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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岁月》一书，讲述了原北京军区内蒙
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七团从组建到撤销过程
中的人和事。

1969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
兵团的批示》，文件上印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照办。”当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组建了 4
个师 24 个团，其中二师师部驻地在今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下辖十一至二十团。
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从成立到 1975
年 11 月撤销，虽然只有短短 6 年 10 个月的历
程，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回忆。

本书编写体例再现了十七团建制框架。有
十七团历任领导、兵团战士名单、兵团人的回忆
文章，收录了各种文章 120 篇、图片 280 多张。
全书分为《图片记实》《首长风采》《团部记忆》

《连队生活》《吟咏抒怀》《附录》6 个章节，用细
微而生动、质朴而真实的语言，将那个年代、那
段历史兵团人特有的苦乐情怀跃然纸上，读来
发人深省、震人心魄。

这里有一批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哪里需要
就到哪里去，不计得失，甘于平凡，对兵团建设
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奉献。这里有一批哪里
需要哪里安家的现役和复员转业军人，有一批
长期在边疆工作的地方干部，更有一批响应毛
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更需要的
地方去的广大知识青年，他们在这里屯垦戍边，

寓兵于农。
十七团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更是得益于兵

团的熔炼与培养，很多人都为社会做出了重要
贡献。为本书写序点睛的盛天启，当时是十七
团战士、舟山知青，后来曾任《求实》杂志社秘书
长；吴聿衡，据说在连队时就通读车尔尼雪夫斯
基英文版的《怎么办》，并写出了长篇评论，后来
到了北京语言大学任教；王晓秦，当时是团宣传
队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后来写出引人入胜、波
澜持久的 80 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和
90 万字的《鸦片战争》；执导 80 集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义》的著名影视导演沈好放，曾是十七
团政治处的电影放映员⋯⋯

本书中文章的作者们，忠实地记录了在兵
团的生活体验。周佐写的《一个老兵的回忆》，
回忆了自己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视死
如归的壮烈战争经历，到兵团带领兵团战士“出
大力，流大汗，艰苦创业完成了特殊时期的特殊
任务”，之后又回到部队、再转业直到离休，用一
生诠释了“我是一个兵”的军人情怀。陈振英写
的《战地彩虹》讲述了兵团人排演芭蕾舞剧《红
色娘子军》的艰辛历程。排成这个剧目可说是
兵团战士创造的一大奇迹，连专业团体都不敢
排演，十七团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排成了。
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
神，让人刻骨铭心。书中写道：“练就立足尖功
夫，是一道流血的程序，演员们脚趾甲被碾掉，
鲜血透过鞋子渗到鞋外，在练习的地面上，留下
了一个圆点一个圆点的血迹。”战士演员们练就
剧中“大跳”“倒踢紫金冠”“凌空跃”等高难动

作，音乐、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各个环节都是
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拼博做到的，这是兵团人集
体智慧的成果。范国瑞的《感谢你——敲门的
兵团战友》描写了“煤气中毒的一夜”，是含泪的
喜剧。朱洪建的《青春足迹》记录了连队战士劳
动生活及锻炼成长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场
景跃入我们的视线，催人泪下，百感交集。

书中描写了兵团生活的艰苦。大田连里的
战士，干遍了所有的农活，这里春脱坯、夏拔草、
秋割麦、冬挖渠，被称为最苦最脏最累的四大农
活。脱坯最累人的是和泥、扣泥浆，战士们连头
发眉毛都沾满了泥浆块；夏日的河套平原，高温
可达摄氏 40 度，在如此炎热的稻田里拔草，艰
苦程度可想而知；割麦时，凌晨 4 点就得起床，
河套地区的麦地，短则 1 公里、长则二三公里，
不喘气少直腰，紧赶慢赶 1 个来回吃午饭，2 个
来回天已黑了，经常把人累得两眼发黑；冬天挖
渠，在大田四周挖出深二三米、宽四五米的水
渠，挖到深处，光向上甩土，既靠力气，还得有技
术，那是河套地区最累最花力气的农活。虽然
劳动强度大，但兵团人积极乐观，干起活来争先
恐后，干劲冲天。这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正
像本书的主编刘润梅的父亲、十七团政治处副
主任刘杰所说：“让每一位知识青年的聪明才
智，公平地展现出来，是兵团生活的一大特点。”

