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
2023年4月25日

星期二

3版

J I N H U K U A I B A O

关于红色抗战题材的小说有不少，多以八路军、新四军
与日伪军正面较量的为主，而小说《湖西烟云》以高宝湖西
人民为新四军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历史史实为基础，将
当地人民冲破重重阻力，机智勇敢地为新四军运输粮食、兵
员、被服、绷带等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了当年“抗日模范
区”的风采。

有人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 《湖
西烟云》是被小说中浓浓的乡音、乡情所吸引的。独特的金
湖地区方言与上海等地方言交织，真实与虚幻交融，再现水
乡人民治水患、匪患等场景，把人物故事刻画细腻如生。

——陈祥龙

当我阅读《湖西烟云》这本书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书中
生动有趣的湖西方言所吸引。作为土生土长的金湖人，“侠
子”、“撮空”、“谈闲”等方言是真的再熟悉不过了。通过这
些方言，快速拉近了我和书中人物的距离感，仿佛穿越时
空，来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看到了先辈们为发展根据
地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为新四军输送粮食、弹药、新兵力
量。从作品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奋斗历史，懂得
了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作品就像星星之火，
燎原大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砥砺前行，奋发报国。
作为金湖人，更要向书中人物章辅、金忠礼学习，发扬湖西
人民的爱国情怀，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建设家乡、
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我也会向身边的朋友
多推荐《湖西烟云》这本好书，让大家多多了解我们金湖的
抗战史，多学习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补好精神之钙。

——盛金波

这本书讲述了抗战时期在高宝湖西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书中主要描写了新四军成立后，为了建立根据地，抽调

骨干到苏浙皖等农村建立根据地。女战士章辅等五人奉命到
苏中高宝湖西建立党组织，发展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遭遇了日伪军的追击，但是他们坚定不移，最终在湖西建
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发展当地的革命力量，赶走了麦大庆等
湖西日伪顽势力，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它充满了激情和感人的情节。这
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和湖西人民的爱国
情怀。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为了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这些人的故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和意义。

通过这本书，我也更加了解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和那
个时代的人民。我认为，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
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们应该学习这些英雄的精神，发扬他
们的优良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周 颖

金湖曾经被称为高宝湖西，这本书讲的就是金湖人民英
勇支援抗战的故事。语言生动质朴，情节引人入胜，再现了
金湖人民在抗战时期为前线出粮、出钱、出兵工的历史。从
章辅、金忠礼两位主人公的角度，我对吴运铎重新有了认
识。吴运铎参加新四军、在修械所工作后，坚持学习、刻苦
钻研各种技术问题，从对枪械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研发枪
弹，受伤后依然坚持工作，始终怀揣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坚
韧不拔的精神，为人民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书中英雄们坚持学习、孜孜不倦、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至今仍不断激励着我们新时代青年。工作中要迎难而上，主
动扛起新使命，勇于担当。加强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不断
提升能力和服务水平。 ——李 梦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金湖人，近期被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金湖籍作家张小平先生红色题材长篇小说 《湖西烟云》
所吸引。

读完这本书，心中有一词挥之不去，那便是“信仰”。
因为有信仰，章辅在遭受日伪军迫害后，虽血染衣衫仍昂首
挺胸，她说：“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因为有信仰，金
家几代人前赴后继地护英雄、保家乡、抗敌寇；因为有信
仰，吴运铎发动群众的力量、排除万难为前线造枪造弹，用
生命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的铮铮誓言。即使面对死亡，
他们的信仰也从未动摇。作者笔下还有许多普通却又不平凡
的革命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家卫国；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那就是视死如归、英勇不屈；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中国人。《湖西烟云》 很好地
诠释了什么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曾经发生在金湖
抗战时期的那段光荣历史再次被人们铭记。

——闵昕星

春和景明，阅见芳华。4月 22日，中国作协会员、金湖
籍作家张小平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 《湖西烟云》 阅读分享
会，在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金湖分公司举行。这
也是张小平继《婚恋轨道》《逆光》《碎影》《湖畔丽人》《第
一时间》《看谁更好》等长篇小说之后的又一部精品力作。

《湖西烟云》这本长篇小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说再现了抗战时期“高宝湖西”地区 （今金湖县境内） 人
民英勇支援抗战的生动场景。以高宝湖西人民为新四军源源
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历史史实为基础，将当地人民冲破重重
阻力，机智勇敢地为新四军运输粮食、兵员、被服、绷带等
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了当年“抗日模范区”的风采。

