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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河，而是
陕北高原的一个小山村。近年来，它伴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渐
渐走进公众视野。纪实文学《梁家河》
（陕西人民出版社），全书 10余万字，40
幅图片，共分为四个部分。书的封面上
印着 2015年 2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回
到梁家河时对年轻人和孩子们说的一
句话：“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
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
问的地方。”

纪实文学《梁家河》再现了那一段

感人历史。 2015 年 10 月，习近平访问
英国，在伦敦金融城举办的晚宴上，他
回忆起梁家河时说：“我不到 16岁就从
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
农民，在那里度过了 7年青春时光”“年
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
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
的信念。”正是在梁家河这片土地上，
他从彷徨、迷茫到坚定、执著，从苦闷、
抵触到热爱、融入，从做每件事先考虑
自己愿不愿意到开始考虑别人愿不愿
意，从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应该
干”到“为老百姓留下永远的财富”。
在梁家河，习近平当年的一句话至今
还让人感到震撼，他说：“人来到世上，
就是要为人类办好事。”他不仅发自内
心还付诸行动，带领村民打甜水井、建
坝淤地、发展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
扫盲班……使一个贫困小山村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在习近平心里，梁家河
是他精神升华的起点，是他为民做事
的信念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的起点。

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
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时，把在梁家河
接受艰难生活的磨炼总结为过“跳蚤关、
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在这
些从北京娃到村里娃的知青们眼里，梁
家河无疑是近乎原始的。住的原始，土
窑洞里不仅有跳蚤、臭虫、老鼠、蝎子，甚
至还有蛇；吃的原始，玉米、小米，碾一碾
就算加工过，能吃就行；粮食不够吃，就
把残次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
子；炒菜没有油就把麻籽熬成麻油滴上
几滴，拿杏仁在热锅里炒一炒……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中，习近平挑粪、耕种、锄
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他就跟着
学，从最开始挣 6个工分（还没有妇女
高），到两年后就拿到壮劳力的 10个工
分，而且对村里的各项活计都干得很娴
熟。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也有精神
生活上的困苦。为了追求进步、追求梦
想，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先后写了八
份入团申请书，最终获批成为共青团
员，入党申请一直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
准。这种对梦想的执著追求是何等坚
定！纪实文学《梁家河》正是以这样朴
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的情节，讲
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纪实文学《梁家河》讲述了一种优良

的作风。在习近平看来，梁家河是一所
学校。他说，在这里，最大的收获有两
点，其中一点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
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15岁的习近平初到梁家河，更多的是不
适。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

贫困、开放与封闭，这既是知青与村民的
对视，更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这些都
在习近平脑海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
给他的第一年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
影。他感受到了与梁家河的距离和隔
膜，并且随着周围的不信任一度陷入迷
茫之中。但是，当他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后，人们也逐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
习近平。他开始主动将自己融入群众、
融入乡村，直到离开梁家河 40多年，他
依然牵挂着那里的父老乡亲、那里的山
山水水。在多次接受采访时他都直言不
讳地说，“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
人”“延安是根、延安是魂”。可以说，正
是梁家河呈现给了习近平最真实的乡
土中国，让他清楚地知道人民群众最真
实最迫切的需求。他说：“我了解乡亲
们最需要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
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
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
那么都是感觉源于此、获于此。”

纪实文学《梁家河》传递出一种坚

定的信念。在梁家河，习近平一面进
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中汲
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习近平说：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
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经常看
砖头一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
羊时手中还不忘拿书阅读。习近平常
常看书到深夜，看书时用的灯是煤油
灯，煤油灯烟大，第二天早上，吐出的
痰都是黑的。读书，让习近平在插队
的岁月里不断成长、丰富自己的精神
世界。后来他说：“我并不觉得农村七
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
那时候打下来的。”在梁家河，习近平

从基层做起、从基础做起。他当选大
队党支部书记后，在带领人民群众做
实事的过程中积累了从政执政的基本
思想和认识；他注重实干，他讲“实干
就是解决办法”，面对困难，只有实干
应对，困难才可能一个个解决；他注重
科技，善学善用新技术，尝到了科技进
步的甜头，乡亲们喜悦的笑容至今宛
然在目；他注重公平，分救济粮不存私
心，实地查看，实事求是，“一碗水端
平”……他雷厉风行，他“多动脑筋”，
他处变不惊，他知难而进……
《梁家河》给我们展示了习近平

青春奋斗的生活，这生活有困惑有欢
乐，有失意有收获。正是在梁家河，
他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经
受了意志品质的磨炼考验、谙熟了中
国社会最底层的民情民意、锻炼了执
政为民的能力本领。可以说，从纪实
文学《梁家河》一书中，读者可以探
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历史起点、实践起点和情感
起点。
《梁家河》这部书的深刻意义在

