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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经典

伟大抗震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集
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
精神

学习要论

发生在 42年前的唐山地震和 10年
前的汶川地震，是中国乃至世界地震史
上极其惨烈的地震灾害，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
的灾难，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夺取抗震救灾的胜
利，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伟大抗震精神。

（一）

在中国人的眼里，唐山和汶川不
仅是地理坐标，也是精神坐标。灾难
来袭，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所展示的
伟力和精神，感天动地。2016 年 7 月
28日——唐山大地震40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唐山考察，专门到地震遗址
纪念公园，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
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
习总书记指出，40年前的大地震虽然摧
毁了一个城市，但没有摧毁唐山人民和
全国军民的坚强意志。在同地震灾害
斗争的过程中，唐山人民铸就了公而忘
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
震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
现。2018 年 2 月，在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又来到汶川特大地震震中地考
察灾后恢复重建情况。看到这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强调，灾后恢复
重建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精神的力量，包括思想、文化、信
念、志向、气魄等诸要素，是与物质的力
量紧密相联的。在唐山，在汶川，瞬息
之间，家园破碎，生灵涂炭，数以万计的
生命一瞬间与亲人阴阳两隔。但是，经
受磨难的灾区人民，没有低头屈首，没
有沉沦绝望。对生命的珍重和眷恋，支
撑着他们不甘放弃，用大爱和坚韧创造
出一个个生命奇迹；对明天的希望和信
心，激励着他们自强不息、重建家园，演
绎出一个个凤凰涅槃的奇迹。

从 42年前唐山“七级地震吓不到，
越是艰难越向前”“重灾面前不低头，泰
山压顶不弯腰”的誓言中，从 10年前“汶

川挺住”“四川雄起”的呐喊中，我们感
受到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永
不屈服的精神。地震可以摧毁家园，但
不能摧垮人们重建美好生活的精神和
力量。天灾可以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
但在废墟上升腾起中华民族高昂的伟
大精神。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
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历过一次重
大灾难，就像沉过水的木、淬过火的钢，
必然会在品质上得到重大提升。在抗
震救灾斗争中形成的伟大抗震精神，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座巍峨丰碑。

（二）

在唐山，不屈的中国人民表现出公
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的精神；在汶川，英雄的军民展示出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
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精神，尽管所
处的年代不同，但反映了同样的本质内
容。伟大抗震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
发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精神，集中体现和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党
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集中体现和
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
神和当代中国人民的时代精神。

有了伟大抗震精神，就能在危难之
际万众一心、守望相助。地震袭来，整
个中国一盘棋。地，不分东西南北；人，
不论省份民族；人力、物力、财力、智力，
一次又一次地汇聚到灾区。从中央到
地方，从震中到后方，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规模空前的生命大营救，历经险阻
的千里大驰援，处处涌动的爱心大奉
献，共克时艰的社会大协作，汇聚成全
民族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强大合力。
天灾无情，人间有情。在人类抗灾史
上，没有其他任何一次救灾行动能够像
唐山和汶川那样，动员起如此巨大的人
力物力；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制度，
能够如此紧密地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在
一起。为了灾区人民，所有中国人都
“敞开了心怀，打开了钱包，张开了血

管”。汶川地震后，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展开对口援建，重建村镇、兴建工厂，
打造一座又一座学校、医院等。患难与
共，守望相助，无私奉献，和衷共济，是
灾区人民记忆中不变的朴素底色。有
一句话说得很深刻：再小的爱心乘以 13
亿，就是爱的海洋；再大的灾难除以 13
亿，就是铿锵有力的四个大字——“众
志成城”。

有了伟大抗震精神，就能在灾难面
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转眼间，一辈子
为之奋斗栖身的家园没有了，一直相依
为伴的亲人没有了。放眼望去，只有坍
塌倾圮和生离死别。但在那个时候，党
员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组织群众自救互
救；人民教师为了学生的安危，不惜献出
自己的生命；白衣战士冒着余震的危险，
救死扶伤；灾区群众强忍失去亲人和家
园的悲痛，积极投身抗震救灾；人民解放
军、武警官兵更是“用生命拯救生命”，撑
起抗震救灾的“顶梁柱”。灾难和死神面
前的不屈不挠，拯救生命的坚定从容，忠
于职守的高度责任，团结协作的勠力同
心，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最需要
的地方闪耀。灾难过后，灾区人民挺直
脊梁从废墟上站立起来，昂着头走到今
天，他们不是“熬”过来的，而是“搏”出来
的，靠的就是这种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
任何困难所压倒的精神。

