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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老兵心路

邵维正后来曾专门著文详细回顾

了那段考证经历，文章名为《板凳需坐

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从事党史

研究的这一“开篇之作”，无疑奠定了邵

维正此后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研究

考证的治史方法。

从“红色起点”出发，背负着几位党

史研究界前辈“共产党这本‘家谱’要有

人来续”的期望，邵维正学术研究的触

角开始“由点到面”向党的各个历史时

期拓展，逐步进行体系化的学习钻研。

建党 70 周年之际，他独立完成了中共

创建史研究的首本专著《中国共产党创

建史》，后来还参与主编了《中国共产党

创业三十年》以及《中国革命史》《中国

革命概论》等 6 本全军统编教材。

然而，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邵维

正也在不断地思索：什么是忠于事实的

党史表述？

“胡乔木同志说过，历史本来是充

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而我

们的本子常常变成了苍白的。研究党

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要从历史实

际出发，要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在参

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编撰时，邵

维正对胡乔木要求参照《苏联国内战争

史》一书的写法印象深刻，书中关于十

月革命期间短短两个月的历史写了 50

多万字，资料丰富、内容详实、形象生

动。邵维正因此对胡乔木的党史生动

化、通俗化的主张深有感触。

带着对党史写作“实事求是”更深

层次的理解，邵维正在花甲之年开始

“转向”。建党 80 周年和 90 周年之际，

他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 80 年

大 事 聚 焦》和《中 国 共 产 党 90 年 创 新

实 录》，图 文 并 茂 、夹 叙 夹 议 、生 动 鲜

活、雅俗共赏，蹚出了“党史写作新路

子”。

“党史不能搞成‘空中楼阁’。党史

通俗生动，更容易‘走近’群众进而‘走

进’群众，这也是党的人民至上理念的

具体化表现。”

进入新时代，邵维正想得更多的，

是 如 何 写 一 套 适 合 青 少 年 阅 读 的 党

史。“我学习、研究党史 50 多年，深知党

史不仅是记载党的奋斗历程，更重要的

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我们正处于

‘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青少年是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青少年学习

党史关系到他们价值观、人生观的确

立，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

人。所以，无论是从全局观念还是出于

一名老同志的政治责任，我都想为他们

做点事。”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邵维正主编出

版了《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丛书，填补了

党史教育青少年读本的稀缺之憾，受到

年轻读者的欢迎。然而，“大家写小书”

并不容易。这套丛书的编撰耗时 3 年，

从结构、写作方式和编排上都要贴近青

少年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给青少

年讲党史，不但要让党史生动起来，更

重要的是要让党史带上情感，带上新时

代的感召力，让他们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信心和决心。”邵维正说。

这并不是邵维正与“接班人”之间

“对话”的结束——

“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就想着把

剩下的一点力量贡献给年轻一代，什么

时候干趴下、干不动了再停下来。”

题图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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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走近”群众才能“走进”群众

“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

13 年。5 月初，我以国家地震灾害紧

急救援队搜救专家的身份随救援队来

到四川雅安，参加“应急使命·2021”

抗震救灾演习。在演习现场，看着主

席台后方悬挂的“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8个大字时，当年参加汶川大地震

救援时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2000 年，我入伍来到陆军某工兵

团。第二年，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成立，我成为救援队首批队员。汶川大

地震发生的当晚，我随队第一时间抵达

成都后，立刻向灾区挺进，实施救援。

虽然之前参加过许多国内外救援

行动，但汶川大地震灾情的严重程度

还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在灾区的 20

多天里，我随队营救出 49 名幸存者，

最难忘的是“手机女孩”卿静雯。

2008年 5月 14日清晨，在当地群

众指引下，我们在绵竹市汉旺镇东汽

中学倒塌的废墟下，发现幸存的高一

学生卿静雯。当时卿静雯已经被压在

废墟下 40 多个小时，身体状况很不

好。看到我们前来营救，她的情绪好

了一些，还对我们说：“谢谢叔叔，你们

辛苦了。”