活动现场，张小平分享了从写作的初衷，到两次停笔的
心路历程，以抗战时期在高宝湖西牺牲的女烈士章辅为原
型，融入大量金湖地区方言，真实与虚幻交融，用 37 万多
字，再现水乡人民治水患、匪患等场景。

张小平说：“我的创作动因源于为曾经在金湖地区牺牲
的革命烈士留名，让人们永远铭记他们，同时要让年轻一代
真正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为了创作，张小平翻阅了有关烈士章辅、“中国保
尔”吴运铎等人大量史料，特别是那段抗战岁月中的文件、
书信等史料。创作过程中，作者曾被英雄人物原型的故事素
材久久感动着，几乎是饱含热泪，落笔成花。

活动现场，作者还与在场嘉宾、读者一同收听了《湖西
烟云》 音频版片段，并互动、交流探讨阅读体会，签名赠
书，现场气氛活跃，反响热烈。参会同志纷纷表示，张小平

的文学创作始终根植于金湖这片热土，体现了他对家乡的浓
情挚爱，他的作品也很好地诠释了“金湖人好地方好”的风
采，展示了金湖人朴实无华、乐于奉献的精神，是一部难得
的红色题材教育读物。

据了解，为了迎接第 28个世界读书日，共同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烈氛围，此次活动由县新闻出版

（版权） 局、县委党史工委 （县地方志办）、县融媒体中心，
县全民阅读促进会，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金湖分
公司、县图书馆主办。 （刘 锦 陈祥龙）

从小到大，看战争片、尤其是抗日片，总
感觉英雄都很伟岸而且离我们很远。读了《湖
西烟云》，才体会到英雄就在我们身边，而且
也很质朴、也很平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也
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因为什么？因为全书的语
言、情节都很生活，很接地气，让读者觉得可
近可信，再加上众多的非常口语化的湖西方言
俚语，更让身为湖西的我很容易就被它“俘
虏”、为它陶醉。

一门忠烈的金家，几代人前赴后继护英
雄、保家乡、抗敌寇；出身富家的章辅，一腔
热血为救国，抛小家为大家，舍自身为众生；
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九死一生、百折不挠
造枪弹；更有湖西的百姓，自发地多打粮食多
织布，支援军队打鬼子……. 一个个鲜活的英
雄似乎就活跃在我们身边，有血有肉、有精有
神，让我们肃然起敬之余，为自己能出生在这
片热土上而自豪，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增添了学
习膜拜的正能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邮湖西的水土养育
出的湖西人是抱气味的，做事情是不搭浆的。
尤其事关民族大义、国家存亡，我们的前辈是
值得我们骄傲的：他们日子虽然艰苦，但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不会差；
形势虽然恐怖，但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
族气节不会丢；力量虽然单薄，但是不畏强
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不会少；条件虽然简
陋，但是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不会
缺。湖西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全中国人民同
仇敌忾、抵抗日寇、保卫家园的缩影，更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抗日图存
伟大斗争过程的体现。

都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伟大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湖西大地和整
个中华民族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和先
锋。但是随着生活变得富足、日子变得安逸，
老辈的精神可能也会在我们的意识里慢慢变得
淡化。今天还要不要英雄？要不要先锋？我
想，这是一道每个人都必须清楚的且必须肯定
地选择的必答题。记得有部电影里说过“今时
今日的安稳，是上一代留给我们的成果”，当
我们享受着上辈的福荫时，我们该拿什么留给
下一代？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意味着将
重蹈覆辙！要想日子永远太平、生活永远安
稳，就需要永远有英雄和先锋挺身而出担大
义、引航程，那么英雄和先锋就不能只存在于
我们的前辈，而是要英雄辈出、先锋辈出，包
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这就需要我们不时
地回望过去、明辨是非，清楚我们从哪儿来，
明确我们该往哪儿去。只有认清了来路、明晰
了去路，我们才不至于走偏路、走斜路、走倾
覆之路；这就需要我们牢记历史、珍视历史，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前人的奉献和牺牲，任何
时候都要清楚自己该有的担当和责任。要努力
去学英雄、当先锋、立新功，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出光热、干出成绩，对得起前辈的付出，对
得起脚下这片浸润了先烈的血泪、滋养了我们
的生命又带给我们富足安康的土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读史可以明智，读
史可以增信。《湖西烟云》 很好地刻画了我们
湖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克服艰难险
阻、奋力抗日救亡的光辉一页，再现了湖西的
历史，讲好了湖西的故事，传播了红色文化，
赓续了红色血脉，能够让后来人更了解湖西、
敬重湖西、热爱湖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热情
和力量，更加自觉地全身心地去建设湖西、扮
靓湖西，以告慰湖西大地上的英灵，造福我们
的子孙后代。

