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气读完离休干部夏太安的《从战火中走来——
随第十五军一三○团万里征战纪实》，轻轻合上书本，脑
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幅少年从军图: 13岁的夏太安，穿
着一双破烂的鞋子和长过膝盖的军衣，跟随着部队冒着
枪林弹雨，先后参加了中原转战、淮海战役，随后一路南
下，冲过长江天堑，进军大西南。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在艰苦卓绝的上甘岭坑道里救死扶伤，在纷飞的战
火中，完成了一个少年的成年礼。

在3年多的解放战争中，还没有枪高的夏太安，跟
随着部队，徒步穿越了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福建、湖
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2个省。写到这里，
我突然想到，有人曾问邓小平：“长征那么艰难凶险，你
是怎样走过来的？”小平同志只非常简地回答了三个字：

“跟着走！”是啊！夏太安为了“跟着走”不掉队，靠着不
变的初心，穿破了无数双鞋子。回忆起解放战争中的千
里大追击，夏太安最刻骨铭心的，就是“鞋子”问题。

“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个个都是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英雄好汉，对生活的好坏，饥渴冷暖，从无怨言，但
最痛苦的就是脚上没有足够的鞋子穿。”夏太安深有感
触地说：“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是，“鞋子”就
多次在本书中出现。

参军那天，夏太安脚上穿着一双几乎要烂掉帮的布
鞋，随着部队边走边打。有一天，副指导员发现他因穿
着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而掉队时，便将自己一直舍不得
穿的布鞋送给他。这双布鞋，是副指导员从太行山老根
据地带来的，鞋底用粗棉布和细麻绳手工纳制而成，又
厚、又硬、又结实。当时，夏太安虽然穿着大了些，走起
路来拖拖拉拉，但却确实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后来，夏太安又穿过不少布鞋、胶鞋甚至草鞋。在
打过长江后的那个早晨，夏太安在敌军阵地上，捡到一
双美国造的球鞋,鞋帮破烂得只剩下几个“气眼”连在上
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极有弹性的透明胶底非常
结实。于是，他便将这双橡胶鞋底带在了身上。晚上宿
营后，他向住户大娘要了一块旧布，掏出针线包，将布缝
成双层布条，然后“米”字交叉着再缝在鞋底上，做成了
一双草鞋样的“凉鞋”。期间，这双皮“凉鞋”破了就缝，
缝了又烂，一直穿到布条再也连不上去为止，才恋恋不
舍地把它扔掉。后来，由于没有鞋子穿,只好找老乡买
了两双草鞋。正是靠着这双皮“凉鞋”，少年夏太安走完
了从江西到福建的千里大追击。谈及此事，夏太安坦
言，战友们最痛苦的就是“不合脚鞋子”造成的压力，是
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

每当战斗打响之时，夏太安首先想到的常常是，脚
上的鞋子冲锋时会不会掉？于是，在战前准备时，大家
都会用一根绳子或者布条绑好鞋子。为了防止紧急时

刻“掉链子”，夏太安总是准备了一根带子装在口袋里。
必要时，就掏出刀子在后鞋帮左右各戳一个窟窿，穿上
布条，提起来扎紧。直到1950年，部队在川南剿匪，第
一次下发制式的“解放鞋”时，他才得到一双“既合脚又
结实”的鞋子。当时，竟像得到一件瑰宝般，爱不释手。

1951年 3月，夏太安随15军 130团入朝，参加了5
次战役。1952年 4月，团卫生队刚刚在西方山阵地安
营扎寨，就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只听“轰”的一声，一
颗炮弹将卫生队掩蔽部的顶盖掀掉，炸起的黄土将夏太
安与一名军医掩埋住，还有一位军医壮烈牺牲。几天
后，夏太安在敌机的又一次轰炸中，再次被埋在坑道
口。其实，这并不是夏太安第一次遇到危险。早在解放
战争时期，夏太安就曾多次遇险。

大难不死的夏太安，终于在上甘岭战役中迎来了自
己的“成年礼”。生日那天，团卫生队黄队长安排了一个
特别的晚餐，他想方设法找来几个烤土豆和两个苹果，
充当“生日蛋糕”，讲了几句生日祝福的话，便像切蛋糕
一样，将烤土豆和苹果切成小块，大家分吃。而主食，就
是炒面，艰苦得居然没有一碗“长寿面”。

