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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延安聆听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教诲；他曾给‘独臂将军’
余秋里当警卫员，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也是肃宁人的骄傲。”提起从肃宁走出去的英雄吴长
胜，郭九州感慨万千。

72岁的郭九州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肃宁的历史文化研究，搜集整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几年前，
他到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采访，从老乡口中得知，当地有一位从肃宁走出去的老红军战士叫吴长
胜。而在家乡，这位英雄却鲜为人知。

于是，郭九州开始查阅资料、走访亲属，让吴长胜的名字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红色往事红色往事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催人奋进，
读书能改变命运。我喜欢读书，书香
为我播种了希望。

初中时，正值红色文化类书籍盛
行，我时常购买。为了买到喜欢的
书，我省吃俭用，把母亲给的零花钱
全都攒了下来。母亲知道我喜欢读
书，有时，从鸡窝里掏出鸡蛋卖了换
钱，让我拿去买书。两三年下来，我
买了百余本书。

那时，学习不太紧张，作业也不
多。许多书，像《战火中的青春》《红
岩》《小兵张嘎》《林海雪原》《夜幕下
的哈尔滨》，还有 《黎明前的黑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是我在初
中时读的。书中英雄人物的故事令我
心潮澎湃，激励着我，学起习来也有
劲头。读这些书，培养了我坚韧顽强
的品格。

看连环画时，我不止看画面，还
仔细阅读画面的文字解说。看完一本
后，我基本上能把内容背诵下来。尤
其是《一支驳壳枪》《红灯记》《智取
威虎山》等连环画的画面与内容，至
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高中时，我的阅读领域逐渐扩
大，而且每当看到书里优美的语句
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摘抄下来。那
时，阅读、摘抄和背诵是我的精神享
受。半年多，就写满了几个摘抄本。
同时，我还有日记本和作文本，每当
听到或亲身经历了有意义的事情时，
我就记录下来。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写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高中毕业后，我在生产队
参加劳动。队长担心我干不了重活
儿，就让我去看玉米地。每天虽然早
出晚归，但能一边守护玉米，一边读
书，那段时光，惬意又幸福。

后来，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工
作，读书、看报、写作，成了我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家有两个大书橱，里面摆满了
各种书籍，它们被我像宝贝般地仔细

保存着。每天早上起床或午饭后读
书、看报，已经成为我多年的生活习
惯。

我喜欢读诗歌、写诗歌。阅读古
典诗词，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阅读
现代诗歌，让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我自费订阅了 《诗刊》《星星诗刊》
等。读诗、写诗，也成了我的精神享
受。

耳濡目染，我的儿子也喜欢读书
与练笔。儿子说他已经看了几遍《三
国演义》，我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直
到他能将一些故事情节原原本本地背
下来时，我才深信不疑，高兴地夸赞
了他一番。儿子擅长写小说和散文，
他写的10来篇作品相继在省级以上报
刊发表，有 3篇作品还荣获了国家级
大奖。

改革开放后，城乡的巨大变化
打动了我。我拿起笔，写下一系列
歌颂城乡变化的诗篇。诗歌 《致敬
英雄 我心向党》《美丽的中国成了
人间天堂》《新时代的好榜样于天
瑞》 被选入全国中小学生朗诵读
本，多次获得全国诗歌散文征文活
动的奖项。

从参加教学工作到现在，我一直
保持着写作的习惯。随着写作水平的
逐步提高，作品也陆续在省市级报刊
上发表，我还被一些报刊聘为特约编
辑、特约撰稿人，多次被评为知名报
刊的优秀通讯员。尤其近年来，随着
智能手机的广泛运用，写作更加便捷
与得心应手，我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
多。这些，都得益于日积月累的阅
读。

我读书与写作的经历，充分证明
了阅读、积累与练笔的重要性。读书
是提高认识、提升写作水平的最好方
法。

多读书、读好书、多练笔，坚持
不懈，思想与认知水平就能得到很快
提高。置身于书林之中，陶醉于沁人
的书香，是多么快乐与幸福！

我是“70 后”，小时候在农村，
天天都在野地里和小伙伴儿们疯跑着
玩儿。大一点儿了，就挎个篮子挖野
菜，拎根绳子捡柴火。直到 9岁，才
跨进学校的门。初中时，家里条件不
好，很多人劝说母亲，不让我继续念
书了。可母亲觉得知识能改变命运，
咬着牙供我继续上学。

小学时，我把家里所有能看的书
都读完了，仍远远不能满足我对知识
的渴望。有一年，班上转来一位新同
学，她的爸爸在外地上班，给她订了
《小星星》《小学生》等刊物，让我羡
慕不已。于是，我就主动接近她，终
于，从她手里借到了那些梦寐以求的
期刊。

母亲希望我能上中专或读师范。
因为当时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就可以分
配正式工作。我成绩本来就好，语
文、历史、政治 3科不用复习，每次
考试都是第一名。这也得益于我博览
群书，知识面广。数学和物理就没这
么大的优势，但仍名列前茅。初三
时，学习变得紧张起来，我暂时告别
了小说，专心学习。最终，以当地第
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学校。

