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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点灯的人
吴海鹰

初次见到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威严，是
他国字脸上棱角分明的硬汉气息。他穿着
笔挺的咖啡色西装，系着碎花的领带，黑黝
黝的偏分头，说话如同出膛的子弹。他就
是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陕西省政协文教委主任、陕西杂文学会
名誉主席、陕西文史馆研究员、中国作家书
画院副院长、著名文化学者雷涛。

2013年的春节前，我随作为县作协主
席的父亲第一次去拜访他，雷涛叔叔和父
亲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父亲向他汇报：三原
县作协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政协文史委员
会、县文体旅游局，编辑出版了90多万字的
《龙桥新韵——三原当代文学作品选》……
我在办公室里轻手轻脚地转悠着，欣赏墙
壁上悬挂着他的书法作品。

他的书法作品飘逸洒脱，如同龙舞九
天；气韵生动，恰似波涛起伏。他和父亲坐
在沙发上聊着三原县文学队伍和发表作品
的情况，雷涛叔叔欣喜地说：“你们三原确
实了不起，不到一年时间，就给咱弄了这么
大成就！”父亲实话实说：“这部上下两册的
《龙桥新韵》能够出版，确实不容易，因为县
上经费紧张，给咱这部书题词的王巨才、阎
纲、周明、陈忠实、贾平凹、白描和你等一些
全国的名家，连最基本的稿费也拿不出

来。出书的经费还是县政协主席郭宝彦四
处协调、寻求赞助才解决的。否则，这书就
根本无法面世！”雷涛叔叔爽朗地笑着说：

“主要还是以前人们没有电子产品，要了解
人文经济，只能看书、读报，现在电子书籍
日益增多，读书看报的人也越来越少。加
上写作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稿费又低，写作
的人也就失去写作动力了。”雷涛叔叔对文
学前景的担忧让我颇有感慨。

再次见到雷涛叔叔是 2023年夏天，父
亲去看望抱恙的雷涛叔叔，我便随父亲一
起前行。到他家，进了屋，我把三原特产香
油、芝麻酱和他母亲最爱吃的绿豆糕递给
他的家人。父亲说：“娃听说你的老母亲爱
吃绿豆糕，就给你从三原带了些。”雷涛叔
叔站起来说：“你跟娃来还这么客气，感谢
感谢！”他走路明显不太灵便，右手也抖得
不停。父亲问他的身体状况，他摆了摆手
说：“脑梗引起的，没事，没事！”便坐下和父
亲聊起了文学，聊起了陕西的作家，聊起了
国家的前途命运。

父亲对雷涛叔叔说：“我儿子也是你的
忠实粉丝！有时候也写一点散文。”雷涛叔
叔对他的家人说：“去把我的新书给小吴拿
一本来。”他家人递上一本他的新著《原乡
记忆》，他又让家人拿来笔，要给送我的书
上签名。我手忙脚乱地打开书的扉页，雷
涛叔叔用左手拿起笔，颤颤巍巍地边在书
上写，边对我说：“右手现在写不成字，只能
用左手给你写了，字写得不好，请你不要介
意。”我听了他的话，眼眶一下就红了，他抱
恙在身，还不忘对喜欢文学后辈的关爱。
他是一名真正的文学战士，这一刻，他在我
的眼前无比高大！

雷涛叔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2月
24日，在大雁塔西侧，他牵头兴办的“天下
史馆”旁的听雨轩。这次去，是他为庆贺我
父亲写的《文学的实践者和守望者》等 7篇
文化散文，在北京《中华风》杂志创刊 20周
年获得金奖第一名而举办的小型座谈会。

经介绍，我才得知，雷涛叔叔在繁忙之
中还能抽出时间写出散文集《走进阿尔卑

斯山》、纪实文学集《走向王国》《走出西影
的女人们》《原乡记忆》等多部著作。他创
立了省作协陕西文学院；成立了包括小说、
散文、诗歌、评论等 12个专业委员会；提议
并创立了柳青文学奖。

听雷涛叔叔的一位侄女讲：雷涛叔叔
在担任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期间，从省
上为文学基金会争取了 1000 多万元，主
要是给既无工资又无钱出书的文学爱好
者资助书籍出版。他答应帮一名文学爱
好者出书，书还没有出，雷涛叔叔卸任
了，但是他自掏腰包给那名文学爱好者
出了书，这件往事，让我对雷涛叔叔的品
格倍增敬意！

