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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文心文心 画趣画趣（（四四））

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纷争之局面，
革新图治、左武右文，宋代经济文化粲
然可观。诗文经史，虽不能越汉唐之
上，却成一大特色，理学研究亦开新
端。宋开国之初，即设立翰林图画院，
罗致天下画师，优加禄养，根据每人才
能之高低，授以待诏、祗候、艺学、画
学正、画学生、供奉。太祖、太宗一统
天下，五代时期所有府中珍藏之画，尽
归宋廷所有，画界高手亦诏入画院，如
周郭忠恕，蜀黄居实、高文进，南唐董
羽等。院外者则有长安李成、华原范
宽等。

宋代艺事由于其重文学、重哲学内
容之特点，绘画自然为文人士大夫视为
修养风雅的重要部分，收藏家、鉴赏
家、诗人、文学家、画家融为一体，不
可分家，如司马光、欧阳修、沈括、黄
庭坚等，皆通晓画事。李清照、赵明
诚、李公麟、苏轼、文同、王诜、米芾
等以诗文养画，艺术风格平淡天真、清
新古雅。南宋则有米友仁、扬补之、赵
孟坚等。亦循以文养画，故文人画至宋
代已至高峰，并为明清文人画之成开山
立祖。艺术表现轻形似、重精神，脱离

“成教化，助人伦”之功用，为艺术而
艺术。真宗、仁宗皆好鉴藏，诸王子亦
嗜好画事，至徽宗宣和年间，宫中藏画
已至最盛。宋代藏画、鉴画、作画之风
为历代之最。绘画也从宫廷进入民间与
商业市场，职业画家作品带有明显的商
品性质，当时汴梁相国寺庙会即是图画
买卖交易场所。绘画的商业化，既丰富
了绘画的题材，也促进了画院画家的
发展。

宋初、画院多沿袭五代旧制、变动
甚小，官秩之名，除翰林待诏、图画院
待诏、图画院祗候以外，又翰林应奉、
画史、画学生、画学正等职。徽宗时画
院大盛越五代，为画史之最，设立画
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
竹、屋木六科。为奖励书画，将绘画纳
入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内，命米元章为
书、画两学博士，创中国教育史之先
例。考试题目多选诗句，可见宋绘画与
文学之密切，尤重意境之表现。选拔入
门考试如此，画院中平时晋级考试亦以
古诗命题，如试以“蝴蝶梦中家万里”
一题，画院中战德淳画苏武牧羊假寐，
以见万里意，夺魁。由此可见，宋画院

所倡绘画之标准，乃取其意思超拔者、
文才角出者为上。

除此以外，宋画院另一评画标准，
即所画必须承皇帝之旨。画院众，必先
呈稿，如徽宗崇尚师承法度极重物理，
已成画院之风格。赏画之标准，神、
妙、能、逸中，能者为上，其余自然落
后。宋代画院，以重物理求法度之风格
蔚然大观。画院画师之地位愈来愈高。

宋人对人物画家的推崇依然与唐朝
相同，以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
道子作为学画之典范，尤其是吴道子对
宋代宗教人物画影响至深，并形成吴派
式样，代表画家首推武宗元。北宋中期
人物画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即画法上以
简略的笔墨为主导，并随禅宗之兴，激
扬成风。如文人画家李公麟，以文人情
调注入绘画中，成“白描”之魁首，对
南宋、元明影响至深。由于宋人以画家
的修养作为评画创作的标准，以文学造
诣、生活经历、艺术传统的研究和继承
视为画家的最高修养，文人作画、评画
在宋代普遍，墨戏绘画随之产生，如南
宋梁楷开创简笔水墨人物画，一时间世
多宗法，影响至深。

宋人重生活、重文学的绘画标准，
使画坛出现充满生活气息的风俗画和表
现历史故事的人物画，北宋后期已大量
出现，至南宋发展愈烈。如张择端的
《清 明 上 河 图》、 阎 次 平 的 《牧 牛
图》等。

