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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界文化视界

热风冷眼热风冷眼

一瓣心香一瓣心香

短笛新韵短笛新韵

“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这是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不能理性看待中
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发出的喟
叹。1990年 7月 3日，邓小平来到亚运
村视察亚运会体育设施建设。他说：“我
这次来看亚运村，就是来看看到底是中
国的月亮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看来
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的圆……
亚运会建筑这么多，这么好，证明社会主
义好。”

如今，距离邓小平讲这番话又过去
了近 30年。倘若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
总设计师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用更惊
喜的眼光赞美当下中国一个个更圆的

“月亮”——
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高坝矗立、西

气东送、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
神舟飞天、蛟龙入海、天堑变通途……一
个个巨大成就令世界惊奇；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
大国、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一组组飘红数据让中国出彩。从神州陆
沉中奋起，于一穷二白中奋进，在“被开除
球籍”边缘奋斗，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
上的奇迹，展现出“当惊世界殊”的英姿。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对于中国的发展，世界充满惊叹和
好奇，纷纷猜测这巨大变化背后的“密
钥”。倒是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学生周万
宁在一首《献给中国的诗》里道出了真
谛：“身在中国，慢慢地，我有了这样的变
化：没有找寻新朋友，我重新发现了一位
老朋友；中国人，充满魅力。那些日子
里，我每天呼吸着灿烂文化的空气，传统
母亲、创新父亲共同孕育。我的眼睛见
证了闪亮的奇迹，我的耳朵听到了时光
飞逝的声音……”“传统母亲、创新父
亲”，让一切发生了魔幻般的变化，孕育
了今天蓬勃向上的中国。

“人间正道是沧桑”。扎根中华文明
的内在逻辑，源于近代以来的比较选择，
历经立足国情的艰辛探索，才使我们找
到了一条通向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建
立起创造人类伟业的制度大厦。正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承载着革命先烈的希望和梦想，
承载着亿万人民的盼望和向往，为中国
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坚强保障。

习近平主席曾经用“量腹而受，量身
而衣”这句古语，阐述一个道理：一个国家
的发展要立足于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
出发，尊重现实，尊重规律，走自己的路，
否则再好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都会碰
壁，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效。他还用“橘生
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

阐述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政治
制度和发展模式，如果不顾我们自己的

“土壤情况”，盲目学习外国的制度和模
式，学到的也只会是皮毛，更有可能带来
灾难性后果。他又用“鞋子合不合脚，自
己穿了才知道”阐明深刻的哲理：一个国
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
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一种制度好不
好，要看它是否适合我们的客观实际，是
否使国家繁荣富强，是否给人民带来幸
福安康。适合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
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新中国成
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国情为基准、以问
题为导向，以效果为检验，走出了一条中
国式的发展道路，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经国序民，正其
制度”。正是这一制度优越性的持续发
挥，使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的世界奇迹。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不无感慨地总结：中国发展道路与
西方有着根本差异，中国的崛起是一个
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相比之下，一
些后发国家把西方模式奉为圭臬，或是
因简单套用西方制度而遭遇水土不服，
或是因没能处理好开放与自主的关系而
沦为依附型国家，使国家发展脱离正常
轨道，遭致灾难性后果。

制度是文化的积淀，文化是制度的

精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000年文化
一脉相承，未曾中断；千百年来，各民族
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历代制度兼收并
蓄，活力长存；文化类型多元，制度资源
丰富，可谓博大深厚。“欲知大道，必先知
史”。中国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中，不仅
蕴含丰富的修身做人的道理，更蕴藏着
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我们正是在把握
历史脉络、明晰制度利弊、总结政治得失
中知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正是
在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深谙天下
大同、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实干兴邦、忧
患意识、与时俱进等治国理政的道理，并
且结合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改革创新、
丰富发展，从而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
制度机制，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
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
供了有力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体现了
深邃的历史视野、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
践行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梦想如长风，
鼓起船帆；目标如灯塔，引领航程。只要
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
拓创新，就一定能按照全会指明的方向
继续前进、更好前进，让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
成效，让人民更有获得感，从而推动中国
这艘巨轮行稳致远，抵达希望的彼岸。

文化底蕴是“中国之治”的最大底气
■向贤彪

如果不是得以窥见域外世界，我不
曾料想西方国家如此看重英雄崇拜。

在欧洲城市的空间形态中，英雄纪
念碑、英雄雕像似乎成为装扮城市的一
道独特风景。凡是为国家作出贡献、赢
得过荣耀的人，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
还是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甚至普通
士兵和平民，都有耸立的雕像加以纪
念。通过这些雕像，人们一睹大批杰出
人物的风采，也更深刻地烙下那些城市
的印记。