今年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50 周年，
《戍边岁月》的出版，会让我们铭记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的这段历史，兵团战士留下的艰苦奋
斗、勇于拼搏、众志成城、甘于奉献的兵团精神，
是我们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编辑推荐：
小说《天使之耳》，作者以独有的“记忆合

金”般的讲述记忆，加上诡谲莫测的缜密推理，
呈现了日本大萧条时期的东京夜空下善与恶
之间无数种可能的距离。

《天使之耳》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了肇事
者、受害人和警察三方的斗智斗勇。原本是受
害人的一方遭遇惨剧，本该令人同情却不知从
何时变成了加害人，令人毛骨悚然；原本是肇
事者的一方无视他人的安危，本该令人憎恶，
却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被陷害的一方，令人感
叹恶人自有恶人磨；警察试图抽丝剥茧，明断
是非，但由于智商有限，视野受阻，经常被误
导，加上案件众多，来不及细致处理，甚至麻木
办案，招致各方怨念。

作者东野圭吾在书中隐藏了 6 种基本款
“陷阱”，核心都是“不起眼的交通事故”：车祸中
幸存的妹妹以灵敏耳力令调查反转、谨守交通
规则的货车司机突然翻车、新手遭遇恶作剧追
尾、随意占道停车的年轻人踏上死亡之路、从车
窗抛出的空罐成了谋杀案的“物证”、无证驾驶
的奥运选手令整个团队都被卷入“丑闻”⋯⋯有
日本网友称，读完此书确实有一种痛感，“都是
如果人自身不改变就没法去防范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对警察、施害者与受害人，乃
至对规则本身都采取质疑的立场，冷静到了冷
酷的地步，不惮将人性的弱点及隐藏在这些弱
点中的恶意作无情揭示，在平淡的日常中撕开
了一道道新鲜的伤口。难怪有读者评论：“虽
说是短篇，但各种机关设计和惊天逆转都很有
新鲜感，也许甚至比长篇更为凝重。”

编辑推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的长篇小说《砂粒与

星尘》，已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砂粒与星尘》的故事是围绕一位“鹰把

式”、两个少年和一群动物展开的，其中鹰是贯
穿全书的重要角色。作品取材于东北，以“中国
鹰屯”和东北沙地为创作背景，通过对两位少年
暗合交融的成长经历与动物世界的悲壮传奇的
细致描写，诉说了一段问苍穹、拥万物的传奇，
引领青少年读者思考坚守的价值、真理的力量、
自由的意义等多重命题，进而挖掘人类精神世
界的永恒向往。

同时，作家将视野拓展至东北固沙造林的
前沿区域，对东北沙地这个独特地貌进行了全
景式描绘，直面人们对故乡逐渐消逝的惆怅、对
乡土生活秩序的敬意、对新时代新家园的呼唤，
展示东北大地上质朴的民风民情，以及东北沙
地居民特有的骨气和血性，呼唤并倡导人类在
自我发展的同时要恢复同万物对话的能力。

主编：刘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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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唐

了解一个人，你得看看他的言行举止；了
解一位诗人，你得读读他的诗。《一个人的诗
经》历经 10 年打磨，终于如一个初生的婴儿
于 7 月 6 日在深圳响起第一声啼喊！笔者有
幸 亲 身 见 证 这 部 巨 作 终 于 在 万 众 期 待 下 面
世，本书篇篇都是 24 行诗，210 个字，不多不
少，不增不减。那一串串滚烫的文字，那一页
页厚重的衷情，毫无保留地呈现出诗人赤诚
火热的心。

吴再，这位植根于深圳的诗人，用最深切
的语言吟唱这个时代的色彩，感受这个时代的
脉搏。他用睿智的目光，用全球视野看社会，
看世界，看未来。书中，诗人笔下两个地名频
繁出现：深圳，海南。诗人出生于海南，现居深
圳。显然，书里的诗篇，每一篇都与诗人有关，
与生活有关，与我们有关。诗人笔下的文字有
灵气，更有烟火味，还有着对世界动态灵敏的
触觉。

