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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与率真的雷达
□□谢永旺谢永旺

对于雷达的去世我非常惋惜。他

是我在兰州大学的学弟，比我小 10

岁。1978年《文艺报》恢复以后他来找

我，拿来他的文章，我觉得文章写得好

有才气，就推荐给当时的领导冯牧、张

光年。他们也同意我对雷达的看法，就

把他引进到了文艺报社。

雷达工作十分勤奋，提出了很多好

的设想和选题。比如在王蒙还不在北

京的时候，他就提出采访王蒙，我也认

同他的想法，采访王蒙对其复出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雷达善于阅读作品，对文

学现场的动向与问题有敏锐的感受力，

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比较重要的思

想，比如他提出的“重铸民族文学的灵

魂”、“新写实主义”等命题都引起了文

坛的关注。他无疑是一个有才华、有影

响的非常卓越的批评家。

雷达后来涉及散文创作，他的散文

书写自己的家世、经历，非常真实，充满

激情，独具特色。前几年，我遇到他，他

说正在创作散文，他非常重视自己的散

文创作。

雷达的性格率真，勇于表达，人品

高尚，秉笔直书。这些年他还是笔耕不

辍，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写理论综合的文

章，太耗心血，但他坚持写作，他说：“我

有话要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40年的

亲历者、见证者。

对他的去世我很悲伤，作为他的学

友、一起工作的同事和邻居，我想念他。

真正的批评家
□□张张 炜炜

雷达先生突然走了。我们春节前

后还几次通话，约定了他给万松浦书院

讲坛春天授课的事。他的声音如在耳

旁，他的面容如在眼前。他是文学界的

兄长，一位真挚而公正的文学评论家，

在海内外文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

的一支笔清晰、执著，直接言说自己的

心声，不应付不草率，这是多么崇高的

品质。大家对他的信任溢于言表。自

新时期文学之潮涌动到现在的网络时

代，他一直在做犀利而敏感的评论，是

一个未曾缺席者。他在工作中读了不

知多少作品，读得很细，不畏辛苦，而且

直到身体欠佳、直到现在也仍然如此。

他从20世纪80年代就评论我的作

品，是我文学生涯中给予极大鼓励、极

大影响的理论家。他为我20世纪80年

代发表的小说写了许多长评，如关于中

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关

于长篇小说《古船》等。这些珍贵的文

字给我留下的是不灭的记忆，给评论界

留下的是深刻的印痕。《古船》在海外出

版时，几乎都附录了他那篇卓越的长

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的几

乎每一部长篇作品他都给予了关注，写

下了长文。

文学评论家的工作是艰辛的，也是

艰难的。雷达先生是真正的文学评论

家，他将在中国文学评论史上，在作家

的心中，留下永恒的纪念。我回忆我们

一次次的相聚和交谈：从20世纪80年

代初以来，不知有多少次关于文学的讨

论。这是我们之间的话题。可惜，这个

话题突兀地终止了。

我会永远怀念他。

生命的意义与长度有关
□□陈世旭陈世旭

第一次听到“雷达”这个名字，是上

世纪70年代末。在若干关于我发表不

久的处女作的评论中，雷达的《画出魂灵

来》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与其说是对我

作品的肯定，不如说是对我写作的教诫：

写人物一定要写出人物的灵魂。

可惜我后来的写作很不顺利。好

多年过去，别说写出人物的灵魂，连人

物的外壳也写不出。小说屡遭退稿，即

使偶有发表，也是勉为其难。我几乎绝

望。1993年，离发表处女作13年，我出

了一个长篇，出版社在北京开研讨会，

雷达做了长篇发言，热情洋溢，会后又

与李国文老师上央视的读书节目鼓吹

了一番，对一个不争气的小老弟寄望的

殷切，让我感动不已。