意大利首都罗马市中心的威尼斯广
场上，有座气势恢宏、洁白耀眼的巨型建
筑——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纪念堂。
16根圆柱形成弧形立面，大老远便吸引
着人们的眼球。走近它，台阶下两组寓
意深刻的喷泉更令人赞叹：右边的象征
第勒尼安海，左边的象征亚德里亚海。
中央一座人物雕像骑着高头大马，他就
是完成了意大利统一大业的维克多?埃
曼纽尔二世。纪念堂上端两座巨大的青
铜雕像也匠心独具：右边的代表“热爱祖
国的胜利”，左边的代表“劳动的胜
利”。无论日晒雨淋，总有两名士兵纹丝
不动地守护在此。这座纪念堂是意大利
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象征，意大利人称之
为“祖国祭坛”。每年国庆节，都要在这
里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外国元首和政
府首脑到意大利访问，也大都要应邀来
这里敬献花圈。

意大利第二大城市佛罗伦萨，米开
朗基罗广场与圣母百花大教堂相映生
辉。这里，矗立着根据文艺复兴时期雕
塑巨匠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大卫》而铸
成的大卫青铜像，它是佛罗伦萨的象

征。大卫是圣经中的少年英雄，曾经杀
死侵略犹太人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保
卫了祖国的城市和人民。在米开朗基罗
的雕刀下，大卫是一个肌肉发达、体格匀
称的青年壮士形象，他英姿飒爽、充满自
信地站立着，左手抓住投石带，右手下
垂，头向左侧转动着，炯炯有神的双眼凝
视远方，仿佛正向地平线的远处搜索着
敌人，身体中积蓄的力量似乎随时可以
爆发出来，随即准备投入一场新的战
斗。该雕像被西方美术史称为最值得夸
耀的男性人体雕像之一。不过，《大卫》
给予我的震撼，并不只是创作的功力，而
是作品所张扬的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英雄气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保家卫国，无分老少。这正是大卫雕像
成为佛罗伦萨市民心目中抵御外敌、保
卫祖国的英雄化身之要义所在。

法国巴黎，更是一座融合了历史、艺
术和政治等英雄雕像的城市。且不说集
中陈列在卢浮宫里的 30座人物雕像各
具特色、精彩纷呈，仅以分散坐落在城市
空间的雕像而言，也示人以人杰地灵的
张力。如巴黎圣母院广场上有查理曼，
凡尔赛宫军队广场上有路易十四，旺多
姆广场上有拿破仑，等等，都象征着法兰
西曾经的辉煌。然而令我尤为关注的，
还是那些在国家危难之时站出来的英
雄，如法国元帅霞飞、加利埃尼，总理克
列蒙梭，军事家戴高乐，还有法国国民军
总司令拉法叶和圣女贞德。站在这些人
物雕像面前，除了肃然起敬，更有一种英
雄情结在胸中孕育升腾，这是一个民族
的骄傲，这是属于国家的荣光。人们用
雕像来纪念英雄，是对英雄精神的张扬
和尊崇。

去卢浮宫的必经之路上，有一尊身
披甲胄、手握利剑、高举旗帜的女性雕
像，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她就是被
称为“法国花木兰”的贞德。英法战争

中，这个出生于法国农村的 17岁女青
年，在“法国最后一道防线”奥尔良城几
近被英军攻陷之际挺身而出，主动请缨
带领法军7000人在奥尔良大败英军，扭
转了百年英法战争的局势，成为无数人
心中的平民英雄。法国人尤其是奥尔良
人民，珍重地把贞德的形象和不朽业绩
铭记在心，称之为“奥尔良的女儿”和“奥
尔良的英雄”。而将其雕像高高地矗立
在被称为“世界艺术殿堂”的卢浮宫必经
大道上，让英雄形象存留于永恒，则凸显
了政府对英雄的礼遇。

北欧小国瑞士，不像法国、意大利等
邻国，村村都有一战、二战的烈士纪念
碑。该国自1815年后200多年未卷入过
国际战争，一直保持武装中立。但为了
尊崇英雄，他们塑造了一个名叫“退尔”
的民族英雄，并编织了他忠贞爱国、正义
为民的系列故事。在著名的阿尔特多尔
夫村，有一座退尔博物馆，一进门的墙壁
上，凿刻着一排人物雕像，如拿破仑、马
丁?路德?金、戴高乐、曼德拉，等等。而
另一面墙壁上，则是他们自己的英雄退
尔头像。博物馆员告诉我们，瑞士人崇
拜退尔，就像崇拜对面墙上那些实实在
在出现过的英雄一样。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我们欧洲
13天之旅的最后一个城市。旅程最后
一个景点，是荷兰国家英雄纪念碑。尽
管二战爆发时，荷兰郑重宣布自己是中
立国，但依然没有摆脱被法西斯侵略的
噩运。面对长驱直入的德军，荷兰军队
使用陈旧的武器奋起阻击反抗，虽然造
成了德军4000人的减员，但也付出了约
7500名士兵、900名平民伤亡的代价。
荷兰最终被德国占领，直至 1945年 5月
才获得解放。