合影时，他看见我拿的册页，问我：“你
拿的这是啥？”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请你
在册页上给我题几个字。”雷涛叔叔说：“我
现在右手还是提不成笔，只要你不嫌我左
手写的字难看！”我赶紧打开册页，拿出粗
号笔递给雷涛叔叔，雷涛叔叔稍微沉思片
刻，一笔一画写下“文章千古事，著述父子
兵”。字虽没有当年他用毛笔写出来的那
样行云流水，但是对文学后辈的厚爱跃然
纸上。

现在，雷涛叔叔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对
文学事业依然执着，他时刻关注着省内外
的文学爱好者，依然在为文学事业奔走、为
文学事业呐喊……

书人书事

鲁迅为何爱秦腔
——王鹏程《鲁迅长安行》读后感

王新民

1924年，鲁迅应西北大学校长傅铜之邀
请，到国立西北大学讲学，在西安期间多次
观摩易俗社的演出，题“古调独弹”匾额相
赠，并捐献50元讲课费。令人敬佩之余却不
免生疑，生长于绍兴、留学日本的鲁迅为何
如此喜欢秦腔呢？

近日，通过阅读西北大学王鹏程教授的
《鲁迅长安行》，不仅了解了鲁迅在西安看秦
腔的经历，而且理解了鲁迅痴爱秦腔的缘
故，可谓受益匪浅。

1924年 7月 16日，鲁迅受邀来到西安
易俗社剧场看戏。对于这位文坛巨匠的到
来，易俗社拿出了看家好戏《双锦衣》，演出
了全本的上半部分。该戏是著名秦腔编剧
吕南仲根据《宋史纪事本末》创作而成，并于

1920年在西安易俗社剧场首演。剧中秦腔
角色齐全，生、旦、净、丑一一亮相。鲁迅先
生观后意犹未尽，第二天又来到这里观看了
《双锦衣》下半部分。

自此，鲁迅先生便喜欢上了这种流传了
上千年的古老艺术，并于7月18日第三次来
到易俗社，观看了《大孝传》。过足戏瘾的他
在当夜的日记里高兴地写下了“月甚朗”，以
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周之后的7月26日，在他的学生王捷
三陪同下，鲁迅又一次来到了易俗社剧场，
观看了《人月圆》。据当时陪同鲁迅一同看
戏的学生，也是当时被称为“副刊大王”的孙
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过去就喜欢戏剧，有
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
节目很满意。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
好评，在西安能有这样一个以提倡社会教育
为宗旨的剧社，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
难能可贵。”

1924年8月 3日，也是离开西安的前一

天，鲁迅在收到 200元讲课费后，本就不富
裕的他慷慨拿出 50元捐给易俗社，帮助解
决易俗社戏曲学校和戏院的经费困难。

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鲁迅五次在易俗
社剧场观看秦腔，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情
缘。鲁迅痴爱秦腔，首先是高台教化使之
然。鲁迅多年任教、讲学，并在当时的教育
部社会教育司里担任过职务，戏剧本就属
于这个部门管辖，因为职务的需要和兴趣，
鲁迅对中国戏曲情有独钟。秦腔是中国多
种戏曲的鼻祖，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
石”。鲁迅来到西安，与“秦风秦韵”的秦腔
结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阳刚之美使之然。有人问，为
什么他这个南方人对北方的秦腔情有独
钟？鲁迅说：“明末李自成闯荡天下是带着
米脂的戏班子的，戏班子中有人流落到绍
兴，于是就有了绍兴戏，故绍兴戏要比毗邻
的嵊县越剧刚硬得多，实是秦腔，是旁支兄
弟。”说明鲁迅之所以喜欢秦腔，是觉得秦

