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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编者按】】
1010月月2020日日，，本报第本报第88版版““龙水湖龙水湖””文学副刊刊发的文学副刊刊发的《《红岩车魂赋红岩车魂赋》（》（请请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引起多地读者讨论引起多地读者讨论。。不少读者致信不少读者致信、、致电本报致电本报，，表表
达他们阅读后的感想达他们阅读后的感想。。有读者表示有读者表示，《，《红岩车魂赋红岩车魂赋》》厚重磅礴厚重磅礴，，文采飞扬文采飞扬，，既既
全景回眸了上世纪建设全景回眸了上世纪建设、、发展川汽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发展川汽厂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又深情赞颂了又深情赞颂了
一代代川汽人一代代川汽人““甘于奉献甘于奉献、、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殷殷报国情和殷殷报国情和““不负使命不负使命、、无愧时代无愧时代””
的三线精神的三线精神，，读来酣畅淋漓读来酣畅淋漓、、荡气回肠荡气回肠，，是一篇难得一见的精品力作是一篇难得一见的精品力作。。

此赋的作者布谷夫此赋的作者布谷夫，，本名刘东本名刘东，，著作丰硕著作丰硕，，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重庆
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他说他说，，““甘于奉献甘于奉献、、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重汽文化的重汽文化，，既是红既是红
岩精神岩精神、、西迁精神西迁精神、、三线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足文化的一颗璀璨明也是大足文化的一颗璀璨明
珠珠，，期望能以作品期望能以作品《《红岩车魂赋红岩车魂赋》》为这些宝贵精神和大足优秀文化的传承为这些宝贵精神和大足优秀文化的传承、、
弘扬尽一己之力弘扬尽一己之力。。

今日今日，，本报撷取江苏本报撷取江苏、、江西江西、、山西山西、、安徽安徽、、山东和重庆等地的读者短评山东和重庆等地的读者短评，，
以飨广大读者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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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和欢（重庆）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耳熟能详的这
句话，令我陷入沉思：当今的和平之国和幸福生活从何而来？似乎骤然间从
《红岩车魂赋》找到答案。

作品主要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精英们如何在特殊
的历史时刻，在为我国实现自主制造军用重型汽车之梦的荆棘路途中如何
实现突破、攻克难关的精彩往事；讲述他们在国防备战紧急需要之时，用青
春热血打造出的卫国重汽驰骋疆场与敌军作战，不负众望、终取得胜利的苦
难辉煌。集中凸显了重汽人在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决心，以及他们对实现
伟大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还深刻探讨了科技创新的主
题，强调了创新和技术发展对满足国家国防需求的重要性。

赋文与小说的体裁、结构形式迥异，但《红岩车魂赋》不愧出自小说家之
手，非常善于各种环境的烘托和人物群像的塑造。透过字里行间，读者强烈
感受到那种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共同实现革命目标的神圣的精神力量！那
个时代的浓烈氛围和生动画面，作品勾勒得活灵活现，使人身临其境、融入
其中。作者还运用了丰富的比喻和隐喻，使文本更加生动有趣。这些文学
元素丰富了阅读体验，使读者能深刻地领悟作品丰富的内涵。

有幸生于信息丰富的时代，《红岩车魂赋》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
为我们呈现出那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历史，以及人们
如何突破重重困境勇往直前、最终实现心中伟大理想
的艰难历程。这不仅是一篇极富教育意义的美文佳
作，也是一篇极力激励人们勿忘历史、不断追求进步的
警世经典。

杜仁彬（江苏）

《红岩车魂赋》于赋文体而言，超级长篇也。沉雄健拔，荡气回肠。作
品深得赋体含蓄优美之艺韵，直探隐而不发之奥区，让人产生深沉的历史
沧桑感。仍觉有些意犹未尽，对作品的意旨意蕴不吐不快，简评数语。

