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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丁宁老大姐的信赖，使我对即将出
版的《江波日记》得以先睹为快。丁大姐嘱
我为其作序。我实在诚惶诚恐。谁都知道，
丁宁、江波是一对大作家贤伉俪，赤心赤
爱，美情美文，闻名遐迩。作为一名老兵，
怎么敢孔门舞墨、班门弄斧呢？怎奈真诚无
敌、盛情难却，我就记述几句读后感吧。

捧读《江波日记》(下简称“日记”)，一
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也
许是与江波同乡，又曾同在华野九纵工作的
缘故，日记中记述的不少是我熟悉的情和
景、人和事，深感亲切、真实、生动、感
人，富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教育价值、楷模
价值和欣赏价值。

说其史料价值，是因为“日记”中记述
了1939年胶东的抗战形势和此后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中的一些重要战役、战斗，以及作
者两次入朝的情景，特别是凸显出一名战地
记者(编辑)与他的新闻载体——— 党在军队的喉
舌，在炮火硝烟中战斗、成长、发展的艰难
经历，弥补了我军战史及我军团新闻史的空
白，十分难得，异常珍贵。军史上的记载多
是从宏观、战役、决策和方针上着手，而
“日记”中记述的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既
有战役、又有战斗，既有集体、更有作者亲
历亲为。这样就保证了史料的真实性和可信
性。

说起教育价值，是因为“日记”中彰显
了我军将士及人民群众强烈的爱国主义、革
命英雄主义、舍生忘死的利他主义以及团结
友爱的集体主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今天，仍需要这些崇高的精神；在当代
及将来，这些体现崇高精神的人和事，都是
极好的生动教材。书中收录的散文《在战友
墓碑前》和《幸存者的感怀》，都详细记述
了几位战友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情景。作者
写道：“他们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都没
有结婚。他们长眠在朝鲜的群山之中，没有
自己的坟墓。在朝鲜，我曾对着崇峻的高山
呼唤他们，没有回响。如今，年年的清明，
我们活着的人，便只能在自己的心中去寻找
他们。”这些看似平静的叙述不摇撼人心
吗？“此刻，站在战友的墓前，抚着心中的
碑，感情难以平静。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命
勿论长短，惟求活得充实。我问自己，在比
我这些同龄人多活的三十多年中，我做了什
么？我虽年逾花甲，两鬓染霜，忆起战争年
代的情景，觉得依然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便
增加了一些力量。我用苏东坡的词激励自
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作者说出了包括我在
内的幸存者的心里话。同时我也相信，无数
幸存者之外的后来者，看到“日记”中的
“战争年代的情景”，不会无动于衷的，面
对难以计数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共和国今天
的先烈们，也会问问自己：“我做了些什
么？”

“日记”中记述的献身于革命事业的
英模们，无疑都是幸存者和后来者的楷
模。我这里说的楷模价值，还有作者在
“日记”中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做人做事
之准则、成才成功之途径。作者在1939年
中学时期的日记里，就体现出“杀身成
仁，舍生取义”、“出乎其类、拔乎其
萃”的志向：“像现在一般在前线抗敌的
将士，他们拿着死并不当一回事，以他们
的热血头颅，去和敌人白刃相接，冲锋肉
搏，那时他们脑中没有别的，只知为了正
义而奋斗，为了正义而牺牲，这种牺牲才
有代价。‘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死才
是所谓重于泰山的死。”“也有许多人丧
心病狂，为了几个臭钱而做了敌人的走
狗，卖祖国、卖同胞、连祖宗也卖掉，可
恨！他们不想想：自己是中国人，祖宗是
中国人，祖宗死后的遗骸也葬在中国，祖
宗留下灿烂的田园也在中国。如今他竟做
这大逆不道的勾当，将祖宗留下的一切一
切全卖掉，可恨之极。这样的人如果死
了，简直比鸿毛还轻。”(8月23日 星期
三)再如：“天气渐渐凉了，已经是初秋。
夏季盛开着斗艳的百花，现在已全都枯黄
凋零，园林中有点萧条冷落之意。惟有被
人称为‘隐逸君子’的菊花，正在绿油油
的长着，待秋深霜降之时，放出鲜妍的花
来。在百花奄奄待毙的时候，独有这位
‘隐逸君子’，在园林中越发显得可爱，
真有点耿介拔俗的气概。古时陶渊明之爱
就是爱它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精
神。”(9月21日 星期四)