后来的很多年，我们常常有机会在

中国作协的会上见面，他每次的话题都

是我新近发表的某个小说如何如何，让

我惊异他的几乎是海量的阅读量！惊

异他哪来那么大的精力关注中国也几

乎是海量的文学写作者？仅江西而言，

他常年关注的就远不止我一个。我调

省作协工作后，连着给几位出手不凡、

作品质量和影响都远高于我的作家开

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每次请雷达，他

都欣然而来，而且每次都是精彩的主题

发言。那时候类似的研讨会已经开始

有评审费了，但我们穷，囊中羞涩，只有

笔记本之类的“纪念品”，雷达从没有嫌

弃，每次都笑而纳之。他与江西作家李

伯勇的友谊尤其感人。伯勇在赣南山

区，写作极为勤奋刻苦，时有鸿篇巨制，

每部少则三五十万字，多则百万字以

上。伯勇本人也是评论家，对自己的每

部作品也都有详尽的解读笔记，字数往

往接近原作。所有这些作品的写作，从

构思开始便与雷达交流，完成稿后又请

雷达过目，雷达都一一阅读，然后推荐出

版，推荐评奖。为了支持伯勇的写作，他

给伯勇寄钱补贴家用，特地去赣南山区

看望。从伯勇那里知道这些事后，我真

是惭愧无比。因为我都没有做到。

雷达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健壮的

人。他在作家中打乒乓球的名气跟他

写评论、写散文的名气一样大。我有一

次去江西新余的仙女湖，听当地文联的

人说，雷达不久前路过，下湖游泳，一口

气从岸边游到湖中的小岛。我目测距

离，倒吸了口气。我自己吹嘘每天游两

千米，但决没有这样的胆量。

差不多有10年没有与雷达通音问

了，不料忽然听到他的消息，竟然是噩

耗。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长度有关，

也与宽度有关。雷达因为他对文学的

贡献，会活很长的时间——尽管他原可

以活得更长。

雷达老兄，一路走好！

一辈子的朋友
□□吴秉杰吴秉杰

一个朋友走了，是一个可以交流思

想和见解的朋友。雷达是以文学评论

家的身份离开我们的，从1985年他到

创研部工作，他的桌子就紧挨着我的桌

子，我们交流看法，无话不谈，那是一个

文学与时代同等沸腾的岁月。

他曾告诉我，有读者写信给他说：

“哦，‘雷达’，侦察兵”（雷达原名雷达

学），带点讥嘲口气。可我认为这正反

映了他的敏锐。有什么重要的作家、作

品他不曾评论过，不曾提出过中肯的意

见？时至今日，几个月前在作品讨论会

上还见到他，他每次发言都准备了文字

稿，认真的态度让我佩服。

30多年的同事，一辈子的朋友。他

曾对我说，我写的文章少了点“文气”。

意思是过于逻辑和理性。“文气”也是一

种“精神”吧？

评论家的杰出代表
□□胡胡 平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造就一大

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的历史任务，我以

为雷达是可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

名家的。目前的评论家中，也许没有人

比他跟踪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更多、评论

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更广。他学养深

厚、艺术感觉极好，专业态度坦诚严谨，

评价准确精当，成为我国评论家的杰出

代表。名家不仅意味着事业上的骄人

成就，也意味着人格的高洁，他保持有

传统文人的操守，从不随波逐流，不道

曲意违心之言，更足以令人尊敬！他对

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早有预感，但他对文

学的关注、思考和写作一直持续到生命

的最后时日。他的逝世，是文坛一颗巨

星的陨落，带走了我们眼前一道熟悉的

风景，也带走了一种真实的知识界风

范，对此我深感悲痛和失落，惟愿雷兄

一路走好，长忆人间深情！

扛鼎的战士
□□李炳银李炳银

3 月 31 日下午，突闻雷达逝世噩

耗，十分震惊！月前还和他共同参会，

他表示要送《雷达观潮》新书给我，如今

书还未见，人却已倏忽离世，再也见不