历史并未远去，英雄就在身边
——读《湖西烟云》有感我是红色收藏的爱好者。姑且不说 1920 年，陈望

道翻译的中文版 《共党产宣言》（错版），也是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收藏到一本 1944年盐城油印出版的蓝体
字版本《共产党宣言》，从此，我便知道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还有一个“小延安“之称的苏北革命根据地。

也是机缘巧合，为了理士的发展，我加盟了这个
团队，从 500里开外的安徽来到了杉青水秀、荷花溢香
的金湖。赏美景、食湖鲜，也挡不住对苏北根据地探
秘的心境。一到周末，便情不自禁的百度搜索，多方
打听周边的红色遗迹，驱车劳顿于新四军军部博物馆、
抗战八分校、高邮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吴运铎兵器展
览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等等。我在琢磨着，苏北距
离南京国民党政府近在咫尺，卧塌之边，怎生酣睡之
地。可能是水也湖也的沙家浜，我读了张小平的 《湖
西烟云》，佐证了我的认知。

我和小平是一见如故的朋友，也是同道中人。他
是 2022年新进中作协的会员，也是高产的作家。他把
人生的积淀都融进了 《婚恋轨道》、《逆光》、《碎影》、

《湖畔丽人》、《第一时间》、《看谁更好》等多部长篇小
说，《湖西烟云》是去年出版的带着红色文化基因的力
作。

它是苏北根据地的缩影。“高宝湖西”是金湖的前世今生，
高邮湖、宝应湖、白马湖三湖环抱，河沟港汊纵横，滩涂芦苇
密布。外部重型装备难以进入，是天然的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区，当年这里面活跃着一大
批英勇抗日、泣鬼神的故事。

它是对英灵的祭奠。砰、砰、砰的枪声，是小说的开篇之
语，一帮日伪军疯狂的追击着两男三女，这是小说的主人公。这
样躲避不及是会要了身家性命的。这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
平年代，只能在电影或者在电视剧当中才能看到的场景。透过小
说，让我们记住真实的或虚构的吴运铎、章辅、金忠礼、周璧、
王辉、金忠苇、金忠慈、金忠慧，还有四爷、四妈……

它是建设美好金湖的精神传承。金湖建县只有一个甲子的
历史，但它找到了发展的坐标和指南针，就是工业强县、生态
立县。在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征程上，打造千亿板块的现代化
工业，生态文明的精致金湖，南京都市圈的后花园，宜业宜居
的湖畔风光。这里的底蕴，就是抗战精神，治水的本领，治田
的本领，发展的本领。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读过很多英雄的
故事，但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还是
最近读过的《湖西烟云》，该书是公常平
先生所著，讲述了金湖人民英勇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感人故事。书中展现了章辅、
金忠礼等革命英雄人物，她们不惧苦难、
顽强拼搏、视死如归的勇敢令人敬佩，
她们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情怀为人传
颂，这些都是金湖儿女抗战精神的集中
体现和生动践行。

金湖县曾被称为“高宝湖西”，高邮
湖、宝应湖、白马湖三湖环抱，河沟港
汉纵横，滩涂芦苇密布，军事上可攻可
守。抗战时期，高宝湖西因出粮多、出
钱多、对前线贡献大，被评为“抗日模

范区”。
熟悉章辅，还是 2021 年，受淮安市

作协委托，参与编写了淮安市地方廉政
人物故事，从金湖县党史工委 （县地方
志办） 借了几本地方人物故事，从中看
到了章辅的英雄事迹，但内容很简单，
介绍的也不多。这次通过阅读 《湖西烟
云》，对章辅英雄知道的更多，她不仅仅
是一名抗日英雄，更是湖西广大基层女
干部的集中体现，她临牺牲前的一段铿
锵有力的话，让我永远也忘不了：“哼！
寿命？我们共产党人关心的不是自己的
寿命，而是民族的寿命，国家的寿命！
有的人是可以过得长些，但伊过的是猪
的寿命、狗的寿命！有的人会过的短些，
但伊换来了民族长寿、国家的长寿！谁
可悲？湖西人民自有公认！中华民族自
有公认！”