我国山水画至宋代，格法始备，群
峰竞秀，风格多样。沿袭五代荆关之
风，即有关仝、李成、范宽三家崛起，
关氏山水得其神韵，李氏山水得其体
貌，范氏山水得其骨法。中后期许道
宁、翟院深、郭熙、王诜等受李成影
响，纪真、黄怀玉、商训等师范氏一
派，释巨然、刘道士、江参等师董氏一
派。此外以山水有名者，尚有燕文贵，
所创“燕家景致”之山水界画等。徽宗
时米芾书以积点之法，始创表现江南烟
雨迷的米点山水，天真焕发，自成一
家。南宋初，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
笔法细润，色彩奇丽，精巧工整之笔法
画青绿山水，树南宋绘画之新格，世称

“院体”。宋南渡后，由于地理人文之变
化，一变北派崇尚伟岸、刚健之风格，
转化为空灵清韵秀丽之风，崇尚水墨趋
向唐人王维一派，如南宋四家李唐、刘

松年、马远、夏圭以简约奇拔的笔法及
章法，又开山水画一代新风。

花鸟画，至宋实为最盛时代，亦可
称宋代绘画之亮点。五代时，徐黄并
起，各有千秋，辉煌可与人物画相抗
衡。至两宋，绘画文学化在贵族美术中
占有重要地位，纯粹审美之风大兴，大
变“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能。除
源于宋人纯粹审美之外，统治者的提倡
亦尤为重要。其中宋徽宗赵估对宋代花
鸟画乃至中国书画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
不可低估的。

宋初，我国绘画之文学化达到高潮，
绘画势力渐渐传入文人之手，成为文人表
达闲情逸致的重要方式，绘画风格多趋于
幽微简远之情趣。多好水墨写意，草草笔
墨，天真朴素，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
求形似，只求意趣，多画梅、兰、竹、
菊，以抒发胸中高洁之气，故称戏墨之
画，为明清文人画之先声。

宋代画论和唐代画论相比，更加系
统和成熟。宋画论之所以发展，主要原
因在于绘画多出自文人之
手，文人作画多抒情、言
志、表达思想，亦善鉴赏、
好评论，易形成理论。因
此，在当时关于画品、画
体、画法等方面的画论著作
达 40 多种。如米芾 《海岳
画史》、李廌 《德隅斋画
品》、周密 《云烟过眼录》
等，是鉴藏之著。黄休复
《益州名画录》、刘道醇《圣
朝名画评》《五代名画补
遗》、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邓椿《画
继》 是关于史传、品评之著。饶自然
《绘宗十二忌》、沈括《图画歌》、韩拙
《山水纯全集》、郭熙《林泉高致》、郭思
《画论》是关于作法之论述。董逌《广川
画跋》是关于题跋之著。董羽《画龙辑
议》、宋伯仁 《梅花喜神谱》、赵孟坚
《梅竹谱》则是专门论著及图谱。在宋代
画论专著中，影响最大的是郭若虚《图
画见闻志》和郭思《林泉高致》，还有一
些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如苏轼、黄
庭坚、欧阳修、沈括、米芾、李公麟、
李成等阐述的美术思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
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
馆长）

伟岸刚健，空灵秀丽
——宋代绘画及画论

刘万鸣

作为小说迷，我“入行”的时间算早。
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刚会认字就爱看书，

也缘于父亲是小学语文老师，时常带书回家，还
有很多连环画，大伯家里的小书柜也放满了书，
不知不觉就被我“清空”了。我人生最初的职业
梦想是当图书管理员或者书店工作人员，至今我
仍有一个开书吧的梦，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工作便
利看尽所有我想看的书。

最让我入迷的当然是小说，躲着大人的监
督，白天看、晚上看、趴在枕头上看、躲在被子
里看。上大学后，受诸多良师益友的影响，读
了很多好书，至今或许我的小说阅读量仍然有
限，但好在起步早、持续时间长，所以我自认
为是小说迷。小说迷只是“勤奋”地看小说，
纯粹沉浸于小说带来的乐趣中，是不愿承受过
多精神负担、只想活得轻松简单的人。大学时
大家爱读余杰的《火与冰》，我则宁愿在《飘》
中读美国南北战争，在《围城》中读“局部的
真理”“对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的智慧，在
《玫瑰门》体会“热锅温油”的基础烹饪理论。

