湘断

肠明志”，向读者讲述了红三十四师师长

陈树湘在湘江战役中因伤被俘，敌人用

担架抬着他去邀功请赏，他趁敌不备，从

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绞断，壮烈牺牲

的故事。再如，“钱壮飞牺牲”，讲述了钱

壮飞是党的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龙潭

三杰”之一。在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他得

到情报，及时通知党中央，为党中央脱离

危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征中，钱壮

飞因掉队被反动民团杀害，为纪念他，贵

州金沙县修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和事迹

陈列馆。书中还有“夜路上的灯笼”“弄

染结盟”“贺子珍奋不顾身救伤员”“17

勇士还是 18 勇士”“货郎陈廷贤”“‘七仙

女’上征途”“放牛娃争当红军”“《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对党忠贞不贰

的刘志丹”“斯诺与《红星照耀中国》（《西

行漫记》）”“任弼时智救廖承志”“长征路

上 的 巾 帼 传 奇 ”等 大 量 生 动 细 节 和 故

事。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历史细节和故

事，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长征。

书中阐述了长征精神的永恒价值。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

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

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

新长征的路上，依然会有许多雪山、草地

需要跨越，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

要攻克。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要让长

征精神世世代代永远传承下去。

总之，《长征画传》是一本弘扬革命

精神，宣传民族历史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的 好 书 ，也 是 学 好 党 史 军 史 的 生 动 教

材。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一定会从中受

到启迪，走好长征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长征画传》，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主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承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

□ 王新生

展示红军长征伟大壮举的画卷

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有机

会书写那些仰望星空的奋斗者，是

一件令人憧憬的事情。《仰望星空：

共和国功勋孙家栋》正是这样的一

次写作。

2020 年 1 月 6 日 ，我 冒 雪 前 往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开始了

自己第一轮采访。在研究院办公楼

门厅里，我第一次见到科学巨匠钱

学森的塑像。他目光炯炯、神情坚

毅，仿佛带领着中国航天人向太空

挺进——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被誉

为“中国火箭的摇篮”，行走其间，我

仿佛穿越时间隧道，走进中国航天

事业初创时期，被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深深震动。正是因为党和国家

下了铁的决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

家赤胆忠心、殚精竭虑地奋斗，第一

代航天人兢兢业业、攻坚克难，才有

了导弹升空、卫星上天。

爱国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

之本，这一点在中国航天人身上得

到充分体现。为了建设新中国，钱

学森和“航天四老”任新民、屠守锷、

黄纬禄、梁守槃等冲破种种阻挠，毅

然回到祖国。孙家栋一参加工作，

便 在 钱 学 森 和“ 航 天 四 老 ”的 领 导

下，他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爱

国主义情怀和奉献牺牲精神。他后

来常说的“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便

是由此升华而来。这让我一下子抓

住了人物的魂脉。我将书稿第一章

定为“归来”，集中笔墨书写钱学森

和“航天四老”归国。孙家栋与航天

老前辈一脉相承，正是有了他们的

言传身教，才有了孙家栋丰富灿烂

的人生。

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深入生活，

贴近人物。接下来，我又紧锣密鼓

地 采 访 了 范 本 尧 、欧 阳 自 远 、叶 培

建、龙乐豪、杨长风、吴伟仁、姜杰等

院士，李祖洪、谢军、张荣桥、孙泽洲

等航天界专家。这些大忙人一听说

我要写孙家栋，没有一人推辞，都挤

出时间与我交谈。他们给我讲“东

方红一号”、讲“嫦娥”、讲“北斗”、讲

“天问”。那些感人的故事，那些精

彩的细节，那些飞扬的激情，一次次

打动我。于是，一个孜孜不倦、脚踏

实地的孙家栋，一个勇挑重担、奋发

图强的孙家栋，一个无怨无悔、航天

报国的孙家栋，一个气壮山河、问鼎

九天的孙家栋，在我的脑海中慢慢

丰满生动起来。

孙 家 栋 是 坐 着 轮 椅 与 我 交 谈

的。这位成就卓著的“两弹一星”功

勋科学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朴

素、随和、谦虚、慈祥，如同一位可亲

的邻家老人，或是一位普通的退休

工程师。他一再强调：“航天事业是

集体创造的事业，首先是党中央正

确决策，全国大力支持，你一定要多

写 写 航 天 群 体 ，多 反 映 航 天 精 神 。

至于我个人，就是一名普通的科技

工作者。”