同时，“日记”中也体现出作者注重培
养自己正直、善良、好学、惜时、勤俭之美
德。“‘人生最有用的东西莫过于诚实’这
句话我一生不能忘记。”(9月19日 星期二)
“‘塌了天有大家’，中国人都是上了这东
西的当，因为遇到团体有事或国家有事，人
们总是推前擦后不肯首先负责，每一个人都
抱着这种心理，中国亡了也不是一个人做亡
国奴，也不只丧失一个人的财产，人人都如
此想，糟了，什么事都弄糟了，国家也只有
束手待毙。如果大家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

应尽的义务毫不畏缩，什么事都可办得成。
即便真的天塌了，大家也可同心协力的撑起
来。”(10月1日 星期日)“光阴过的真快，
什么事还没有做，一天的工夫溜过去了，懊
悔是来不及了。”“古人有话说：‘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真乃诚非虚言，所以
吾辈有为青年当此时要及时努力。万不要蹉
跎，今日事，今日毕，以免去将来后悔之痛
苦。”(10月15日 星期日)等等，几乎每篇日
记都有给人以启迪的亮点。以至作者当时所
在学校的训育主任、国民党员苏安邦悄悄看
后，便写下了一段话 ：“你的日记中，字
里行间流露着你的爱国热情。愿你好好学
习，锻炼身体，将来做一个建设新中国的小
主人。”署名竟是“一个喜欢有为青年的
人”。

也正是因为江波在中学时期奠定了正确
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厚而灵动的文学功
底，所以一踏上革命征途，就展示出“舍生
取义”和“出类拔萃”的英姿。19岁就成为
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硝烟炮火中，在刀
光剑影中，在笔耕心砺中，勇于进击，不断
磨练，辛勤锻造自己壮丽的青春年华。所有
这些，“日记”中都有生动记载和精彩篇
章。

从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作者在
保持、充溢中学时期思想美德的同时，又强
化和充实了勤学、自省、坚毅和宽容等美
德。仅从1947年至1949年的日记中，就有数
十篇是记载在战斗间隙读书的，光出现的书
目就有《被开垦的处女地》、《人鼠之
间》、《被遗弃的人》、《新华文摘》、
《苏联介绍》、《论语》、《士兵兼统
帅》、《团的儿子》、《高尔基初期著
作》、《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青年近卫
军》、《苏联艺术的最高原则性》、《马克
思主义与文艺》、《论联合政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是怎样
刻苦自修的》、《近百年史》等等。这些书
有的是借来的，有的是买到的，也有的是亲
友寄来的，还有的是他送给别人的。对这些
书，在“日记”中有的是摘抄，有的是读后
感，有的是剖析其思想和艺术风格，还有与
爱侣丁宁信函中的交流。他在给丁宁的一封
信中写道：“每当我走到图书馆，特别是看
到新书，理论的或文艺的，都强烈地引诱
我，我几乎想把它一口吞下”，“我最近觉
得应多读些中国的书……无论如何总是应熟
悉自己的国家。”现在读来，对我这八十老
人，都有种振奋感、激励感和对江波老友的

钦敬感。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江波始终严于律

己，坚持反省，坚守慎独。“吾日三省吾
身：为群众谋而不忠乎？与同志处而不诚
乎？对自己过而不严乎？”(6月9日)“后勤处
的几个同志要回去了，大家一起交换意见，
他们对我的印象是：缺乏热情，态度严
肃。”(6月4日)“情绪不好，主要感到工作做
不动，愁得很……每天晚上吃饭时，端起饭
碗就想：今天干了什么，于是有些怅惘。”
(10月28日)这些做法无疑是儒家要求的“修
身”和共产党人强调的“修养”对自身都是
全面的锻造。所以，江波在每个时期、每个
岗位都出类拔萃，当记者是优秀的记者，当
作家是优秀的作家，在总政为两届主任作重
要秘书，依然是优秀的干部。“日记”中展
示出的他的经历和美德，不是后来者的楷模
吗？