一进学校，我就有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终于可以自由地读书了，终
于有读不完的书了。学校的图书馆和
阅览室，是我每天下午下课后必去的
地方。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学生时
代多么快乐啊！我想，“书中自有颜如
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意思，绝不
是说读书可以升官发财，它是说书可
以给人一个新世界，一个丰富、深刻
而又恬静美好的世界。不管在现实中
境遇如何，爱书之人的内心总是丰富
美好的。

师范将毕业，我有机会进入大学
深造。为此，我减少了参加毕业留
念、晚会、聚餐的活动，把时间都用
在了学习上。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进
入了一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课堂上，我如饥似渴地聆听老师
们讲课，系统地阅读了各个时期的文
学名著。我不再满足于图书馆借书阅
读，想拥有自己喜爱的书。核算了生
活费，决定再缩减开
支。每天早上我只买一
个烧饼或炸馒头，连腐
乳、榨菜、辣酱都省
了，更别说豆浆、小米
粥了，只喝水房里免费
的开水。中午则买一个
馒头，打半份最便宜的
凉拌菜。每次看到刚从

油锅里捞出的炸鱼、香气缭绕的丸
子、炖鸡块等，我就闭上眼睛，快
步走开。回想那时，虽然日子有点
苦，但每次买到心爱的书时，一切
不快都会烟消云散。《平凡的世界》
《四世同堂》《战争与和平》《约翰·
克里斯朵夫》都是在那时攒钱买下来
的。

毕业后，我来到学校教书。后
来，有个机会能到一个收入更高的单
位去，我犹豫了。比对了收入、工作
环境、工作内容等，我还是难以作出
抉择。纠结中，我想起了读过的“雷
尼尔效应”。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
教授工资与美国教授平均工资相比，
一般要低 20%左右，教授们之所以愿
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不到更高报酬
的其他大学去，完全是出于留恋西雅
图的湖光山色。为了美丽的景色而放
弃更高收入的机会，被华盛顿大学的
教授们戏称为“雷尼尔效应”。当时，
我所在的学校图书馆里藏书丰富，阅
览室有上千种刊物。如果离开这里，
我就再也享受不到它们了。于是我拿
定主意，为了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
书籍，放弃了更高收入。

如今，我的生活充实而快乐。更
大的收获则是，女儿受我影响也成为
一个不折不扣的“书虫”。她在年少时
曾宣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
小学时就痴迷读书，简直可以用“废
寝忘食”和“手不释卷”来形容。她
喜欢古典文学，没人督促，自己背诵
了大量的古诗文，她曾在大学自主招
生自荐信中这样写到：“背书从不是我
的烦恼，拗口的楚辞、精炼的唐诗、
优美的宋词和红楼梦中的经典名篇都
是我喜欢背诵的。”的确，她能熟练背
出《葬花吟》《离骚》全篇，被同学称
作“大牛”。在我担心她不务正业会耽
误学习时，她顺利通过心仪学校的自
主招生。她说，通过自主招生，要感
谢读书！

是啊，感谢读书！读书，让我们
的生活充实而悠闲、丰富而舒适，读
书带来的享受和快乐是我表达不尽
的。读书，让我们生活更美好。

读书读书，，让生活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
吴宝平

他看似粗犷，却拥有丰富细腻
的内心世界；他不善言辞，却将生
活写进了诗歌；他热爱读书、写
诗，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他叫张
秀芳，今年73岁，是沧县兴济镇一
位普通的退休职工。近日，张秀芳
历时两年完成了10万余字的长篇叙
事诗《抗日回族英雄马本斋》。

张秀芳热爱读书，两年前，他
阅读了一系列关于马本斋的书籍。
马本斋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宁死不屈
的英勇事迹深深震撼着张秀芳。他
决定拿起笔，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内
心的激动和感触。

这一提笔便是两年。为了深入
了解马本斋的事迹，他反复阅读历
史资料和相关书籍，有的书甚至被
他翻阅了六七遍。辗转反侧的思
考、反反复复的词句推敲，最终汇
作一首动人的叙事诗。全诗10万余
字，记叙了马本斋传奇而伟大的一
生。

“当你真正地了解马本斋，熟悉
他的生平，就会情不自禁地从心底
生出由衷的敬意。”张秀芳说。

张秀芳对文字的热爱，从小便
已种下。

年幼时家里条件不好，到处借
书看，在旧书摊前一待就是一整
天，小说、诗歌、散文……什么都
看，自己也学着写，一朵野花、一
只飞鸟、一抔土，他看在眼里，抒
于笔下。后来，他被分配到沧县仪
表厂当工人，依然读书、写作。还
利用业余时间到学校、培训班里学
习写作。他曾在《中国文学》《天
津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 200余
首。