到了，令我痛伤至深。我1978年底与

雷达在《文艺报》共事时相识，后又在中

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共同参与当代文学

研究，相处40年，相互知根知底，我一

直以他为近身学长。雷达生性聪慧，学

业精进，在《文艺报》开始文学批评活动

时，就表现出见识与热情。不少当今著

名作家开初都曾得到他的扶持帮助，这

样的热心与扶持行动，几乎贯穿了他大

半生。伴随着时间的迁移，雷达的文学

批评、文学研究成果，广为文学界注目，

有了某种基准动向的标示性作用，雷达

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扛鼎

壮士。这样的批评家在年龄并不高迈

的时候突然离去，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

大损失，令人遗憾和痛楚。雷达为人坦

诚率真，甚至不失稚气，他自守开新，性

格专一，有高远目标和实际的行动。因

此学术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我遗憾和

惋惜雷达的逝世，可天不假年，唯祈他

去天堂的路顺畅，灵魂安息！我也会此

生有念！

文有疑难可问谁
□□白白 烨烨

雷达是当今文坛分量最重、影响最

大的评论家之一。他是改革开放40年

文学中的一个贯穿性人物，一个重量级

的代表。他是从新时期之初到新世纪

以来都处于文坛中心地位的文学评论

的领军人物。他在持续评论新人新作，

不断梳理文学思潮中，形成了自己葆有

深厚的理论内骨和精到艺术分析的卓

异风格和浑厚气度。他卓有理论风骨

和个人风格的文学评论文章，评说了不

同时期的重要的作家作品，为文学创作

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他

这些有识有见的理论批评，也为从事理

论批评的同行和晚辈提供了诸多的滋

养与巨大的启迪。他是我在文学评论

上的良师益友。

所以，雷达的突然去世，对我个人

而言，我首先想到的是“文有疑难可问

谁？”对于当下文学界而言，“从此文坛

无‘雷达’”！这种损失当然是重大的，

也是难以弥补的。

不可磨灭的贡献
□□丁丁 帆帆

旅途中打开微信，突然满眼都是悼

念雷达的文字和图片，甚为震惊，前些

日子在一起开会，他还谈笑风生，身体

棒棒的，怎么突然就走了呢？想起与先

生相识近40年的历程，唏嘘不已。

雷达是北京评论圈子里“北帮”的

核心人物，此前已经过世的何西来先生

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中坚，两员大将驰骋

中国当代文坛40年，为新时期以来中

国文学的思潮、现象和作品的评论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雷达先生是一个十分认真勤勉的

评论家，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

是直指中国文学表达中历史和现实命

脉与痛点的文字；他所秉持的马克思主

义批评的基本方法和立场是批判现实

主义的，是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思潮

一脉相连的。因此，他的批评武器并没

有过时，他的批评观念也没过时，尤其

是在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更有“镜

子”的对应效果。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雷达

领我在中国作协参观，我们就结下了

缘。在“方法论讨论会”上，在“新时期

文学10年研讨会”上，在“寻根文学研

讨会”上，在太湖畔的“新写实主义研讨

会”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

我们每每在研讨会上都要互问近况。

雷达最后一次来南京时，我们还在谈他

的散文出版的事情，他还一再嘱咐我一

定要读一读他的散文，他自以为他的散

文要比评论好，当然也比许多同类的散

文高一畴，并一再关照我一定要认真地

读，我说我会拜读的。哪知书还没拿

到，雷达就不辞而别了！

在无泪的欲哭中，我试想从他的文

学作品中看到他的真的灵魂!

