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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川，一条河流的名字，伴随着
电影《金刚川》的热映，成为今天中国人
民志愿军英雄气概的象征。70余年过
去了，战火硝烟早已散去，但流淌的金
刚川又把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带到了我们面前。

除了电影中炮火纷飞的渡口原型，
在金刚川的渡口，志愿军某部工兵连的
钢铁战士同样架设了一座炸不断的英
雄桥。在我收藏的《英雄故事》（江苏人
民出版社）一书中，压轴的篇章就是讲
述这些将士的壮举。当年这支英雄部
队的指导员叫王顺秀，今年已经 90岁高
龄，目前居住在南京，他在近期接受《新
华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描述了当时与
敌人斗智斗勇的壮烈场景。那座桥清
晰地留在老英雄的记忆里。

1953年初春，金刚川河畔依然十分
寒冷。在渡口河段，冰排在激流的推动
下凶猛地撞击着岸边的岩石，发出轰轰
的声响；空中，不时有敌人的炮弹飞来，
爆炸声更是震耳欲聋。这一切并没有
吓倒工兵连的将士，他们腰间绑上绳
子，在刺骨的冰水中开始了架桥作业。
虽然不一会儿就冻得嘴唇铁青，头发眉
毛结满了冰碴，但没有一个人退缩，许
多人更是怎么叫都不肯上岸。经过一
天一夜的奋战，桥，终于在曙光中架起
来了。大家的高兴劲儿还没过，敌人的
“油挑子”（敌机的绰号）轰隆隆一阵投
弹，就把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桥给炸断
了。大家焦急万分，夜里将有运送弹药
的车队从此通过，这可怎么办？

古人云：“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
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
志者也。”我们的志愿军将士之所以能
成为英雄，不仅因为勇毅奋进，胆气干
云天，更因为善于学习研究，能不断增
加自己的战争智慧。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副连长出
了个主意：敌人发现我们桥建好了就会
派飞机轰炸，既破坏我们完成任务，又
会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干脆把这座坏
桥伪装成好桥，吸引敌人注意，再在隐
蔽的山脚处另架一座。这一方法果然
蒙骗了敌机，假桥被一再轰炸，而暗度
陈仓的另一座桥已源源不断地通过了
一辆辆运输车辆。敌人也并不愚蠢，很
快就发现了真桥并进行了狂轰滥炸。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的将士又
采取了架“夜桥”的方法，就是白天准备
好材料，等天一黑，赶紧突击架桥，让车
辆、人员快速通过。待到天亮前，再将
桥中间拆去三孔，飞来的“油挑子”看到
是座不能用的坏桥，就不再投弹。等到
天黑，再将那三孔快速安装回去，恢复
运输畅通。不过，这一方法也很快失
效，敌人在夜间用照明弹、探照灯、低空
侦察机等手段发现了“夜桥”的秘密，运
输被迫再次中断。

都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
困难多”，此话再一次得到验证。怎么
让敌人的侦察手段失灵，成为看不见的
瞎子？工兵连上下又一次群策群力想
办法、出点子。一位班长提出的架设
“水下桥”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精心完善方案后，一座“水下桥”被连
夜建成了。这座“水下桥”其实并不神
秘，只是桥面在水下约 30厘米，其他没
什么特殊构造。就是这看似简单的巧
妙改动，让敌人彻底成了睁眼瞎。不管
是白天还是黑夜，敌机多次侦察都没能
发现“水下桥”的踪影，“水下桥”的秘
密成为敌人的难解之谜，土办法再一次
战胜了敌人的高科技。夏季反击战打
响后，工兵连的将士又根据运输需要进
一步拓展思路，在水下垒砌了一道能够
承载更大重量的堤坝，我军的坦克和火
炮能由此快速抵达前线，给敌人以沉重
的打击。
“桥上水，水中桥，桥在水中泡，车在

桥上跑，敌人飞机变瞎子，我们运输乐逍
遥。”书中写下的这首打油诗，不仅道出
了工兵连将士胜利的喜悦和对敌人的蔑
视，更是闪烁着“以弱胜强”的真理之
光。从“真假桥”到“夜桥”再到“水下
桥”，每一次改变都是工兵连将士在战争
实践中的智慧递进。

与此相呼应，当记者向王顺秀老
人提问：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
撑着你们？老英雄笑着回答：“大概就
是一种从来不讲困难，不怕苦、不怕死
的精神和坚信我们能取得胜利的信心
吧！”说这话时，老英雄胸前佩戴的那
枚纪念抗美援朝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熠熠生辉。

老英雄所言极是！正是充满必胜
的信心，志愿军将士才能不怕牺牲，排
除万难，寻找到制胜之道。由此，金刚
川上的桥成为我们通往胜利的桥，成为
敌人伤心胆寒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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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书，是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20余位专家学者，对我