其实，这个生日夏太安期盼了整整5年。果然，18
岁的生日一过，他就在上甘岭前线的坑道里向着党旗
宣了誓，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少年军
医夏太安，就这样在战火中成长，他用5年的青春与热
血，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和平年代的今天，重读《从战火中走来》，走入少
年夏太安的世界里，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
一个少年走过枪林弹雨？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长过
膝的军衣”和“破烂的鞋子”里。毫无疑问，那是对初心、
对信仰的坚守，对国家、对人民的挚爱。夏太安的故事
告诉我们，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时代洪流中锤
炼而成的。他用少年热血书写的传奇，永远值得我们铭
记与思考。

少年军医夏太安的“成年礼”
□ 张卫平

读读书心得

最近阅读了杨本芬的《我本芬芳》。这本书讲述了惠之
跌宕起伏的一生，其中文枝这个角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她身上那种独特的“爽朗”气质，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文
枝在我的心中，仿佛就是春风中盛开的迎春花，虽小巧，却
满怀生机与希望，像阳光般照进人心。

文枝的爽朗是仗义的。她是《我本芬芳》中惠之的小学
同学。他们离散在湖南，相聚在江西。惠之找不到工作，害
怕自己学业完不成，无处可去的时候。文枝有力抱着她，轻
拍她的肩膀，爽朗的说“我这里难道不是你的落脚地吗？”这
句话给了惠之依托，让她惠之更有力量的去解决眼前的问
题。那个困苦的年代，大家都在数着粮食过活。文枝却
用微薄的收入张罗着宴请吕医生的饭菜，找一个工作和完
成学业的机会。文枝总是笑得灿烂，说话爽朗，仿佛能击穿
阴霾，将力量注入朋友摇摇欲坠的心中。文枝的仗义的爽
朗劲，是一种透入内心的支持，为迷茫的人撑起一片晴朗的
天空。

文枝的温暖也是爽朗的。在生活中，她总是事无巨细
的照顾惠之。从张罗惠之和吕医生相亲，到鼓励惠之迈出
追求幸福的第一步，她都温柔而坚定。每逢假日食堂关门，
惠之与吕医生便聚在她家里，为两人提供了相处的时光，也
最终促成了他们彼此的归属。文枝的温暖如春日阳光，不
仅滋养着周围的人，也赋予他们更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
生活的挑战。

文枝的爽朗也是是细致的。她总是在自己能够帮忙的
地方拼尽全力，又在别人需要空间时安静退场。当惠之需
要求助吕医生时，她张罗了一桌好菜，却没说什么，而是退
到厨房，给两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她在厨房里为自己备了
一小份简单的饭菜，却无心吃饭，只是在默默踱步等待。直
到知道惠之的事情有了着落。她才爽朗的笑出声，放下心
来。文枝的爽朗，蕴藏着细腻的体贴与坚韧的力量，像一缕
春风，无声中帮助着身边的人。

若说起年轻人的爽朗，多数人想到的或许是网络中的
张扬与特立独行，那种恣意挥洒自我的姿态。但我心中的
爽朗，却如同文枝般清醒与笃定。她的爽朗，像顽强的迎春
花，在荒芜的土地上尽情绽放，带给人无尽的希望。

书书香一瓣
文文学评论

时代洪流下的生命本质和人性幽光
——评荆州籍作家刘楚昕长篇小说《泥潭》

□ 彭定旺

《泥潭》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为背景，以荆州地域为
人物活动舞台，再现了时代的风云气象和世俗图景。整
部小说描绘了一众小人物在历史缝隙和社会激变中奔
突、挣扎、纠葛、迷茫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给人独树
一帜之感，其非线性叙事方法所呈现出的独特风格、先
锋意识和现代派的文学技巧，使读者产生强烈的文学感
觉，令人耳目一新。

叙事结构与多重视角
《泥潭》的叙事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旗人前军

官恒丰、革命党人关仲卿和神父马修德为主线。第一部
分采用亡灵恒丰第一人称的多头叙事，现实与梦境重
叠，超我与亡灵交汇，潜意识与多重人格意识闪回的手
法，展现其家族悲剧和死亡结局；第二部分以第三人称
聚焦革命党人关仲卿的革命活动，以现实主义笔触刻画
其复杂性格和心理状态；第三部分转换成神父马修德的
第一人称，以他的日记和楚卿的书信为载体，回溯人物
命运，填补叙事空白，使恒妤，关仲卿，楚卿，熊丑等一干
人物形象在命运延展中得以完整和丰满。三部分既独