我的良师益友
□□孟繁华孟繁华

雷达突然辞世我震惊无比。他是

我的良师益友。多年来和他一起在“文

坛共事”，经常一起开会讨论作家作品

或文学现象。我一直称他“达哥”，有尊

重也有亲切感。“达哥”纵横新时期文坛

40年，每每有真知灼见在文坛振聋发

聩。他不新潮，但文章厚重有历史感，

在繁复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发现新问

题。他绝不保守，对青年新锐经常提携

鼓励。他有一颗赤子童心。但愿天堂

也有文坛，供“达哥”信笔由缰写新篇。

但愿天堂也有乒乓球，让“达哥”挥拍上

阵任驰骋。

时代批评的象征
□□汪汪 政政

雷达先生首先是一个具有现实情

怀和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这使他的批

评永远与社会同呼吸，以文学批评的方

式回应着社会的疑问和焦虑。雷达先

生还是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思想风骨的

批评家，这使他的批评具有强烈的人文

色彩和巨大的深刻性，成为当代中国思

想史的特殊风景。同时，作为一位杰出

的批评家，雷达先生在审美上高度敏

感，并表现出惊人的才华和不竭的创造

力。雷达先生虽然走了，但作为一个时

代批评的象征和标高，他将永远留在中

国当代文学史上。

记下对英才的珍惜
□□刘醒龙刘醒龙

得知雷达先生走了，正好路过一片

樱花树林，漫天飞花，遍地落红，这个春

天，好人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让

人格外难过！与雷达先生那种庸常意

义上的交往并不多，甚至从没有过一场

单独的交谈。但我一直认为雷达先生

是非常懂我的。在他那皇皇大著中，时

有评论拙作的文字，其中《暮时课诵》的

谈及，虽然只是一小段，足以引为知

心。时至今日，这部中篇仍是我最偏爱

的，雷达先生那时还无缘相见，其文字

却如同相知很久了，三言两语便抵达作

者心扉。10年后，只要再见雷达先生，

开口必定是那句话：醒龙，我欠你一篇

文章！我哪敢认这个账，总是回答说，

是我还欠一部让你心动的好小说！能

读人心的话，只要一句就够了，又何必

夸夸其谈。天空灿烂煞是好看，最管用

的往往只是一二星斗。天不留英才，说

的是不公道，但也是另一种公道，是为

了让更多的人记下对英才的珍惜！

赤子之心
□□何向阳何向阳

傍晚接到电话，得知雷达去世，如

晴天霹雳。怎么可能？前些日子他参

加会议还谈笑风生，再前些日子他还在

会后和我握别，我们还轻松地谈着文学

的话题，他说在一部百年的散文集子中

选了我的散文，还说，你的散文太长了，

我自作主张节选了。还鼓励我说，你那

时散文写得真好啊。好像这些才刚刚

发生。怎么会？但消息是确实的。我

难以想象，一向乐观、笑着的他也会面

对死亡？！一夜难眠！就是在起草修订

雷达同志生平时我还是不能接受。直

到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都不愿相信

他真的离开了我们。

我的第一部理论评论集《朝圣的故

事或在路上》是雷达老师做的序，而那

时的我和雷达老师还不认识，我还是

毕业分配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从事文学理论评论研究的一个刚刚起

步的学子。1996年，《朝圣的故事或在

路上》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1世纪文

学之星”，当时雷达老师正是评委，就

是从众多的理论评论集的书稿中他发

现了我的书稿，并热诚推荐，亲自作

序，在那篇序中他对我多有鼓励，说

以前在《文学报》读过我的《复制时

代的艺术与观念》 等文，从文风看，

以为是一位男性，“入选”揭晓后才知

是一个女评论家，文中夸我20多岁发

表的理论评论文章即可看出文化积淀

和理论准备。这篇评论后来以《一个女

孩和她的评论》为题发表在《大河报》

上，给我今后从事文学评论提供了动力

和信心。后来我们一起在中国小说学

会每年评小说排行榜，一起评茅盾文学

奖，一起参加文学活动，接触多了，觉得

雷达老师是一个极其热诚而又性格单

纯的人，他是可以用“赤子之心”来评价

的人。这样的人对于别人的优点，那

怕是一点点，都珍惜非常，对于别人

的不足，他总是能够宽宏大量。这样

一种人格，给我做文做人都树立了榜

样。调入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后，由

