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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快递小哥手中拿到《火种》，一下子为书籍

装帧之美所吸引。我最初的感觉是宏大的，就如同

站在历史现场，感同身受地还原当年的场景；同时，

也深刻揭示了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探索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引领中国

革命走向成功的光辉道路。书名采用毛泽东手书

体，就如同透过蓝天红日，你会感受到燎原之势革命

“火种”的力量。

这部洋洋40万字的新著，作者倾其全力抓住了

溯源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再现波澜壮

阔的革命画卷。它纵向百年，以1921年7月中国共

产党成立为轴心，横向囊括了张之洞的君主立宪、五

大臣出洋考察立宪、废科举办新学、小站练兵等新

政。于是，就有了刺客与暗杀，连续的战败，割地赔

款，丧权辱国，国家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一切使

爱国人士极为焦虑和悲愤。革命党人纷纷奋起，他

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

然而，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内

部纷争不断，龃龉和内斗消耗了革命斗志，加之反革

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等立场，严重误导了人们的

思想，终使共和梦碎，革命成果旁落。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爱国的志士仁人又开始

了新的道路探索和寻找，这给新思想、新文化的产

生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宽松环境。于是就有了一批

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以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出版，预示一个新文化时代的来临。陈

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包括党的奠基人之一李大

钊在内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认

为，中国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

中国人思想的命”。

《新青年》展开的反封建斗争，引起广大青年的

共鸣，也成为反封建的斗士，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

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们

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黑暗、落后的面貌，必须有一条

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思想，就是“主义”。于是，就有

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马克思主义，这篇专著在《新青年》发表，是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标志，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受李大钊、陈独秀等影响，毛泽东在《湘江评

论》发表最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充分表达了他

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思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的两条道路，鼓励广大穷苦民众也行动起

来，掀起一场人民的革命,这篇文章显示了他“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的魄力”。 受到革命先驱者李大钊、

陈独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终于表达了他对马

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

不通了的”最后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

建者之一，带领工农大众发动武装斗争，彻底改变

了中国的命运。事实证明，以北大为中心，在全国

范围内逐步推高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

克思主义……

初读《火种》，有些许急躁，自然的，便觉得文字

很清淡，直至细细品读，蓦然，依旧平实的文字，此

时却散发着一丝丝灵气，缠绕在字里行间，一幅幅历

史册页以点带面地展现出20世纪前三十年风云际

会，作者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讲活党的

创业之艰辛与革命新征程的来之不易及其取得的辉

煌成就。场景与硬朗的文字巧妙结合。恍然间，读

者成了文字的主角，每一个字节都在轻抚你的神经，

而令我折服的倒不是其立论与观点有多么的新鲜，

多么的深刻，而是作者对原始史料的爬梳剔块。

《火种》是一部文笔流畅，叙事风格独树一帜的

著作。纵观全文，作者饱含深情的文字，使专著语

言甚是精炼，仿若多一个字或是少一个字便使作品

失去原本的韵味。如著作“写在前面的话”第八段

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

“寻路”的过程。寥寥数语，却引出后文关键线索。

其次，越是耳熟能详的题材就越不好写，而作者独

特的视角，以事件和人物为线索，“注重第一手资

料,追求原始版本”“不但要读档案和原始资料，还

要实地考察”，将过往与现实连结，融入历史、文化、

人文、人性。突显作者善于叙事，娓娓道来的文风，

以历史的语境，殷殷的人性关怀，历史感反思隐藏

在文字背后，嶙嶙突兀，凛凛寒芝。使得作品雅致高

远，思想深邃。

历史如同一列奔腾向前的火车，途中不断有人

上车，有人下车。于此之时，我们不能不对作者以史

为主，评述次之，令读者在阅读丰富的史实后自我感

同，并表示由衷的敬意。尤其是对陈独秀、张国焘、

汪精卫等人物和事件竭力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尽

量还原其本来面目，并冷峻有力地指出危机，这种不

刻意拔高、不轻易评论、不预设立场的客观中性写作

精神弥足可贵。

“寻路”或许就是《火种》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跨

越时空，那些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思想

和心路历程，那些红色的故事，生命的赞歌，回荡在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历史之间的对话
——评刘统《火种》的主题思想和语言特色

■ 苏天真

文字如蜻蜓戏水似的轻盈，又如同暖阳抚摸下

青草般的柔和，诗意充盈却又无半点故作姿态的高

深。以及，文中款款叙述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无不

随时映射着善意的光芒，这便是阅读张建春先生《向

阳草暖》的第一印象。文字极尽可能地还原到朴实、

简洁、简单的本真状态，这是独具特色的张氏文学风

格。也正因为如此，读他散文的感觉很温暖、明亮，

我读出了初春暖阳的味道、青青芳草的气息。甚至

还有农家米酒的醇香，略微的迷醉。

生活并不是在别处。张建春先生俯下身，注视

眼前的一草一木一柱一石，听它们诉说，与它们对

话。一个成熟的作家除了拥有超常的想象力，还应

具备细致的观察力、深刻的思考力与理性的判断

力。《向阳草暖》全书以篇章式呈现，分为风雨潦草、

且让风去、自然叙事三个部分。分别记录了张先生

对自然万物、社会万象、人生百态的感触、感动与感

悟。三个部分的语言表达风格略有差异，当然，这是

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第一部分侧重诗歌化的描

摹，第二部分侧重小说化的铺陈，第三部分侧重散文

化的叙述。

张建春先生是中国诗歌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他是兼具诗歌、小说、散文特长的三栖作家。