小说迷爱看的小说没有局限，有一段时间我
与爱人专看张爱玲的小说，有时专看外国译著，
有时专找知青小说看，前些年看了不少莫言的小
说。莫言是大师，对他后期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
作品我保持着远距离的深深敬意。每个作家的语
言风格总会有各自的标签，所以我觉得隔开看其
实更有惊喜，至今唯一最百看不厌的还是《围
城》，那里面的语言和思想智慧让哪怕肤浅的人
读，都会深受启迪。

前几年，时间相对闲暇，我重温了《三国演
义》《水浒传》《红楼梦》。重温还是别有滋味

的，如以前还是学生时看《三国演义》，在三足
鼎立前感觉特别“难看”，主要是人物更替太
快，如华雄出来就被斩杀，没活过一杯温酒，不
过现在觉得却很有意思：虽然被“秒杀”，但他
能和关羽一样同步流传后世，实为不幸中的
万幸。

后来的某天，无意间经朋友推荐发现了一个
网络小说的新天地，冒出很多有才气的作家创作
的和传统小说不一样的好看小说（当然也有没营
养的，那自然不叫小说），目前最爱流潋紫和猫
腻的作品。流潋紫那么美丽、那么诗意，可还被
诟病抄袭，只因总脱不了《红楼梦》语言的影
响；猫腻仅从《红楼梦》的“留余庆”一曲便产
生汪洋恣肆的灵感，成就《庆余年》。

钱锺书说鸡蛋好吃不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
但我爱上谁的作品就爱去了解这个人，余秋雨书
里书外“两张脸”，流潋紫是我曾经的同行，猫
腻似乎是宜昌人……不喜欢猫腻的笔名，能取个
像样点的吗？他总诚恳地和读者交流，敬称自己
的爱人为“领导”，看来除了有才气，生活中应
该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不过我觉得佳人，不一定
要配才子，才子除了多情，生活中往往作息不规
律，蓬头垢面，甚至袜子塞在棉絮下，秋裤掉出
半腿来，缺少生活能力，常年的码字工作很费脑
细胞的，思维也会和常人有点不一样，好在另一
半不是才子，仅勉为佳人。

因为觉得小说最大众、最简单，我曾经一度
突发奇想，多看点小说说不定我也能出一本小
说，最后发现自己太异想天开。我没什么才气，
也拿不出想象力，勉强把生活中的经验写完就会
写不下去。很多时候，小说家除了阅历、想象
力、创造力，还需知晓天文地理，懂得文理兼
修，融会古今中西，同时兼具散文家的文笔、诗
人的情怀、思想家的深度，创作起来乐此不疲、
乐在其中，所以或许小说的读者是最大众的，但
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却是最难得的，所以我真心崇
拜小说家、作家，他们做着很多人想做而做不到
的事情，特别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
品，每一个文字都是他们的一滴滴心血。

看了猫腻的 《将夜》，印象太深，时隔半
年，再读其成名作《庆余年》，其实还没有完全
看完，但因为此刻心里太喜欢、太幸福，所以我
忍不住说出来，说完这些，我又可以安心做回一
个安静的小说迷了。

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70年代的人表达
上很少呐喊，但会呻吟，也会休憩，更会忙里偷
闲。小说陪我消遣了许多无聊的时光，也让我

“虚度”了许多宝贵的光阴，可我还是要说：人
生还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满足感是源于小说，
愈简单愈快乐！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恩施州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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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就对陕北的信天游发生了兴趣，常听
隔壁的小姐姐一边绕着毛线，一边在唱青线线
蓝线线，总以为她在唱给她手里的毛线团听，
后来知道了，她的老家在陕北延安，那是她们
那里最流行的歌，那是一种涵盖西北很多地方
的民歌品种，在陕北叫“信天游”或者“顺天
游”“小曲子”，以比兴开头，即兴创作，有的
有词牌，有的没有，精品流传下来，就像《兰
花花》一样，成了不胫而走的陕北民歌。广义
和标准的信天游一般是“二二三”七字格加衬
字，只有上下两句，如我听过的“城墙上跑马
回不过头，远瞭近走没有一条路”，在吕梁地
区叫“酸曲”，在内蒙古西部叫“爬山调”或

