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

29位先辈讲述的抗美援朝战争

《寻求意义》：

在探索“命运” 的路途上“寻求意义”

新作

述评

新作

推介

李泽厚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

其生前审 定的 一 部 文 化 随 笔 集

《寻求意义》日前正式出版。 这本

书是晚年李泽厚忆人生、 念亲人、

怀友朋、说人物、阐思想之作。 表

达了李泽厚对人生、 社会、 世界、

人类、未来的关怀和探索，亦表现

出李泽厚自然、坦率的个性，以及

坚持“走我自己的路” 的坚韧求索

精神。

本书分为 “忆往”“杂记 ”

“思想”“序跋” 四辑，内容宽泛，

形式不一。 收文计 72 篇， 除两篇

外，均为李泽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后所作。

李泽厚是思想家，但是，这位

中国 当代 大 哲的 文 章 意 蕴 之 深

厚，情感之饱满，文辞之清丽，一

直以来备受学界称颂。 一篇 《宗

白华 < 美学散步 > 序》， 学者易

中天说“曾让我们击节不已” ，至

今仍使许多人津津乐道； 在得知

好友 傅伟 勋患 病 而 写 下 的 文 章

《怀伟勋》，令学者郭齐勇赞叹不

已：“这篇文章洒脱自如， 文情并

茂，脍炙人口，精美至极，不仅活

脱脱凸显了傅先生的性情， 也表

达了现代士人的存在感受 ” ；而

一 些 看似 闲 散 的 文 章 ， 不 多 修

饰，情景中饱含时空玄思与人生

哲理；即便是那些周正的学术类

文章，亦文字凝练 ，余味深长 ，有

时引用诗句来推进其论题 ，全然

没有枯燥繁琐之感。 李泽厚的文

章之所以能吸引人、 能抓住人，

在 于其 深 刻而 新 颖 的 思 想 常 常

包裹在清新的笔墨之中，这或许

是他的思想、论著能在青年学子

中 被 迅速 而广 泛 地 接 受 和 喜 爱

的重要因素之一。

“红学泰斗” 周汝昌在一篇文

章中云：“读李泽厚的文章， 是一

种令我心存感激的享受经历，同时

还有一种语言表达的享受， 就是

‘恳切’ 二字。 语言的恳切情感是

大学者、是仁人君子的美德。 什么

是 ‘恳切’ ？ ‘恳’ 就是真诚 ，

‘切’ 就是渗透。 没有真实学问的

假学者，他们的语言表达里就没有

这种宝贵的‘恳切’ 之美，‘恳切’

之情。 ”

有人曾问李泽厚：“何谓 哲

学？ ” 他答：“简单一句话，我以为

就是研究‘命运’ ：人类的命运、中

国的和个人的命运。 ” 收入这本随

笔集里的文章，其所记、所议，恰与

人的存在或本质、人生的价值和意

义、 人的命运和诗情纠缠在一起，

不正是在探索 “命运” 的路途上

“寻求意义” 吗？ 或许，读一读李泽

厚的这些文字， 会对 “命运” 、对

“人生” 有一些更新和更深的认识

与感悟。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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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这是一部战争亲历者后人根据