作品全面表现了三线建设者、川汽红岩人艰苦创业的“精气神”。作
品以“寰球狼烟，美苏霸权。神州疆土，四面受敌”开篇，把读者拉回到那
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上世纪6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日趋险恶的国

际环境，美军及其喽啰封锁第一岛链，蒋介石政权跃跃欲试、叫嚣反攻大陆，凡
此种种。党中央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环境下果断决策，实施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军民工业重心、技术人员与先进设备的战略大转移，五湖四海的数百万人才大

军支援三线建设，即赋文所表的“凤凰西飞，鸿鹄南翔”。主要来自东部地区的党
政军干部、科技精英、能工巧匠，或抛家舍业，或挈妇将雏，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奔赴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沟壑，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支撑起了
如今全球产业链最齐全的工业脊梁。“燃情岁月，报国情浓。创业坚守情未了，献
了青春还扎根。”三线建设人、川汽红岩人从青丝变白发，献了青春献子孙，直至
长眠于斯，在深山老林或安于一隅守望相助，潜心打造大国重器。他们的血汗不
会白流，共和国不会忘记，中华儿女不会忘记。这种“精气神”在我国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频繁对我国进行科技封锁、脱钩断链、金融逼战、贸易打
击、政治施压、军事围堵之激烈震荡的态势下，成为定海神针般的护国神器，理所
当然是全民传承与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激励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业的强大动力。

作品用精湛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川汽红岩人艰苦创业的“三线情”。“红岩重
卡，鱼贯出厂。驶向疆场，奔出国门。”四川汽车制造厂的落成，标志着我国重型
军用越野车生产基地诞生，开启许多“新的首次”之序幕。仅隔一年多的1966年
6月，第一代红岩 CQ260重型军用越野车横空出世，为我国军队装上了“风火
轮”，装备改良，如虎添翼，翻山越岭，冲上老山前线。继而完成产品结构调整和
第二次、第三次创业，自主设计研制的迭代升级军民两用重载卡车相继问世，不
断刷新我国更高吨位级重卡纪录，为民族工业增光添彩；各种专用车如百花盛
开，飘香至东南亚、中东、非洲、南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赋文既简明叙述了
川汽红岩人建厂创业的历史，又形象展示了红岩人造车报国的远大志向，还深情
颂扬了川汽红岩人造车报国、三线建设者打造大国神器的情怀。

作品用富有哲理、启人心智的语言深刻地表现了三线人实业报国的“魂灵
韵”。作品直言“一辆军车成就一座城，小村庄蝶变‘成渝之心’”，正是像红岩人
一样的无数三线人艰苦卓绝的奋战、奉献，有建设者牺牲在基建、安装事故中，还
有专家倒在试验一线，还有技术骨干废寝忘食而累倒在工作台前。正是他们用
血肉之躯，给作者、读者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那么，究竟什么是川汽红岩的
魂？如何感受三线建设者高洁的心灵？怎样探究这篇大气磅礴、文字优雅的赋
作之意韵？依笔者浅见，是三线建设们一次次支撑起共和国的柱和梁，为当今取
得全面小康伟大成就浇筑了坚实的根基，为我们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增添了无穷的正能量，此乃川汽红岩之魂；敢于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献身祖国
军工产业、科技事业且无怨无悔，此乃三线建设者之灵；意在笔尖、意在言外，回
味隽永，千字赋文高度凝练，成为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此乃《红岩重车赋》之韵。

作者用富有哲理和深意的诗句直抒胸臆——“岁月既老，时
光无痕……生生不息，代代传承也”，点明了全文的主旨。我相
信，三线建设者、川汽红岩人用精气神铸造的民族工业之魂、高
尚纯洁之灵和三线文化之韵，必将代代传承，鞭策我们加快科技
创新步伐，向更为高精尖的科技高峰攀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迅速打破西方国家的科技经济封锁，铸造更多大国重器，为我
军增添日益强大的护国神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黎耿（重庆）