于工作关系和他联系更多了。他还是

一如既往，认真做人，认真做文，他

多次鼓励我要坚持写散文，并说，我

也坚持写，散文于他，是与他的评论

一样看重的。他的文字，每每读来启

发非常，文中有一种宏阔的视野，一种

热情的气息，一种深入到文学现象内部

对作家坦诚以待而又以理论的前瞻性

提升创作的独特的思想，他的研究、观

察和表达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

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具有不可磨灭的杰

出贡献。而这种贡献，是深深植根于他

对文学和人生的热爱的。他的评论与

散文就是这种爱的结晶。

最坚实的支持者
□□张燕玲张燕玲

刚看到雷达老师的《黄河远上》，便

听闻噩耗。惊诧深悲，雷老师真的溯黄

河离世了。31年来，雷达老师对我及

《南方文坛》关爱有加，无论每年数次的

会议或电话或赐稿，还是我张罗的广西

文学活动。远至1987年的3月3日，中

国作协在南宁召开的“首届壮族文学研

讨会”，近至2015年“广西文学后三剑

客”的研讨……他都是最坚实的支持

者，雷达老师的中国文学版图没有死

角。31年来，惟有一次听过他的气话，

那是我为广西一位老作家约他写评论，

不巧正遇他为装修烦恼。不料第二天，

他居然从北京来电为昨日的不耐烦道

歉，我深知装修苦处，当然不会在意，但

一位中国批评大家却日日三省，的确令

我震动。雷老师常说自己脸黑，过于庄

重，其实他的内心永远住着一个不会长

大的孩子，他的深厚博大、才情超凡与

倔强自信，是以童真为底色的，其实雷

达老师是个多情的人。

文学之伤
□□马步升马步升

从证实雷达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后

我一直处在悲伤茫然之中。夜深人静

了，我却静不下来。浏览了几乎所有能

看得见的文朋诗友的悼念文字，或长或

短，方方面面，真是识与不识，无不尽

伤，文里文外，同放悲声。这是人间温

情之伤，更是中国文学之伤。雷达先生

的一支笔勾勒出了中国40年文学的基

本线索，他的一支笔让多少作家和作品

浮出水面。雷达先生的评论文字不在

于褒奖或批评了谁，完全在于，他在何

种程度上，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获

取更大共识的评价标准。据说，我是雷

达先生正式带的第一个文学创作研究

生，又都是甘肃人，我也写过数百万字

的作品，按惯常的想象，在先生那里，我

理当享受近水楼台的待遇。他人所不

知的是，我很少给先生寄送自己的作

品，从未请求先生给我作序写评论，偶

尔见面，向先生请益的都是理论方面的

问题，也会对彼此都熟悉的作品交流看

法，但从不涉及我的作品。对先生评论

文字比较熟悉的人也知道，先生很少说

到我。这是为什么呢，当年毕业时，我

们之间就有一个没有明说的约定:我的

作品先得过了我这一关，待我拿出真正

让自己满意的作品后，肯定会双手捧着

作品向先生当面请教的。如今，先生走

了，而我的作品仍然没有真正闯过我这

一关。也许，我对自己作品所设置的本

身就是一个虚构的标准，而真实的近水

楼台的文学标准，却以这样决绝的姿态

离开了他为之苦心孤诣一生的文学现

场。

深爱中国文学
□□张张 莉莉

得知雷达老师逝世，很悲伤。听他

谈论作品的情景宛如昨日。雷老师是

深爱中国文学、热情扶助后辈的人。他

对中国文学的热爱那么真挚、高昂、炽

热，让人难以忘记。他的批评文字里自

始至终都饱含激情，深具感染力，作为

后辈，我们都受益于他的文字。如果说

中国文学是生机盎然的百花园，雷达老

师无疑是园地里令人尊敬的、守护一代

代幼苗成长的人。他虽然离开了，但那

些40年来与中国当代文学同步的文字

依然在。

同事、好友、邻居走了
□□张曰凯张曰凯

我不会上网我不会上网，，所以得到文坛信息就所以得到文坛信息就

晚一些晚一些。。44月月11日中午日中午，，文友赵凤山来文友赵凤山来

电电，，说雷达去世了说雷达去世了。。我听了不敢相信我听了不敢相信，，

因为我经常去中国作家协会合同医院因为我经常去中国作家协会合同医院

协和医院看病协和医院看病，，从来没有见到雷达的身从来没有见到雷达的身

影影。。我一打听我一打听，，这位文坛名家这位文坛名家、、同事同事、、好好

友友、、邻居果然走了邻居果然走了！！我心头一颤我心头一颤，，刚毅刚毅、、

幽默幽默、、满面笑容的脸庞立时浮现在脑满面笑容的脸庞立时浮现在脑

际际。。我立时走到雷达家里我立时走到雷达家里，，见到他夫见到他夫