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的详细解读。

该书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梳理、分析了中国经济工作的八大重

点任务，包括：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

重大难题；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

控能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

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强大的国

内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全面推进改

革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解决好

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强化

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好大城市

住房突出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加快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全书既有战略层面的理论阐释，

又有实践层面的现实分析，有助于认

清当前经济形势，理解新发展格局的

核心要义，提高专业化能力，找准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切实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读懂中国经济》

解读经济趋势
■郝英杉

历史是根基，是认同，是传承。在
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绵延不绝、
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做出
了杰出贡献。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刻影
响着一个民族未来的走向，历史留给
我们的珍贵遗产，是我们安身立命、继
续前行的基础。卜宪群的新著《与领
导干部谈历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以史学家的视角，系统归纳和分析
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旨
在倡议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历史学习，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有利于领导干部
从历史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
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增强
理论修养，提高为政能力。

中华民族素有学习历史、借鉴历史
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从历史中
探索未来，是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重要
基础。我们党一贯强调历史学习的重
要性。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外宾
时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
史。”善于从历史的纵深处启示现实和
未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一个
显著特点。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
史规律、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善于
不断认识历史方位、把握历史规律、找

到正确方向，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
因。《与领导干部谈历史》一书，正是希
望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历史，不断增
强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进而认清未来
中国的发展方向，顺应历史大势、履行
时代使命。

中华民族有波澜壮阔、生生不息
的 5000 多年文明史，有近代以来反帝
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 180多年
斗争史，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百年
的奋斗史，有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的发
展史，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40 余年
的改革开放史，这些都是人民书写和
创造的历史，其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
辉煌灿烂也有苦难曲折，这一切都昭
示着历史的必然。在中华民族历史进
程中，产生和形成了为整个民族所认
同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与优
秀文化传统。诸如筚路蓝缕、以启山
林的开拓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
顽强意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
气概，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博大胸
怀，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
“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执着追求。还
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气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的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奉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责任……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精神源泉，过去激励着仁人志士，今
后还应当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和
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献身。

中国历史发展道路曲折而独特，内
容博大而丰富。数千年来，无论其中所
包含的历史任务、历史事件、历史发展过
程、思想文化及其价值观念，还是其中所
包含的制度文明、科技文明、社会文明、
精神文明，都已经成为人们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传播与弘扬民族精神的不竭源
泉。先贤们站在一代又一代前人创造的
历史基础上，探索治国安邦之道，探求社
会内在通变之理，不断开拓进取。历史
证明，任何时期，正确总结和继承优秀传
统文化，发挥其积极作用，社会就能进
步，国家就有希望，民族就有未来。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
才能更好创新。学习历史既要有科学
的历史观方法论，更要有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理念。在我国历史上，一
切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既不会胶柱
鼓瑟，也不会妄自菲薄，总是在善于继
承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未来。一个
抛弃或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
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
历史悲剧。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物质文
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对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
其中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不仅对我
们今天治国理政，坚持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也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益处。

弘扬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借
鉴传统文化更不等于以传统文化为指
导。要科学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要从
今天的视角来审视、看待传统文化，在
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
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简单照套照
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
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不搞厚古薄
今、以古非今，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发挥经
世致用的时代价值。
《与领导干部谈历史》一书，为我们

如何辩证地、历史地学习、研究历史提
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历史虽然是过去
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出现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之中。要治理
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
文化有深入了解，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
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从历史
中学习爱国主义、民本思想、忧患意识
等治国思想与方略，学习借鉴社会发展
进步的成功经验，汲取社会动荡的深刻
教训，有利于党员干部不断深化对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
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培养宏观视野、
开阔胸襟、贯通眼光，明了自身的历史
责任、使命担当，自觉投身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读《与领导干部谈历史》想到的

■杨恪公

当读到一篇拨动心弦的作品后，便
想方设法找来作者的其他作品阅读，这
是我多年养成的一个阅读习惯。《二六
七号牢房》是我上初中时学过的一篇课
文，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课
文，它是从《绞刑架下的报告》里节选
的。买到《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便抓紧
时间读完它。它给我的不光是文学的
养分，更重要的是让我对什么是真正的
信仰有了具体的参照标准。它成了我
精挑细选出的一本一读再读的书籍，常
读常新，每次读完都有新收获。
《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伏契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1903年出生在
布拉格斯米霍夫工人区的一个工人家
庭，18岁加入刚刚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党。1942 年 4 月因叛徒出卖被法
西斯逮捕。