为了让她保存体力，我们劝她不

要说话。那时，卿静雯的身旁是先后

遇难的 4 位同学，有一位遇难同学的

遗体压住了她的右腿。虽然救援难度

不小，但对每一位幸存者，我们都会尽

全力营救。我们给卿静雯戴上安全

帽，还在她身体上方做了一些简易支

撑，避免出现二次伤害。

我们从窗户打通了一条救援通

道，在教学楼内展开救援。晚上五六

点时，突然发生了余震，我们身旁不断

有木石砖块掉落，同时收到了撤退的

命令。但我和几个战友不想就这样离

开卿静雯，直到外面的大喇叭不断传

出“快撤”的高喊声时，我们才从窗户

跳了出去。撤退前，我看了一眼还压

在废墟下的卿静雯，她也抬头看了我

一眼——她当时声音沙哑地已经说不

出话来，那种无助、绝望的眼神深深刺

痛了我，让我特别难受和心疼。

幸好，这次余震级别不是很高，没

有给卿静雯造成二次伤害，我们很快

返回继续救援。由于跳窗时崴了一

下脚，我的脚踝肿得老高，鞋子穿不

进去，只好在外围协助救援。第二天

早上，我和队友换班时得知卿静雯被

成功救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但由于

东汽中学的救援还没有结束，我在开

心之余仍丝毫不敢懈怠。5月 15日晚

上，我们救出现场最后一位幸存者“可

乐男孩”薛枭，在场所有参与救援的队

员都忍不住鼓掌欢呼起来。特别是薛

枭的那句“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

的”，一下子驱散了我们紧绷多日的沉

郁情绪，大家都被他的乐观感染了。

后来通过媒体我才知道，在废墟

下，卿静雯利用手机的光亮和音乐不断

给身旁的同学和自己鼓劲，她也因为乐

观和坚强收获了“手机女孩”的称呼。

虽然后来右腿被截肢，但卿静雯还是重

新站了起来，勇敢地走向新生活。

2009 年 5 月 12 日是首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我们特意把卿静雯邀请到

北京参加活动。此后我和她一直保持

联系，去四川出差或者她来北京接受

康复治疗时，我都会去看望她。去年

5月 12日，她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她

的近况，她一个人在成都生活，工作很

顺心，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5月12日上午，我收到卿静雯发来

的一条微信：“哥，我一切都好，谢谢你

的挂念，也谢谢你们当年给了我第二次

生命。”看罢我感慨良多。2008 年，我

从部队退役，继续在国家地震灾害紧急

救援队从事救援工作。如今，我已经

在救援这一行干了整整 20年，获得过

许多荣誉，参与编写过不少专著教材，

但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依然是救人这

件事。因为，我们救援队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幸存者带去生的希望。

（本报记者杨明月整理）

13年过去，
“手机女孩”走向新生活

■胡 杰

本报讯 孟兵、杨兵报道：前不久，

广东省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首批

2020 年度计划分配军队转业干部进行

培训，培训内容围绕广州市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目标的急需专业知识展开，包

括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 4 个专题，多

名专家教授现场为军转干部释疑解惑。

近年来，广州市积极探索军转干部

培训新模式，以提升军转干部岗位胜任

能力为目标导向，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合

理设置教学课程，严密组织教学工作，着

眼特色化、专业化、精细化，让课堂知识

与实践工作紧密结合，帮助军转干部尽

快完成从部队到地方的角色转变。

广州市探索军转干部培训新模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本版开设“老兵故事·丹心永向党”专

栏，走近穿越战火硝烟、亲历沧桑巨变的皓首老兵，聆听他们

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奋斗故事，触摸岁月见证的如磐

初心，感悟时间砥砺的如山信仰，汲取笃定前行的精神力量。

本报讯 周长青、雷斌报道：近日，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一离职干部休养

所将“党史课堂”搬到驻地红色遗址，组

织官兵、文职人员和职工赴中共满洲省

委旧址参观见学，重温入党誓词，在寻

根溯源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

鲜红的党旗前，有着 76年党龄的 91岁离

休干部程茂友庄严领誓。宣誓结束后，

程茂友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给大家上了

一堂“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入党誓言”的

主题党课，勉励大家牢记共产党员的初

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工作，用

实际行动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党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

5 月 10 日，天津市和平区 40 所中小学同时举行“党在我心中、永远跟党

走”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升旗仪式。鞍山道小学邀请了和平区“五老”宣讲

团的老兵杜志荣出席仪式。杜志荣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给学生们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鼓励他们好好学习，长大后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史 嵩摄

