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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张思德同志诞辰110周年。

近期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我

叫张思德》，讲述了革命战士张思德短暂而

光辉的一生。该剧以独特的叙事视角，诠释

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怎样为人民服务，在

荧屏上实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

象化呈现。该剧由程力栋执导，青年演员牛

骏峰饰演张思德，聂远、于震、王力可等众

多知名演员加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高水

准的视觉盛宴。

“我在做很多有意义的事。”电视剧开篇，

张思德在给母亲的信中写下这句质朴的话

语，这不仅是其崇高思想境界的彰显，更是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的真实写照。 剧

中，张思德的战斗经历令人热血沸腾。勇闯金

城寨、强渡嘉陵江、决战山城堡，战场上硝烟

弥漫、子弹横飞，他却如“小老虎”般英勇无

畏、冲锋在前。然而，他那些平凡却饱含深情

的点滴小事同样打动人心。他背负伤员，在艰

难险阻中为战友带来生的希望；他亲自尝百

草，只为保障战友的饮食安全；他主动替战友

扛枪，将危险留给自己；过草地时，他冒险抢

救身陷泥潭的战友……1944年9月5日，张

思德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炭窑突然崩

塌，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

洞中，牺牲时年仅29岁。

该剧采用倒叙结构，张思德牺牲后，镜

头切换至1915年4月，讲述山村早产儿谷娃

子（即张思德）的故事。剧中对张思德18岁

参加革命前的生活经历进行了细致刻画。他

被婶母收养，与黑老潘、牛娃子、张行发等少

年在乱世中艰难求生，生活困苦。这些苦难

经历，不仅为革命叙事增添了历史厚重感，

更深刻揭示了他后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情感根源。《我叫张思德》以川陕苏区革

命史、红军长征史、延安时期革命史为宏大

背景，以张思德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塑造了

一批信仰坚定、意志顽强、不怕牺牲、默默奉

献的革命者群像，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

产党人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风貌，细

致描摹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一根本宗旨形成的过程和实践的图

景。通过电视剧，我们看到，“为人民服务”从

来就不是一句简单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个

张思德用热血、用生命铸就，内涵丰沛，历久

弥新。

这部剧是一部信仰之剧，也是一部力量

之剧，更是一部充满家国情怀的温情之剧。剧

中有一段毛泽东帮张思德修改家书的情节。

因为已经有11年没有回家尽孝，张思德给母

亲写信，表达了对母亲的愧疚。毛泽东帮他修

改，提笔为他补上一句：“等革命胜利，接您来

团圆。”这段剧情把革命理想和人间烟火紧密

联结在了一起。张思德从一个贫苦的山村娃

成长为优秀的革命战士，离不开故乡的滋养、

领袖的教诲、战友的帮助、革命熔炉的洗礼和

锤炼，而这一切又构成了他崇高而坚定的信

仰和无私奉献的品质，成为“为人民服务”的

力量源泉和精神指南。

张思德短暂的一生中，没有建立惊天动

地的战功，但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

凡的业绩，凭借一腔纯粹的革命信念和对人

民深切的爱，把“为人民服务”春风化雨般融

入生命的每一天、日常的每一件琐事，最后，

以大无畏的牺牲让“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成

为永不熄灭的火焰，照亮每一个前行的人。

《一枕书梦》
朱航满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

书是著名散文随笔作家朱航满近年来的读书

随笔集。全书围绕一个“书”字：买书、赠书、读

书、品书；写书、编书、出书；书人、书事、书趣、

书史。作者以古朴的风格、细腻的笔调写出一

个个与书本有关的故事，引人入胜，充溢着古

雅闲适情调。

《废墟与狗》是一部文风犀利、立场鲜明，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性温度的作品。《挂

在墙上的弦子》以豫东平原的农村与矿区为背景，描绘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伦理的消

逝与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本期“中国好书架”精选这两本入选“2025年文学好书

榜”图书的书评，呈现给读者。

刘庆邦的小说集《挂在墙上的弦子》，收

录了9篇近年创作的新作，串联起豫东农村

与矿区生活的诗意画卷，延续着沈从文、汪曾

祺等文学大师的遗风，引领读者走进平凡人

物温柔而丰富的精神世界，重拾正在消逝的

传统与人情之美。

刘庆邦的《挂在墙上的弦子》深深扎根于

沈从文和汪曾祺等大师开创的文学传统。沈

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自然的灵动与

人性的纯美；汪曾祺描绘的水乡生活，洋溢着

平淡日子里的诗意与温情。刘庆邦在此基础

上，将目光投向豫东农村和矿区，用文字勾勒

出属于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在小说中，豫东农村的自然风光被描绘

得细腻动人。广袤的田野、金黄的麦浪、错落

有致的农舍，以及蜿蜒的乡间小路，构成了一

幅幅宁静而祥和的画面。例如，在描写乡村夏

日的午后，“日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一地

斑驳的光影，蝉鸣在枝头此起彼伏，仿佛在演

奏着一首乡村交响曲。树荫下，老人们摇着蒲

扇，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孩子们在一旁嬉笑玩

耍，追逐着彩色的蝴蝶。”这段描写，宛如一幅

清新的田园画，让读者感受到乡村生活的悠

然与闲适，与沈从文对湘西自然景观的诗意

渲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对人物情感和生活细节的刻画上，刘

庆邦也传承了汪曾祺式的细腻与温情。他笔

下的人物，无论是朴实憨厚的农民，还是勤劳

坚韧的矿工，都有着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他们的情感真挚而动人。通过对日常生活琐