“漫瀚调”，单音节结尾。到了回族“花儿”那
里，变成双节结尾。但张力和弹性系数很大，
可以叙事，也可有大段的情景渲染，《兰花
花》就属于后者。

《兰花花》演绎的是上世纪在延安流行一
时的一幕爱情悲剧故事。我多年前曾经怀疑
过，南北朝时期的 《敇勒川》 甚至 《木兰
辞》，也是“信天游”的前身，因为都具有西
北人的语言特征，只是争抢《木兰辞》原生地
的地方太多了，也就没有太去较真。在那时，
我的关于陕北的全部认知，除了革命圣地延
安，延河水和宝塔山，就是能够听到的一曲曲
信天游，尤其是小姐姐手里五颜六色的毛线
团和她轻轻的哼歌声。至于那里的黄土高坡
和陕北老汉们的形象，也几乎来自画家们的
版画。后来做了记者编辑，腿长了许多，不
仅是陕北，整个西部的一些角落都几乎跑了
一个遍。首先要去的，自然会是陕北，特别
是三边一条横线，榆林、延安和黄陵一条竖
线。对那里的乡俗、乡愁和乡貌变化，多少
有些了解。

榆林的小何土生土长，说起陕北民歌来如
数家珍，聊天中对我说，你说起的兰花花是有
原型的，本姓姬，小名叫叶子，祖家就在榆
林，后来迁到了离延安不远的临镇。上过女子
学校。长成后出落得像天仙，在她身上，有过
那个时代必然会出现的买卖婚姻悲剧。她的意
中人或是“相好”，是刘志丹红25军游击队的
一位新战士，本乡本土人，因为没有经过三婆

六媒的程序，是“私订终身”，在男孩出征
后，被贪图财礼的父母逼嫁到已经染有重病的
周财主家去“冲喜”。歌词里唱的“正月里说
媒，二月里订，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
以及见到“周家猴老子”“好像是一座坟”的
唱词，讲得正是这样一种情景。她实在有些忍
无可忍了，“手提上羊肉怀揣着糕，搭上性命
我往情哥哥家里跑”，但终究没有解脱的希
望。没几天周财主死了，她又被转嫁给一个麻
脸商人，这商人也死于横祸，算是脱离了苦
海，后来嫁给一个老实的庄户人，但就个人的
幸福和感情而言，早已经被埋葬在黄土里了。
人们同情她的遭遇，也就有了《兰花花》的歌
事。这事发生在1935年红军到陕北之前，据
说是刚到陕北的周扬到红25军去采风，听到
了这首歌并记录下来，保持了民歌的原汁原
味，但民歌编定时，已经是人物原型逝世后的
1942年。

小何说，他也曾实地追寻过一些线索，其
亲属似有难言之隐，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他
问我想不想再去搜寻一回，我想了想说，你们
老陕北都难问寻，我一个外地人更不会有大结
果，再说，《兰花花》毕竟是民间艺术作品，来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不需要按图索骥，不
去也罢，倒不如去《东方红》的原创地去看看。

他一听来劲了，说那就在佳县的乌龙铺
哩，是榆林的地界，那里的民歌海里去，信天
游几乎是乡亲们生命的一部分，张口就来，让
你听个够。那里还有黄河边上的白云山白云
寺，也让你看个够。

说走就走，开车从榆林出发，沿着曲折的
蒹葭河，奔向佳县。一路走的是下坡的新公
路，三盘五转，几十公里就到了。接近县境的
公路海拔陡然下降，从高处的匝道上停车俯
瞰，右手有直上直下的悬崖，佳县县城就坐落
在悬崖下边的峡谷里。县城的选址很巧妙，临
山不依山，靠水不在水，但山水兼得，在山崖
笔立中交通相对方便，从街口可以直去渡口，
去到著名的白云山。白云山更像是一艘硕大无
比的巨船，停靠在黄河边，黄河滩上有许多肥
沃的庄稼地。