有了伟大抗震精神，就能在重建家
园中自强不息、奋力前行。“虽遭灭顶之
灾，终未渝回天之志”。灾难毁掉了家
园，毁不掉的是人们的意志和信心。抗
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既是战胜灾难、重整
河山、重建家园的过程，也是升华道德情
操、提振精神力量的过程。从燕山脚下
到龙门山麓，从滦河岸边到岷江江畔，灾
难阻挡不了社会发展的脚步，艰险也阻
挡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因
为有了这种精神的支撑，坚强不屈的灾
区人民，穿越灾难，砥砺前行，在破碎的
土地上，在震后的废墟上，以无所畏惧的
英雄气概、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惊天动
地的艰辛努力，清理废墟，搭起帐篷，回
到厂里开工，下地抢收庄稼，走上了艰难

但却充满希望的征程。他们相信，虽然
夜里有哭泣，但天明一定会有歌声。如
今，唐山已经脱胎换骨，实现涅槃，昔日
地震废墟满目疮痍，今天座座新家园俊
秀挺拔。汶川也从山河破碎走向重生振
兴，曾经哭泣的灾区，飞出欢歌笑语；曾
经破碎的山河，耀出流光溢彩。伟大的
抗震精神，是灾区崛起之魂，展示着迎难
而上、自强自信的面貌，彰显着同心同
德、共克时艰的风尚，体现着化危为机、
奋发有为的魄力，发扬着敢为人先、勇于
担当的品格。

（三）

没有精神支撑的民族行之不远。伟
大的抗震精神，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新的结晶。正是一次次灾难的考验、一
场场人间真情的倾注，砥砺着我们的民
族精神，推动着中国社会在挫折中奋进、
在逆境中前行。唐山、汶川抗震救灾所
淬火锻造的伟大抗震精神，是民族精神
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执
政理念的深植，国家政治文明的演进，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国家综合实
力的展示，现代科技成果的支撑，合作发
展的开放襟怀，人民责任意识的增强，使
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具有
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和时代元素，为中华
民族精神家园增添了新的瑰宝。

灾难磨砺中国，精神凝聚力量。伟
大的抗震精神，是灾区人民以及全国军
民在实践中用鲜血、生命和艰苦卓绝的
斗争，共同铸造的不朽丰碑，将永远载入
史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精神力量。习总书记指出，我们今
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人
间万事出艰辛”。一切美好梦想的实现，
都需要强大的精神激励，都需要付出不
懈的艰苦努力。只要我们大力弘扬伟大
抗震精神，不畏风暴雷霆、不惧急流险
滩，就一定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
汇聚起强国兴军的强大正能量。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精神
■贾方亮

80 年前，面对中国如何取得抗战
最后胜利的时代课题，毛泽东在陕北
简陋的窑洞中写下了《论持久战》。这
一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
献，从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都是围绕
“战”展开的，但关于“战”的种种结论
则是建立在对“人”的分析基础之上，
集中体现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看
到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与把
“人”看作战争工具、看作有血有肉的
自然的人相比，毛泽东论述的是作为
主体的“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战
争指导的理论大厦。

作为社会关系的“人”。抗日战争
中，与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社会
变革迟缓相比，我们党不但在战场上
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时还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制度创新，这深刻体现出对“人”的
社会关系的深刻把握。《论持久战》一
文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
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
比”。要真正把人力和人心凝聚起来，
仅靠思想动员是不够的，必须通过一
系列变革将人从旧有的社会关系中解
放出来，从而真正激发人们进行抗战
的主动性积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战争中人的社会关
系及其变动，直接影响着人的精神凝
聚和力量发挥，进而影响军队数量规
模、战法运用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
抗战时，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
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属性和社会关系变

革对于抗战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抗日
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还是“三三制”
原则的设计、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我
们党着眼于民众利益诉求，通过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变革，逐步
改造和重塑“人”的社会关系，“努力于
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从而
真正凝聚起抗战的人力和人心。

