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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

蕴藏着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是思

政课的重要教学内容。《长征行》是

著名党史学家石仲泉重走红军长

征之路的结晶，认真研读这本书对

讲好长征故事、讲好思政课有重要

启示。

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

党就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注重

加强对党员和红军战士的思想政

治教育。但教育效果如何需要实

践来检验。正如人际交往中的“患

难见真情”，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

素质往往在遇到严重挫折时才能

得到充分检验。

在《长征行》一书中，作者把红

军长征遇到的艰难险阻归为两类：

一类是反动派设置的，一类是自然

界的。对于前者，红军之所以能够

突破一道道封锁线，离不开英勇顽

强的战斗作风，而这种精神的养成

正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对于

后者，红军能够一路劈波斩浪，爬

雪山过草地，离不开全党全军严格

的纪律和乐观的精神，这也同样是

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二

讲好思政课，一是要把道理讲

清楚，二是要把故事讲鲜活。长征

是思政课教学必然涉及的教学内

容，要从讲理论和讲故事两方面讲

好长征，《长征行》这本书就显得十

分重要。从讲道理来看，作者对他

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缜密的逻

辑分析，论证的科学性也极具说服

力。从讲故事来看，作者结合权威

资料和实地考察，在书中记录了大

量的长征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思

政课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掌握的教

学资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者在书

中记录的长征史实，不仅有正向的

证实作用，还有反向的证伪作用。

对于一些错误观点，作者运用扎实

的理论、翔实的数据和实地调研进

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三

简要地概括《长征行》一书中

运用的几种研究方法，对于提高思

政课教师的教研水平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

一是要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

析问题。把哲学当成历史学的方

法论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在

书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

场，以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力图

全 面 客 观 形 成 研 究 结 论 。 可 以

说，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

题 是 思 政 课 教 师 必 备 的 一 项 技

能。二是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精神。《长征行》之所以能够用

喜闻乐见、通俗流畅的语言揭示

出深刻的道理，与作者走出书斋

有密切的关系。思政课教师也应

该走出书斋多做实证研究，这样

讲课时才能够把思政课“讲深讲

透讲活”。三是要有论从史出的

科学态度。用史料说话就是历史

研究中的实事求是，唯有如此才

能接近历史的真实。《长征行》是

作者在占有丰富史料基础上形成

的著作，学习这种严谨的治学态

度，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是每一

位思政课教师的必修课。

（《长征行》增订本，石仲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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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昆仑山上，怎么会不高

山反应和缺氧呢？”田一禾正在吃

力地爬山。田一禾是汽车营二连

的排长，他爬的不是一般的山，而

是 昆 仑 山 。“ 这 一 停 就 没 有 了 力

气，头也开始眩晕，并伴随着一阵

阵 剧 痛。”他 开 始 高 山 反 应 ，缺 氧

了。翻开《零公里》这部现实主义

题 材 的 长 篇 军 事 小 说 ，昆 仑 高 原

上 高 耸 的 界 碑 ，是 万 千 戍 边 官 兵

用 热 血 铸 就 的 军 魂 。 这 一 切 故

事 ，都 从 作 家 王 族 笔 下 的 新 藏 公

路“零公里”开始……

小说以驻守在叶城新藏线零

公里处的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军

人为描写对象，成功塑造了营长李

小兵、教导员丁山东，以及肖凡、卞

成刚、田一禾等可敬可亲、质朴而

崇高的军人形象。他们在昆仑山

执行任务期间，克服了风沙侵袭、

高原反应、大雪严寒等诸多困难与

艰险，在“天路高原”打造出一支坚

不可摧的“昆仑铁骑”，在“生命禁

区”谱写了一曲英勇无畏的戍边壮

歌，展现了中国当代军人的风采，

讴歌了他们保家卫国、忠诚担当、

无私奉献的精神。

连长肖凡原本要独自执行为

界碑描红的任务，但不知什么原因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排长田一禾

为 了 阻 止 肖 凡 ，独 自 赶 赴 一 号 达

坂，经历头痛、眩晕、耳鸣，差一点

永久栽倒在界碑旁。这段故事奠

定了全书的精神基调。“什么是‘昆

仑卫士’？”书中写道：并不仅仅是

坚强和无畏，还应该是在最苦最累

的 时 候 ，能 咬 牙 挺 住 ，能 用 力 扛

起。咬紧牙关扛住，就会让边界坚

如磐石，永不可破。

马 静 到 达 供 给 分 部 后 感 叹 ：

“田一禾当兵的地方，真是艰苦！”