立成章，又相互印证，虽然人物主角及叙事方法各不相
同，但在读完全篇之后，你会感受到它们的内在相关和
气息相通，你才会明白人物之间的关联，才能把三部分
的碎片连成整体，拼凑出一幅完整图景，人物形象也得
以更加完整和丰满，从而产生“原来如此”的感觉。

小说大量运用意识流、闪回和“超我”对话等现代主
义技巧。例如，“我看见我……”的多重自我叙述，既增
强了文本的虚幻感，又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矛盾。

多重视角中死亡和逃离是唯一贯穿全篇的。左都
统恒龄穿胸自杀，留学生沉海自尽，恒丰、恒妤、端瑞、乌
端、马修德等人死于非命，关仲卿、楚卿等人的逃亡，不
仅是命运发展和人物结局需要，更承载着深刻的文学寓
意——旧秩序的瓦解、新势力的迷茫，以及个体在时代
裹挟下的渺小和无力。

小人物视角与非英雄化书写
《泥潭》刻意避开宏大历史叙事，采取非英雄化书写，

聚焦于社会边缘人物。三个部分的主角在社会生活和政
治舞台上都不是重要人物，即使关仲卿卧底清廷得到清
都统的重用，在革命党夺取荆州城后，他成了善后司司
长，同黎元洪总统、黄兴等革命领袖同场开会，并上了袁
总统的首义功勋名单，多少也算个人物，但作者从不往高
处大处去写，而是往细处小处落笔。在他的日常里写出
他的心思缜密，体弱多病，知深浅懂利害，信念坚定，既有
杀伐之心又有清雅作派，作为候补道和善后司长，不同流
合污去贪占田产和钱财，不与恶势力结盟去做省议员；写
黎元洪黄兴之类的大佬，也是三言两语去写他们的平庸
和鲁莽，而不写他们作为大人物的异象和特质。不渲染
不营造不铺设不议论，不搞情节发展和草蛇灰线，也没有
高潮迭起和跌宕起伏，只有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只保留
小说核心要素——冲突和细节，便足以让读者感受到时
代气息和内心情状，使人物充满分量。

对习惯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第二部分是最
无阅读障碍的，它把第一部分中不曾引人注意的一个
人物——关仲卿写成了这一部分的主要人物，而且成
了全书体量最重的部分。三部分的叙事手法无论如何
变幻，对人物内心的细腻描绘和现代主义的文学气息
却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对善良与卑劣，懦弱与反抗，

失落与希望，挣扎与自救等心理活动的表达，充满了洞
察力、人情味和感染力，睿智而深刻。在历史洪流与个
体生命、生存与死亡、真相和诡异、罪恶与救赎的哲学思
考中，作者通过对小人物的形象塑造，展现了彼一时期
的社会冲突、民族冲突、阶层冲突，描绘了人物之间的复
杂关系、生命本质和人性幽光。

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
小说以荆州为地理坐标，虚实结合地呈现出荆州背

景。《泥潭》中的荆州似乎仅指城池所在地，而非所辖疆
域之地。承天寺、玄妙观、关帝庙、便河桥、天主教堂、沙
市码头、公安、草市这些城市地标和毗邻之地在小说中
一次次出现，作者却又不片刻驻足于风物景致，风土人
情，更不屑于源远流长。这种“不屑于流俗”的写法虽显
遗憾，却符合作者聚焦人性而非地域的创作意图，却又
十分合理。

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沙市有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开发的码头文化，应该具有丰富的文学底
料。《泥潭》每次写到关仲卿回到沙市，却从不写他在沙
市落脚何处，或许关的居所与戏剧大师余上沅（沙市人，
应与小说人物关仲卿同龄）的宅院相邻，再或许他们是
童年玩伴？给读者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泥潭》在方言使用时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粗略
印象中，只使用了三个词：老巴子（老妇人）、奶巴子（婴
儿）、裹人（说话纠缠不清，反反复复）。沙市自古以来就
是荆楚文化的中心，积累了上千年历史的流风余韵，其
独特的方言俚语，肇于远古，传承至今，许多惯常使用的
词语，其实衍生于古代的文言文，在小说中适当使用并
不影响文本的纯净和品格，相反可以增加人物的质感和
鲜活，大可不必讳莫如深。