从高崖上看，白云飘在黄河的河谷里，从

白云山上看，“山门不锁白云封”。这里是黄河
中游地区乃至中国北方较大的道、释、儒文化
历史传播中心。在道教真武大殿系列之外，还
有互不排斥的石窟佛寺和禹王宫。

佳县河对岸就是山西的临县，它们是一
对隔河招手的老兄弟。临县有条湫水河，湫
水向南，它与黄河交汇处，便是有名的碛
口古渡。佳县黄河南去百十公里是吴堡，
吴堡对面又是山西的柳林镇，即从榆林东
来的公路，从黄河公路桥延伸到临县，从
绥德、吴堡东去的公路联结吴堡，在山西
的 一 头 ， 便 是 有 名 的 吕 梁 山 区 和 太 行 山
区，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经济地理循环圈和民
俗文化交流圈。

陕晋虽然隔河相望，但经济文化关系密
切。佳县、吴堡大有晋风，临县和柳林也有一
股陕气，陕西的秦腔声在临县和柳林听得，山
西梆子又是佳县、吴堡的流行戏曲。两地间移
民来往很多，你说你的爷爷的爷是吕梁人，他
说他们家的姥姥的姑是陕北的佳县人，是常有
的事。据说，《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的爷
爷就是从临县迁移至佳县的。

这样一种地理文化联系，也使得佳县成为
当年陕甘宁边区的一个经济亮点，和八路军进
入太行吕梁地区的踏脚板。在1942年掀起的边
区大生产运动中，堪与南泥湾垦荒比翼齐飞。
在抗战中，佳县的纺织业、造纸业、机械业、
盐业和商业都有了大的发展。边区的对外贸易
孔道也在佳县，为边区经济纾解压力起了重要
作用。在那时，佳县有蟋蜊峪这个红色贸易通
道，把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联结在一起。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
报》原总编辑）

乌龙铺听歌（上）
冯并

八一建军节又将到了。忽然思
念起了我们团的几位战斗英雄。

一位是我的副营长，姓张。当
时我入伍刚刚两个月，被调到营部
当通信兵。有一天执行完任务回到
驻地，就看到借住的民房院子里，
站着一位矮矮壮壮的汉子，正高声
大气嘻嘻哈哈地跟我们的高副教导
员说话。高副教导员 1945 年入伍，
比团长资格还老，人很严肃，但这
天面对新来的张副营长，姿势和神
情完全变了样子。最令我震惊——
惊喜交加——的是，在交谈中他突
然对张副营长大喝了一声：“你给我
站好，你这个俘虏兵！”

很快便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知
道了张副营长居然是我们师——军
史上赫赫有名的东野六纵十七师
——一战四平时被高副教导员从战
场上抓到的蒋军俘虏，但这个俘虏
兵不简单，就是他在一年后我军三
战四平时，冒着枪林弹雨，脚底踩
着守军洒在我军攻击道路上到处乱
滚的黄豆，连跌带摔又滚又爬地接
近了蒋军第七十一军军部，极大地
扰乱了敌人，为全班打进敌军部立
下了头功。

在我们师的战史上，三战四平
被描述成一场打得极为惨烈的战
斗，但我师却一战成名，被东野冠
以“攻坚老虎师”之称，我团也因
为此一战被誉为“攻坚老虎头”，盛
名远播。但当时让我真正激动的

是，这么一次即便是在
我军军史上也有地位的
战斗居然是就活生生地
站在我面前的张副营长
打 的 。 在 后 来 的 接 触
中，我多次引诱张副营
长详细讲讲这场战斗，
他可不上当，有一回被
我逼急了，一巴掌拍在
我后脑勺上，说：“我在
我们团算个啥！比我厉
害的多了去了！”后来终

归还是有点得意，笑道：“打进去的
时候我想顶了天了也就是个团部，
真没想到是他们的军部。哈哈，白
捡了一大功！”

因为年龄偏大，张副营长和高
副教导员他们那一批老兵很快就转
业了。当时我已调上级机关工作，
没能为他和高副教导员送行，但一
个刚被改造一年的俘虏兵冒着枪林
弹雨视死如归只身打进敌人军部的
英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张副营长说的比他更厉害的战
斗英雄在我们团至少有两位，其中
一位就是在海南战役中首创“木船
打兵舰”光辉战例的四连副排长鲁
湘云。总是这样，你入伍到了这个