腔同他故乡的绍兴戏都具有阳刚之美。
再次，慷慨悲壮使之然。鲁迅从小爱

看绍兴地方戏。正如《鲁迅长安行》所写：
这些戏曲曲调慷慨悲壮，与秦腔风格颇为
接近，初步培养了鲁迅在戏曲方面的审美情
趣。他不止一次表达过对绍兴戏中“无常”
和“女吊”的激赏。秦腔和绍兴戏以及其
他声腔在主题的伦理化、人物的脸谱化、
唱念的程式化上并无多大区别，它们之间
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
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
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
的差异”。焦循在《花部农谭·序言》中言
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
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
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可谓秦腔特点
精准之概括。秦腔淳朴自然、粗犷有力、
元气充沛，与绍兴戏有异曲同工之妙，鲁
迅喜欢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人格气质使之然。鲁迅之所以
喜欢秦腔，与其人格气质也有莫大关系。
或如《鲁迅长安行》指出的：鲁迅在日本留
学期间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在
《记念刘和珍君》中他赞扬“真的猛士，敢于
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性格刚烈倔强，对
于易俗社的秦腔，他看中的不仅是其“编演
新戏曲，改造旧社会”的改良觉悟，更是其
黄钟大吕般“其词直质”“其音慷慨，血气为
之动荡”的淋漓元气和生命底气。

文 字 的 力 量 与 生 命 的 温 度
李晓会

卫建宏先生的《卤阳湖畔》是一部饱含
深情与智慧的散文集，宛如一座用文字精
心搭建的精神家园。它不仅记录了生活的
烟火气，更是一位文字工作者对生活、对家
乡、对人生感悟的深情倾诉。作为参与本
书编辑、校对工作的我，深深被作者的文字
所打动，也对文字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卫建宏先生的文字，是
生活的写照，是情感的流露，更是对文字神
圣使命的践行。

《卤阳湖畔》分为四个篇章，每个篇章
都承载着作者不同的思考与感悟，如同一
幅幅细腻的画卷，徐徐展开在读者面前。

在“那年那月”篇章中，卫建宏先生以
儿子的中考为切入点，写出了一个父亲对
孩子的期望与担忧。这种情感是如此真
实，以至于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能从中找
到共鸣。他回忆起自己从农村走出来的经
历，那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以及对未
来的不确定感，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而对父亲离世的回忆，则如同一把钝刀，缓
缓地割开记忆的伤口，让读者感受到那份
失去亲人的痛楚与无奈。这些文字，没有
刻意煽情，却在平淡中透露出生活的厚

重。卫建宏先生用文字捕捉了生活中的细
微情感，将那些平凡的瞬间转化为触动人
心的力量。

“风尘仆仆的小村落”篇章则带读者走
进了渭北平原的各个角落，让读者看到了那
些被时代遗忘的村落背后的故事。这些村
落，或许在地图上只是微不足道的几个点，
但它们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农耕文
明。卫建宏先生通过对这些村落的走访与
记录，挖掘出隐藏在岁月深处的文化宝藏，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
坚守与变革。卫建宏先生的文字，如同一位
温柔的考古者，用笔触拂去岁月的尘埃，让
那些被遗忘的历史重新闪耀，展现了文字工
作者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神圣使命。

“思创留痕”篇章展现了卫建宏先生作
为企业管理者的另一面。他通过参加“思
创学院”脱产培训，深入学习了企业管理的
前沿理念和创新方法。在培训中，他与来自
不同单位的优秀同仁共同探讨企业发展新
路径，分享管理经验，汲取创新灵感。这段
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让他深刻认识到，企
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不断学
习、创新和突破。卫建宏先生不仅关注企业

的经济效益，更重视企业文化与职工的精神
世界。他倡导创新思维，鼓励职工持续学
习，这种理念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
为珍贵。他深知，企业的成功不仅在于物质
财富的积累，更在于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发
扬。卫建宏先生的文字，如同一座灯塔，照
亮了企业管理的前行之路，也让我们看到了
文字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耕耘《盗火者》”篇章则让读者看到了
卫建宏先生的另一重身份——文学爱好
者。他不仅自己热爱文学，还努力为矿区
的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鼓励他们用文字
记录生活、表达情感。这种对文学的执着
与热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
代浪潮中的坚守与担当。他深知，文学不
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社会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盗火者》这个平台，他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表达自己，也让矿区的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卫建宏先生的文
字，如同一把火炬，点燃了文学爱好者的热
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字在凝聚人心、传承
文化中的强大力量。