拜读《红岩车魂赋》，既惊叹于布谷夫先生深厚的文字功底、文
学造诣，千字赋文，展现出一部恢宏史诗；又惊叹于他对红岩车魂
的研究之深、感悟之切，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吾辈们为之汗颜；更惊
叹于他博古览今、古为今用，为我们层层展示红岩车魂之瑰美。赋
文体本是书写起来束缚作者拳脚的特殊、古老之文体，他依然运用自
如，得心应手，笔锋所至，诗意盎然。这既是一场文学盛宴，又是一场精
神洗礼，让我们既享受悦目的视觉冲击，又享受赏心的文化传承，在余
音绕梁中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红岩车魂之起源，在于保家卫国之迫切。开篇“寰球狼烟，美苏霸
权。神州疆土，四面受敌”抓慑读者心魄，道明三线建设因保家卫国之
亟需、因势应时而生，乃上自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之英明，亦为下
自祖国四面八方响应号召、众志成城、集才聚力之产物。四百万众，民
族精英，凤凰西飞，鸿鹄南翔，1945家大中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
青睐巴岳山麓龙水湖畔，推动工业革命烈火燎原，让军工“共和国独生
子”——四川汽车制造厂应运而生。

红岩车魂之成型，在于筚路蓝缕之坚毅。“白手起家，肩挑背扛”道
出了当年生产工具之简陋、生产力之低下的现实，但就是在一穷二白的
背景下，祖国的英雄儿女们，不畏辛劳、艰苦奋斗，靠人力，凭双手，创造
人间奇迹，谱写时代壮歌，气吞山河，史无前例，将“荒凉偏僻人烟稀，杂
草丛生兽乐园”打造成“厂房矗立，窝棚连片”“同步建汽车研究所，异地
建五个厂配套”“‘七十一条街’百业兴”，一辆军车成就一座城，小村庄
蝶变“成渝之心”，中国独一无二，世界叹为观止，体现了创业之艰辛，展
现了车魂之不易，铸就了时代之辉煌。

红岩车魂之传承，在于振聋发聩之省人。“创业坚守情未了，献了青
春还扎根”，道出了红岩人艰辛造出红岩车，人车合体，铸成雄魂；功泽
后世，德润子孙，生生不息，代代传承！如今，“外乡人”已成红岩人，他
们扎根开枝，他们开花结果，他们开拓传承。他们中有魂归巴岳山的第
一代，同时仍有躬耕不息的第一代；他们中有子承父业的第二代，同时
还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第二代；他们中有繁衍昌盛的第三代，同时更有
红色基因辈辈相传的一代又一代！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红岩车魂铸就
于“川汽人”，川汽人以坚如磐石之信念、昂扬奋斗之精神、时不我待之
状态、坚韧不拔之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推向前
进，他们创造了经典，他们筑就成丰碑，他们传承着精神。

天道酬勤，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读罢《红岩车魂赋》，感慨万千，心
绪久久不能平静。抚昔思今，我辈之大足儿女务必居安
思危，始终坚持秉承三线精神和“红岩车魂”，励志图新、
奋力拼搏、开山化石，加快做靓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
建强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全力做好“国际文旅名
城、特色产业高地、城乡融合示范”三篇大文章，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足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黎飞（重庆）

机缘巧合，我有幸全程见证了《红岩车魂赋》的横空出世。布谷
夫先生在短短7天时间里，1次日访和1次夜游博物馆，一个通宵达旦
一气呵成，然后与亲历者、专家和老领导促膝深谈、交流研讨，六易其
稿，终成此文。作者深为诸事繁杂、急于从中脱身而冷处理时间不够
感到遗憾和自责。但作品仍然填补了三线精神挖掘中的一项空白，
是重汽文化百年建设中浓墨重彩的华章！