事的描写，如农忙时节邻里间的互帮互助，矿

区工人下班后围坐在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

都展现出人与人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让读

者感受到那份源自生活深处的温暖与美好。

刘庆邦以质朴的文字为工具，精心雕琢

出一个个鲜活的平凡人物形象，展现出他们

背后温柔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豫东农村题

材的作品中，农民们虽然生活简朴，但内心却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而在矿区生活的描写中，矿工们的形象同样

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凭

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对家庭的责任感，默默奉

献着。刘庆邦通过对矿工们工作场景的细致

描写，如矿井下昏暗的灯光、弥漫的粉尘，以

及他们疲惫但坚毅的面容，展现出他们的艰

辛与不易。同时，通过刻画他们在工作之余的

娱乐活动，如围坐在一起拉弦子、唱歌，展现

出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生活的热爱。这

些平凡的矿工们，在刘庆邦的笔下，不再是简

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有着丰富情感和精神

追求的个体。

这部作品集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它记

录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消逝的传统与人情

之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豫东农村和矿

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传统

的手工艺、习俗以及人与人之间淳朴的情感

联系逐渐被遗忘。刘庆邦通过这些小说，为我

们保留了珍贵的文化记忆。

书中对传统手工艺的描写，如农村妇女

的刺绣、民间艺人的剪纸等，让我们看到了这

些古老技艺的魅力与传承的重要性。在现代

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而

刘庆邦笔下所展现的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家

人间的关爱呵护，让我们重新审视和珍惜这

些正在消逝的人情之美。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挂在墙上的弦子》以质朴又有美感的文字，

描摹平凡人物的丰富内心，留存正在消逝的

传统与人情。它让我们在阅读中感知生活温

度，唤醒心底对传统、家乡和人性美好的记

忆，时刻提醒我们，莫忘那些曾温暖心灵的

美好。

“狗毛一天比一天长，狗身则一天比一天

瘦，身上也越来越脏。渐渐地透过长长的狗毛

能看见狗骨了。但是，它们没有显露出任何离

开这片废墟的迹象……”阅读著名学者、评论

家王彬彬的《废墟与狗》，如同开启一场在记

忆与现实、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深度探索之旅。

这部作品既是作者对自我精神世界的深

度挖掘，也是对社会现象与人性复杂性的敏

锐洞察。书中，“废墟”与“狗”不只是对物理空

间的简单描绘，更是精神世界的隐喻，两者相

互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关于时代变迁、人性

幽微与社会发展的多维图景。

作者的笔触从童年的温馨记忆缓缓起

笔，逐渐过渡到对现实社会的冷静审视，最

终深入历史的深处进行反思。他以“废墟”为

思考的起点，这片满是荒凉与破败的土地，

不只是他散步时邂逅的场景，更是他思索人

性与社会变迁的开端。废墟中的狗成为他关

注的核心。这些被遗弃的生灵，即便身处困

境，依然坚守着对人类的信任与依赖。这种

忠诚与信任，在人类眼中或许只是“平庸的

善”，但在狗的世界里，却是它们生存的全部

意义。

在语言风格上，王彬彬承继了鲁迅嬉

笑怒骂、深入现实的杂文传统，以个人观察

与反思介入当代公共生活，细密严谨的逻

辑提醒着人们被忽略的常识，冷峻独特的

视角提供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多重思考。

在描绘废墟时，细腻的笔触将断壁残垣、破

败之景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读者仿若身临

其境。而在描述狗的命运时，更多地运用对

比和象征手法，将狗对人的忠诚信任与人

类的冷漠背叛进行鲜明对比，凸显出狗的

纯真与人类的复杂。

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评价王彬彬说：

“他的批评马力特别大，他一巴掌过来绝对不

是抚摸的，绝对是让你眼睛里面冒火的。”在

《废墟与狗》中，这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王

彬彬不仅用文字勾勒现实世界的景象，更用

思想穿透现象的本质，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社

会的矛盾。他敢于直面现实、直言真相，这种

诚恳真实的态度，赋予文字强大的力量。

评论家孟繁华称赞王彬彬在批评界是一

个独行者，认为他的文字实现了历史感与现

实感的交融。在《废墟与狗》中，这种交融堪称

完美。王彬彬回顾过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

运，同时将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与之关联、对

比，从而揭示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

和规律。这种跨时空的对话，让读者在品味文

字时，也能深切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

真实。

阅读《废墟与狗》时，不禁让人想起鲁迅

先生所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给人看。”王彬彬笔下狗的命运，正是这样一

种悲剧写照。它们曾是人类的朋友和伙伴，却

因人类的冷漠与背叛遭受无情的遗弃和杀

戮。这种悲剧令人痛心，更引人深思。

《废墟与狗》是一部满溢深刻思考和人

性洞察的作品。正如凤凰文学奖颁奖词所评

价：“作品的艺术魅力体现在日常描述与超

脱想象、充沛感悟与凝练表达之间，蕴藏着

智性的张力和乐趣，其深处，是一位知识分

子坚持批判精神和独立姿态的灵魂画像。”