在网络如此发达，各种信息如洪流一
般涌入大众视野的当下，能够坚守文学初

心，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以文字记录生
活、抒发感情、感悟人生的能有几人？卫建
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社
会中，他宛如一位隐士，远离喧嚣，坚守着
内心的宁静与纯粹，用笔触描绘出一个又
一个动人故事，让读者在文字世界里找到
心灵慰藉。

《卤阳湖畔》是一部充满深情与智慧的作
品，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也让我们看
到了文字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卫建宏先生
的文字质朴而真挚，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
直击人心的力量。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
记录了时代的脉搏，展现了生活的百态。在
书中，他不仅是作者，更是一个观察者、思考
者和记录者。他用文字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
贵的记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缩影，透
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矿山工作、在
文学世界中执着追求的灵魂。

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
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卫建宏先生的
文字，正是这种使命的最好诠释。他的文
字，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前
行的道路，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字工作者的
责任与荣耀。

佳作鉴赏

《南山有月》诗作浅评

余志海

盛暑七月，首部展现陕西本土当代女性诗词成就的专集
《长安诗人诗丛》（第一辑）首发，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知名文化
学者蒙曼为该书撰写序言。十本诗集收录本土10位陕西女诗
人代表作各200余首，《南山有月——王小凤吟稿》是其中之
一。王小凤女士长期在陕西省诗词学会任职，诗名久闻。

《南山有月》诗作囊括绝句、律诗和古风数种。题材丰
富多元，有山河行吟、生活即景、怀古咏史等多类诗作。

山河行吟如《二碛口听黄河》：“凤翼龙鳞落满滩，星
光璀璨几曾阑。却听石上訇然吼，半是马嘶半是猿。”以
听觉入视觉，“马嘶”“猿吼”状水石激荡之雄。《桥山飞龙
岭观日出》以“金虎初萌动，蟠龙腾复来”喻朝阳，气势磅
礴。《过大阪清水寺唐僧弟子修建之千年古刹》：“时近清
明樱未发，枝头起落几闲鸦。禅烟知我故乡客，摇曳新桃
绾早霞。”梵音与天籁互应，禅意与乡思交织，勾勒简净，
笔触空灵。

生活即景如《辛丑年客广州小雪日逢寒流》：“寒气侵
南粤，羊城一夜冬。群芳堪落寞，候鸟忍倥偬。山雨无端
恶，江风未必腥。停舟二沙岛，漫和古榕鸣。”借物候抒漂
泊之思，孤单寂寞之感油然而生。《录女儿言》：“栽树几年
成？摘桃有父兄？谁人南市送？何处摆摊行？剥壳刀利
否？黑手可能清？阿母莫杀价，由她随意称。”以白描手
法记录市井民生，饱含悲悯之情。《伤愈出院》：“温情最是
返家园，横竖短长随意穿。半口热汤能醉倒，一声嗔骂也
缠绵。可怜疼痛依然烈，无奈失眠照旧烦。吁叹方出忙
咽下，丈夫梦话问甜咸。”以细腻笔触描绘伤愈出院返家的
复杂情感与生活场景。

怀古咏史如《谒石峁遗址》以金石之力刻写历史遗迹，
点化史前沧桑。《谒玉门汉长城遗址》：“虔诚拜谒恨乏辞，
枉自沉吟边塞诗。关据疆陲见烽燧，城开贸易任张弛。燕
然功系河仓堡，故里梦托红柳枝。将士无心留印记，残垣
枯草辨英姿。”生动勾勒遗址苍凉古朴之氛围，令读者直观
感受历史沧桑之变迁。

《南山有月》情感朴素真挚。长诗《西行路上遭遇车辆
抛锚60分钟速记》则以时间为线索，从抛锚时之焦急窘迫，
到众人互助时之温情暖意，复至车辆修好后之深切感慨，
完整呈现事件过程。并将此经历与《西游记》神话故事、张
骞西行之历史典故相勾连，赋予普通事件以深厚文化内涵
与精神启示，使主题得以升华。全诗既展现旅途艰辛，又
传达面对困难之坚韧与乐观，充满生活气息与情感张力。