位于大足区的双桥是中国重型汽车的摇篮。作为土生土长的大足人，我从小就对
家乡有“川汽厂”这样的国防企业、有“红岩车”这样的著名品牌而无比自豪，却是随着红
岩重汽博物馆的建成开馆，才对这一段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辉煌岁月有所
感知。特别是《红岩车魂赋》，叙事宏大、思想深刻、脉络清晰、细节考究、朗朗上口、短小
精干，迅速将读者带入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川汽人勇挑重担、直面挑战、敬业奉献，树
起了一座座丰碑。作品寥寥千余字，述说了三代川汽人的奋斗，讲出了信仰的力量，入
木三分、力透纸背！

作品讲述的是川汽厂立项、聚人、建设、发展、壮大的传奇故事，更是我们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时代体现。特别是红岩精神、西迁精神、三线精神、铁人精神、改革开放精
神、劳模精神、企业家精神在这里具化凝结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重汽精神，集中彰
显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
精神，彰显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我们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强国路、建功新时代的新生代党员干部，更要常读《红岩
车魂赋》这样有思想、有深度、有情怀的佳作。要继承、弘扬从建党精神到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到三线精神等精神宝库，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改造主

观世界，增强党性修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自觉立足岗位作贡献，以实
干实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邓娴（江西）

很多年轻人对“川汽厂”这个名字较为陌生。可是如
果我告诉你她是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的母亲，她
的蛮力儿子红岩汽车被指定为“神舟”5号返回舱运输专
用车、被誉为“神舟之舟”，大家也许会在脑中闪现新的问
号。什么样的企业能扛此重任？什么样的企业配扛此重任？《红岩车魂赋》就
是最好的诠释。

为建设川汽厂，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几千名建设者以及几千名参加民工
削掉了26个山头，太让人动容，愚公移山哦。要知道四川的一些山和长江中
下游平原之中的丘陵地貌可不一样，如果走过川藏线的朋友一定会对山的概
念有一个新的认知，那是要用巨大的铁丝网网住的山，那时我们才真正理解
了课本上那句“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有多么不容易。

川汽人用汗水、心血和智慧浇筑出三线精神之花，“艰苦奋斗，乐于奉献，
不负使命，无愧时代”是她散发的芬芳，一年内试制出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
野车、一座从无到有的中国重型汽车基地在祖国西部拔地而起，就是她结出
的累累果实。向川汽人、红岩车、三线精神致敬！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窘境曾是西部地区民众最深重的回忆。而
今，他们过上了好日子，踏上了新征程，离不开国家多年来对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牵挂与谋划，离不开这些深耕西部土壤中的热血企
业，正如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说的“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

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些与祖国并肩走过的奋进岁月，见证的沧
桑巨变，开创的崭新气象，哪一笔不值得后辈学习和接力？再看今日之
西部大地，一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接力赛，正在火热展开……

何剑柯（山西）

金秋时节，南方依然花红树绿，但北方已飘落叶，寒意升
起。拜读布谷夫先生的《红岩车魂赋》，心中一片温暖，百感丛

生，既有感于先生的豪放文风和对大国神器的赞叹，又惊喜于川汽“红岩”之精神气
概。在我的印象中，“红岩”一直是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烈士们坚不可摧的理想信
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永不叛党的真实写照。读过《红岩车魂赋》后，我深切地
感受到川汽的创业奋斗史同样是“红岩精神”的传承与赓续。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在那个谱写人定胜
天的时代壮歌下，川汽人承担起了建设新中国“硬机器”“铁国防”的历史重任：1966
年6月15日，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CQ260从龙水湖畔驶出，刷新了中国重型
军用越野车从无到有的辉煌历史。从作为对越自卫反击战重炮牵引车的“红岩神
炮”，到35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导弹运输车铁流，再到被指定为“神舟”5号
返回舱运输专用车之“神州之舟”，从重庆驶向全中国、亚非拉的红岩重型汽车在历
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脚印”，彻底扭转了我军无重型越野车的被动局面，成为名副其
实的“共和国独生子”。

