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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

儿志，至死不怕难。

——李时珍

每次看到书架上的全套《本草纲

目》，就会想起伴随李时珍一生的这首

诗，对这位医者的敬仰油然而生。

我的祖父行医一生，这套《本草纲

目》是他最喜欢的收藏。闲暇之余，我

喜欢翻开这套巨著，欣赏里面的插图，

一字一句地读注释，仿佛是在和李时珍

交流，也感受到了他严谨求实的作风。

李时珍，生于 1518 年，明朝正德年

间，他所作的《本草纲目》集明朝以前本

草学之大成，首次采用纲目体系为药物

分类，这种编写体例开创了历代本草著

作之先河。《本草纲目》共计 52 卷，近

190 万字，记载药物 1892 种，附有药方

11096 首，并绘有药图 1109 幅。种类之

齐全、注释之详尽，在信息化的今天依

然令人叹为观止。

在李时珍看来，“待病人如至亲”是

医者本分。他随父亲行医多年，经常遇

到因医书不准确、不详细、有谬误而导

致抓错药、辨错药的病历，重修《本草》

的信念愈发坚定。

修《本草》是一件极难之事。在我

国古代，每大概 500 年会组织一次大规

模的官修《本草》。因工程量浩大，每次

修订都由朝廷委派官员，动用全国的力

量去进行药物调查，难度可想而知。李

时 珍 恰 恰 是 个 不 怕 难 的 人 。 他 书 采

800 余家，又考证诸家本草，以纲目分

之，以纲为举，次以集解，辨疑，正误为

辅，列出各种药物的形状，附以气味、主

治还有药方。

《本草纲目》满篇闪耀着我国古代

科学家的“格物”精神。在《本草纲目》

第十九卷当中，李时珍特别写道，很多

前人犯的错误，原因都是“盖未深加体

审，唯据纸上猜度而已”。因此，他重修

《本草》，更加注重实地考察。为了掌握

药草药性，他不辞劳苦，跋涉千山万水，

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

都有李时珍寻医访药的足迹。

《本草纲目》一书从下笔著书到最

终完成，历时 30 年。成书后，本着严谨

求实的科学精神，本着为万民生命负责

的崇高医德，李时珍又用 10 年时间对

此书进行修订完善。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 尽 狂 沙 始 到 金 。 40 年 中 ，从 医 、著

书、修订、刊印，为了这部旷世典籍，李

时珍的每一步路都走得很难。从青丝

到白发，从意气风发到垂垂老矣，李时

珍用一生的时间做成了一件极难之事，

所历经的艰辛和耗费的心血非常人所

能及，着实令人感佩万千。

《本草纲目》不仅是中国古代药物

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

物学著作，书中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

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乃

至历史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被达尔文

称为“1596 年的百科全书”。1953 年，

李时珍的画像被镶嵌在苏联莫斯科大

学新落成的校舍大礼堂的走廊里，与之

并列的还有牛顿、哥白尼、居里夫人、达

尔文等，当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这句话

是李时珍一生的浓缩与写照。面对千万

种“难”，他依然执着前行，其崇高的理想

和坚定的信念彰显了他的伟大。李时珍

终其一生的信念成为后世医学工作者的

典范：为医者，必医术精湛，医道乃至精

至微之事；为医者，必道德高尚，大医精

诚乃医家持身之本；为医者，不得瞻前顾

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即使昼夜寒暑，

饥渴疲劳，也要一心赴救。

成就的取得需要时间与岁月的磨

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既要有梦

想，也要不浮夸，传承好先贤那份踏实、

坚韧、淡泊名利的品格和情怀。

一生做成一件事
■赵宏畚 孙晋升

《心中的歌》（济南出版社）是一部诗

集。作者张振江从军几十年，坚守新闻宣

传事业，骨子里浸透了在孔孟故土孕育的

家国情怀。读他的诗集，能清晰地感受到

三种气质在这里交汇——阳刚激越的军

旅文化，敏锐多思的新闻触觉，厚重悠久

的齐鲁底蕴。歌的婉转、诗的咏叹，使张

振江的诗作既关注国家的宏大主题，又

兼顾对所咏对象的细腻刻画，诗人的诗

情也在新时代浪潮与历史的洪流之间澎

湃激荡。

这些诗，是真情的流露、本能的深

情、直抒的胸臆。

作者歌颂脱贫攻坚的胜利，讴歌伟

大的抗疫精神，为“神舟”发射成功奏响

凯歌，为幸福美好的生活畅咏欢歌。他

写《雪夜巡线》，“银线条条报平安/心头

永远有支春天的歌在唱”；写实现全面小

康，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

队”“就像一曲/铿锵激越的合唱”。最浓

墨重彩的，还是为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写的《锤头镰刀的交响》：“面向党

旗/我看到了/南湖航行的红船/遵义神圣

的会场/雪山草地英雄的队伍/延安窑洞

不眠的灯光……”你能听到他发自内心

的歌唱：“面向党旗/我听到了/抗日救亡

的号角/三大战役的炮响/渡江登岛的壮

阔/抗美援朝的浩荡……”