于，它教育我们，要从基层做起、从基
础做起，把苦地方、累地方当成建功立
业好地方；它启迪我们，要把握当下，
珍惜每一分宝贵时间，积累知识、锤炼
能力；它启迪我们，要始终坚守梦想，
把自己的理想抱负同国家的前途、民
族的命运相结合，让自己的信念追求
同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相一致，
这样才有价值迸发、同频共振的可
能。因此，这本书是激励广大官兵追
逐梦想、励志成才的实践教科书，也是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生动教材。

有大学问的地方
——纪实文学《梁家河》读后

■杨克公

才能过人曰英，胆魄超群曰雄。《三

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夫英雄者，

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也。中

国古代，封狼居胥的霍去病、燕然勒功的

窦宪、碧血丹心的岳飞、坚贞不屈的文天

祥、铁骨铮铮的史可法……彪炳史册，流

芳万世。近现代以降，林则徐、秋瑾、孙

中山、李大钊、瞿秋白……“我以我血荐

轩辕”，震古烁今，光照千秋。张载的横

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往

今来，这是儒士的理想追求，也是英雄

的责任担当。时代造就英雄，英雄书写

时代；英雄的故事代代传颂，英雄的精

神代代传承。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每个

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每个英雄有

每个英雄的品格。当代英雄，就是改

革创新的开拓者、现代文明的创建者、

科学技术的发明者、优秀传统的继承

者、砥砺奋斗的进取者；就是鲁迅先生

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

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谓

“中国的脊梁”，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人民谋福祉、造福人类并为万众

敬仰的人。也许英雄看似平常，实则并

不寻常——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像火一样燃出炙人的灿烂的光

焰，耗尽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献出自

己的生命。

卡莱尔说，英雄，就是那些引领我们

走出黑暗和困境的人。中国共产党成立

后，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

“三座大山”，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改革

开放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改革开放

的发展道路，使中华民族富起来；今天，又

引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迈上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他

们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中国乃至全人类

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情，他们在不懈

的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丰富了人类思

想宝库，他们以浩然之气更新天地气象、

推动历史进程。剑截昆仑的伟大人物以

大抱负、大担当、大智慧、大境界，成就了

英雄勋业。

铸起崇高而神圣“沂蒙精神”丰碑的

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虽没有振臂一

呼、应者云集的豪迈气概和卓荦气势，但她

们以柔弱之躯担起大义，为了中国革命胜

利而舍生忘死救治伤员，不遗余力支援前

线，甘愿牺牲自己和家庭的一切。春兰秋

惠芳馨吐，皎洁情愫一瓣香。以祖秀莲、明

德英、公方莲等为代表的沂蒙革命山区的

普通女性，巾帼不让须眉，以大胸怀、大勇

气、大无畏、大坚强，标注了英雄的价值。

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贵祥在“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