【印象】

作为全国作为全国、、全军知名的党史专全军知名的党史专

家家，，8585 岁的邵维正教授最近日程排岁的邵维正教授最近日程排

得很满得很满。。几番联系几番联系，，他挤出了一个他挤出了一个

周六的上午周六的上午，，在办公室接受记者的在办公室接受记者的

采访采访。。

““谷雨过后再无寒谷雨过后再无寒””，，北京北京 44 月月

末的气温却依旧乍暖还寒末的气温却依旧乍暖还寒。。邵教授邵教授

身着深灰色中山装样式的外套身着深灰色中山装样式的外套，，脚脚

上是一双白底黑面方口布鞋上是一双白底黑面方口布鞋，，热情热情

地招呼我们落座地招呼我们落座，，为我们沏水泡茶为我们沏水泡茶。。

这 是 一 间 十 几 平 方 米 的 办 公这 是 一 间 十 几 平 方 米 的 办 公

室室，，棕色的书桌棕色的书桌、、灰色铁皮书柜灰色铁皮书柜、、简简

易铁质书架易铁质书架，，举目所及多是大部头举目所及多是大部头

的书的书，，很多书里夹着白色或粉色的很多书里夹着白色或粉色的

便签便签。。窗前窗前，，摆着一张老式单人沙摆着一张老式单人沙

发椅发椅，，上面放着一块黄色薄毯上面放着一块黄色薄毯。。略略

显醒目的显醒目的，，是书桌一角的电脑音箱是书桌一角的电脑音箱

上立着一个一尺高的铜像上立着一个一尺高的铜像——马克马克

思和恩格斯并肩而立思和恩格斯并肩而立。。

自从自从 7575 岁退休后岁退休后，，邵维正在这邵维正在这

间学院为他作为高级专家保留的办间学院为他作为高级专家保留的办

公室里公室里，，继续忙碌了继续忙碌了 1010 年年。。

““军人服役有年限军人服役有年限，，但党员为党但党员为党

奋斗奋斗、、为党做事没有年限为党做事没有年限。。””邵维正如邵维正如

是说是说。。虽然采访中他会时不时把手虽然采访中他会时不时把手

搭在耳边搭在耳边，，倾身细听我们的问题倾身细听我们的问题，，交交

谈时语调轻缓谈时语调轻缓，，并不洪亮并不洪亮，，但他的思但他的思

维依旧敏锐维依旧敏锐，，思路十分清晰思路十分清晰，，谈及一谈及一

些党史话题时些党史话题时，，他会下意识地起身找他会下意识地起身找

出书册出书册，，翻到相应的表述加以佐证翻到相应的表述加以佐证。。

一 如 邵 维 正 的 一 位 好 友 在 他一 如 邵 维 正 的 一 位 好 友 在 他

8080 岁生日时著文所述岁生日时著文所述，，对邵维正来对邵维正来

说说，，思考问题是一种思考问题是一种““精神体操精神体操””。。

““耄耋耄耋””，，并没有在邵维正的身上留并没有在邵维正的身上留

下过多的痕迹下过多的痕迹，，也没有让他走下耕也没有让他走下耕

耘党史的耘党史的““阵地阵地””。。

2012年 5月 10日，胡杰（左）到四

川“德阳市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及

假肢中心”看望在那里接受治疗的卿

静雯。 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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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85 岁的邵

维正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受到媒体关注。

提及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邵维正

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42 年前，是他

历时近半年、通过大量事实分析，考证

出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在

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时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院长、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对他

发表的考证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这位

同志下了这么大工夫，弄清了几十年悬

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

果啊。”

弄清了“红色起点”中的疑点，邵维

正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迈向更广阔深

远的“红色世界”，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

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 80 年大事聚焦》

等著作，提出了“两个 80 年”的观点，在

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持续耕耘。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他历时 3 年

编写出一套“小书”——《写给青少年的

党史》。

“有人说我是大专家搞起了‘小儿

科’，有些掉价，我不这么认为。”邵维正

说，“能为讲好党的故事做点事，为万千

群众、为青少年写点东西，让他们从这些

党史通俗读物中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人

生价值的体现。”

邵维正从事党史研究，是“半路出

家”。1979 年末，他一鸣惊人地考证出

中共一大“悬案”时，是 43 岁。但那时，

他涉足党史研究专业领域还不到 1 年。

邵维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源于

一首歌。那是 1949 年春天，13 岁的邵

维正在浙江杭州读小学。一堂音乐课

上，老师教他们唱起了一首歌。

“ 你 是 灯 塔 ，照 耀 着 黎 明 前 的 海

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

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

放……”

