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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中，抗战题材作品犹
如一座巍峨的高山，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情感。

由呼和浩特市作协会员、武川县作协主席张
集超创作、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青山抗
战短篇小说集《行走的石磨》，就承载了这一厚
重的抗战史诗。作者以大青山抗战为背景，用
灵动的文字描写出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将抗
日战争时期的血与火、泪与汗、抗争与牺牲，以
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共收
录了 15 篇短篇小说，20 多万字，15 篇小说串联
起大青山军民抵御日军的壮丽篇章，从而深刻
映照出大青山抗战精神，让读者在文字的海洋
中触摸到精神的温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让人刻骨
铭心。《行走的石磨》这部短篇小说集，便是对那
段烽火岁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次
深情回望。作者以多个独立成篇的故事，构建
了一个关于勇气、牺牲、智慧和爱的叙事宏篇，
让读者在文字间重走那段艰难而光辉的道路。

《行走的石磨》犹如一部精心剪辑的历史纪
录片，将大青山抗战时期的诸多真实片段巧妙
融入小说之中。作者从历史资料中选取典型事
件，如八路军与日军在大青山腹地的激烈交锋、
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对抗日军“扫荡”等。这些
情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生动地展现
出大青山军民在极端恶劣环境下的顽强抗争。
面对日军的残酷围剿和物资匮乏的困境，根据
地军民始终坚守阵地，绝不屈服。这种坚韧不
拔的精神成为大青山抗战精神的鲜明底色，在
小说的字里行间熠熠生辉，激励着读者去感受
那段历史的厚重。

从《常胜将军》到《青山虎》，每一篇小说都
叙述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一个人物形象
都栩栩如生，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诉说着他们
的英勇与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尊
重史实的基础上，运用纯文学的手法，让这些故
事超越了简单的历史记录，成为了具有艺术感
染力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支前模范昼伏夜出的
惊险经历，还是“堡垒户”掩护八路军战士的感
人场景，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情感内涵和人文关
怀。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更凸显了人性的光辉与伟大。

《行走的石磨》这部作品没有宏大的战争场
面和英雄史诗般的叙事，而是通过一个个小人

物的故事，以小见大，展现出大青山抗战精神的
丰富内涵。书中塑造了大智大勇的八路军营长
韩双龙、有勇有谋的游击队长孙广，救死扶伤的

“半个医生”任素素，支前模范张兰兰和曹大
力、热血青年景秀、朴实善良的哑妈妈等典型人
物形象……但他们都在战争中展现出了不平凡
的勇气和担当。这些小人物的故事虽然看似平
凡，但却蕴含着伟大的抗战精神。他们的坚韧、
智慧和无私奉献，正是大青山抗战精神的生动
写照。

小说集的开篇之作《行走的石磨》，以其独
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设定，奠定了整部作品
厚重而深情的基调。石磨的“行走”，既是对八
路军后勤的支援行动，也寓意着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持续抗争的精神。这一象征贯穿全书，成
为连接各个独立故事的情感纽带。

《半个医生》通过一位医者的视角，揭示了
战地医疗资源的稀缺与生命的脆弱，同时也颂
扬了人性中的光辉与希望。《从放羊娃到游击队
长》讲述了一个普通人的成长与蜕变，他的故事
激励着每一个平凡人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
证明了英雄并非天生，而是时势造就。《飞回山
里的心》则描述了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景秀对
故土的深深眷恋，回到家乡的她，与日军展开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掩护老百姓转移光荣牺
牲。

在小说《针线中的情怀》里，讲述了这样一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张兰兰是一位朴实而勇敢
的农村妇女，她怀着对八路军的深厚情谊，带领
村里的姐妹们，日夜为团部的八路军战士缝制
军衣、做鞋袜。她们的一针一线，都倾注着对子
弟兵的关爱与支持，为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1951年 9月，党中央授予张兰兰“全国支前
模范”光荣称号，那一刻，她脸上洋溢着自豪与
喜悦，她的英勇事迹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
传奇。作者细腻地捕捉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独
特角色与贡献，以及她们如何在平凡生活中编
织出不凡的力量。这些故事，无一不在强调一
个主题：在民族存亡之际，是无数普通人的坚持
与奉献，铸就了不朽的胜利。