29 位先辈讲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

争实况所撰写的书。

这本书用生动的故事 、 朴实

的文字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这场

波澜壮阔的战争， 从中体会英勇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始终发扬祖

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为了祖

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

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不畏艰难困

苦、 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 为完成祖国和人民

赋予的使命、 慷慨奉献自己一切

的革命忠诚精神。

杨建华在书中记述了先后担

任志愿军第 19 兵团司令员、志愿

军副司令员、 司令员的杨得志将

军。 1952 年年底，中央军委为加强

西海岸指挥部的领导 ，决定代司

令员邓华兼任西海岸 指 挥部司

令员和政治委员 ，杨得志负责志

愿军 总部工 作 。 次 年 1 月 到 4

月 ，志愿军歼敌 5 万余人。 在反

攻无望的情况下，美军提出恢复

停战谈判 ，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

然而，美国政府和李承晚集团却

是在玩两面三刀 ，表面上继续谈

判 ， 背地里扩充南朝鲜军队 ，甚

至企图将朝鲜人民军被 俘人 员

强行编制到南朝鲜军队中。 板门

店的谈判在战俘问题 上再 次陷

入僵局 。

7 月 13 日至 14 日， 志愿军仅

仅用了 21 个小时， 共歼灭南朝鲜

军 1.4 万余人，将战线向南推进 9.5

公里，最远 18 公里，拉直金城以南

的战线。此时，美国当局已经清楚地

看到，战争越拖延，他们的阵地将丢

失更多。 一贯骄横的美国不得不软

了下来。

7 月 27 日 10 时， 朝鲜战争敌

我双方在板门店举行庄严的停战协

定签字仪式。 至此， 历时 2 年 9 个

月的抗美援朝战争， 以中朝人民的

胜利而结束。 正如杨得志将军所

说，“朝鲜停战协定不是谈出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

王太岳记述，工兵专家王耀南

将军把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战场

上人民军队创造的地道战 、 地雷

战和爆破战术灵活运用到抗美援

朝战场上， 和指战员们一道创造

著名的坑道战 。 抗美援朝第五次

战役后， 交战双方进入阵地战 。

由于美军武器装备技术 水 平与

数量远远超过中朝方军队 ，形势

对于我们极其严酷 、 极其危险 。

但是，在人民军队面前任何困难

都将被克服 。 毛泽东主席 、周恩

来总理都不同意阵地战 ， 但是，

我们必须坚守阵地 。 周总理说：

“开城以北是一马平川 ， 美军可

以依靠空军优势向北进攻 ，朝鲜

战争会一直打下去 。 志愿军控制

了马良山 ， 可以直接威胁汉城 ，

双方战线成胶着状态 ，朝鲜战争

很难再打下去 ，只能通过谈判停

止战争 。 ”