至于说欣赏价值，那就不言而喻了。江
波是位优秀的作家，他笔下的日记，不是优
美的散文，就是生动的杂文，或是富有哲理
和诗意的妙言佳句，还有他给爱侣的情书以
及多首诗篇。在这部“日记”里看不到流水
账式的事件堆砌。读者在享受审美的同时，
还会从中得到智的启迪、力的增进和写作艺
术、技巧的获得。

综上所述，“日记”的史料价值，决定
了是学史的好教材，其教育价值是励志的好
教材，而楷模价值和欣赏价值是成才、成功
的好教材。因此我说，江波同志的“日记”
将会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将在浩瀚图书百花
苑里，独树奇葩！

最后，还是用江波同志13岁入中学时
对日记的认识结束此文吧：“本学期从今
天起，我开始写日记，我感到写日记这件
事是非常有趣味，并且是非常有益于作
文。有人以为作日记这件事只不过仅仅把
每天的事写下来罢了。其实，这是一种错
误。这未免把‘日记’这东西看得太狭小
了。如果把它的范围扩大点，把每天所做
的、所见的、所闻的再加以脑中所感想
的、所要发表的意见，通通加以整理记
下。那么，日记的材料便无穷无尽，便可
使你感到写日记的兴趣，这样的不间断地
写下去，作文的技能渐渐增进，作文时可
以不发生困难。”

人生中呢？也将会有莫大裨益。《江波
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是为序。

学历·励志·成才
□ 迟浩田

□记者 李 强 通讯员 王海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1月份，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3165 . 42亿元，同比增长27 . 59%，比前10个月增幅回落
2 . 88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财政收入一直呈前高
后低的走势，由高到低逐步回落。对此，省财政厅厅
长于国安认为基本正常，而如果盲目攀比搞虚收空
转，这样的增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内经济也呈现出
增速放缓趋势；国家相继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小微企业
税收起征点，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使得政策性
减收效应进一步放大；同时考虑到2011年我省财政收
入基数较高，明年收入恐难有较大增长。省财政部门
提出，各级要准确把握明年财政形势，综合考虑经济
增长和税收政策调整等因素，实事求是地编制好收入
预算，既要积极稳妥、又要留有余地，不要盲目追求
不切实际的增长。

岁末年初，支出加大。省财政部门严把审核关，
防止年终突击花钱，同时合理安排超收收入，优先保
障各项民生支出，尤其加大教育投入。按预定目标，
我省今年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要达19 . 3%。省财
政部门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市，并从超收中安排一部
分资金与各市教育投入情况挂钩，12月份先预拨到各
市，年底对各市教育支出情况进行考核，对完成任务
好的地方予以奖补，对完不成任务的扣回预拨资金，
确保教育投入到位。

为保证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围绕法治财政建设工
作，省财政部门进一步改革财政管理机制和财政分配
制度，着手建立涵盖预算编制执行、政府采购、资产
管理、会计管理、债务管理、投资评审等各个层面的
制度体系，实现“无缝隙”管理。提高透明度，建立
健全重大财政工作决策规则，强化跟踪反馈、风险评
估与合法性审查，保证决策科学民主。同时深入查找
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断层和模糊地带，减
少自由裁量空间。

省财政厅税政处处长解正湖介绍，我省财政系
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市级全部单设法制机构，县级
单设法制机构的数量达60多个，从事法制工作的干
部超过350人，无论人员数量还是质量都走在全国前
列。

近年来，仅省财政部门就梳理执法项目8类301
项，对181项财政处罚行为制定了具体标准。一系列
相关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为财政干部列出权力清
单，确保依法行政“零过错”。省财政厅先后被评为
全国“五五”普法先进单位、山东省依法行政先进单
位。

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回落，

省财政部门认为基本正常———

不盲目追求

不切实际的增长

责任编辑 李忠运 胡 伟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