面对陌生深奥的航天科技、错

综复杂的航天工程，我只有老老实

实、心无旁骛地阅读五六百万字的

资料，最大限度地去消化吸收。当

然，最终将中国航天几大工程梳理

清楚，多亏几位航天界专家指点迷

津，谢军、张荣桥、孙泽洲像帮小学

生解题一样，为我讲解航天科技。

写孙家栋，必须要写“1059”导

弹、“东方红一号”“嫦娥”“北斗”“天

问”五大工程，必须向读者们阐述清

楚这五大工程的科技含量、工程难

度、科研成果。这些阐述专业性太

强，甚至非常枯燥，但只有将这些问

题讲清楚了，才能体现出孙家栋所

作的贡献。所以，在部分章节中，我

宁可牺牲一点儿文学性，也要将科

技问题讲明白。

这是一次致敬英雄的写作。我

非常清楚，对于孙家栋，对于中国航

天的丰功伟绩，拙作只能算是一次

简 略 的 叙 说 。 中 华 民 族 不 缺 少 英

雄，我们需要更多更精彩地书写这

些英雄，让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砥

砺我们的奋斗之志。

（《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

栋》，黄传会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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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音为爱——高翔音乐随

笔精选》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书

由学者王珂编选、作序，入选马晓康

主编的“长河文丛”系列图书“黄河

歌吟”。

《音为爱》遴选、收录了我省青

年作家高翔十多年来创作的部分音

乐随笔 50 篇，分为“风笛悠悠”“天堂

影院”“雨碎江南”“灵魂之光”四卷。

在 旋 律 中 畅 行 ，在 纸 面 上 游

牧。《音为爱》记录的是一位音乐爱

好者的心路历程，也是作者对中外

不 同 风 格 流 派 音 乐 作 品 的 个 人 体

验、跨界式赏析和非技术性解读。

音乐，无处不在，它源于自然万

物，来自现实生活。它流淌在血液

中，生长在灵魂里。

万 物 都 有 脉 搏 。 音 乐 内 外 ，是

心情，是故事。音为爱，也因为爱。

高 翔 为 中 国 铁 路 作 家 协 会 会

员，发表大量诗文及评论，作品被收

入十余种选集。 （王 鄱）

《音为爱——高翔音乐随笔精选》出版

本书以刘伯明参加神舟十二号

载 人 飞 行 任 务 期 间 撰 写 的 24 篇 日

记为基础，穿插描述了他的成长经

历、日常训练、家庭生活，揭秘中国

航天员成长过程中的苦辣酸甜，详

细描述了太空出舱的惊险历程和震

撼场景。

与此同时，书中还配套 27 条科

普知识，解答航天科普知识，内容丰

富，可读性强。

刘伯明 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

《我把理想写进空间站》

本书内容时间跨度从石器时代

至新中国成立，讲述了中华民族的

历史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阐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深远博大的内涵，