这部短篇小说集，深刻揭示了军民之间的深
厚情谊。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根据地人民积
极参军作战、捐款捐物、传递情报，与八路军生
死与共，结下了鱼水深情。作品浓墨重彩地描
绘了军民之间、战友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深刻
彰显了大青山抗战精神中团结一心的伟大力
量。

张集超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将写实与抒

情、细腻与粗犷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的文
笔简洁而有力，叙事流畅自然，没有过多的修
饰和堆砌，却能够直击人心。在描述战争场
景时，文字激昂热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在
刻画人物内心时，又细腻入微，让人感同身
受。同时，作者还巧妙地运用了象征、隐喻等
手法，使得作品更加富有诗意和层次感。另
外，书中还穿插了一些地方方言和俗语，增加
了作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使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又能了解
到当地的风土人情。

作者的语言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情节紧
凑且充满悬念。每一篇小说都像是一幅精心
绘制的画面，将读者带入那个战火纷飞但又
充满希望的时代。在《夜行侠》的情节里，喜
子挥着鞭子，赶着脚下的驴子，那驴子身上稳
稳驮着沉甸甸的毛口袋，正朝着归化城方向
行进。喜子此去，肩负着为八路军采买肥皂、
食盐、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的重任。别看喜子
平日里大大咧咧，实则机智过人、点子频出。
一路上，面对层层盘查，他沉着冷静，巧妙应
对，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量，一次次化险为
夷，成功地将物资送到八路军手中，故事情节
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令人拍案叫绝。

尤其是在《行走的石磨》中，对曹大力这
个主人公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通过“背着
一扇磨盘”“背部伤痕累累，鲜血直流”等动作
和细节描写，生动展现其勇敢坚韧、无私奉献
的品格。又如：送完石磨后，“他总觉得喉咙
里像有小虫子在蠕动，不由得咳嗽，胸脯憋
闷，呼吸粗重”等细节增强描写，让读者更直
观地感受到曹大力身体所受的伤害，也增强
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曹大力鲜明生动
的人物形象，便活脱脱跃然纸上。

张集超的语言风格质朴而真挚，没有华
丽的辞藻，却充满了力量。他的文字质朴而
深沉，直击读者的心灵。透过这些饱含深情
与力量的文字，在书中随处可找到触动内心
的那份感动。像《常胜将军》《飞回山里的心》
和《夜幕下的英雄》，小说的情节设计巧妙，故
事环环紧扣，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让人们仿佛
身临其境，无法放下手中的书。

总之，张集超的《行走的石磨》是一部值
得一读的佳作，具有深刻思想内涵、较高艺
术魅力和文学价值。他以独特的叙事方式、
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为读者
呈现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学盛宴。它
不仅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记录，更挖掘
了深层次的人性光辉与民族之魂。它提醒
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信念、责
任与爱的价值观，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二、以小见大，展现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

一、真实历史切片，映照坚韧底色

三、文学语言的魅力与精神传承

大青山抗战精神的文学映照
——短篇小说集《行走的石磨》赏析

■杨俊文

分分享悦读享悦读

呼和浩特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带，
其历史之丰富，文化底蕴之深厚，让每一位到来
者印象深刻。翻开《呼和浩特往事》，如同步入时
光隧道，穿越不同的历史节点，亲历那些辉煌、温
情、感人的瞬间。

本书是一部个人散文作品集。作者以在呼
和浩特生活 60 多年的亲身经历为创作背景，以
呼和浩特城市建设、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为素
材，创作完成《话说呼和浩特》《将军衙署》《旧城
的街道》《呼和浩特的春雨》《新城的商业与深宅
大院》《大召》等 40 多篇散文作品，涉及交通、商
业、饮食、自然等方面。同时配以珍贵生动的老
照片，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昔
日的历史风采和人文风情，表达了作者对这座城
市的热爱和对流逝岁月的怀念。