荷兰国家英雄纪念碑，是一座仿古
埃及方尖碑样式的石头建筑，通体用白
洞石筑造，高达 22米，气势恢宏地高耸

在市中心的水坝广场上。底部刻着
“DeVrede”意为“和平”的铭文，四周有
4名姿态各异被锁铐的男性雕刻，正面
中段有抱着婴儿、被和平鸽环绕的女性
雕刻，前者表现出战争中的苦难，后者象
征着和平与新生。这座于 1956年建立
的纪念碑，是为了铭记国耻和纪念二战
期间受纳粹迫害的牺牲者。荷兰政府规
定，每年 5月 5日为解放纪念日，全国举
行追思活动，女王也来这里参加二战停
战纪念仪式。5月4日晚8点，举国为二
战死难者集体默哀两分钟。

看完荷兰英雄纪念碑，回望游历意、
法、瑞、荷 4国一路见闻，一个思考久久
地在脑海中萦绕：尊尚英雄，无分西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造就的一切英雄，都是国家坚硬的脊
梁、民族最闪亮的坐标。他们的事迹和
精神永远是激励人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
英雄辈出”。正是从这个角度认识，矗立
于城市空间的英雄雕像，决不仅仅是一
座城市的点缀和地理标志，更体现着对
英雄的尊崇，对英雄共有的历史认同、价
值认同、情感认同。它们见证着这座城
市的历史，叙说着这座城市曾经的荣光
与辉煌，驮载的是人们一种最深沉的情
感和冀望。

也正基于此，联想我们的英雄文化
这些年不断受到冲击和考验，英雄精神
也逐渐被一些人所淡忘，包括出现的那
些不伦不类的雕塑、那些与城市文化和
历史毫不相干的所谓现代派艺术，我心
里总有一种堵闷和隐痛。对英雄崇拜可
以造就出英雄来，一个没有英雄文化的
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打着时尚的
招牌割断民族历史和英雄文化的行为，
更像是一种文化公害，令人担忧。弘扬
英雄精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
英雄的崇拜，永远不会过时。

英雄崇拜永不过时
■于永军

休假回家，推门时见到门框上那
块金灿灿的“光荣之家”牌匾，一种自
豪感油然而生。小小光荣牌，浓浓拥
军情。我不由忆起家中以前那块木制

“光荣军属”牌，它让军人军属真正享
有尊崇和体面。

万壑泉声松外去，数行秋色雁边
来。34年前菊黄叶红的秋天，我应征
入伍，戴着大红花离开赣西小山村，坐
绿皮火车来到闽南漳州的光明山下，
开始书写我金戈铁马的军旅人生。

眨眼就快到春节了，那时南疆战
火未熄，部队战备训练正紧，千里外的
山村喜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四处弥
漫着过年的味道。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家中过年突然少了个人，母亲早
就开始想我了，担心我在部队首次过
年不太习惯，催着父亲写信问问我的
情况。这时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来我
家慰问，带着一块崭新的木制“光荣军
属”牌，还有两斤猪肉。

父亲正在忙年货，见大队干部上
门慰问，高兴地赶紧递烟泡茶。我们
家已经有一块“人民教师”牌，现又多
了块“光荣军属”牌，父亲这个刚退休
的老园丁自然抑制不住兴奋。他微驼
的背直挺挺的，转身扛来木梯，找出锤
子和钉子，想自己动手将牌子钉好。

大队书记见状，赶忙起身拉住父
亲：“您是老师，现在又是军属，喜上加
喜，光荣又自豪，这个事不应您动手，
让我们来钉。”接着，民兵连长上了梯
子，大队书记在下面把关，左右上下反
复调试，那种认真劲和仪式感，让父亲
好生感动。牌上 4个红色的大字，与
刚贴的大红春联相互映衬，给院子里
增添了无限喜气，映红了老屋，映红了
山村，更让父亲笑得合不拢嘴。

好客的父亲想留大队书记和民兵
连长在家吃个饭，以示谢意。书记说
啥也不同意，说还有好多家要去慰问，
等有空再来看望他们。父亲没法，只
好将他们送出好远。

当晚，父亲在灯下铺开信纸，将白
天大队书记上门挂“光荣军属”牌的
事，还有两斤慰问肉，全都详细地告诉
我，结尾鼓励我在军营努力工作，一定
要爱护这块牌子的荣光。

此后，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和春
节，民兵连长都会在节前提着两斤肉
到我家慰问，春节还会多张慰问的年
画。年画是省政府统一印制，在当年
可是一种政治待遇。有时大队书记不
忙，也会一起来，问问我在部队的情
况，勉励我在部队安心服役，家中有事
尽管跟大队说。