中华民族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英雄
人物和许许多多为国牺牲、奋斗的人民

群众的推动下，不断向前，永远屹立于
世界东方，永远是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公常平先生让事实溯源，深入挖掘
金湖地区抗战英雄烈士的革命事迹，铭
记英雄烈士故事。红色革命历史就是金
湖人最好的营养剂，公常平先生通过翻
阅了有关烈士章辅、中国保尔吴运铎等
人大量史料，特别是那段抗战岁月中的
文件、书信等史料。让历史说话，用史
实发言，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
列在金湖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金
湖历史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历史事件与革命事迹是人们认知英
雄烈士形象的基本载体。一方面，公常
平先生还原章辅英雄烈士形象，充分利
用革命旧址、战场遗址、小朱庄二师兵
工厂等红色资源，力求还原英雄烈士的
真实完整面貌，还原烈士曾经战斗过的
地方，还原史实。另一方面，公常平先
生突出重点事迹，关注促成英雄烈士在

重要历史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的转变因素
和成长节点，坚持实事求是，赋予英雄
烈士以鲜活完整的形象，使英雄烈士形
象更加丰满、更具说服力。

公常平先生探索英雄精神与群众日常
工作生活的契合性，寻求将英雄精神融入
群众生活的切入点，使英雄烈士形象更接
地气，营造弘扬英烈正气的生活场域。英
雄精神以及蕴含其中的红色基因是金湖历
史的积淀，是金湖历史真正厚重之所在，
它不是“古董”，更不是口号，其生命力
在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彰显新的时代
价值。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
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公常平先生
的文学创作始终植根于金湖这片红色热
土上，读 《湖西烟云》 这本书，让我们
永远铭记曾经在金湖战斗过的英雄，以
他们为榜样，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继续创造更多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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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烟云》，让金湖这块红色热土更热

《湖西烟云》读者分享会

再现金湖抗战时期
的光荣岁月

■张德明

■吴友松

■张 华

近期阅读了本土作家张小平创作的长篇小说 《湖西烟云》，
书中迎面而来的乡土气息让阅读变的非常亲切，就像身边一个老
长辈在用家乡的土语为我讲述家乡的故事。小说重点塑造的知识
青年章辅和本土爱国青年金忠礼，他们及他们的朋友家人为革
命，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激情满怀。父辈们常常教育我们人不能
忘本，我们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但是我们的“本”究竟是什
么？这本书为我提供一次反思，从故事中我看到金湖人的艰苦奋
斗、勤劳勇敢，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舍身忘我、前赴后继，增进了
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对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还有对于家
乡本土文化传承发扬的自信，我想这也是阅读的价值所在。

本书的写作除了弘扬我县的红色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本县
的民俗方言的一次完备记录。书中用了大量的歇后语、俚语，几
乎是俏皮话不断。比如“小公鸡跳房梁上，官不大架子不小”

“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大佛寺的千年大佛，老实 （石） 人”
“十月的石榴，老来红”，丰富的语言增强了故事的生活气息，也
展现了金湖人的乐观、智慧。对于芦苇荡的景观描写、渔家菜的
如数家珍，充分展示了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热爱。

作为曾经的文化工作者，本书在第 50 节对秧歌的描写让我
印象非常深刻。金湖秧歌是全市为数不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但是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已经淡忘了或者是忽视了它的存
在，如何传承和保护好这一国家级非遗，曾经是我工作的难题。
这本书很难得，把秧歌的来源及唱秧歌劳作的场景做了巧妙的嵌
入。用秧歌叙述日军的暴行、用秧歌赞美新四军的功绩，在秧歌
的伴随下，劳作不再枯燥和辛苦，秧歌成了劳动的号子、革命的
号角。非遗的保护是要见人见物见生活，作者无意中对金湖秧歌
的传承和保护做了一份贡献，再次我不由得要点个赞。

叔本华在《盛名之路》的哲理小品问中，说道“建立名声的
巨大成就可以分为两类：立功、立言。功业若过眼云烟，而著作
永垂不朽。功业实现多少要靠机遇，而立言所依靠的是立言者的
品德学问。”一本书里隐藏着作者的价值观，一个对家乡充满热
爱，对共产党充满热爱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故事。正如作者自己
对写作初衷的介绍，章辅不应该被忘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军
民联合抗日的历史不应被忘记，历史总能给后来者以力量。我想
对作者说“您写下的这本书，了不起，为金湖文化做了贡献，更
为金湖人赓续红色血脉寻了根，有了底气和信心。”

在家乡红色故事中增信念和信心
——读《湖西烟云》有感

■吴文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