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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祖国敬礼
——《老兵王忠心》出版侧记

□ 合肥 文乾

高河埂的前世今生
□ 合肥 邵修林

20 年前（1999 年），我主编总纂合肥北门外

《板桥村志》时，众多乡邻嘱咐我，一定要揭开曾

一度隶属于板桥村的南淝河北岸高河埂这块古

老而神秘的“一道龙身”的面纱。为实现乡邻们

的心愿，多年来我查阅了大量史志、家谱资料，

走访了众多70岁至90岁的高河埂原住村民，又

多次陡步往返实地欣赏了高河埂当今的城建风

貌，终于斗胆敢向世人推介高河埂这块曾经藏

在深闺人未知的风水宝地的前世今生。

说高河埂古老，有史志为证。《清·嘉庆》县

志载：肥水源出将军岭至城西门外过肥宁桥（即

水西门桥，现亳州路桥）；绕城北过拱辰门外拱

辰桥。流经合肥水西门桥至拱辰门桥，绕城的

一段河埂加高是必须的。也就是说高河埂与千

年古城同庚，同属古老级的地域。

说高河埂神秘，有人言为证。相传明朝开国

皇帝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刘基）曾在合肥高河

埂小驻，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皇帝的消息传到高

河埂后，多名风水先生看高河埂雄伟恢弘的地

势，就神乎其神地宣扬高河埂多年夏季能安然无

恙渡过汛期是沾了朱元璋当年驻足此地的龙

气。高河埂周边农户既怀着向世人炫耀居住地

的神秘气息，也怀着感激朱元璋施政为民的浩荡

皇恩，更怀着企盼年年五谷丰登、岁岁过上温饱

太平日子的心境，就把近1900米长的高河埂叫

作“一道龙身”，把虹桥河北岸的河埂叫作“二道

龙身”，把刘伯温曾驻扎的岗头叫作“馒头岗”。

解放后，高河埂这道千年古埂，所谓的“一

道龙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间进入 21 世纪，改革开放的雷霆万钧之

力使高河埂周边的一道龙身和二道龙身原只能

隔着虹桥河相望的土地接壤，合拢成一片易居

的商圈地带。随着省市联合仓库和多家建工生

产企业退出一环路内主城区，高河埂村民们的

“城中村”也被征迁。安徽商之都、中央花园、绿

波廊、可苑新村、柏景湾等高中档生活区和省残

联、市司法、工商管理、税务、金融、教育、卫生、

医药、社区党政组织等单位入驻。原“风卷尘土

扬、雨溅飞流浆”的一道龙身羊肠小道，演变成

敞亮的沿河路大道。路北 300 多幢高楼大厦，

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建筑风格各异，峻秀的 25

层叠翠轩商住楼高耸入云在高河埂上。

今朝的高河埂，真是换了人间。

别出心裁的悼词
□ 合肥 宜人

曹操年少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许多人都看不起

他，只有桥玄说他将来必能做一番大事。桥玄去世后，

曹操十分悲痛，总想到桥玄墓前祭奠一番。他深知桥玄

是他的恩师，没有桥玄就没有他曹操的今天。一次，他

出征途中正好经过桥玄的墓地，于是他就前往祭拜这位

恩师。他写了一篇悼词说，桥公啊，今天我来看望你老

人家了。记得你说过，你死后，要我带上一只鸡、一壶老

酒来祭拜。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走过三步就要肚子疼，

现在我已经准备了太牢之礼(带上一头牛)来祭奠，自己

应该肚子不会疼了。祭文洒脱自然，凸显出了曹操率真

的性格。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写过一篇悼

文，是悼念他的好友、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的。这篇悼文

更令人叫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王粲在出征途

中死于瘟疫，年仅四十一岁。消息传来，整个文坛被震动

了。曹丕更是不胜感伤，他亲自为王粲举行了隆重的葬

礼。下葬那天，在王粲墓前，按照规矩该念悼文时，曹丕

却说：“仲宣(王粲的字)平日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

叫，送他入土吧！”随即自己学了一声驴叫，此声不仅惟妙

惟肖，而且凄厉高亢如同悲鸣。众人听后，无不受到感

染，悲从中来，于是都认真地学了声驴叫。这个故事历史

上叫做驴鸣送葬。

2016年夏，暴雨肆虐江淮。在抗洪救灾中涌现出许

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其中中国好人、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