马静很想看看昆仑山，而且她觉得

上山去与田一禾会合，然后和他一

起下山，等于把他从山上接下来，

多浪漫。然而，在马静从兰州出发

不久，田一禾就在山上出事了：他

在完成任务时坠下一号达坂，牺牲

了。大家都担心马静的身体，但马

静却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坐

在那儿。后来，马静哭了——不是

那 种 撕 心 裂 肺 地 哭 ，而 是 一 声 不

响，默默流泪地哭。

当地人习惯把喀喇昆仑山简

称为昆仑山，驻防的军人则进一步

简化，用“山上”或“山下”简而称

之。“山上的特殊含义是指五六千

米高海拔、危险、缺氧、头疼、胸闷、

孤独和吃不上蔬菜；而山下，则特

指氧气充足、安全、轻松和行走自

如……”

作者聚焦于昆仑山汽车营这

一群体，以饱满的情感投入到真实

的军旅生活体验之中，在每章重点

写一两个人物的同时，又让章与章

之间的情节、人物彼此勾连贯通，

整体结构完整，写出了当下英雄和

平戍边的军营生活。在创作手法

和语言上，在粗线条大手笔的框架

下，以非虚构的真实生活，写出了

一群鲜活的军人群像。

（《零公里》，王族著，长江文艺

出版社出版）

□ 甘武进

英勇无畏的戍边壮歌

关于中华文明，有一个被人们经常

提起的判断，就是中华文明是早期世界

文化的几种“原生型文化”之一。而在世

界上最初出现的几种“原生型文化”中，

唯有中华文明没有出现中绝现象，经历

数千年而持续不断。

那么，中华文明连绵不断是如何实

现的？也就是中华文明是如何传承的，

包括传承的机制、载体、路径是什么？

由于中华文明发生和发展的独立

性，使其具有无与伦比的延续力，从而得

到最为连贯的继承和发展。在世界各文

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延续最长的、未曾

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经历数千年

而持续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

罕见的。一部“二十四史”，将几千年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活动以及各代

历史人物的事迹，赓续不断地记载下来，

这在世界上的确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于其自身强

大的生命力，源于这个文化系统中完备

的传承机制。

不仅如此，还在于中华文明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中华文明在自身的成长过

程中，形成了健全的传播和接受机制，具

有全面开放的广阔胸襟和兼容世界文明

的恢宏气度，与世界各国、各民族进行了

范围广泛的交互往来和文化交流。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考察，开放的时

代远远超过封闭的时代。在文化的开放

和交流中，大规模地输入、接受和融合世

界各民族文化，使中华文明系统处于一

种“坐集千古之智”的佳境，并使整个机

体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华文明发

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动力。

武斌所著的《大地源流——中华文

明的传承与坐标》一书，向我们充分地展

示了以上两个层面关于中华文明何以生

生不息的历史视野和文化逻辑上的观

点，是一部深刻剖析中华文明传承与发

展脉络的力作。

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其系统性和全

面性。作者以“大地源流”为隐喻，将中

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

的河流，从源头到入海，历经千年而不

衰。他通过梳理中华文明的各个历史阶

段和关键节点，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华

文明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力。

从世界历史视野的角度来看，中华

文明因为拥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使

得中华文明的坐标是具有世界性意义

的；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逻辑的角度来

看，中国历史长河所孕育的具有持久生

命力的中华文明，是现代中国人获得实

践激发力和新的生命之源的内在力量。

作者旁征博引，既引用了大量的历史

文献和考古发现，又结合了现代学术研究

的最新成果，使得整部作品既具有历史的

厚重感，又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同时，作

者还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案例，将复杂

的学术问题讲解得通俗易懂，让读者能够

轻松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强

调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鉴，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

揭示了中华文明在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贡献。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

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

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所

处的重要地位。

此外，作者还从全球视野下审视中

华文明的发展，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助

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也有

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华文明在未

来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

总的来说，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

学术作品。作者武斌作为北京外国语大

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

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泛的研究视

野、深邃的学术视角、丰富的史料支撑和

生动的语言表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中

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全景画卷。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凭借不屈不挠

的顽强意志、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卓越的

聪明才智，谱写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

画卷，创造了同时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

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漫长的历史

积累了我们的文化经验，也积累了我们

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情怀。而今天的我

们，就是带着这样的经验、情感和情怀，

去勇敢面对未来的世界、面对新的生活。

（《大地源流：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坐

标》，武斌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 马吉庆

大地有源 文明赓续

大雨次日，空气新鲜，北京地坛附近

一家书店，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聊史铁生，

聊完之后，又去地坛走了走。史铁生说，

“地坛的每一棵树底下我都去过，差不多

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

那天重走地坛的人们，手里握着史铁生

的书，看见每一棵树，目光掠过每一片草

地，都会想象出史铁生把轮椅停在那里

的画面吧。

这一年多来，史铁生太红了，红得让

人 几 乎 忘 却 他 是 一 位 离 世 十 多 年 的 作

家。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00 后”开始

品读史铁生，《我与地坛》成为抖音最受

欢迎的经典书籍之一，史铁生、余华、梁

晓声等成为抖音上颇受欢迎的作家。这

不免让人好奇，这个数量庞大的“00 后”

