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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在英雄人物们的成
败兴衰中展开。我们说：不——历史
是人民凭借精神的指引和信仰的力
量，不断推向前进的。

我们应该为精神立一部史记，为
力量写一首史诗。《精神的力量》（济南
出版社 2019年 7月出版）就是怀着这
样的责任去做的。这本书将“精神”二
字谱成长歌，穿成长河，写成长诗，锻
成长路。

全书是在为16座精神丰碑刻写文
字。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两不怕”
精神、塞罕坝精神……这一个个滚烫
的、凝结着深刻内涵的专有名词，如一
座座精神的高原，蜿蜒在后人心灵之
上。这本书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绝
不将“精神”的内涵作无边的发挥，而
是将她们还归到诞生时的原点，记述
她们形成的历史过程。她们来自革命
前线的硝烟与战火，来自和平建设时
期的攻坚与淬炼，来自新时代的奋斗
与磨砺。

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让人通晓
一个朴素的道理：精神如灯，不能把她
放在屋里，要把她放在路上，去照亮历
史、指引征程。于是本书对精神的解
释，又延伸出当代意义。有船，就有远
航，嘉兴南湖上开天辟地，点亮共产主
义的明灯；有起点，就有星辰大海，长
征路途万水千山，播撒下两万五千里
中国革命的星火；有初心，就有砥砺前
行，大庆油田铁人身影、红旗渠里战天
斗地……在新中国建设的路上，有一
盏盏照亮民族复兴伟业的航灯。“一个
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
族。”而路上缺乏精神明灯指引的民
族，同样无法走远。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物资极度
匮乏，晚上办公只能点三根灯芯，带班
查哨就用一根灯芯。毛泽东厉行节
俭，在茅坪的八角楼，把自己油灯里浸
着的三根灯芯又拔出两根。灯芯很
小，承载的精神力量却那么强大——
就在这一根灯芯的微弱火光下，毛泽
东写下照亮中国前途的光辉著作。

方志敏读书求学期间，父母欠下
700元的债，直到他担任赣东北省苏维
埃政府主席，母亲以为他有了饷银，才
找到他要钱还债。方志敏对母亲充满
愧疚地说：“我是为穷人办事，苏维埃刚

建立，革命才起头，饷银以后才会有。”
母亲说：“知道儿是当穷人的主席，我苦
点也舒心啦！”革命不是为了发财，方志
敏被俘时全身只有一块怀表和一支钢
笔，但正是这种甘于清贫的精神，使革
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让我们的民族
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

郭明义 3次让房、56次献血，捐款
10余万，却只能给深爱的妻子一枚 28
元的戒指。问他为什么选择做雷锋精
神的传人，他说：“党章不是没有变
吗？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
要求不是没有变吗？”精神坚如磐石，
经历沧桑巨变之后依然闪耀着光芒。
在新的历史坐标下，共产党员的精神
和底色坚实不渝、历久弥新。

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的传承者。
精神是民族底色的凝练。《精神的力
量》写下了历史的澎湃和斑斓，有长歌
当哭、欢呼雀跃，也有沉默牺牲、蓬勃
生长。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个体，集合
构成历史的万千水滴。个体的喜怒哀
乐，汇流于国家和民族的往事沧桑。

随着时代变迁，精神的表现形式
或有变化，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未
曾改变。从古至今，精神的力量永远
捍卫着民族尊严，奋斗于家国富强。
而今，她正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精神的史记 力量的长歌
——读《精神的力量》

■李啸闻

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北京市
河北梆子剧团创作的河北梆子现代戏
《人民英雄纪念碑》公演后好评如潮。一
位抗战老兵看了这部戏后感慨地说：“人
民英雄纪念碑是人民英雄的碑，也是英
雄人民的碑，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74
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
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回首那场波澜壮阔的战
争奇观，借用这位抗战老兵的话，我们可
以说，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
的人民军队的丰碑，也是人民的丰碑。

鲁迅先生曾将“五四”初期、中期的
青年按照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

“前进着”几类。抗日战争的一个伟大意
义，就在于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千
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不再“睡着”“玩着”，
而是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进入

“醒着”“前进着”的状态。“前方有英勇的
义勇军，后方有全国的老百姓”是这场战
争的生动写照，“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
山”是这场战争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
当中华民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时，正是
英雄的人民秉承民族精神、民族大义，书
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章。

邓玉芬，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一
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抗战时期，她把丈
夫和 5个儿子送到前线杀敌，全都战死
沙场。1944年春，敌人在密云猪头岭搜
山，她背着小儿子，和八路军伤员及乡亲
们躲进山洞。小儿子生病啼哭，危急时