昭示文化的本质不在于物质，而在

于人格和道德。

作者既展示了中华文化共同体

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延续的，又详细

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

并展望未来的发展。

赖德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他们的故事和文化》

南瓜原产于南美洲，哥伦布将其带

回欧洲，后被葡萄牙人引种到日本、印

尼、菲律宾等地，明代开始进入中国。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南瓜种出南

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二

月下种，宜沙沃地，四月生苗，引蔓甚繁，

一蔓可延十余丈……其子如冬瓜子，其

肉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瓤瀹，味如

山药，同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

南瓜是一种极耐贮藏而又甘甜的

果实。它的优点非常明显，野性十足，

沙滩、山脚、地垄、墙根，随处种下，随性

生长，且产量大、易成活、营养丰富，荒

年可以代粮，故又称“饭瓜”“米瓜”。《北

墅抱瓮录》中说：“南瓜愈老愈佳，宜用

子瞻煮东坡肉之法，少水缓火，蒸令极

熟，味甘腻，且极香。”可见人们已将南

瓜视为珍物。

清光绪之前甚少见“南瓜”之名，多

以“番瓜”“翻瓜”“房瓜”“窝瓜”称之，一

方面是说它来自海外，一方面是说它体

量巨大，此外还有“金瓜”一说，因为它

色泽金黄，且有药用价值。

据记载，清代浙江海盐有个叫张艺

堂的少年，聪明好学，但家境贫寒，无钱

交纳学费。他拜当时大学问家丁敬身

为师，第一次上门时，身后背着个大布

囊，里面装着送给老师的礼物。到了老

师家，他放下沉重的布袋，从里面捧出

两只大南瓜，每只重十余斤。旁人看了

皆大笑，而丁先生却欣然受之，并当场

烹瓜备饭，招待学生，这顿饭只有南瓜

菜，但师生却吃得津津有味。从此“南

瓜礼”在海盐传为美谈。

南瓜柔软无渣，“面性”好，味道醇厚

香甜，可蒸可煮，“南瓜汤”更是鲜甜沁

人。当年，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有一首

歌在延安很流行：“红米饭，南瓜汤，挖野

菜也当粮……”这首歌反映了延安军民

在艰苦的环境中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艰苦岁月里

南瓜作为充饥食物，功不可没。

作家兼画家二月河画有一幅《南瓜

歌》，题 跋 很 有 意 思 ，云 ：“ 这 瓜 名 叫 南

瓜，地里头长，也可搭架。城里头有高

楼有大厦，却稀见它，多生在僻壤乡下，

秉性愈是年景差愈是长得佳，结得又多

又大，旧时代穷人瓜菜半年粮，说的便

是它。”

江南每逢立春，家家吃南瓜，院子里

堆放着大的小的、圆的弯的、黄的绿的、

老的嫩的形态各异的南瓜，以示迎春。

一些文人雅士在快要成熟的小巧“桃南

瓜”表皮刻上诗文或图案，随着瓜的成

熟，瓜皮上便留下了美丽的图画和诗文，

把它搁置于案头，可增添生活情趣。

1981 年 ，出 版 家 范 用 造 访 吴 祖 光

家，新凤霞画了一幅水墨南瓜图送给范

用，新凤霞画好了，吴祖光特地在画上

题词：“苦乐本相通，生涯似梦中。秋光

无限好，瓜是老来红。”吴祖光借画喻他

和妻子新凤霞相濡以沫、相扶到老的爱

情。范用特别喜欢这幅画，一直将它挂

在床头。

红学家冯其庸专爱画南瓜，他在一

本书中回忆：“我家穷，小学五年级失学，

然后下田种地，养羊，什么都会。抗战时

家里没粮食，就吃自己种的南瓜……以

南瓜代饭。为了纪念过去那段难忘的岁

月，我的斋名就取名‘瓜饭楼’。”

“客来索画语难通，目既朦胧耳又

聋 。 一 瞬 未 终 年 七 十 ，种 瓜 犹 作 是 儿

童。”这是画家齐白石题于《南瓜》画上

的诗。画面藤蔓缠绕，瓜须虬曲，瓜肥

叶厚，天真浑朴。细细品来，闲适中一

股乡土之风扑面而来，其心志趣味都令

人敬仰。

（摘自《光明日报》2023年 9月22日）

□ 徐廷华

南 瓜

滴水藏海

动 态

书 评重 推

纸上书店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

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

编辑尽快联系，以便付酬。

《红军过雪山》（油画） 艾中信 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三大主力会师》（油画） 蔡亮 张自嶷 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