退休后，张秀芳更是把大量的
时间都投入阅读和写作中。几年
前，有感于刘胡兰的事迹，他为其
写下了数万字的叙事诗。

“阅读和写诗就是我人生的一道
亮光。”张秀芳说。

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
火烧到鸭绿江边，朝鲜战争爆
发。村里的年轻人踊跃报名参
军，吴长胜多次向乡里提出请
求重返前线，但因身体原因没
被允许。

1953年，随着中国人民志
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节节胜
利，国家进入到和平建设时
期，大批复转军人响应祖国号
召奔赴东北开发北大荒。此
时，吴长胜再也坐不住了，他
再次向乡政府提出申请，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53年 3
月，经县民政局介绍，吴长胜
背起行囊，辗转来到了内蒙古
满洲里，在当地铁路部门当了

一名工人。
郭九州说，吴长胜在满

洲里铁路车辆段工作了几十
年，不但没人知道他曾经的
战斗往事，也没人知道他是
一位伤残军人——当年，他
在战斗中负伤。直到 1978 年
12月 20日，满洲里铁路部门
党委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一
封加急电报，电报里要求吴
长胜即刻赶赴哈尔滨，准备
参加黑龙江省老红军赴北京
瞻仰毛主席遗容参观团，他
的生平事迹才一点点被人们
所知晓。

几年后，吴长胜到了退休
年龄，组织上按红军时期离休

待遇给他办理了手续。无论在
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平凡
的建设岗位，他把一生都无私
地献给了党。

2009 年 7 月 19 日，84 岁
的吴长胜离开人世，走完了他
平凡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
生。

“吴长胜儿时吃过苦，他
感恩于党给他的一切。他一
生都在践行着听党话、跟党
走的忠诚与信仰，在国家需
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
出来。这就是一位红军战士
的精神世界，也是他留给我
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郭
九州说。

郭九州说，1925年4月，吴长胜
出生在肃宁县曲吕村一个穷苦人家。
为了孩子能长得结结实实，父亲为其
取名为吴旦。吴旦非常懂事，很小就
拎着篮子帮母亲割菜、拾柴火。

1936年冬的一个傍晚，天空飘
着大雪，一个陌生人来到吴家借宿。
吴长胜的父亲看他不像坏人，就让他
留宿家中。第二天临行时，这人还给
吴家留下了一些钱。从此，此人便经
常夜宿吴家。年少的吴长胜认识并喜
欢上了这位自称姓王的叔叔，还经常
听他给乡亲们讲一些革命思想。也是
在他的影响下，几个月后吴长胜正式
参军入伍，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
军所属某连队当通讯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
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
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 115
师、120师和 129师等，吴长胜成为
赫赫有名的120师的一员，随部队开
赴华北抗日前线。

“吴长胜的记忆力非常好，每当
儿女们问他参加过的战斗，他都如数
家珍，不仅哪年哪月甚至哪天他都记

得清清楚楚。”郭九州说。
那是1938年2月的一天，吴长胜随部队向

太原进发，路过同蒲铁路时突遭日军伏击，历
经5次冲锋，才闯过了敌人的防线。第二天下
午，又与敌军遭遇。前有阻截，后有追兵，营
长命令吴长胜火速赶到团指挥所向首长报告敌
情。冒着枪林弹雨，吴长胜两次往返传递信
息。团长和政委看到这个战士稚气未脱却很勇
敢，便问起了他的名字和年龄。听说他叫“吴
旦”后，便说：“今后你就叫长胜吧，将来做
一个常胜将军！”从此，他便更名为吴长胜。

年
少
从
军

首
长
为
其
改
名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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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吴长胜被调到 8
团团部警卫班，给大名鼎鼎的

“独臂将军”余秋里当警卫
员。之后，跟随部队开赴山西
省宁武地区。部队在那里创建
了以宁武为中心的管涔山革命
根据地。

1943年 5月，余秋里率部
到达延安，与 359旅一起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练兵运
动。年末考核时，吴长胜因劳
动和练兵都十分出色，被评为
一级劳模和特等射手。1944年
3月 7日，吴长胜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

略者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又发
动了全面内战，开始对各解放
区大举进攻。1946 年 1 月至
1948年 9月，吴长胜随部参加
了著名的集宁战役。

在攻打凉城的战斗中，吴
长胜为了将团长的命令及时传
达到基层部队，在炮火连天中
奋勇前进，不幸被敌人的炮弹
炸晕。他苏醒后，发现自己的
左胳膊被炸伤，右腿也被子弹
打穿，但他仍强忍着剧痛艰难

爬到前沿阵地，传达完首长的
命令，随即又昏了过去。

等吴长胜再次醒来时，发
现自己身上缠满了绷带，已经
躺在了山西省武寨师部后方医
院。3个多月的治疗后，因伤
情过重，不得不回到肃宁老家
养伤，从此离开了部队。

郭九州说，吴长胜回乡
时，肃宁县正在开展土改运
动，他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力
所能及地参加村里的活动。几
个月后，又报名当了民兵，并
被选为民兵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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