刻，她将一团棉絮塞进儿子嘴里。鬼子
下山后，邓玉芬最后一个小儿子也永远
离开了人世。如今，在张家坟村中心广
场，矗立着一尊邓玉芬的雕像。

白文冠，抗日英雄马本斋的母亲。
马本斋指挥的回民支队英勇善战，屡屡
给日伪军沉重打击。敌人在无可奈何之
下，把白文冠监禁起来，软硬兼施，逼她
给儿子写信劝降。老母亲宁死不屈，绝
食殉国，写下“儿子骁勇抗日、威震敌胆，
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歌。

戎冠秀，河北平山八路军伤员转运
站站长。在枪林弹雨的战场，她置生死
于不顾，多次冒着战火抢救伤员并精心
护理，使他们得以康复重返战场。被她
从死亡线上抢救生还的八路军战士邓世
军，重返战场建立赫赫战功，成为晋察冀
边区战斗英雄。八路军官兵皆亲切地称
她为“戎妈妈”。在戎冠秀生病住院期
间，聂荣臻元帅专程派人送去“勿忘我”
工艺花卉；老人逝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总政治部专门发去唁电。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在他们心
中，个人和家庭与国家、民族的利益息息
相关。为了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
放，他们顾全大局、义无反顾，宁可牺牲
自己的亲骨肉、不惜舍弃一切。在残酷
的抗战岁月，太行山区成百上千的农村
妇女用乳汁、亲情甚至生命哺育八路军
的后代，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太行奶
娘”。问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一位
深情地说：“没有国哪有家，人家八路军
抛家舍业，钻在咱们这穷山沟里打鬼子
为了甚？还不是为了保家卫国。给八路
军做点事，是咱的本分啊！”

其实，人民群众对抗日战争的宝贵
支持和伟大贡献远不止这些。在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全国
上下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人民
的“国家认同”“民族意识”已然唤醒。于
是，便有了“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
打东洋”的感人场面，有了“有钱出钱，有
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有
了“士兵战死，有百姓来抵”“丈夫战死，
有妻子来抵”的前赴后继，有了“地道战”

“地雷战”“麻雀战”等陷敌于汪洋大海之
中的战争奇观。就连日军的战史也这样
记载：“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连妇女、
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
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进，被手执大刀的
敌人奇袭、包围而陷于苦战。”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
前，作了长期准备，其中包括了解分析中
华民族的“国民性”，且作出“一盘散沙、
无法聚拢”的误判。他们没有看到“国民
性”的新变化，没有看到近代以来特别是

“五四”以来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觉悟，更
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民众的凝聚力和
号召力。如果说甲午战败促成了民族精
神的觉醒，那么抗日战争则在更高的层
次、更广的范围、更新的内涵上实现了民
族精神的升华。在日寇大举进犯中国之
时，中国人民发出了“风在吼，马在叫，黄
河在咆哮”的呐喊，凝聚起“大刀向鬼子
们的头上砍去”的力量。人民将自己的
前途、命运、期盼与抗战胜利连在一起，
将自己的热血、智慧、实物全部贡献于抗
战伟业，将自己的理想、意志、力量集中
注入并塑造了抗战精神。这就决定了抗
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者必然是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最终失败者必然是穷凶极恶
的日本侵略者。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无论是两万五千里长征沿
途各族人民对红军的解囊相助，还是抗
日战争全体人民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
日武装的全力支持；无论是人民群众用
小车推出淮海战役胜利的伟大壮举，还
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支持志愿军保家卫
国，都充分验证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
看天下谁能敌”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反
复印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
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这一根
本规律。我们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律，深深地植根于人
民群众之中，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
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从而获得战
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扎
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赢得人民
的支持，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这个
道理不仅为抗日战争所证明，亦为改革
和建设事业所证明。树高千尺不忘根。
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
峻形势和挑战，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到了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因此，
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弘扬军民一致、军政
一致的光荣传统，更需要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
断巩固和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军政军民关系，构筑起新时代更为坚固
的“铜墙铁壁”。这样我们才能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风险和挑战，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矗立起新
的时代丰碑。

人民的丰碑
■向贤彪

热风冷眼热风冷眼

新书速览新书速览

“历年征战未下鞍，赢得全国老少
安。昔日飞将已亡迈，当今雄师更胜
前。”高原初秋，笔者来到青海省军区
西宁干休所文化活动中心，96岁的老
红军鲍彦章正在朗诵自己创作的诗
句。老人已白发苍苍、脚步蹒跚，但炯
炯目光中依然闪烁着凛然之气。

鲍彦章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
1936年参加陕北红军，1948年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大小战斗 103
次，曾获“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
解放战争奖章、二级红星勋章等。