《南山有月》风格兼容并蓄，约以下列四类为主：其中
雄健类、清丽类前文多有举例，而朴拙类如《延安王宿里村
赴农家盛筵》：“谁设丰年宴，一席皆美馔。四时杯里逢，五
谷盘中见。崖畔曲传情，农家语犹梵。归来月正明，寻径
诗成串。”情谊朴拙，类民歌真挚。活泼类如《怜鼠》：“行来
蹑足悄无声，豆眼灵牙秀且萌。厨下撒欢言但细，堂前谄
媚爪高擎。”生动活泼，若稚子般天真。

《南山有月》既有乡土厚味，又不失文雅格调；既接地
气，又见才情，体现当代诗人之“本色当行”。诗中多有妙
喻、妙悟、妙结等细节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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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两周的时间，仔细读
完吕志军新作《不语的群山》中的
22篇小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
拧巴，不仅因为书中的故事曲折
而悲伤，还因为那些窝在社会角
落里的另类人物，他们的人生总
有不一样的起伏和艰涩，他们为
讨生活而遇到的无奈和不堪，以
及不得已而无畏惧地抗争，幻化
成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图景，深深
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斗牛》以牛的视角观照“使唤
牛”的人，揭示“人”与“牛”关联着
的命运。“斗牛”是葛庄人或者是主
人公宽厚为了“奔小康”而想出来
的致富门路。在“时代熏陶”之下，
宽厚有了“将军”的气魄。他在“斗
牛场”上常对“牛”说“这是你的荣
幸！”而“牛”却质疑“为什么不让我
犁地？”宽厚抢白说：“犁地是你的
本分，打斗是你的宿命，没有谁能
躲避。”而“牛”因打斗受伤，又不免

“被人吃掉”，这也是“宿命”吗？
《不语的群山》中的逃逸犯“老

高”，壮实、沉默、坚韧，刀耕火种，
遗世独立，与群山为伍，却守候着
坟包里的“战士”，“或者他是逃兵，
厌倦了战争？”“我相信他。战士。”
老高“如一叶之于森林，一个星球
之于宇宙”，他“自己钻进另一个屋
子，钻进黑暗中去”，他相信“江湖
已经远了”，“一切都消失在土地
里，隐匿进不语的群山之中”。这
是远古以来的隐逸故事吗？不，这
是现实人生的真实一角。

《未竟的审判》穿越今古，对
“混进文坛”的“文化人郭进”进行
一系列“非常规”审判，“我对男人养女人一点儿也不在意，男
女苟且就像官员贪污、商人逃税、士人夸诗、农人偷鸡，除了
带给大家窥私的快感，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们享受着
空泛的虚名，做着迫不得已的文章，有几人是发自内心？又
有几人能得到现世的福报？”郭进的不断“交代”，使现实生活
中不堪言说的另一面昭然若揭。

《夜来香》写疫情防控期间的一种社会无奈。“所有的店
铺关张，很多店再也开不起来”，而遗腹子“小亮”在外公外
婆去世、母亲瘫痪，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洗脚店“上班”，
引来书店老板老刘“眨巴着眼皮，狡黠地笑”和各种各样的
怀疑、猜测、议论。后来，洗脚店“因为容留卖淫”而“被捣
毁”，“小亮也被抓走了”。小说写到此，“我蒙在原地，超市
挑着货物的人突然噤声，像黑白默片一般”。

这个集子中，还有《天空是个隐喻》涉及当今教育“无形腐
败”的怪象，《失落的方舟》描绘网吧的无序管理给学龄孩子的

“无情冲击”，《空瞳》写一对夫妇为寻找丢失的孩子而一生颠
沛，《回旋踢》再现的是一个小干部家属在官场托人办事被“互
踢皮球”的无奈。而所有这些对角落里另类人物的描写，总在
不断地向读者展现作者冷峻的目光、悲悯的情怀和毫不留情
的社会批判精神。作者曾说过，早先写了多年杂文，总习惯于

“呐喊”，这个“毛病”是改不了了。
最后，我想说，吕志军这个从三尺讲台上走下来的作

家，极勤奋、极用心，这本《不语的群山》就是他写作的阶段
性成果，文笔新颖而犀利，值得一读。

梦 想 在 奋 斗 中 闪 光
——读尹武平诗歌《梦想》

段小芸

欣赏品评尹武平将军吟诵的一曲《梦
想》，壮怀激越，斗志昂扬。诗人借助“一汪
青海湖的圣水”“塔尔寺的一缕佛光”“昆仑
山顶的一片祥云”“青稞酵成的佳酿”为歌
咏意象，吟唱了一曲对祖国西部山河、雪域
高原和旖旎风光的壮美赞歌。