小说主人公是虚构的，历史人物如恒龄、连奎、唐牺
支、马修德等人却是史料中的真实存在。相比其他荆州
本籍作家创作的同类题材作品，《泥潭》的历史空间更为
广阔，人物及活动场域更多，创作手法更丰富多姿，人物
形象更细腻真实。

总之，刘楚昕的小说《泥潭》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洞
察力和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其文学手法、艺术特点及
主题的深刻性均值得文学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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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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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

夏日的夜晚，回到家，在昏暗的灯光下随手拿出梭罗的
《瓦尔登湖畔》，被里面截然不同的迷人夏夜所吸引。当白
日的暑气渐退，湖面开始泛起微凉的涟漪，他或是坐在小木
屋的门廊下，静享时光；或是划着小船漂浮在湖心。没有城
市的喧嚣，只有各种昆虫的细语低吟，蛙鸣此起彼伏。有
时，还能听到夜鸟，如猫头鹰或潜鸟，发出神秘而遥远的呼
唤。月光洒在湖面上，仿佛铺就了一条银色的缎带，星星在
深邃的夜空中闪烁，每一颗都显得格外清晰与明亮。

思绪不禁飘向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女主角许红豆
在小院里度过的那些夏夜，是如此令人向往。没有都市的
霓虹闪烁和车水马龙，只有远处传来的虫鸣蛙叫，偶尔还有
微风拂过竹林的沙沙声。大家围坐在木桌旁，头顶是璀璨
的星空，手边是温热的普洱茶或冰镇的啤酒。阿奶拿出她
珍藏的古老乐器，即兴弹奏一曲；有人分享各自的故事，有
人谈论生活中的困惑与感悟，也有人只是静静地享受这份
宁静。许红豆坐在院子里，看着星空，感受着晚风吹拂面
颊，内心的焦虑和烦恼都在这片刻的宁静中消散。

想起前段时间回到老家，每天落日时分，那如诗如画的
美景让我迫不及待地搬来一把古朴的藤椅，悠然自得地坐
在门外。抬眼望去，深邃、幽远的深蓝色夜空中，挂着一弯
宛如镰刀般弯弯的月牙，散发着格外夺目、璀璨的亮光，恰
似一颗精心镶嵌在夜空中的绝美宝石。繁星如珍珠般密
布，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一眨一眨地，仿佛在和我玩捉迷
藏。天空无比辽阔，让我觉得自己如尘埃般渺小。一阵轻
柔的微风拂过，紧接着，清新淡雅的花草清香扑鼻而来。我
忍不住舒展紧绷的身子，缓缓闭上双眼，沉醉在这闲适、宁
静的美好夏日里，仿佛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只剩下这美妙
的自然之景和内心的宁静与惬意。

从瓦尔登湖畔夏夜的身心合一，再到电视剧里小院夏
夜的温馨宁静，最后到家乡夏夜的质朴闲适，就像经历了一
场奇妙的旅程。在这不同的夏夜异调中，我寻到了那一份
闲适之美，那是心灵得以栖息的港湾，是疲惫生活里最珍贵
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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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年”原创书系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共
六册：《节日里的小时候》《灵灵的八音盒》《快乐小孩的
游戏四季》《味道里的童年》《童年谣》《蜗牛想有一朵
花》。六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通过节日、老物件、游戏、

美食、童谣、童诗六个视角，勾勒出富有中国文化底蕴与
生活温度的童年图景。

“中国童年”书系深入挖掘中国孩子独特的成长记
忆，书写中国孩子最真实、最有生活味的故事，是“我小
时候也是这样”的惊喜认同，更是“原来还能这样给孩子
讲童年”的启发。

课本作家肖复兴在《节日里的小时候》中用18个节
日，串联起三代人关于节庆与亲情的共同记忆，大年初
一穿新衣服、赶庙会，端午节缝香包、包粽子，中秋夜赏
月，作家以童言童语描绘了一堂生动的“时令美学”课。
大奖作家殷健灵《灵灵的八音盒》带我们走进她童年里
那些闪着温暖光芒的“珍物”，小猪储蓄罐、饼干桶记录
着成长与温情。作家、名师何大齐在《快乐小孩的游戏
四季》中生动描绘了春夏秋冬40种传统童年游戏，不仅
写玩法，也写其中的生动细节、人情味、孩子释放天性的
快乐。儿童文学作家冯杰则通过《味道里的童年》，用地
域风味勾连童年记忆，将“吃”与“爱”娓娓道来。儿童文
学作家徐鲁的《童年谣》不是传统童谣的收集整理，而是
写了自己藏在童谣里的成长。儿童文学作家安武林《蜗
牛想有一朵花》则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童诗，映射了自
身的成长和面对困境的乐观精神。