“我13岁那年，村里来了一支红军
的队伍，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装备五
花八门，但每个军人脸上透着一股正气
和豪情。部队一进村，带队领导便集
合队伍训话，号召大家严格遵守‘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经允许不得随意走进百姓家。”鲍彦
章对此记忆犹新。翌日天明他赶着羊
出门时，各家屋檐下竟都睡着疲惫不
堪的红军官兵，有的身上半裹着军被，
有的脚上只剩一只鞋，有的胳膊上缠
着绷带，有的裤腿上带着血迹……

“这是一支令人肃然起敬的队伍。”
鲍老动情地说。没过多久，红军在村里
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并把没
收来的粮食、布匹等分发给穷人，还号
召村民团结起来，支持抗日救国。

“我一生见过 8次毛泽东同志。
我们这支军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时时体现在他的身上。”1938年，15岁
的鲍彦章在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当勤务
员。一天晚饭后，他和几个小伙伴一
起打麻雀玩时，一个高大的干部模样
的人在 4个战士的陪同下路过，笑着
对他和小伙伴说：“小鬼们，你们不睡
觉啊？麻雀都睡觉了。”鲍彦章他们正
玩得起劲，根本顾不上回应。被一个
老兵训了两句后，鲍彦章才知道原来
那个“干部”就是毛泽东。

3年后，鲍彦章被调到抗日军政
大学当警卫员，时任军事学院副教育
长陈伯钧派他去给毛泽东同志送亲笔
信。那天大雨滂沱，路面湿滑，鲍彦章
骑着骡子不小心掉到泥坑里，他顾不
得其他，确保信件完好无损后继续上
路。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正在煤油灯
下批阅文件。鲍彦章把信放到桌上，
毛泽东一边写回复一边操着浓重的湖
南腔说道：“你是不是打麻雀的那个小
鬼？”“是的！”“哦哟，都长成大小伙子
了嘛！怎么腿上都是泥？要注意安全
啊，蹚水过河要小心一点。去吧，你的
任务完成得很好，回去要好好学习，好
好工作。”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战士，毛泽
东同志居然这么熟悉我。”谈起这次经
历，鲍彦章非常激动。

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并
占领延安，不久又占领安塞县南部一
些大的村镇。6月的一天，鲍彦章和
战友们接到敌情通报和紧急转移安置
安塞县委及群众的通知。山高沟深，
转移队伍摸黑出发了。翻过两座大
山，越过三条河谷，虽然疲惫不堪，但
大家不敢有丝毫懈怠。“敌军来了！”乘
着月色向对面山头一望，鲍彦章发现
一片黑压压的身影正奔袭而来。

担任二班班长的鲍彦章命令副班
长带领大部队从西侧小路快速迂回撤
离，他来掩护。鲍彦章掏出枪孤身朝
敌人的方向跑去……听到枪声，敌人
的重机枪疯狂地朝鲍彦章所在的小山
包扫射，另有小股敌人叫喊着追了过
来。鲍彦章临危不乱，边打边撤。没
过一会儿，几枚迫击炮弹在他身后不
远处爆炸。后来，敌军渐渐停止追
击。鲍彦章翻过两座小山，次日黎明
与大部队会合。

“安塞县委书记后来回忆说，当时
敌人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大家都夸
我胆子大，是个不要命的憨娃子。”鲍

彦章笑道，“我们打仗时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就是因为大家心中都始终记
着一句话：为人民而战！那些艰难岁
月，军队和老百姓齐心协力，生死相
依，才一步步走了过来。”归结革命胜
利之本，鲍彦章坚定地说：“深似海的
军民之情。”

1948年11月的一个夜晚，鲍彦章
所在部队打完一场硬仗，在白水县城
扎营。深冬的陕北高原，天寒地冻，大
家因为连续作战，72小时没有进食，
体力消耗殆尽，又缺棉衣和被褥，便挤
在干草堆上互相取暖。“大家快来吃
饭！”没过多久，老乡们冒着大雪送来
饭食。“谢谢老乡，可我们有纪律。”大
家虽然已经饿到近乎极限，但仍一边
表达谢意一边婉拒。

“吃饱了才能打仗，饿死了还能打
仗吗？”老乡们又急又气，硬是逼着战士
们吃饭。可过了好久，还是没人开始
进食。一个细心的老乡发现，原来战
士们的手早已冻僵，根本拿不起碗筷。