在那个年代，村里人都不太富裕，
春季还经常断粮，邻居见村干部提着
肉上我家慰问，非常羡慕，父亲身为军
属也颇感尊崇和体面。善良的母亲接
过这两斤肉，舍不得一家独尝，每次都
会分点给坡下塘边的五保户李财生和
生病的乡亲，自己仅留下小部分。正
如父亲舍不得一家独享牌子的荣光，
常请村里人到门口坐坐，反复回忆钉

“光荣军属”牌时的情景。在他的眼
中，这钉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木牌子，而
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更是政府对军属
的关心和厚爱。每次回家探亲，总有
乡亲说沾了我的光。

对这块散发着荣光和自豪的牌
子，父亲经常会下意识看看，发现上面
有了灰尘，便立马扛出梯子，爬上去用
抹布细心擦拭干净，让这 4个红色大
字在院子里时时熠熠生辉。

父亲上村里办事，因有军属这一
耀眼的光环，常常一路绿灯，优先购过
便宜木材，优先看过病，优先在大会上
发过言，优先分过计划紧俏物资。当
时有人不理解，说父亲搞特殊化，村干
部马上站出来说话，谁送儿子去当兵
卫国，就可享受同样的待遇。父亲听
了此话，心里似喝了蜜一样甜，如同当
年他在教室讲台上讲课一样，腰板挺
得更直，人显得特别精神。

父亲有次去镇上赶集，偶尔听到
路边有人议论，说邻村和我一起当兵
的战友有了大出息，当上了一连之长，
管着上百人，而我在部队干得一般，当
了多年兵还是个干事；还说干事就是
干杂七杂八的事，不会带兵打仗。父
亲听后非常着急，当天给我写了封长
信，话语中全是要我不忘这块“光荣军
属”牌，多向邻村的战友学习看齐，争
取也当个连长。尽管有些误会，老百
姓也不懂部队职务的分工，但我从父
亲的信中，深深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
的殷切希望，更能明白他对这块“光荣
军属”牌倾注的真情。

后来我们村被政府征用搞开发，
老屋搬家时，恰逢父亲住院，家人忘了
将大门框上的“光荣军属”牌拆下来带
走，结果被掩埋在泥土里。父亲出院
后，三番五次要二哥把牌子找回来，但
最终还是未找到，为此父亲失落了许
久。或许父亲早已把“光荣军属”牌视
为传家之宝，是家中最珍贵的财富。

举家搬迁到镇上的新家后，我家
再也没挂过“光荣军属”牌，父亲带着
遗憾故去。

今年正月初八，喜鹊在窗户边叫
个不停，我家真的有喜。院子里锣鼓
喧天，鞭炮炸响，区人武部和退役军人
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到我家走访慰问，
为我家钉上了一块金灿灿的“光荣之
家”牌匾，院子陡然亮色十足。

站在代表着荣誉与激励的“光荣
之家”牌匾下，我沉思良久，要是父亲
在世该多好，他一定会激动开心，腰杆
会挺得更直。

我
家
的
喜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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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雪和烈日之间
在故乡与训练场之间
我用两年时间，长出了一副盔甲
它最初成长于痛苦的裂帛声中
随后被众多坚实的日子锻造成形
它的外面
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
里面，暗流涌动
而盔甲里藏着的犀牛
像一块镇纸
正在与一只豹子对峙
豹子的身后，所有的白云和流水
都在纸上，静候差遣

自从身上长出了盔甲
我就变得无比粗粝
我总是把荒草认作营地
把秋风当成了长途奔袭
我劈开一座雪山
从中寻找远古遗留下来的兵符
最终，找到一枚箭镞和战马的骸骨
它仍然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我翻开一本秋风浩荡的兵书
盔甲顿时
被吹成缀满星空的披风

我怀抱着这坚不可摧的盔甲

就像抚摸着地图上的万里河山
那起伏的河流与山岗
正是我随身携带的故乡

退伍的同年兵兄弟
■曾 云

离开营院的时候，他们用眼神
向我讲述不舍，泪花光芒万丈
抵达火车站，又隔着列车玻璃
多看一眼对方。退伍的同年兵
是我青春里无法淡忘的好兄弟

唱响高原战歌，五年的时光里
藏着幸福的子弹。分别在九月
回忆只剩下春秋。男儿不流泪
约定别处再相见。摸爬滚打后
血性的呼唤是爱恨交织的秘密

山河美，雄鹰展开坚硬的翅膀
初心不变，我向蓝天行注目礼
青春无悔，你们佩戴红花归去
我看见了云，云层里呈现的是
多年后，你们征服世界的样子

一副盔甲
■雷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