要 问 这 些 24 行 诗 里 藏 了 什 么 秘 密 吗 ？
一切都在诗里。《到五指山看梯田》，从诗里一
下子就能呈现一幅海南五指山特有的人文风

光的画面，让人仿佛身临其中，极富镜头感，
令 人 感 受 到 强 烈 的 画 面 震 撼 。 我 们 在 诗 里
就 能 领 略 海 南 岛 特 有 的 热 带 风 情 ，那 坡 鹿 ，
那小黄牛，那山蟹，还有那野菜，仿佛还透着
泥土的芬芳在诗中萦绕。不仅如此，诗中还
能 读 到 作 者 吴 再 先 生 的 人 生 哲 学 ：“ 躲 在 山
里，幸福常有，但很琐碎 。”这是再质朴不过
的 生 活 ，诗 人 喜 欢 的 自 然、朴 实 就 是 他 理 想
的向往。

吴再先生现在身在深圳这个大都市，依然
保留着最纯、最真的生活向往，而我们，是否也
能静下浮躁的心去感受自然、感受生活？但这
还不足以表达吴再先生真正心中的呐喊吧？
在《一个人的诗经》里还有：《吊着的乡愁》《乡
愁是什么，我的疼就是什么》《他乡阳光温暖不
了我的乡愁》等等，满满地溢出了诗人吴再先
生对家乡的爱与牵挂。

然而，牵挂一个地方，想念一种味道，不外
乎就是思念这个地方的人和与这个味道相关
的人。吴再先生的诗里出现的人物一串串，但
读到关于亲人的诗，总能看到饱含深情的诗
句，那种深切的感情，永远装不出来，写在诗
里，便成了永恒。如他的《父亲的粽子母亲的
锅》里，24 行文字，每一行每一句都饱含深情：

父亲
你有你的《离骚》与龙舟
你不会像大学问家一样教训我们
你从部队回来
朴实得就像岸边的椰树
风一起也会爽朗地笑
父亲
你并不像歌曲里歌唱的那么伟大
你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男人
你把我带入了滚滚红尘
我不知道该感谢还是⋯⋯
你走了，世界真很空荡
笔者绝对是个感性的人，每每读到这些情感满

满的字眼，还是忍不住鼻子一酸，眼眶湿润。我想，
如若吴再先生不是个感情细腻又深情的人，如何能
写出这样的肺腑之言？但在现实印象中，吴再先生
是个妙语连珠还有点幽默感的人，而他对自己的作
品从没有太多夸夸其谈，他说：一切都在诗里。

吴再先生的 24 行诗，篇篇都不一样，他的
诗囊括天文地理，日月星河，花鸟虫鱼，山川河
流⋯⋯诗里，足以体会到诗人渊博的学识，辽阔
的眼界。而我更读到了一颗对生活的热爱、对
社会现实的感知、对亲人深情的炙热的心。慢
慢品，细细读，也许你能读出更多的惊喜⋯⋯

这个写 24 行诗的人，有才，有爱，还有趣

□王志艳

近年来，潜心于中华经典文化传播的学
者易中天，携手画家胡永凯，推出了新版彩图
本《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包含《论语（上）》

《论 语（下）》《庄 子》《孟 子》《禅 宗》《周 易》6
册。

《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延续了他独特幽

默的语言风格和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讲述经
典故事 。“ 公西华的故事 ：有钱不如有人缘 ”

“ 鱼的故事 ：我的人生与你无关 ”“ 破执的故
事：你的敌人就是你”⋯⋯纵观书内标题，很
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人的阅读口味，120 个
经典故事搭配 180 幅诙谐插画，更显趣意盎
然。

“我们的传统文化只有经过现代阐释以
后，才能够真正地传承下去。”易中天说，从文

字到插画，这套书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
更现代的阐释，“希望能实现无障碍阅读，无
差别传播。什么意思呢？这套书的读者，老
到 99，小到刚会走。”

谈及阅读中华经典的必要性，易中天给
出了 4 个理由，即经典原本就有趣、经典富有
大智慧、经典可以现代阐释、经典能够塑造人
格。启迪智慧的办法是做智力游戏，而最好
的智力游戏是阅读经典。