人人，，心里的话语已哽咽在喉说不出来心里的话语已哽咽在喉说不出来

了了。。““怎么走得这么快怎么走得这么快？？这样突然这样突然！！但但

愿这不是事实愿这不是事实。。””可是面前有花圈可是面前有花圈，，有一有一

幅熟悉的亲切的照片幅熟悉的亲切的照片！！我不由得向照我不由得向照

片深深地三鞠躬片深深地三鞠躬。。

19821982年我在年我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编辑部做编辑部做

编辑编辑，，有一天雷达来做客有一天雷达来做客，，并送每人一并送每人一

本他新出版的评论集本他新出版的评论集《《小说艺术探小说艺术探

胜胜》。》。从此以后从此以后，，作为评论家的雷达给作为评论家的雷达给

我的印象越来越深我的印象越来越深。。我见到他的文章我见到他的文章

必定认真阅读必定认真阅读，，然后见面就欣然畅谈然后见面就欣然畅谈。。

无论是他对单篇作品的评论无论是他对单篇作品的评论，，还是对一还是对一

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探索或是对一个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探索或是对一个

作家的评论作家的评论，，都有真知灼见都有真知灼见，，如他发表如他发表

的文章的文章《《民族灵魂的重铸民族灵魂的重铸》《》《莫言是个什莫言是个什

么样的作家么样的作家》》等等，，我皆颇为欣赏我皆颇为欣赏，，而他对而他对

我的意见也颇为赞同我的意见也颇为赞同。。作为评论大家作为评论大家，，

对我这个老编辑对我这个老编辑、、普通作者从未有过轻普通作者从未有过轻

视的表态视的表态。。

20112011年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悠悠悠悠

玄庄玄庄》，》，20122012年年11月月55日日，，中国作协创研中国作协创研

部和作家出版社召开小说研讨会部和作家出版社召开小说研讨会。。当当

时雷达正在南方出差时雷达正在南方出差，，我告知他这一信我告知他这一信

息息，，他说他说：：““老兄的小说开研讨会老兄的小说开研讨会，，我一我一

定赶回来参加定赶回来参加。。””果然果然，，他头一天晚上就他头一天晚上就

赶回北京赶回北京。。在研讨会上在研讨会上，，他以他以《《劳动者劳动者

的人性美与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的人性美与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为题为题

发言发言，，充溢着对我小说创作的鼓励充溢着对我小说创作的鼓励。。

一位同事一位同事、、好友好友、、邻居走了邻居走了，，从此再从此再

也见不到他幽默也见不到他幽默、、满面笑容的脸庞了满面笑容的脸庞了！！

再也听不到他鼓励我的话语了再也听不到他鼓励我的话语了！！痛痛

哉哉！！哀哉哀哉！！

其言永在
□□杨肇林杨肇林

我认识雷达，是从他那语不惊人却

独到的评论开始的。后来，有了直接接

触。上世纪90年代，海军年轻工程师

陆颖墨写了几篇小说引起注意，在海

军第一招待所举行作品讨论会，北京

一些著名评论家和编辑到会给予热情

鼓励，由作品谈到如何培养作者。吴

泰昌发言时建议将作者调入专业创作

队伍。我当时是海军文化部工作人

员，表示说：“让作者始终处在军事斗

争实际工作中，最是难得，给他们提供

业余写作的便利和条件，更有利于作

者成长。”会议间隙，雷达向我详细问

及陆颖墨的工作，更关心所有海军创

作状况，说道：“我理解你提出的主张

和用意。”他的关心和细致，给我留下

深刻印象。

2011年12月29日，我应邀参加东

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会，意外地看到雷

达。这才知道原来他是东莞文联的顾

问。老朋友南国异地相逢，自是高兴。

东莞文联副主席曾小春告诉我说：“在

207篇应征作品中，《最后的水师提督》

被选为第四名，外地作家167人，只选

了6人。我们对你不熟悉，是雷达老师

介绍了你。”签约会上，曾小春要我代表

签约作家发言，我说，特别感谢雷达老

师的支持和鼓励。不仅是这次，多年

来，雷达以其独具创见的理论阐述，使

我和许多海军作者受益匪浅。东莞选

择雷达老师，就是树起了一面极具号召

力的旗帜。

斯人已逝，其言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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