阅书亦观史，远古时期，这片土地上就已有
人类活动的痕迹。16世纪中叶建立“归化城”，即
今日呼和浩特的前身，开启了这座城市的辉煌篇
章。随后，清朝时在此设立绥远城将军衙署，进
一步加强了军事防御，同时也促进了经济、文化
的繁荣发展。呼和浩特市很多历史遗迹至今仍
在，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进入近现代，呼和浩特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
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服务业蓬勃发展，昔日的边塞小城逐渐转型
为一座现代化都市。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成为连
接亚欧大陆的重要节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取
得显著成效，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常态；市民
生活质量大幅跃升，幸福感满满。

呼和浩特的魅力绝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成
就，更在于流淌在血液里的精神力量。每年盛夏
时节举办的那达慕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

至世界各地的游客，人们在这里欣赏传统竞技项
目，品尝地道美食，聆听马头琴演奏的悠扬旋律，
体验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感受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共赴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

作品中还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描写，细
腻地刻画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灵魂，以及居住其
中的人们的喜怒哀乐。

书中对呼和浩特四季变化的描绘极为生动：春
季万物复苏，冰雪融化，嫩芽破土而出的情景被细致
捕捉；夏日里，辽阔的草原上牛羊成群，牧歌悠扬的
画面跃然纸上；秋季，金黄的麦田与蔚蓝天空相映成
趣，展现出丰收的喜悦；冬雪覆盖大地，银装素裹的
世界静谧而庄严。四季轮回的自然美，不仅展现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反映了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活状态。

那达慕大会的热闹场面也是书中的一大亮点：
骑手们策马奔腾的英姿、射手拉弓搭箭的专注、摔
跤手角力的激烈，以及观众的欢呼声与掌声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一幅充满生命力的民俗画卷。

还有对一些关键历史时刻的描写，如清朝设置
绥远城将军衙署的过程，以及抗战时期呼和浩特人
民抵抗外敌入侵的英勇事迹。这些情节在回溯真
实历史的同时，传递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气
节。

还有人物性格的塑造，无论是历史名人，还
是普通市民，都被描述得立体饱满。比如，一位
老艺人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传承，年轻一代对创新
追求的渴望，几位女性角色的独立坚强、温柔贤
淑，都体现出社会变迁中的人物风貌。

往事如烟，忆古追今，作者用流畅的文笔将
呼和浩特这座城市昔日的历史风采和人文风情
娓娓道来，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深刻体会到
其独特魅力，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寻根之旅。它
以广阔的视角、严谨的态度、优美的文采，为我
们呈现了一部呼和浩特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精神
家园的动人史诗。在这里，每一砖一瓦都有故
事，每一风一景皆有情愫，无论是历史爱好者、
文化学者还是普罗大众，都能从中找到感动与
启发。

一次成功的文化寻根之旅
■郭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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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观点

《内蒙古画报》从1948年创刊始，就是内蒙古
美术、摄影的重要园地和人才成长的摇篮，许多内
蒙古老一辈画家和摄影家正是从这里起步，从青
春逐步走向成熟的。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20
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画报”以绘画配以简要的
文字为主要形式，很少有摄影图片发表。50年代
中期以后，开始刊发摄影作品，并逐渐增多。后来
画报停刊。1979年复刊后，改为以摄影图片为主
的综合性时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画报。同时刊发
美术、摄影和书法艺术作品等，以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今“画报”编辑部携手远
方出版社，以“画说内蒙古”为主题，择其要将新时
期以来刊发的优秀美术、摄影和书法艺术作品分
别汇编成册，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可喜可贺！