王能珍最为感人，其事迹荣登《求是》杂志封面。

《初心——“中国好人”王能珍的大爱人生》是一

部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作者崔卫阳、周玉冰都是资深

媒体人，同时又是知名作家。他们以敏锐的触角、深

度的挖掘、感人的细节，鲜活地呈现了王能珍平凡而

伟大的一生。

全书 20 万字，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是“拳拳赤子

心”，通过王能珍大难不死的少年磨难经历的刻画，展示

了良好家风培育下的王能珍在艰苦的环境中的纯朴乐观

的赤子情怀。第二部是“我爱海蓝蓝”，反映了王能珍同

志在部队刻苦学习、锻炼成长、表现突出，特别是思想道

德接受洗礼和升华的过程以及他在部队无私奉献的英雄

品质。第三部是“家乡情深深”，反映的是王能珍带病复

员回乡后心底无私、宽厚正直，时时处处乐于助人，从不

计较回报和个人得失的个性品质。第四部是“魂归浪涛

涛”，表现的是王能珍在大风大浪面前一往无前，最终献

身洪水的生命信仰。四个部分一脉相承，通过家乡、部

队、再家乡，最后英勇牺牲的经历，立体地展现了王能珍

真实的人生。

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的读物也不少，但许多英雄或

道德模范故事写得不好就写成了政治说教式的“高大

上”。《初心》以真实感人的细节，用最平实的群众化的语

言、用最能走进普通村民心里的家常故事，把英雄王能珍

一点一点地从厨房端了出来。该书的最大特色就是把英

雄放回到“人性”的基本点来叙说，行文上没有一句大话、

空话、套话，是一部难得的最能反映时代特色、体现人间

真情的报告文学。《为村子让路》《借瓦风波》《井口惊魂》

这些章节爱恨交织，也刻画了王能珍内心深处的道德力

量，字里行间能够温暖着人的心灵，能激发出人潜在的英

雄情怀，能唤起人的道德信仰。读完全书，你会明白，王

能珍危难时刻的牺牲精神不是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他

长期以来的道德素养的必然行为。

王能珍烈士牺牲的当时，正是全国上下“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活动掀起高潮的时候，王能珍同志的英雄善举

是中华精神的时代感应，而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也是王能

珍精神的一种时代感应。

一座地方的老百姓是否幸福、宜居、文明，就看这里

有多少英模人物。习近平同志曾说过，一个有希望的民

族不能没有英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也是一

个国家的精神象征。仰望英雄、崇敬道德楷模，代表着共

同的价值认同，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崛起必须拥有的

价值取向与自强情怀。《初心》是一本难得的新时代好书，

它将英雄以普通人的视角走进了老百姓的心中，也熏陶

着人们的心灵。

在人性的光辉里诉说英雄
——读《初心——“中国好人”王能珍的大爱人生》

□ 合肥 翁飞

送样书的同事还没到办公室门口就喊了一声：“‘老

兵’来了。”我身子一震，答了声“来啦”，从座位上弹了起

来，一步跨到门口将飘逸着墨香的样书捧进了手里……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像这样急切地想见到修改后

的《老兵王忠心》校样或样本已有 16 次了。新书付梓之

际，回想从萌发选题至今短暂而漫长的近两年时光，该书

的出版过程真的凝聚了太多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为的

就是能在新中国70华诞之时向祖国敬礼。

我知晓王忠心的名字，是在 2017 年 7 月 29 日的下

午。在收听新闻时我得知，就在前一天，建军 90 周年前

夕，习近平主席向 10 位杰出军人颁授了我军最高荣誉

“八一勋章”。新闻末了，主播说了一句：“安徽休宁籍火

箭军一级军士长王忠心获此殊荣。”听到这句话，我坐不

住了，赶紧上网搜了一下——王忠心先后 5 次受到习主

席接见，是“八一勋章”10 位获得者中唯一一名士兵，于

2015 年 10 月当选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他和家人还在

2016年年底荣获首届全国文明家庭。旋即，我感到他的

事迹，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对于培育和践行爱国敬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大

力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意义。我立

即决定策划出版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诠释他扎根基层献

青春、挺身排险迎难上、带兵育人出典型、引领家庭文明

风的老兵精神。

我的选题策划很快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反

复酝酿，我们赴京约请了对王忠心所在的火箭军做过多

次深度报道的两位军旅作家赵风云、张良承担此书创作

工作。两位作者欣然接受约请，并与我们几经商讨，拟定

了创作出版计划。随后，他们查阅了 100 多万字的背景

资料，还到王忠心所在的部队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同这位

不善言谈、不事张扬的老兵成了可以交心的朋友。他们

又赶赴王忠心的安徽老家，了解了王忠心儿时的情形，淘

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旧物，包括他写给妻子的10多封情书

等。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作者精心构思，倾心投入创

作，于 2018 年 8 月完成全书约 25 万字的初稿。紧接着，

召开审稿会、赴京与作者商榷、力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徐贵祥审稿并欣然作序、多次大幅度修改、酌定书名、12

位专家审读、通过备案批复、反复设计编校打样，直至

2019年4月《老兵王忠心》最终出版、媒体纷纷刊发书讯

书评、社会反响热烈，作为项目统筹和责任编辑的我终于

释怀，因为自己有幸见证了书写来自平凡的伟大、书写来

自人民的英雄、书写来自生活的故事。

《老兵王忠心》出版发行之时，我要感谢曾多次荣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的江永红少将、首届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王久辛大校等多位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的

把关指正，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另，我要特别感谢我社姚

莉总编辑从选题策划开始至今给予的悉心指导。《老兵王

忠心》的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作品的成功既离不开出版

社的激情投入，也离不开作者和社会的支持。我坚信，只

要心中时刻想着出版者的神圣使命，努力工作，就一定能

够做出精品，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