英勇无畏的战士啊！手握钢枪，眼望
四方，目光坚毅，挺直脊梁。他们风餐露
宿，爬冰卧雪，战胜高海拔缺氧，忘却雪域
高原身体不适的悲怆，悄悄拭去眼角思亲
的泪水，像一尊巍然屹立、高大伟岸的雕
像，毅然决然地伫立在风中、在雨中、在雾
中、在雪中……

战士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是为了那洁
白如玉的毡房更加温馨敞亮；为了美丽清
澈的三江源更加欢快地流淌；为了奔驰的
骏马，还有那一望无际成片而壮实的牛羊；
为了那无边无垠青翠如茵的草场；为了那
春日里波浪起伏的油菜花香……

因为有了他们大爱无疆的坚守和默默
无闻的苦干实干精神，才有了太平盛世、国
运鸿昌、国泰民安的幸福、安康和吉祥。

其实，仔细品味这首诗歌的独特魅力

和审美意蕴，情真意切，发自肺腑，令人感
怀、钦佩不已。这首诗歌所描述的意境和
内涵，也是尹武平将军个人生活阅历、军旅
生涯和生命体验的真实写照。

在他看来，诗歌中所吟咏的诗情和意
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有巍峨挺拔、
连绵不绝的雪山；那里是长江、黄河、澜沧
江的发源地，清澈的河水汤汤……那里蓝
天高远、白云缠绕；那里有悠远辽阔的草
地，牛羊如云；那里既有高寒缺氧的生命禁
区，又有浸润着诗意放飞梦想的宏阔天地
……那里是战士们的第二故乡，无论他们
走到哪里，身在何处，那片神奇而美丽的土
地，都会令他们终生难忘，魂牵梦绕……

尹武平将军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参与并

指挥了藏区维稳、玉树抗震救灾、首长机关
演习、达标验收及灾后重建等工作。特别是
在那里工作期间，他曾差点跨过死亡的门
槛，准确地说在那里他获得了第三次重生。

尹将军把一腔热血和万般柔情，化作了他
的一首首诗歌、一篇篇美文、一幅幅美丽的画
卷、一段段归途拾光的记忆闪光点，呈现于世
人的眼前，令人无不肃然起敬、豪情满怀……

诗人充满激情澎湃的吟咏，把我们的
思绪带到了瑰丽多姿的三江源头，使我们
的身心和灵魂，在诗意盎然的吟唱中，得到
了一次次重新洗礼与温情重塑。

通过阅读诗人从心底流淌出来的这首
诗歌《梦想》，使我们的心灵深处充盈着如莲
般的喜悦，倍感欣慰和感动。这是对热血、青

春、梦想和生命的深情礼赞，是对神圣土地的执
着和眷恋，是对生命崇高的敬意和感怀。

阅读之、品鉴之，使我们的灵魂更加充
满阳光，充满正能量，充满昂扬奋发、向善
向上的力量。同时，使我们的身心变得更
加纯洁，更加纯粹，更加纯净，更加纯美，更
加通透，更加崇高。不再纠结生活中的忧
烦，不再斤斤计较什么功名利禄，不再随波
逐流、八面玲珑……

诗人通过这首诗歌，表象上是在借景抒
情，实质上是在向我们展示守卫边疆战士的
责任使命、勇毅担当的昂扬斗志和激情满
怀，表达了作者欢快明朗、积极向上、诗意盎
然的审美情趣，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秀丽山河
的热情讴歌，彰显了战士们对祖国、对人民
的赤子情怀和无私奉献的凌云壮志。

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在何种岗位，
阅读品鉴尹武平将军《梦想》这首诗歌，都会
令人热血沸腾，荡涤心灵。只要心中怀揣梦
想，我们就能一路高歌，拼搏向前，执着追
梦，脚踏实地，乐于奉献，让自己的生命和价
值，在奋斗中绽放出更加瑰丽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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