1951 年 9 月 7 日，王耀南将军

奉毛主席之命， 带上多部苏式小型

空压机、100 多吨黄色炸药来到前

线，探索一种新的战法———坑道战。

看过电影《上甘岭》的人都知道，这

是志愿军创造出来的新战法。 细心

者会发现，志愿军的坑道战，同《地

道战》中八路军的地道战像是孪生

兄弟。 安源矿工出身的老工兵王耀

南将军在抗日战争中曾任晋察冀军

区二分区司令员， 就是他和华北大

平原的抗日军民一同创造了地道战

战术。 与之相比， 志愿军创新了坑

道功能， 使坑道不仅具有屯兵储粮

功能，而且具有战斗功能，成为名副

其实的战斗坑道。

彭少江记述了他父亲———独

臂将军彭清云的一段故事，这个故

事与罗盛教有关。 罗盛教是志愿军

第 47 军第 141 师直属侦察连文

书，生前是一名出色的战士，具有

很高的政治觉悟。 1952 年 1 月 2

日早晨，朝鲜少年崔莹滑冰时落入

冰窟窿中，罗盛教听到呼救声飞奔

过去，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

寒，跳进冰窟窿，尽全力将崔莹救

出，自己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

是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努力学习

践行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精神的缩影。 罗盛教所在第 47 军

第 141 师， 时任师政治委员彭清

云将军， 得知罗盛教的事迹后立

即提出， 要对这种国际主义精神

大力宣传。 这是因为，在彭将军身

上流淌着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

恩大夫的鲜血。 那是在抗日战争

中， 时任营教导员的彭清云在战

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右臂，

是白求恩大夫亲自给他做的截肢

手术。 当白求恩大夫得知他急需

输血时， 立刻卷起袖子把 200 毫

升鲜血输给了彭清云 。 部队入朝

后， 彭政委经常讲述白求恩为自

己输血的事迹来教育部队 ， 培养

战士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志愿军

热爱朝鲜人民， 深得朝鲜人民的

关心、爱护，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

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

成了伟大的战斗友谊。

这场历时 2 年 9 个月的战火硝

烟，终于迎来了停战协定。志愿军赢

得了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罗海曦

《别样的鲁迅》：

在“史” 与“诗” 之间看鲁迅

� � � � 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的描述 ，一

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史的方式，

一种是诗的感受。 若是介于两者之

间 ，不是从概念出发 ，而是捕捉文

字背后的隐秘， 以审美的角度、冷

静的态度激活话题，精神的延伸可

能更长。 新出版的《别样的鲁迅》，

无疑是介于“史 ” 与“诗 ” 之间的

写作方式，作者对“大先生” 鲁迅

的认知，多从细节入手 ，有时以考

据的口吻，还原出旧岁的片段。 于

是，文本生成的原因和历史变动之

迹，就活了起来。

作者姜异新是北京鲁迅博物馆

副馆长、 研究室主任，《鲁迅研究月

刊》 主编。 在她看来， 鲁迅确实是

“别样的” 存在，这一点在他繁多的

身份上不难得知：除了大家耳熟能详

的医学肄业生、金石学家、博物学家，

服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之外，他是

到坟地摆拍的大学教授，还是恋爱中

的“小白象” ……总之，是别样的有

血有肉的“人间鲁迅” 。 鲁迅自己在

书中，也常常使用“别样的”“越轨

的”“眶外的”“异样的” 等字样。 鲁

迅研究名家孙郁先生评述：“这或许

是一种下意识的表述，精神深处就有

这种别人没有的叛逆意识，这是鲁迅

的刚烈性。 ”