阅读经典是最好的智力游戏 作者

：易中天

（著

）
胡永凯

（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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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潘凯雄

报告文学《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
的下姜模式》，实录了位于浙江省淳安县西南
部枫树岭镇上的一个偏僻乡村——下姜村求
生存、求发展、求振兴的奋斗历程。

“土墙房、半年粮，有女不嫁下姜郞”，这就
是当年周边乡亲们心目中下姜村的写真；饥
饿，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下姜人挥之不去的梦
魇。然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几十年里，
这个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曾经的“穷脏差”已出落成今日之

“绿富美”，且形成了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面
对这样的蜕变，该书作者一次次深入下姜，倾
听群众的呼声，触摸下姜的脉动，为下姜的精
准脱贫梳理归纳出“‘靠山吃山’，但‘吃’法变
了”“位置偏远，但交通变了”“地还是那块地，
但产出方式变了”“人还是那群人，但眼界和观
念变了”和“干部还是那些干部，但工作方式变

了”这 5 条“真经”，而在这一条条“真经”的背
后，都有一个个鲜活真实的村民形象和一段段
具体感人的奋斗历程作支撑。

下姜村的沧桑巨变，是近 20 年来的事情；
推动下姜村发生巨变的一个重大因素是它成
了 省 委 书 记 的 联 系 点 ，这 当 然 是 毋 庸 讳 言
的。从 2001 年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第一次
走进下姜村到 2017 年省委书记车俊首次来
下姜，16 年的时光，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
夏宝龙和车俊五位省委书记先后都将同一村
作为自己倾听民声、扶贫帮困的基层联系点，
一抓就是十几年。应该说，作为一省之领导
在选取自己的联系点时，不挑那些“光鲜靓
丽”的发达乡村作些“锦上添花”的“花架子”，
而是选择那些发展相对不足的地方去啃“硬
骨头”，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务实的作风，这样
的“硬骨头”一旦啃下来本身就更具典型性和
示范引领作用，也是省委省政府了解农村实情
的窗口，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推动“三农”工
作的实验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五
任省委书记持续选择下姜村作为自己的联系
点又难免会引发外界另外一种嘀咕：作为省委
主要负责人的联系点，上级对下姜在人财物等
方面的支持不倾斜一点才怪？下姜是否就是
靠拨款堆出来的“盆景”？坦率地说，存有这样
的嘀咕不奇怪，可贵的是作者对此并不回避，
而是用客观事实说话：作为省委书记的联系
点，下姜村得到的物质支持到底有没有？有，
但有限：一是用政府拨款修了一条机耕路，二
是在政府帮助下建了沼气池，三是村里民宿启
动时得到了乡政府一定的补贴，仅此而已。不
仅如此，自 2001 年被定为联系点至今过去了
18 年，与自身比，下姜村固然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与浙江大多数乡村相比，其发展水平不
过处于平均值而并非“爆款”，这显然不是“堆
钱”的结果。

那么，作为省委书记的联系点，他们给下
姜乃至全省乡村究竟带来了什么？作者劳罕
旗帜鲜明地昭告公众：“是省委书记传递的新

观念和新思路，以及生态保护理念催生的发展
新模式——这才是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的关键。”

在我看来，这才是作品的点睛之处。所谓
“脱贫”，所谓“扶贫”，问题的本质其实还在于
究竟“脱”什么又“扶”什么。这其中固然有物
质的“贫”，骨子里则是观念的“贫”和思路的

“贫”。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是扶
“贫”还是扶“志”、扶“智”？客观地说，适当的
物质支持是必要的，但仅有物质的支撑很可能
只会是一时之“脱”和浅层之“扶”，否则我们就
无法理解何以出现不少“脱贫”后又迅速“返
贫”的现象。

2019 年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之年，精准脱贫是我们必须要拿下的三大“攻
坚战”之一。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心无百姓
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的面世，其
意义当不止于仅在宣传下姜村这样一个脱贫
典型，而更在于回答了脱贫究竟脱什么、怎么
脱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

下姜村：中国农村精准脱贫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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