堂上，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

世纪80年代中期，身为炮兵侦察员的他

随部队到云南边境前线作战。在一次拔

点战斗中，徐贵祥所在炮连受命炮火支援

任务。我军突击队发起攻击后，遭到敌军

一处火力点的强力压制，一时陷入困境。

为更快捷高效地打掉敌火力点，炮连果断

采取直瞄射击——平举炮管，直接对准目

标开炮。但在装填炮弹的当口，敌军突如

其来的一发炮弹恰巧落在我炮连阵地上，

爆炸后的弹片纷飞，一名抱着炮弹准备装

填的战士多处负伤，身体摇摇欲坠。正在

距其不远的指挥所里的徐贵祥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战士手中的炮弹已装好引

信，若他支撑不住受伤的身躯而倒下，随

手掉落的炮弹就会触发引信，炮毁人亡的

后果不可想象。

在这紧要关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在

硝烟中闪现——指导员不顾一切地冲

上炮位，从几欲倒地的负伤战士手中抢

过炮弹，然后干净利落地填入炮膛。

“轰”的一声，大炮怒吼，山地震颤，敌军

火力点顿时哑然，被压制已久的我军突

击队潮涌而上……此役过后，论功评

奖，指导员大力推举身负重伤的炮兵战

士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而他只领受

了二等功。置身战斗现场的徐贵祥看

得真切、明白，他认为那名浴血炮火的

战士的确称得上战斗英雄，猝然临之而

不惊、果断处之而不遽的炮连指导员不

遑多让，亦是真心英雄。确乎哉！

沧海横流，玉石同碎，方显出英雄本

色。在国内革命战争和历次反侵略战争

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罹炎昆之

祸而视死如归，历九死一生而勇往直前；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英绩传扬、英名

远播。事实上，还有很多无名英雄，比如

那些旌霜履血而壮志未酬的寂然烈士，慷

慨赴国难却湮没民间、终老闾巷的攘夷勇

士，还有我党长期坚守在隐蔽战线的“潜

伏者”，他们像点点繁星默默无闻地散发

着光和热，以淡泊、撄宁的心境在喧嚣的

世态中独立而不倚，潇疏而伟岸。

和平年代也如此。例如核潜艇之父

黄旭华，他为了研发大国“重器”，为了我

国的海军事业隐姓埋名30年，没有回过

一次老家，把一生奉献给国家和民族。英

雄是永恒地照耀国家、照耀人民，永远高

悬于民族之上的永不消逝的星辰。英雄

不应该被遗忘。只要是清醒的、聪明的民

族，必定会以最高贵的礼遇来尊重这些永

不坠落的星辰；只要是有良知、有正义感

的国民，必定会以最高昂的热情来讴歌这

些星光璀璨的英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

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

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

所说的“伟大的人物”是一个称号，与“英

雄”之概念类同。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

烟。”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

迭出的时代。新时代展现新气象，新英雄

展示新作为——危急关头的指挥若定、危

难时刻的挺身而出，平常日子的鞠躬尽

瘁、平凡岗位的恪尽职守……英雄的力

量，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英雄的精神，青

山不老，厥美永葆。尊重英雄、崇敬英雄，

就是尊崇我们国家、民族和这个伟大新时

代的核心的道德价值。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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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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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绍兴市柯桥笛扬路以前叫小
马路，在柯东桥以南，靠近104国道处是我
爸爸原来工作的单位——柯桥供销社茶
叶收购站，说是茶叶收购站，其实不止这
一项业务，高大宽敞的多开间、数进深的
老式黑瓦房里还收购蚕茧、废旧纸张等。

废纸收购站的人与茶叶收购站的
人合用一个场地，时常去那里玩耍的我
经常在一旁围观工作人员将废旧报刊
上秤、分类、打包。有一回，我在一堆旧
书里看见一本花花绿绿封面的小人
书。踩着纸堆走过去，拿起那本小人书
一看，只见一个头戴小尖帽的小男孩正
骑在一只展翅翱翔的大白鹅脖颈上，封
面上的字只认识一个“记”字。但幸好
这是一本图画书，一页一幅图配上简短
的文字。一整个下午，我坐在废旧报刊
堆上，屋宇高大阴凉，阳光透过屋顶瓦
片间的玻璃天窗斜斜洒下来，照在身
上，也照在那本可爱的对我影响深远的
小人书上：小男孩胡作非为被小妖精缩
小了身体，他们家的大白鹅渴望去远方

冒险，小男孩为阻止它，一起被带上了
天，随同雁群离开了家乡……

下午四点半，供销社要下班关门
了，有个叔叔问我爸爸：“胡师傅，你儿
子呢，怎么一下午都没声音，是不是溜
出去玩了？”“不会又在茶叶仓库玩风箱
吧？”另一个人说。有个伯伯拿手指了
指我对他们说：“呐，在废品堆里看小人
书呢，看了一下午了。”我想一个人一辈
子总有几件事是难忘的，总有几本书是
印象深刻甚至影响到自己人生的。那
个下午，那本后来才知道名字的小人
书，是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的《尼尔斯
骑鹅旅行记》。千山万水穿越近一个世
纪，似在不经意间与我相逢。当时年幼
的我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字的魅力，
无法理解什么是书本的营养，但是书里
有可爱的人物、动物，有奇妙有趣的故
事，却已经使我如获至宝，快乐无比。

绚烂的夕阳下，从柯东桥到柯北新村家
里，我问了爸爸一路的问题：“真的有矮
矮的小老人妖精吗？为什么我们这里
的大白鹅不会飞？乌鸦为什么要把硬
币藏起来？如果小孩子不乖，真的会被
变成小矮子吗……”

如同打开了一道大门，以后我时不
时地会去供销社里翻找旧书看，另一套
让我印象深刻的图书是林汉达老先生撰
写的《中国历史故事集》。这套书早在建
国后就开始筹划运作，按照林老先生和
出版社的构想，是一个朝代或时期一本，
从三皇五帝一直写到民国，可惜风云突
变，他在写完了《春秋故事》《战国故事》
《东汉故事》《西汉故事》四本书后即被迫
害致死。我在废旧报刊堆里翻找出来的
一本《西汉故事》一本《东汉故事》，是上
世纪 80年代初林老先生沉冤昭雪后出
版社再版的。从来没有哪一次我看着书