《画说内蒙古》入选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
金2023年度社会科学普及专项后期资助项目，共
10册。为了适应丛书的“普及”性质，《画说内蒙
古》采用 32开小开本，一册在手，朴素亲切，方便
阅读。本卷名为《画说内蒙古·艺海》，收入新时期
以来在《内蒙古画报》上重点介绍的 32位书法家
的书法篆刻作品 150余件，35位摄影家的摄影作
品 130余件（组），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读之
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收入本卷的书法家和摄影家几乎囊括了内蒙
古书法界和摄影界的主要中坚力量，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蒙古书法创作和
摄影创作的整体水平。《书法篆刻篇》中，收入许多
内蒙古老一辈代表性书法家的作品，如年逾九旬
的李清波先生，其字“得颜楷之雄强正大，汲北碑
之厚重天然，有汉隶之飘逸多姿，宽博而温润，天
真而淡远”，在广泛借鉴前人基础上，形成自己的
风格，超凡脱俗，情致高远，敛放相宜，纯朴自然；
原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主席康庄，专攻楷、隶，尤以
楷书著称。其字以欧体为筋骨，以魏书为血肉，在
严谨中见机巧，在刚劲中透淳朴。原中国书法家
协会副主席、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主席何奇耶徒的
现代书法，借鉴西方抽象艺术和中国水墨艺术的
营养，具有鲜明的符号化和音乐性；原内蒙古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康新民以行草书见长，所作行草魄
力雄迈，沉着痛快；大草则笔力浑厚，富有奇情异
趣。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艺如乐图和原内蒙古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朝洛蒙是著名篆刻家，兼善蒙汉文
书法，其作章法奇绝，线条苍劲，笔力浑厚，富有感
染力。中青年书法家中，内蒙古书法家协会主席
李力对魏晋以来的经典碑帖，特别是“二王”书风

脉系心追手摹，立足古典求新求变，艺术面貌典雅而不失浑朴。孟德乡艺术视野开阔，
在书、画、印几方面均有涉猎，厚积薄发，成绩优异。而80后书法家杨家伟扎根传统，基
础厚实，静心耕耘，展现出优良的艺术才华，后生可畏。

《摄影篇》中，吴运生拍摄的《中国载人航天（神九）》组照，以其题材重大、瞬间精彩、
影像稀缺和不可再现性尤显珍贵。“中国驾机航拍第一人”诺敏·何所拍摄的内蒙古著名
景观，让人在欣赏大美北疆的同时，感叹作者的胆魄、毅力和精神。内蒙古摄影家协会
名誉主席朗立兴先生的人像摄影，特别是其中一幅冬季草原女性的特写，以独特的个性
和强烈的细节打动人心。而石玉平、刘春风、郭伟忠、赵如意、和平、王建平、沈起英、赵
云东等人所拍摄的蒙古马，或一往无前，矫健动人；或奋蹄扬鬃，傲然雄风；或天河浴马，
追风逐日……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境界追求，给人以不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感受。
王争平关注的是蒙古马的日常状态，他在那些静谧的画幅中，通过蒙古马折射出游牧民
族的情感与心灵世界。李文杰镜头下的蒙古马则呈现出温暖的情愫和多姿的意趣。阿
音通过对草原上一些普通景物和细节的捕捉，反映现代化冲击下草原及游牧民的生存
状况及精神焦虑。青年摄影家包曙光的组照《老人与鹤》聚焦一个生活事件，生动感人，
富有人文关怀。王鹏瑞的《远方》和组照《苍穹之下》采用特写镜头，前者塑造了一位草
原老额吉和孩童的典型形象，后者捕捉了搏克手、赛马手和普通牧人的生动瞬间。东哈
达则通过抽象和意象的画面，追求意境的表达，赋予作品某种东方韵味。王金镜头下的
金色沙漠光影旖旎，抒情动人。

总之，《画说内蒙古·艺海》一册在手，读者既可以感受中国书法所带来的传统文化
韵味，也可以欣赏现代摄影所捕捉的精彩瞬间及光影魅力，还可以回望过去，唤起美好
记忆，面对当下，礼赞大美北疆。《画说内蒙古·艺海》可谓精彩纷呈，美不胜收，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持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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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遵循《诗经》的天然脉络，揭开
《诗经》的神秘面纱，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
《诗经》。阅读本书，读者可以与古人开启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感受《诗经》的浪漫
与美好。

（据《陕西日报》）

《那遥远的声音——〈诗经〉今读》
温左琴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中英双语科普绘本从
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切入，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传播
绿色低碳生活美学，打造低碳
生活的行动指南。

（据《人民日报》）

《我的绿色低碳生活》
宋明霞 著，陈慧玲绘图，廉子健 译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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