团，也就进入了团史，传说中的老
英雄早已离开，但有一天还是会发
现你的一生都进入了他的故事。记
得新兵连指导员给我们上第一堂政
治教育课，1/2时间都在讲鲁湘云：
那是1950年 2月21日，隶属于陆军
第四十三军的我师为准备解放海南
岛，尽管正值春节，部队仍一天也
不停歇地驾船出海，进行渡海作战
的适应性训练。四连副排长鲁湘云
当天带领 7 名战士驾驶着一条小木
船，在大海上进行了一天艰苦的训
练，返航时风突然停了，只能就地
抛锚，待风返航。第二天拂晓刚刚
起风，远处一条蒋军军舰就向他们
驶了过来，面对这样的时刻，英勇
无畏并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英雄鲁
湘云沉着镇定地指挥大家摘下帽
子，不让敌人过早发现，并做好了
战斗准备。敌舰发现了他们，绕着
木船转一圈，开始用炮火轰击，木
船篷绳和锚车断了，船板被打坏了
一块，但我们的勇士没有惊慌，一
直以难以置信的沉着等待敌舰靠
近。敌舰果然以为木船被打坏了，
大摇大摆驶来，还不时用机枪向木
船射击。直到只剩下50米，鲁湘云
才大喊一声：“打!”木船上所有武
器开火，枪榴弹也在敌舰上炸开了
花。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狼
藉，仓皇逃窜 400 多米，才停下来
向木船开炮，并加速驶过来，要将
木船撞沉。这时鲁湘云更加无畏，果
断命令大家准备手榴弹，等敌舰驶拢
过来跳上去抓活的，也就是要俘虏这
条舰！敌舰终于没敢真正靠近，距离
100米就停下了，鲁湘云看出敌人是
害怕了，命令再次发射枪榴弹。敌舰
上再次冒起黑烟，仓皇逃到500米外
才胡乱放了一阵炮逃走。在我军一艘
帆船的支援下，英雄们平安地回到驻
地码头。鲁湘云和他的战友不但首开

“木船可以打败兵舰”的先例，还总结
了三条经验，为全军在海上克敌制胜奠
定了战法基础。以至于时任十五兵团第
一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将军后来在回忆文
章里写道：“这一木船打兵舰的英雄事
迹，大大振奋了部队，增强了渡海作战
的信心。”

此后数十年间，我拜访鲁湘云
老英雄、当面聆听他讲那一仗的心
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但在英雄
去世后，我还是从他的一位战友口
中听出了答案。我的问题是面对敌
军舰时，区区一条小木船上的鲁湘
云和他的战友为什么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坚定地选择了战斗和牺牲，那
位老英雄略显惊讶地看我一眼道：

“他怎么会那样想？换上我也不会。
我们都打到了海南岛了，为了这一
天牺牲了那么多人，我们不可能不

把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把革命进行
到底！”

和鲁湘云相比，我团还有一位名
气似乎比他更大的英雄，他就是1944
年入党、次年参军、曾在我团当过连
指导员、营教导员的刘梅村。在1946
年的四平保卫战中，刘梅村带领全连
坚守阵地18天，后来只率领最后的两
个班掩护了全师撤退。1947年的夏季
攻势中，刘梅村又率领连队参加四平
攻坚战，3次负伤不下火线，5天完成
5次攻坚任务，打垮蒋军一个团，俘敌
400余人，立特等功，被东北军区授予
战斗英雄称号。后来他又连续参加辽
沈战役中的锦州攻坚战、平津战役中
的天津攻坚战等恶战。在海南战役
中，刘梅村率领他的营经历了渡海登
岛后的所有恶战，并赶在所有兄弟部
队之前解放了海南最南端的天涯海
角。在 1950 年的全国战斗英模大会
上，刘梅村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
总司令的接见。他是我们步兵第 382
团诸多英雄中唯一享此殊荣的人。

在为我的新书 《远去的白马》 写
的文章中，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西南先
生用诗一样的语言安慰了我那一颗为
老英雄的渐次凋零伤感的心：“英雄的
生命会开出花儿来，而且不会凋零，
因为包括你在内的许许多多人，都在
用心灵的甘露浇灌这些花儿，天长日
久，自己的心上也会长出新的花儿
来，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这就是老
话里说的万古流芳吧！”

（作者系著名军旅作家，曾任海军
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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