从被捕那天起，伏契克就受到极其
残酷的拷打，时时处于死亡的边缘，但
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
的折磨，敌人见用尽手段都不能让他屈
服，便从精神上折磨他：带来他的妻子
跟他“对质”，当着他的面毒打他的战
友……然而，他不曾闪现过一丝杂念，
对人民解放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不
仅如此，“为了把铁窗的今天和自由的
明天连接在一起”，他还用笔作刀枪，在
狱中坚持写作，硬是用笔头在张张碎纸
片上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绞刑架下的
报告》。1943年 9月 8日，伏契克被杀害
于柏林的勃洛琛斯狱中。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绞刑架下
的报告》一书轰动世界，被译成包括中
文在内的 90多种文字。在 20世纪五六
十年代，伏契克是中国青年心目中的楷
模，此书在国内更是广为流传。该书结

尾警句：“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
要警惕呀！”在当时成为全世界革命人
士的警句名言。

伏契克牺牲已 78 年了，但人们没
有忘记他及他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
社于 2015 年又再版了《绞刑架下的报
告》，为它的进一步广泛传播起到了吹
氧助燃作用，也为 80 后、90 后及 00 后
接续了解伏契克的英雄事迹做了件大
好事。如果说，伏契克是捷克斯洛伐
克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的话，那么，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为了推翻压
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
个“平等、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在敌人面前
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们的英勇事迹
更不应该被忘记。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像伏契克
一样面对敌人酷刑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
不胜枚举。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主要
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于 1928 年 1月 27

日与恋人陈铁军一起双双被捕。面对敌
人的酷刑，他们严词拒绝招供。敌人无
计可施，判处他们死刑。刑场上，他们高
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
炮吧！”周文雍在就义前还留下《绝笔
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
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
裂。”诗的前半部分表达了革命者不怕流
血牺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后半部分表
明革命者的信仰之所在、力量之源泉。

1928年 3月 18日，夏明翰因叛徒出
卖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
打毫不动摇，两天后英勇就义。就义前
写下了《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
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
诗言简意赅，语调铿锵有力，充分表现
了革命烈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对事业
后继有人的高度自信和革命必将胜利
的坚强信念。这首诗也教育、鼓舞了一
代又一代后来人。

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像周文雍、
陈铁军、夏明翰这样的先烈数不胜数，
新中国的成立正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作为后来人，我们要了解他们
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的高尚品格。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更
有必要通过阅读红色书籍了解中国共
产党奋斗的历史，坚定理想信念，为早
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
己的力量。

品味书中信仰芬芳
■韩 光

明代王夫之有云：“学非有碍于思，
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
之困则学必勤。”读书正是如此，常读要
时思，边读更要边思。

边读书边思考是个很好的读书习
惯。伏尔泰曾说：“书读得越多而不加
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但当
你读书而思考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
地看到，你知道的很少。”书籍是人类智
慧的营养品，也是人类塑造灵魂的工
具。一部有益的书中饱含着作者丰富
的人生阅历，面对这样的宝贵财富，若
不加以思考，如过眼云烟般匆匆掠过，
就无法深刻领会其中的精华。书籍又
被称作人类的精神食粮，而阅读则是把
精神食粮转化为人的智慧的过程。倘
若在读书的过程中缺少了思考这一转
化环节，就像吃饭不经过反复的咀嚼与
消化，最终对身体是有害无益的。因
此，我们平日里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
切不可省去思考这一步。

边读书边思考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读而不思，则如闭门造车；思而无
意，则会浅尝辄止。由此可见，读书大致
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认知，二是内化。
认知转向内化，要义便是阅读时要思考
书中内容。朱熹曾说：“读书之法，在循
序渐进，熟读而精思。”其中关键在于
“精”字。这个“精”并非反复多次，而在
于深入仔细。思考是件主动的事，更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必须时常有意而
思之，主动提升这项能力，才能逐步养成
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

边读书边思考也是件幸福的事。米
哈尔科夫曾说：“有时，一本适时的好书
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成为他的
指路明星，确定他终生的理想。”以书为
镜，书中内容多数可对我们起到指导意
义，将所学运用于日常并做到举一反三，
不少事做起来就会有事半功倍之感，许
多疑惑也会迎刃而解。一千个读者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每读一次书也会有不同
的思悟，多读几次，思考的结果就会有不
同，前后对照又可思考这期间的成长变
化，岂不美哉？

边读书边思考还是件讲方法的事。
读书不仅要思考，更要会思考。说到其
中诀窍，“角色代入”不失为一个好方
法。阅读一本书时，从打开目录起便将
自己当成作者，每个情节、每个段落都要
思考，如果是自己又该怎么写、怎么做，
二者的差异何在，从中寻找成长进步之
道。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代入同一本书
时就极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思悟。可见，
“角色代入”对我们更好地开展工作、提
升自我有积极作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行路

之本，读书时思考则是行路之问。每个
人的思考能力不同，在学习工作中，要做
的也是读到何处思到何处，做到常思、勤
思、深思。

读而时思之
■黄 浩 姬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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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收获

书里书外

开阔视野，厚实人生

视觉阅读·亚丁五色湖
张修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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