本套书的价值不止于回忆，更在于传承。在创作过
程中，六位作家变成了孩子，用贴近生活的语言、生动细

腻的描写，讲述童年最真切的体验与情感。这些朴素的
故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代际情感联结，自然流露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可以说，这是一套
既能陪伴孩子精神成长，也藏着爸爸妈妈小时候的童年
之书。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评价该书系称：“童年、
童真、童趣，是人生最宝贵的馈赠，也是了不起的收
藏。这套书正是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们赠给小读者
的精神礼物，相信只要你进入阅读，便会有无尽的快乐
收获。”

“孩子的童年应当是什么样子？”这是许多家长常常
思考的问题。在注重学业成绩和未来发展的今天，我们
更应关注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体验，给予孩子幸福的感
受。这套书可以让孩子放松下来，在没有考试的暑期
里，读有趣的故事，放松身心，和大作家们进行心灵的交
流。看看作家的故事，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故事。有位家
长买了这套书后，写下评论，“书中有童年的味道”“收到
书，孩子就看了起来，说很好看。”孩子的童年，原本就应
该充满欢声笑语。家长和孩子一起进入童年的时光隧
道吧。

愿每个孩子都拥有充满欢笑与烟火气的童年时光；
也愿每一位成人能够在“中国童年”书系中，找回记忆中
那个自由、纯真、无拘无束的自我。

新新书推荐

一套适合孩子阅读的暑期读物

这几天，枕边放着的“菜场作家”陈慧的一本散文集，翻
到《安庆小叔》时，我心里想着，取名的母亲一定很爱她的孩
子，盼着他平安、快乐地生活在人世间。造化弄人，母亲去
世后，安庆小叔便失去了生命里的太阳，一个人过着糟糕的
日子。

“安庆小叔显得特别高兴……一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和
万先生说着国际上的热点新闻，很是有见解的样子。”每读
至此，心中酸涩不已。和家人朋友谈天说地，这是一件再平
常不过的事情，作家笔下的小叔却如同遇到了值得欢庆的
大事，“他立刻扛起锄头带着我们向山里进发……”或许，对
于一个长期独居的老人而言，他人的一句问候，一个笑脸，
便似一缕温柔的光，照亮人生每一个黯淡的日子。

“儿子满月的那天晚上，婆婆递给我一个红包，说是安
庆小叔给我儿子暄暄的见面礼……我捏着烫手的红包，眼
睛酸酸的。”在作家看来，窘迫的小叔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
着实不容易，心心念念来给孩子送礼物，却只是捧着一颗真
心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多少有些令人心中不忍。幸运
的是，书中的小叔还有时常接济自己的哥嫂，还有愿意听自
己说话的侄儿侄媳，那个总是爱冲人咧嘴笑的福伯是怎样
独自走过无数个白天黑夜的呢？那个不知疲倦的黑色音
箱，应该是他这么多年来望了又望的光吧。

有一回，我在电话里陪父亲聊天，从他口中得知，国家
给福伯重修了房子，每年还给他补贴两万多块钱，福伯笑的
时候嘴咧得更开了，只是，那个老旧的黑色音箱，他依旧日
日提在手中。

父亲种玉米时，福伯远远地看见了，背上锄头就过来
帮忙，一亩水田里，两个白了头发的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拉起了家常。母亲站在家门口喊吃饭，福伯扭捏地跟着父
亲回了家，饭桌上，福伯小心翼翼地扒拉着碗里的饭，父亲
为他夹菜，爱笑的他倒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回老家探亲
时，车子经过福伯家门口，我刚摇下车窗，他就一路小跑过
来和我们打招呼，女儿甜甜地叫“爷爷”，福伯连声答道：

“唉——唉——”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邀请独自坐在家门口福伯一起团

年。这一次，他关掉了手边的音箱，饭桌上，女儿殷勤地给
福伯倒酒，这个爱笑的老人，端着杯子，又一次红了脸。当
夜空燃起绚烂的烟花，福伯和父亲并排站在一起，我仿佛看
到一点微光落在他花白的发间。

是的，我们愿意和作家一样，做这人间一缕温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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