群体，是怎么找到史铁生的？余华不遗

余力地推荐，是一个原因；史铁生拨动了

一代年轻人的琴弦，也很重要；另外，在

短视频时代，推荐算法也起到了聚焦作

用，算法衔接了他与新一代读者之间的

联系，为史铁生找到更多的新读者——

这三者，缺一不可。

一 代 年 轻 人 的 琴 弦 ，究 竟 是 什 么 ？

何以被史铁生拨动？年轻人与史铁生之

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精神联系？这些

都是有趣的问题。史铁生能够打动年轻

人，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拥有一种极致的

情绪，无论是热烈与孤独，爱与痛，喜悦

与悲伤，在史铁生笔下，都被直观且准确

地表达了出来。如果年轻人想要通过阅

读文字的形式，获得一种激励，一种心灵

洗礼，以及一种饱满、深刻的感受，阅读

史铁生将是很好的选择。

史铁生的真实，在当下愈加显现出

打动人心的地方。“我那时脾气坏到极

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

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

“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

慕我母亲。”史铁生在文字层面的真实，

与他作为现实中人的作者身份，是高度

统一的，年轻读者自然能捕捉到这种因

统 一 而 产 生 的 完 整 印 象 。 这 样 的 真 实

感，在虚拟、智能构成的网络生存架构

下，显得更加珍贵。

在年轻人看来，史铁生还是一位“金

句”作家，他有一些句子，写得实在太精彩

了，“虽偶有轻风细雨，但总归晴天朗照”

“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

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

却更加浩荡”……类似的句子，在网络上

比比皆是，但不能就此把史铁生简单归类

于“励志作家”行列，他身上的确有很强的

励志元素，但比励志更有价值的，是他说

出了有关生命、生存、生活的真相，从这点

看，他更像是年轻人的朋友。

对于史铁生这一代的作家来说，他

们的写作，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

们的作品，多是从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萌

发、生长、成为大树，虚构并不足以成为

他们文字的脊梁，写实是清晰可见的作

品风骨。通过他们的写作，年轻人如同

穿过一道长长的涵洞，走到出口之后，一

眼 望 见 那 代 人 在 阳 光 下 与 土 地 上 的 身

影，年轻的读者会由此看见自己的身世，

看见过去与当下的联系。有思考本能的

年轻人，会主动寻找不同代际间人与人

的联系，用自身的变化，去对照前辈那里

的不变。这样的比照，是有意义也有价

值的，这也是史铁生那一代作家在创作

时留下来的无形财富。

史铁生是坚持写实的作家之一，他的

文本几乎全部建立在自己的生活经历、生

存体验以及真实观察的基础之上，他的哲

思带来了精神空间的高度开阔，从而能够

战 胜 现 实 生 活 里 不 断 遇 到 的 打 击 与 挫

折。现实生活中的史铁生有着疲累的肉

身，而在写作时他拥有了自由行走的能

力。残疾的史铁生深沉、阴郁、真实，同时

又拥有悲悯、通透和哲思。他有着一个属

于自己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地坛公园。

年轻人在追捧《我与地坛》以及史铁

生语录，但史铁生深具可读性与经典性

的作品远不止这些。他的《病隙随笔》

《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都值得不

同年龄段的人，从中获取自己想要的感

悟。读史铁生是疼痛的，每一位读过或

读完史铁生的人，均会在内心某处壁垒

被推倒之后，获得一次“重建”。于是，重

走地坛，重读史铁生，就会在拥有一种仪

式感之外，产生一份沉甸甸的收获感。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4 年 7 月

19日）

□ 韩浩月

重走地坛 重读史铁生

梁 启 超 在 历 史 舞 台 上 活

跃 了 三 十 余 年 ，对 中 国 的 历

史、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影

响。本书力图呈现梁启超自

海外归国，住进天津自建寓所

饮冰室后直至辞世之间，近十

五年的生命状态。本书以梁

启超的主要活动为主，其信札

为辅，按年代编织的手法，生

动形象地呈现了梁启超的真

实面貌和生命形态。

汪兆骞 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在饮冰室》

本 书 为 哲 学 史 大 家 陈 来

十余年来关于朱子学的文章

结集，是其回归朱子的厚积总

成之作。正文涵盖对朱熹经

典文本与思想，对东亚及近人

朱子学成就的讲说与评述，附

录所收除一般论学文章外，还

包 括 书 信 、致 辞 、讲 座 、采 访

等，这些文字既浸透作者沉潜

治学的功力，也映现学人深挚

面貌的侧影。

陈 来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出版

《朱子的哲学世界》

纸上书店
滴水藏海

书 评

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永泰古城 马 宁

兰州彩陶博览园 田 蹊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

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

本版责任编辑尽快电话联

系，以便我们为您付酬。

重 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