作为战争体系的“人”。指导抗
战，只看到人的一般社会关系属性还
不够，通过社会关系变革所解放和动
员起来的人，不必然导致形成进行战
争的总体合力，还应把“人”放在战争
体系中加以研究。战争，从一定程度
上讲是体系的对抗，人、武器以及人和
武器的结合方式是构成战斗力的要
素。《论持久战》指出：“基于战争的特
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
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要弥补武
器落后等缺陷，就需要通过科学的制
度设计，把单个的人组织到战争体系
当中，从而达到 1+1＞2的倍增效应，形
成战胜敌人的整体合力。《论持久战》
阐述了游击战、运动战等在战争中的
作用，并据此将“人”纳入到主力兵团、
地方兵团、群众武装以及非武装群众
组织中，从而构成了完整强大的对敌
作战体系。在这一以广大民众为基础
的武装体制中，各种力量和组织之间
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在群
众性的游击运动中培养主力兵团，在
主力兵团的帮助下造就地方武装，生
动体现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
断。对此，日军感慨地说：“游击战术
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
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
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
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
武装力量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

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
作为发展能动的“人”。亡国论和

速胜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仅为一时段和
一局部的敌我状况所迷惑，毛泽东认为
这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问题的关
键在于：敌强我弱的状况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是变化的而非静止的。由此，
《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人”，还是发展
的、能动的人，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
义：一是战争中人的精神觉醒和力量发
挥有一个累积发展的过程，在不同阶段
表现出不同特征；二是只有充分认识这
种动态演进，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主观能
动性，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由此，在实践中，一方面要看到“人”的
发展性，才能不因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悲
观失望，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判断形势和
科学运用人的力量，《论持久战》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论述了“英勇战斗”与“放弃
土地”、“英勇牺牲”与“保存自己”等看
似自相矛盾、实则相反相成的关系，强
调要防止“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明确
提出：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
将随着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并将发生强
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变化，最终达
到敌败我胜的结果。另一方面要看到
人的能动性，即“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
的特点”，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引申出“主
观指导”的问题，提出指挥员要学会“作
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这一战争
大海中的游泳术。
《论持久战》通篇闪耀着唯物辩

证法的光芒，其中关于“人”的分析，
构 成 了 整 篇 文 章 立 论 的 基 础 和 精
髓。掌握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思
维方法，不但对于深刻认识党的全面
抗战路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思想也具
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持久战》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其中关于“人”的
三重解析，构成了整篇文章立论的基础和精髓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王 喆

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龟兔赛

跑。说的是兔子一蹦一跳跑得快，乌

龟爬行走得慢，比赛结果却是兔子输

给了乌龟。原因是兔子跑了一半以

后，见乌龟还远远落在后面就骄傲了，

心想我睡一觉起来再跑也保证能赢。

没想到，等兔子一觉醒来撒腿再追时，

乌龟已经先到了终点。这个为人们喜

爱的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可以让

人从多方面受到启迪。从人生追求进

步之路来看，龟兔赛跑给人的重要启

示，除了骄傲使人落后的感悟，还有就

是：“走路不怕慢就怕站。”