不得不承认，由鲁迅而能够瞭望

到许多风景， 这是百年来少有的现

象。 鲁迅无疑是伟大的，但是到底伟

大在什么地方、 是怎样的一种伟大、

这些伟大之处如何让读者、让一代一

代中国人能够理解、追踪他，这可能

是鲁迅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说不完

的话题。

《别样的鲁迅》一书，为读者

描绘了一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

家之外的，私人阅读语境中鲁迅的

形象 。 书的开篇引用了鲁迅先生

《“这也是生活” ……》一文中的

两个句子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 ，

屋子里显出微明……外面的进行

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 ” 这既是“生活中的

鲁迅” 的样子 ，也是全书理解鲁迅

“别样处” 的基调。 作者在那些看

似金刚怒目、被誉为匕首投枪的杂

文中，也有文气的流转 、柔性的流

动。 《宫门口周宅的一个春夜》描

述周家的生活显得很温馨，鲁迅与

母亲、朱安、许羡苏的一段对话，道

出周宅暖意的一面。 鲁迅给母亲带

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让母亲

大喜 ， 顺便说起曙天女士捎来的

《呐喊》，她觉得小说不该这样写。

鲁迅听后笑得烟卷都要从手上掉

下来，场景很是有趣。 这样的表现

是有创意的。

每个人和鲁迅相逢都会发现鲁

迅真的是我们的朋友， 鲁迅告诉我

们应当 “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

人” 。 鲁迅揭示中国传统的所谓道

德话语的虚伪，鲁迅提出人的概念、

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也就是立人。

人要有个性，要有自由的精神。 他用

现代性的方式建立认知世界、 感知

世界的方法。

关于鲁迅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

源，《别样的鲁迅》一书作者姜异新

指出：第一就是深厚传统的基础，他

的文化自主性从哪里产生的根本问

题。 第二就是他的域外资源，因为鲁

迅是一个“盗火者” 。 鲁迅的思想资

源、精神资源，来自于传统，也来自

于西方， 因此他能非常有底气地说

出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

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

立新宗”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新作

速递

点校本《南史》修订本及

《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在京发布

《逆行的不等式》：

讴歌基层工作者的职业奉献精神

� � � � 点校本“二十四史” 暨《清史

稿》修订工程《南史》修订本及

《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 近日

由中华书局出版，11 月 15 日在

京发布。

《南史》是中华书局推出的点

校本 “二十四史” 修订本的第 13

种，也是“南朝五史” 修订本系列的

收官之作。全书共八十卷，分为本纪

十卷、列传七十卷，通贯记载了南朝

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共一百七十

年的历史。

据《南史》修订主持人、首都师

范大学教授张金龙介绍， 本次修订

工作于 2007 年启动，在中华书局一

九七五年点校本《南史》基础上进

行，沿用百衲本为底本，在尊重原点

校本成果的前提下， 广泛收集并充

分参考清代以降尤其是点校本《南

史》出版以来学术界的校勘与研究

成果，进行全面修订。点校本原有校

勘记 1958 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

2903 条。

11 月 15 日在京举行的出版

座谈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

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表示 ，《南史》 原点校本不主一

本、择善而从，修订本对原点校本

作适当修订和完善，文本更准确、

校勘更精良、标点更规范。《北魏

社会经济制度研究》呈现了北魏

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全貌 ，体

现 出学 术研 究 领域 的开 拓性 和

创新性。

史竞男 许文嫣

� � � � 现实主义题材小说 《逆行的不

等式》 讲述了排爆专家秦峥和中医

医生封静久别重逢的故事， 表现年

轻基层工作者乐观昂扬的气质面

貌，与新时代精神同频共振，深受读

者好评。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中心等主办 的 《逆 行的 不 等

式》作品研讨会上 ，专家表示 ，该

作立意高远 ， 在平凡人生活中寄

寓崇高主题 。 男女主角在事业上

爱岗敬业 、 拼搏奉献 ， 在感情上

互相扶持 、共同 进步 ，不仅 满 足

了读者的情感需求，更让读者在

阅 读 中 找 到 了 价 值 归 依 和 精 神

向度 。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陈昆认为，

作者聚焦传统中医理论和救死扶

伤精神，从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了

作品精神内涵。 文中主人公不仅将

自己学到的中医知识应用到海外

维和医疗工作上，还在履职过程中

积极参与中医推广和病房建设，诠

释了中华文化的工匠精神和奉献

精神。

据介绍，该小说曾入选 2022 年

度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2022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

响力榜。

余俊杰

《西线归来》：

在文学中反思战争

� � � � 国内读者对德语作家雷马克的

了解， 多出于其成名作 《西线无战

事》，这部作品曾两度被改编成电影

并且都获得奥斯卡奖。

雷马克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

庭，18 岁时应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 在前线多次负伤， 战后做过教

师、记者、编辑等工作。 参战经历成

就了他一系列反战文学经典作品，雷

马克用文字还原了一代青年对战争

从兴奋、 憧憬到恐惧、 抵制的全过

程。 1929 年 1 月，雷马克根据自己的

战争经历出版小说 《西线无战事》，

作品迅速成为百万畅销书，被翻译成

二十多种语言，取得了“欧洲亘古以

来书业的最大成就” ，他也成为蜚声

世界的作家。

然而， 大多数读者对雷马克

《西线无战事》的续编《西线归来》

一书却知之甚少。 事实上，《西线归

来》1930 年 12 月至 1931 年 1 月

在报纸上完成连载并结集出版以

来，被翻译成 25 种语言在全世界发

行。 日前，中文译本《西线归来》正

式出版。

雷马克一生创作了十一部长篇

小说和一部剧本， 凭借 《西线无战

事》和《西线归来》两部作品，他在

“战争” 与“回归” 两个主题的文学

成就，一度超越了同时代所有作家。

两部作品前部描述德国青年在“一

战” 战场的牺牲与毁灭 ，后部展现

战后生还者的心理救赎。 尽管主人

公并不相同， 故事线完全独立 ，但

《西线归来》 仍因反战主题的延续

被各国视为《西线无战事》的伟大

续篇。

《西线归来》讲述的是“一战”

结束后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士兵的

“脱轨人生” 。 1918 年，持续了四年

的战争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二连共

500 多人殉国， 活到停火的只有 32

人。 当幸存的 32 名战士拖着伤痕累

累的身躯回到祖国， 没有鲜花与掌

声，只有冷漠与疏离。 失业、伤病、

饥饿、 心理问题……他们在混乱的

生活中努力打捞被战争打断的生活

与青春， 然而战友的同室操戈、好

友的自杀身亡、 伤残老兵的不公正

待遇， 以及政客的尸位素餐让他们

清醒地意识到， 通往和平的道路远

比想象的更加危险、 艰难。 看得见

的战争结束了， 但他们的心里依然

硝烟弥漫。

虽然书名叫“归来” ，雷马克却

悲观地写下太多的无法归来。书中无

处不在的反思与诘问留下很多警世

之语：“战争就像一台压路机， 无情

地从每个人身上碾过。 ”“战争为什

么不断重演，就是因为人们完全无法

感知他人的痛苦。 ”“我们本应为未

来而战，可是青年已死，我们没有未

来了……现在的我们，只不过是一群

活在废墟里的可悲的幸存者。 ”

如果仅仅把《西线归来》当作

反战文学来阅读，就把这部文学经

典的价值窄化了。 它只是背景发生

在战时， 通篇书写的是人性的困

境，是人类在每个时代都会遭遇的

深渊。 一个时代过去了，但动乱和

战争并没有停歇。 就在今天，世界

仍在发生冲突和战争，阵亡人数的

攀升和不断被曝出的受难者照片

引起全球关注。 《西线归来》在今

天重译出版，一定会激发人们对战

争更深刻的反思、对和平更强烈的

向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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