他的诗歌素以善于表达细微的感触见长。他写

廊檐下的雨水，“一滴水打疼另一滴水”，短短的一

句，就把读者打动了。如果没有深邃到骨子里的敏

感与善良，如何能写出这样不动声色却又惊心动魄

的诗句？《向阳草暖》中类似的描摹随处可见。“奶奶

守在村庄老宅子，周六的傍晚，一定依在门框边，把

目光望累，望断了”（摘自《抱瓜归》）；“风过岭，我揪

了一块当围巾，是鹅黄、淡绿、花红的颜色”（摘自《风

过岭》）；“严寒算不了什么，有阳光辐照，天就高高挺

起。阳光下草气充沛，我分明听到了怦然的心跳，是

草的，也是自己的”（摘自《向阳草暖》）。这些句子有

着绵延的张力，它充满爱、善良、体贴与温暖，一直蔓

延到书本之外。它很轻易地就潜入到我们的心的深

处，让我们粗粝的触觉变得细腻，让我们庸俗的视觉

变得诗意。

张建春先生的小说自成一体，安徽省内很多名

作家定义其为“张建春新笔记小说”。我佩服并欣赏

于他小说中语言的流动力，人物情感的感染力与思

想层面的穿透力。《向阳草暖》中，尤其第二部分“且

让风去”多有这样文学风格的呈现。“一条巷子搬迁

进了一幢高楼，巷子口收紧了，喧嚣安静了下来，关

进的门户，叩门声唤不醒，靠门铃和可观的视频分辨

人的熟悉程度，东家长西家短，关在了门外，借米借

油的日子，如一场童话”（摘自《搬迁》）。仅仅这一段

文字，其实已经可以是一篇微型小说了。他用了蒙

太奇的手法，剪接了三个故事片段：老巷搬迁——新

楼隔膜——老巷往事，它钻探到了人情的深度，体现

了一个作家的深切的社会悲悯意识。社会意识，是

一个作家的良知与善良。生活中的张建春先生就是

一个极其善良的人。某一日，张先生骑自行车上班，

过马路时，被一个骑电瓶车逆行且闯红灯的女孩猛

地撞倒在地，鼻子、手肘、手掌多处出血。他艰难地

爬起来后，第一句话居然是,“姑娘，你摔着没？要不

要紧？”那个女孩看到面前这个大叔满脸满手是血，

当场就吓哭了。一个劲地边哭边说，“叔叔，我是学

生，我明天要参加考试，我明天要参加考试”。张建

春先生自己坐到马路牙子上，安慰道，“丫头，别哭

了，你没伤着，你就走吧，以后不能再骑快车了，我骨

头硬，经摔，我不要紧。你回去安心复习迎考吧。”

“午间和一散文大家同聚，他安然于一边，一杯

绿茶在手边氤氲，几乎没听他说话。我猛地感到，他

就是静下的时光”。（摘自《静静的时光》）。文字里有

人物，有场景，有如氤氲水汽般缥缈但恰好可以让人

无限遐想或期待的故事。

“自然叙事”篇章里，游记散文居多。张先生凭

着智慧的心怀、明澈的慧眼，不徐不疾地带着我们读

者一路透视人间景象。张先生一边写景，落笔的重

点却并不在景。他倾心于记录当地的相关人情世

故、人物掌故。他用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视角写

散文，所以这使得他的散文独树一帜。他随处引经

据典，但所引之经典却都极其自然，极为平常。但却

熟稔和恰当之至。“去秋浦不泛舟，肯定辜负大好河

山，当然也怠慢了李白，知秋浦是先知李白秋浦歌

的，似有难解之缘，感念李白的气息和诗中可拣可拾

可品可依的况味”（摘自《泛舟秋浦》）；“朗月清风荷朦

胧，我又在淮阳城的龙湖边散步，湖是古城湖，承载了数

千年谁情水谊，水不浅不溢。一枚荷花近岸，我闻去，

仍是《诗经-陈风》中荷花的气息”（摘自《淮阳拾片》）。

与张建春先生平时的交往以及阅读他的散文，

颇是一种享受。试着像张先生那样去感知并享受日

常琐碎生活的爱与美，潜移默化中浸润着他温和、敦

厚的处世哲学。

“我对草爱惜，如今少有去侵害一株草。我和草

对话，将偶尔拾到的种子种进泥土里”（摘自《向阳草

暖》）。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与大善？有不少朋友戏

称张先生为“暖男”，人如其文。张先生温柔敦厚细

致的性格，决定着他的散文风格。所以他的文章没

有灰暗、消极的情绪，他的文章是向善、向美、向真

的。向阳草暖，向善人暖。希望人们都能像青青芳

草一样，在和煦的阳光之下自由自在地舒展肢体与

思想。如此，想像一下，都觉得是无比温暖的。

向阳草暖，向善人暖
——读张建春先生的散文集《向阳草暖》

■ 方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