至今，邵维正还能哼唱出《你是灯

塔》这首歌曲。当时，杭州还没有解放，

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学唱这样一首政

治色彩鲜明的歌曲，让邵维正和同学们

感到很新鲜，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邵维

正后来猜想，那位有胆略的老师应该是

一名地下党员。

亲历过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民不

聊生，邵维正眼看着解放后中国共产党

一步步印证着《你是灯塔》中的描述，他

的 人 生 也 在“ 灯 塔 ”指 引 下 找 到 了 方

向。像那个年代很多热爱祖国、追求进

步的年轻人一样，邵维正对面貌一新的

人民军队产生了向往。但因为年龄不

够，1951 年邵维正第二次报名入伍时特

意虚报了 1 岁。

“小鬼，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怕苦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死不怕苦你就来！”

经过一位解放军老兵简短质朴却

暗含深意的“审核”，邵维正终于如愿，

领了一套军装后，成为 21 军 62 师一名

战士，在师部文工队做宣传工作。后来

全军开展“向文化大进军”，有初中学历

的邵维正成为一名文化教员。

1953 年春，邵维正随部队赴朝鲜参

加抗美援朝，1958 年回国。那 6 年时间

里，“我系好了人生‘第一颗扣子’，思想

和身体都经受了磨砺考验。”邵维正笑

称，“所以后来我才敢自称是‘行伍出

身’。”

1956 年 9 月，20 岁的邵维正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记得，那时入党程序十分

严格，除了上党课受教育，还要结合自

身实际讲一讲思想转变的过程。邵维

正印象最深的，是党小组和党支部在开

会讨论时，会针对入党对象的不足提出

很多意见，“起初我并不理解，后来才明

白这是对新党员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克

服缺点，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有位老党员对邵维正说，年轻人要

多注重学习，不断提高自己。那时，在

朝鲜很难买到书，邵维正就托人从辽宁

安东（今丹东）买书，结果带回来一本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

本书读起来很费劲，但我一想到党的要

求和老同志的期望，就硬着头皮一句一

句地抠，拿着字典去查，直到把它啃下

来。”这段经历，邵维正记忆犹新。

从朝鲜回国后，邵维正大多数时间

在驻西北某师政治部从事宣传报道工

作。1964 年，他被选调到原长沙政治学

院学习中共党史。这次为期一年半的

学习，为他日后从事党史研究打下初步

基础。

但 直 到 十 几 年 后 ，邵 维 正 才 真 正

“跨进党史研究的门槛”。

那座“灯塔”，指引人生的方向

一纸调令，改变了邵维正的人生。

1978 年，邵维正经过选拔，被调到后勤

学院政治教研室担任教员，此后一直从

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

1978 年初夏，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

大讨论全面展开，搅动了社会科学领域

研究的一池春水。胡乔木倡导编写多

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要

求把党史的每一件事情都搞清楚。邵

维正和其他三名来自军事院校的人员，

于 1979 年被借调参与其中。邵维正承

担这套丛书第一卷《伟大的开端》中第

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部分书稿

的撰写任务。

然而，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邵维

正发现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

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重要史实，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让他无从下笔。他萌生

了先考证再落笔的想法，却感受到来自

周围不同的态度，有人热情支持，有人

劝他初出茅庐不要冒风险，也有人怕弄

巧成拙，让几十年都没能搞清楚的问题

愈发混乱。

邵维正不是没有顾虑，但他以为，

撰写这套书的初衷就是还历史以本来

面目，这才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小平同志强调要实事求是，一切

从实际出发，陈云也讲过党的历史事实

要一锤子一锤子敲定。”邵维正感叹，正

是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得到

主持编写工作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李新

的支持后，邵维正下决心解开中共一大

的“悬案”。

接下来，就是漫漫考证路。近半年

的时间里，邵维正用“笨办法”、下苦功

夫，骑着自行车终日奔波于中央档案

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一切存放

有关文献材料的地方，还多次寻访健在

的亲历者和知情人，掌握更多的“活”资

料。他逐个调查参会代表当时的行踪，

手工制作出中共一大“日期问题研究提

要表”，经过详实的考察和缜密的论证，

推断并确认中共一大召开日期是 7 月

23 日，同时还考证了出席人数。

这篇考证文章发表在 1979 年第 9

期《党史研究资料》后，引起胡乔木的高

度重视，“这是党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公开发表，把

它介绍到国外去。”1980 年，《中国社会

科学》中英文创刊号同时刊登了《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

和 出 席 人 数 的 考 证》，国 内 外 反 响 强

烈。一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员激

动地给杂志编辑部打来电话：“这类过

去已定论的重大问题都能重新突破，还

有什么问题不能研究呢？”国外学者则

将其视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实事求

是的新开端。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再

次提起当年的考证成果，邵维正把它称

作“改革开放百花园中的一朵”。

“一锤子一锤子敲定”中共一大会期

开
栏
的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