却不是因为书里的内容，而是因为书和
作者的命运落下眼泪。

那一次，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我捧
着页面发黄、纸张薄脆的书，痴痴地读
到最后，一直读完后记和作者留言，眼
泪止不住地掉于书页上，说不出到底是
心痛、遗憾、欣慰，还是各种滋味齐齐翻
涌在心头。直到很多年以后，我都以没
有找齐老先生的四本历史故事为憾。
前几年，发现了一个名叫孔夫子旧书网
的二手书交易平台，终于购置齐了这套
书。放在书柜里，它们与许多新版的精
装书、礼品书显得格格不入，散发着一
股陈旧的味道，但是每一回翻阅，每一
次赏读，都会有一种新的体验与收获。

有人说好酒愈藏愈醇，书籍又何尝
不是呢？经过了时间与读者的重重筛
选，那些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书籍，即
使发黄了变旧了，却依然美丽、依然焕
发着勃勃的生机。借用法国女作家杜
拉斯的名作《情人》里的一段话，“表白”
那些老旧图书也格外合适：“我认识你，
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你很年轻，大家
都说你美丽极了，现在我特意来告诉
你，在我看来，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
你现在这张备受摧残的面孔比年轻时
娇嫩的面孔更让我热爱。”

少年寻“宝”记
■胡 甸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读书生活

张兴德著《“不完美”的哲学：兼与
青年官兵谈不抛弃不放弃》（解放军出
版社）是写给青年官兵的一部实用性与
理论性统一、思想性与故事性兼具的通
俗哲学著作。

去年春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
话。打电话的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一名
从事宣传工作的老兵，已经退休多年。
退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在军地报刊发表
文章 600 余篇，出书多部，现为辽宁省
作家协会会员，手头有一部多年撰写而
成的书稿，叫《“不完美”的哲学》，很适
合部队官兵阅读。作为一名老兵，希望
能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选题内容我
很感兴趣，于是与作者进行了长时间沟
通，并建议他将书的主旨落到“不抛弃
不放弃”上。因为，世界无坦途，现实与
理想虽有差距，但是为了荣誉、为了胜
利，“不抛弃不放弃”才是军人应具备的
精神和品格。

本书从生活实际出发，提出“不完
美才是世界，不完美才是人生”，不仅有
很强的针对性，同时也是一个被忽略了
的重要哲学问题。全书以读者喜闻乐
见的语言和“大众哲学”的方式，多视

角、多方面阐述了这个普通却又被人们
忽略了的哲学问题。全书分上下两
篇。上篇简要地论述了“不完美”哲学
的一些理论问题，通俗易懂；下篇通过
对 180多个经典而又鲜活事例的讨论，
深入地阐述人们应该如何应对“不完
美”的世界，如何走好人生路和军营
路。本书许多典型事例都配有漫画插
图，显得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实用性
与理论性相统一，以事析理，寓理于事，
不空洞，不枯燥。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思
想的深刻性、逻辑的严谨性。例如，如
何看世界和人生的“不完美”，作者从多
个视角，由浅入深地阐述了“不完美”存
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哲理根据，很自
然地将这个问题引入哲学范畴进行考
察和论述，然后又从人类追求“完美”的
两重性，“不完美”与“完美”可以相互转
化等方面进行层层分析，充满了辩证法
的哲理辨析。最后，作者提出了如何应
对这种“不完美”的几种正确态度和有
效方法，这样最终就将相对抽象的理论
问题回归到实践和生活上来了。

书中不乏精彩的阐述。例如，在分

析人们为什么总是追求“完美”而规避
“不完美”时，作者以事实溯源到人类远
古社会。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步发展
都给人类自己制造了新的问题——新的
“不完美”。人类就是在不断地克服“不
完美”中出现新的或更大或更多的“不完
美”……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追求“完
美”的行为本身也有两重性，它犹如地平
线一样让人们能看得到却达不到，是永
远实现不了的无限美好的愿望和世界。

再如，作者阐述了“不完美”与“完美”
的辩证关系。认为“不完美”不是固化的，
也有两重性，不能用静止的、孤立的、片面
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不完美”。“不完
美”离不开具体的环境，缺点、问题，在一
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成长处、优势。欧阳
修有诗说，“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
之以发墨，不如瓦砾顽”，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将人生一个经常遇到的，被许
多人当做唯心主义解释的人生现象做
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讲的是我们身
边的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和
哲学理论，让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
世界和人生。

让人生充满乐观
■闫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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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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