“看到战士们这么艰苦，不少乡亲
握着他们的手流下了眼泪，最后亲手
把饭喂到战士们的嘴里。”说到这儿，
鲍老眼眶湿润起来，“新中国的建立少
不了战士们的冲锋陷阵和流血牺牲，
同样，也缺不了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
推向前线的一辆辆独轮车。人民战争
的力量是无穷的。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不能忘了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不
能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前不久，化隆回族自治县石大仓乡
政府院内一片热闹，办公楼前的广场
上停放着农用四轮拖拉机及旋耕机、
翻转犁配套农具。见到崭新的农具和
机械，村民们一个个脸上露出喜悦的笑
容，“感谢老红军”的欢呼不绝于耳。原
来，鲍彦章拿出自己的积蓄无偿赠给
沙让村购买农用机械。多年来，鲍彦
章没少捐资助学、扶贫帮困，在他的眼
中，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
传。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
鞭。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
天。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
鲜。”采访即将结束，鲍彦章又为笔者
朗诵了毛泽东的《七律?洪都》。他说，
希望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早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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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 28载从军经历的我，对“奉
献”二字有着较深的体味。这看似平
淡的字眼，饱蘸军人的青春热血，饱含
军属的无尽相思。

我在家中排行老末，父母老来得
子，对我较其他孩子自是偏爱三分。
有一年夏天，老母亲晚上拉门灯开关
绳时，不小心从门槛上俯摔下去，身上
多处骨折、骨裂。母亲怕影响我工作，
忍了几天才同意哥哥给我打电话。哪
知我赶到家第二天，部队就来电话说
有紧急任务需要马上归队。没来得及
为母亲端水喂药，我便背起行囊匆匆
离家。

爱人没有随军前，一直和我母亲
一起生活，既要带孩子，还要侍弄十几

亩农田。那是 1997年秋天，我因备战
大比武，无法请假回家收秋。那天，爱
人把儿子哄睡，放在地头树荫下的婴
儿车里便去砍玉米。当她回身放玉米
秸时，猛然看到儿子攀爬婴儿车，摔进
路边的水渠里。她丢下镢头狂奔到地
头跳进水渠……这件事，直到爱人秋
后来部队探亲时我才知道。现在儿子
已大学毕业，爱人从未说过一句怨我
的话，只是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时我总
是感到心里涩涩的。

但是，这些如果和我转业到地方
工作后对门办公室的老金比起来，可
真是起重机吊灯草——不值一提。老
金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从死
人堆里走过来的老兵。部队开赴前线
前，要求把剩余个人物品寄回老家，每
个月的工资部队发给个人一半，给家
里寄一半。他说，每次家里收到寄来
的工资，母亲都要哭好多天，有时心情

才刚平复，下个月工资又到了……老
金还说，一天拂晓，部队对敌发起进
攻，他们排在猫耳洞待命，兄弟排第一
梯队上。出发前，兄弟排排长轻声对
老金说：“金排长，我们先上去了！”到
了中午，担架把这位排长的遗体抬了
回来，因被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同事小周的父亲也是名老兵。小
周说，自己出生前，父亲回家探亲准备
侍候月子，可回来没几天就接到部队
的加急电报匆匆走了。等父亲再回来
的时候，小周已经会蹒跚走路了。有
一次，父亲执行完任务回乡探亲，一进
家门，奶奶就紧紧抱住他，把他身上摸
了个遍，看看有几处伤疤。

岁月静好，国泰民安，可谓幸福。
和平，是对军人的最好嘉奖。其实，和
千千万万人民子弟兵一样，我们哪一
个不是抱着为国捐躯、马革裹尸的雄
心去报名参军的呢？

把青春献给军装
■张守雨

从2000年的秋冬出发
转眼已走过十九载春夏
我骄傲披一身新世纪朝霞
更自豪在新时代扬鞭催马

常忆起雪海里摸爬滚打
忘不了云天上战风斗沙
既然选择了戎马生涯
就要为长城添砖加瓦

听啊，我用热血将冰融化
信仰就在冻土里扎根发芽
看啊，我把强军种子播撒
理想就在汗水中开成鲜花

我喜欢高原红爬满脸颊
那是戍边人最美的芳华
我乐意心室一天天肥大
大到足以装下整个国家

当年，雪域新卒意气风发
而今，西藏老兵斗志更佳
登高者从不在乎海拔
众冰峰都在足底矮化

山再险难挡拓荒步伐
路再难任尔纵横天下
脚很长边疆为家
梦虽远终将抵达

戍边芳华
■晏 良

春风送暖的时候
我来到绿色哨所
水绿山青天蓝
哨所和我融入天地一色

夏夜星空下哨所与我
和着都市音乐节拍共振
啪啪嗡嗡
雪亮的刺刀映出红星几颗

秋虫低吟
哨所与我见证露珠凝成
大地丰收的季节
露珠里能看到我和哨所

冬日的阳光下
我和哨所相拥而泣
分别后 哨所依旧伫立
笑看星星在头顶上颗颗滑过

行走于五湖四海的我
时常梦见这绿色的哨所
还在一起披星戴月 经霜历雪
共同迎来
和谐安宁的祖国

我和哨所
■任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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