阅读这部作品，仿佛经历一场心灵的洗礼和

思想的启迪。相信这部作品将成为具有深远

影响的经典之作。

废墟中的忠诚与人性反思
◎ 王志高

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
◎ 刘德军

记录消逝之美，唤醒文化记忆
◎ 贺源

《这才是真正的诸葛亮》
朱晖著，团结出版社出版。本书在充分发掘

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最新三国史学研究成果，还

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诸葛亮，并对《三国

演义》中的故事和情节进行了真假的考辨。

每每看到84岁的老父亲，搭个矮

凳坐在台阶上，佝偻着背，翻着一本

老旧的《今古传奇》，父亲读闲书的过

往，便浮现于眼前。

上世纪60年代，父亲初中毕业回

到本地村小做了民办教师，从此，他

一边种地，一边教书。为了补贴家用，

他还拜邻村老中医为师学习中医，而

后挎着简易药箱走村串户。农民、教

师、乡村医生，多重角色，让父亲忙得

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尤其是承包

土地后，每天去学校，他总是掐着时

间点，一路叮咚着下一面坡，再上一

面坡，在预备铃响起之前赶到办公

室。放学之后，又一路叮咚着赶回家，

或扛了锄头，或挑了粪桶，或挑了担

背了筐往山野走。待母亲的吼叫声响

起才赶回家，手忙脚乱地端上碗，病

人咳着喘着赶来了……

农活、孩子、病人，几乎把父亲的

时间都挤占完了，哪里还有时间看闲

书？小时候，除了春节，看他搭个凳子

独自坐在台阶上，入迷地翻着纸张快

要脱落的泛黄竖版《三国演义》，几乎

不曾见他看过书。

真正见到父亲读闲书是我参加

工作以后。那时我在乡中心小学任

教，父亲依旧在山区老家村小任教。

有时，中心小学领导要到村小检查工

作，邀约我同行，我便领着他们一路

翻山越岭往村小走。

村小办公条件差。偌大一间办公

室，泥巴地面，凹凸不平，六七位老师

挤在屋子中央那张宽大粗糙的桌子

上办公，每个位置前都堆了一大摞作

业本。让我惊奇的是，父亲的位置前

除了作业本，还码着一叠杂志。我随

手翻翻，里面居然有不少折痕，有些

地方还画有红线。一位老师大约看出

了端倪，笑着告诉我说，父亲太迷恋这

些杂志了，新杂志一到，他必定抓在手

里。可他实在太忙，只能随手翻翻，通

览一下目录。有时实在不想丢下，便

估摸着时间，挑短的看；长的呢，看到

哪里就折到哪里，如果折叠页没看

完，便用红笔作上记号……我想起家

里那些《今古传奇》杂志，总会不时翻

看到红杠杠，不觉恍然。

别看这些闲书，帮了父亲大忙。

他在村小教书的那些年，经常被安排

带毕业班，然而父亲并不慌张。他通

过讲述闲书上的故事激励孩子，写

“下水作文”引导孩子写作，一年下

来，孩子们的语文成绩提升不少。他

年年教六年级，年年考得好，父亲由

此成为本村乃至本乡的“王牌”小学

语文教师。1990 年，年近五旬的父

亲，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那

就是参加全县“民转公”考试。他知道

数学是自己的弱项，便只把精力放在

数学复习上，压根儿不管语文。一场

考下来，不但顺利转正，据说成绩还

排在前列。

闲书还培养了父亲的远见卓识。

父亲把钱用在培养孩子读书上，我们

三姊妹都通过读书考学离开了山区。

再后来，村里兴起建楼房，父亲也不

为所动。

不仅如此，闲书还浸润着家庭。

受父亲影响，我也养成了看闲书的习

惯。参加工作后，教学之余，我常把时

间花在看闲书上，并试着写稿投稿，

多年坚持，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

文、小说。

受家庭氛围影响，女儿自小也喜

欢看闲书，从小学到大学，闲书一直

伴随其左右。考上研究生后，成天忙

于化学实验的她，一有空闲，便一头

扎进图书馆。或许，那些闲书并不能

给她的学业带来帮助，但一定会给

心灵以抚慰，让她面对困难时，变得

淡定、从容，从而以更佳状态迎接求

学路上的挑战。

或许，那些闲书留下了太多记

忆，父亲视它们为珍宝，一直舍不得

丢弃。退休后，他将闲书从山区老家

搬到了县城。刚开始，因为租房，我

们常搬家，每次父亲都细心地照管

那些闲书，生怕弄丢了。直到今天，

它们依旧珍藏在他卧室的木柜里，

每每有了空闲，他便掏出其中一本，

细细翻看起来。

父亲的闲书
◎ 林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