“走路不怕慢就怕站”，这句俗话

是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生

动道出了人生之路“快”与“慢”的辩证

法。孔子早就说过：无欲速，欲速则不

达。做什么事都不要一味性急图快，

如果违背规律一味图快，反而达不到

预期的目的。无论是走路行车，还是

学习成才、干事创业，要想尽快达到目

的，都应当遵循客观规律，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行

进。因为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

口一口地吃。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

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只有迈

不开的腿，没有走不到头的路。最慢

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脚

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

走得快，不一定走得远，关键在于

要有毅力有恒心。行百里者半九十。

九十九步是一半，最后一步是一半。

万事从来贵有恒，成事不足毁于躁。

那种拥有天生禀赋的“快手”毕竟不多

见，绝大多数人还是靠后天慢慢学习

训练，逐渐进步提高，才能最终到达理

想目的地。鲁迅先生曾说：“即使慢，

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

定可以达到他们向往的目标。”漫漫人

生路上，很多时候不是比谁跑得快，而

是看谁的慢功夫更到家。越到最后，

拼的往往不是聪明和运气，而是韧劲

和毅力。有的起步比别人晚，还走了

弯路、遭遇过挫折，但驰而不息、久久

为功，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奋进，最后到

达理想彼岸的时候并不算晚。相反，

那些跑步前进追求速成的人，起步很

早但心浮气躁，步子很急但挡不住诱

惑，走到半道不时改变主意，东一榔头

西一棒子，结果难免一事无成。

快与慢是相对而言、互相转化

的。对快与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能快则快，该慢则慢。快慢两相宜，行

稳方能致远。快与慢，是两种速度、两

种节奏，也是矛盾统一体。快中有慢，

慢中有快。快有快的好处，慢有慢的

道理。“快”未必就能实现“好”，“慢”也

未必就会导致“坏”，不能简单化绝对

化。红军飞夺泸定桥，凭双脚一天一

夜急行240里，这种快速度让自己赢

得制胜先机。官渡之战，曹操取胜之

道也是派兵奇袭急攻乌巢，烧光了袁

绍所有的粮草。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

的时代，以好为前提的“快”，怎么追求

都不算过分。但有的时候、有些事则

快不得，“萝卜快了不洗泥”“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

其反。办急事赶路要乘飞机高铁，逛

街骑共享单车就挺好，到公园散步慢

慢走才有味道。该快的时候一定要

快，该慢的时候就要慢，这样才能在人

生中蹄疾步稳，获得更多成功。

实际上，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还

不是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而是选择

走哪条路、方向对不对的问题。路子

选准了，方向对头了，快一点慢一点，

迟早都能到达目的地。路子方向不

对，那就南辕北辙，跑得越快离目的地

越远。一定要把准方向走对路，越是

走到最后，最需要谨慎小心，防止迷失

方向，防止摔倒在成功前的“一米线”

上。还要看到，一个人发展进步再顺

利，走得再快也只能保持一段路程，

“全程高速”几乎不可能，要有起起伏

伏、快快慢慢，甚至随时可能“停下来”

的心理准备。

现在，社会生活“快节奏”，人人过

着“快生活”。吃饭点“快餐”、网购靠

“快递”、出行坐“高铁”、学习报“速

成”……“总是急匆匆往前赶”“疲于奔

命”成了许多人的共同生活感受。急

于求成、心浮气躁成了一种流行病，

“慢一点、静一点”成了一种稀缺资

源。很多人不缺干劲缺韧劲，不缺激

情缺耐心，成功之路上快步跑得满身

大汗还到不了目的地。如果能沉下心

来，多一点乌龟那种“爬行不止”的“慢

动作”，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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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指出，“我国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

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

不断完善发展”。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77608部队排长 杨晓兵

答：“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
功”。我国宪法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
完善发展，这是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
著特点，也是基本规律，既符合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又体现了法律的内在要求，
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法理依据。

宪法修改的动力来自实践发展。
宪法作为国家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的
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适应经济基础、
顺应实践发展、契合时代需求。从 1954
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至今，我国宪法
一直随着探索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
善。现行宪法自 1982 年公布施行后，

共经历了 1988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 4次修改，在回应实践需求的同
时，又推进了社会发展。自 2004 年修
改宪法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
重要发展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对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
出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
标。这都需要宪法及时作出适当修改，
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
宪法规定。

宪法修改的规律蕴含于法律适应性
与稳定性的矛盾运动之中。宪法必然具
有法律的内在属性，既要有稳定性，又
要有适应性。然而，宪法同其他的法律
一样，一经制定便是固定的文本，而客
观实际却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即便
宪法在制定之初，可以赋予预见性，有
些规范还可使之适当带有超前性和纲领
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凝固的宪法
条文同瞬息万变的客观现实之间，不可
避免地要发生脱节甚至矛盾的现象。因

此，修改宪法是法律适应性与稳定性矛
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和
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宪法的适应能
力，适时地修改与现实不相适应的条
款，是维护宪法自身价值和权威的内在
需要。

宪法修改的内在逻辑统一于国家
法治建设进程之中。宪法修改同法治
国家建设存在内在的联系。1993 年宪
法修正案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写入宪法，夯实了法治国家建设的
经济基础；1999 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
法，确立了法治国家建设的治国方略；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写入宪法，彰显了法治国家建设
的核心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
治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特别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其中所确立的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等思想理应成为宪法修改的
重要指南。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刘 勇

如何理解“宪法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完善”

理论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