时光铭记精彩，担当书写华章。川汽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
创新”的三线精神已然化作当代青年爱岗敬业、勤奋求实、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笃
实行动。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我们这一代人要切实肩负起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顾煜荣 张顾固（安徽）

我们姐弟远离家乡，身处长江头尾，在重庆、南京
的大学校园里遥相呼应，就《红岩车魂赋》隔空交流，
十分惬意，实在是一抹难忘的青葱靓色。合作此文，
聊作青春之歌的一节铿锵音符。

作品诗意飞扬的辞藻夹带着历史花瓣碎，让我们
强烈感受到时代感、厚重感；美妙如歌的旋律迸发出的
是雄狮般怒吼！我们望见了前辈们心中燃烧着对事

业、国家挚爱的火焰，这是他们不懈动力的源泉，靠人力、凭双手创造
出人间奇迹，谱写出经久不衰的时代壮歌！川汽厂工人阶级的精忠报
国和远大理想，深深地感动、感染着我们！作品告诉我们，激情和奋斗
是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动力；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钢铁勇士不会退
缩，反而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每一次失
败、成功都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

这是一部饱含激情、使人热血沸腾的作品，真是久违了。独特的
叙述手法，展现出他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光辉历程、重大贡献，他们
是和平时期的英雄群像！“白手起家，肩挑背扛；削山填沟，三通一平；
厂房矗立，窝棚连片”接连六个四字词，淋漓尽致描绘出我国重型汽
车工业的艰难开端，生动形象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无畏
精神。这是对梦想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对国家、民族的无限热
爱。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神是文化的核心因子。一个
民族的复兴，总是以文化的兴盛为强大支撑；一个时代的进步，总是
以文化的繁荣为鲜明标志。作品所再现的三线精神，是中华民族精
神火炬的传递，是这幅使人铭心刻骨的“史诗画卷”的点睛之笔。

“功泽后世兮……代代传承也”，表达了对后代传承功德、文
化的期望与祝愿。“功泽后世兮，德润子孙兮”期望前人的功德、
恩泽能够延续到后代子孙，使他们得到润泽和庇护；“生生不息，
代代传承也”强调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永恒性，希望三线精神
和红岩汽车文化流芳百世，并且不断发扬光大。一言以蔽
之，这幅历史画卷留给我们的，是对那个时代的致敬和缅怀，
是对奋斗精神的教化和启迪。

王希磊（山东）

《红岩车魂赋》短而精的文字吸引了我，油然升起对作者的文学功底、修养、造诣的
崇敬，也有对作品所赋予红岩车魂的震撼。

作为“90后”工科男，我对三线精神不甚了了，但听前辈们讲，当年济南汽车制造厂
大力支援创建四川汽车制造厂，作为骨干的他们从“山东人”演变成“四川人”，后来又演
变成“重庆人”，历经艰难曲折，但他们听从祖国召唤到大西南艰苦创业的精神让我们引
以自豪。我知道大西南是抗战的大后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叫陪都，没有被日
本军机轰炸降服，是一座值得尊敬的城市。我顺着《红岩车魂赋》的指引按图索骥，了解
到改革开放后，军工与民用融合，川汽厂作为军用重型汽车基地和龙头，加入了全国的

“重汽联”，重汽联的总部在济南，川汽厂真是为“母厂”“故乡”争了光。由衷感谢《红岩
车魂赋》的作者布谷夫先生。

透过《红岩车魂赋》，我加深了对重庆为何能成为中国汽车制造之都的理解。重庆
已形成以长安系为龙头、多家整车企业为骨干、上千家配套企业为支撑的“1+10+1000”
产业集群，在“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目标驱动下，正加快构建世界级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从今年重庆汽车出口增量看，“重庆造”在海外市场越来越受
青睐，且大部分增量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相信“重庆造”角逐国
际市场也将展现更大作为。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唯有增强自身本领，提升应对能力，
勇敢迎接挑战，直面风险与挑战，发扬赋文深刻表现、倾心赞扬
的“三线精神”，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