我们在诗集里同时看到了宏伟与平

凡。他写村口的小河、河滩的牧童、河面的

雾霭、两岸飘香的瓜果，读出了一个淳朴而

丰沃的中国；也见到了爷爷的家书、母亲的

灶膛、父亲的铁脚板、战士的黑脊梁，读出

了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深情的中国。他写

一个在边关执勤的年轻战士：“边陲哨所/

我主持隆重仪式/雾霭云海/我清点巍巍

大山/一排队伍都是一道长城……”（《我

是值班员》）普通的个体，却让人难忘。

作者善于在诗中纵横古今，捭阖长

空，以内在关联突破地理边界的局限，进

而表达跳跃的诗歌意蕴。他写山西文水

县苍儿会景区的崇山峻岭，开篇却是东北

“长白的青山”，东南“八闽的绿树”，皖南

“黄山的云雾”，转眼又挽了“三亚的清风，

吹拂内蒙的草木”，而“济南的泉水”竟然

“流淌在林芝的山谷”，接下来更有“古田

的长廊、南疆的游牧、藏地的格桑花……”

（《苍儿会随想》）寥寥数笔，祖国版图上的

东西南北中就凝聚到了一起。还有一首

叫《枪杆》的短诗，枪杆的竖立与横陈，本

身就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意向：

“竖起来/像一支笔/在祖国蓝天上/

写一首平安的诗

横下去/似一把琴/在神州大地上/

奏一支幸福的曲”

作者曾经主动请缨，到渤海深处小

岛最艰苦的连队锻炼。他说，连队里有

“富矿”，兵堆里有“题目”。所以，他能把

“中华”看作一本硕大的名册，“青春”是

条装订线，“缝合起一个跑步的集体”；他

能写出“四无岛里话理想，劈波斩浪练为

战”的浪漫艰难；也能写出“九丈崖边盼

波平，欢声笑语半月弯”的淳朴快乐。他

写新时代的风物，是从传统文化的积淀

里生长出来的意象，善于将古诗赋成新

词，替古人演绎新说、将古事裁出新意。

他写《动车颂》：“朝辞塞北雪花舞/夕见

岭南草木葱/才捧东海浪花美/又抒大漠

边关情。”寥寥四句，提炼的是泱泱大唐、

浩浩诗卷里那“燕山雪花大如席”的景，

那“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意，那“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还有

那“大漠孤烟直”的形象……

军旅诗的气象和格局总是让人感觉

大开大合，气势雄浑。作者了解一个军

旅诗人该有的特质是什么，在国与家奉

献的特殊接壤点，在生与死抉择的矛盾

结合部，力求踏出与时代同步的节奏，展

现军人的爱国奉献精神。

心中流淌的歌
■李啸闻

《人民情怀》

揭示力量源泉
■庄二云

《人 民 情 怀 ——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力量源泉》(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一书，结

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发展史和执

政史，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是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取 得 伟 大 成 就 的 动 力 源 泉 等

方 面 ，论 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人 民 ，

从 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经 验 ，

昭 示 人 民 的 拥 护 和 支 持 是 党 巩 固 执

政根基的道理。

《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

追忆铁血征程
■王钦海

《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中共党

史出版社）一书，汇编 29 位志愿军将领

后人追述父辈抗美援朝经历的回忆文

章，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作者追述父辈经历，记述了父辈们不畏

强敌、顽强战斗、克敌制胜的英雄壮举，

生动再现了那场艰苦卓绝的保家卫国战

争。故事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生动彰显

和弘扬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由李君如主编，李忠杰、陈晋、谢春

涛、张树军、邵维正、韩庆祥、叶小文、柳

建辉、毕京京等 27 位党史党建领域学

者联袂解答时代之问，向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献礼的力作《百年大党正年

轻》（东方出版社）一书，以深入浅出的

语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朝

气蓬勃的基本经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在面对各种危机时，善于危中寻机、困

中破局的制胜伟力。是广大党员干部

学好“四史”、提高政治能力、增强斗争

本领的重要借鉴。

为什么说“百年大党正年轻”？李

君如在第一篇《为什么说百年大党依然

年轻》中做了很好的回答。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为实现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百年大党依然年轻，就是因为有理想、

有梦想。中国共产党是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最懂得

也最会自觉运用事物发展的规律。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展了轰轰烈

烈的整风运动，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

度过最艰难时期。之后，党带领全国人

民，由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

度，由新中国代替了旧中国，实现了国

家政权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新

陈代谢”。

中国共产党“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险滩”。百年大党依然年轻，就在于

这是一个有干劲有闯劲、有担当精神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为例，党中央以力挽狂澜的浩然气魄和

卓越胆识，步伐铿锵、撼人心魄，力度强

劲、成效显著。百年大党依然年轻，就

在于这是一个有活力、有朝气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批具有

崇高信仰、远大理想和爱国热忱的年轻

人创建的，他们有闯劲，有担当，他们敢

想、敢干、敢闯、敢担当。一路走来，中

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年轻的心态，始终保

持着无畏的闯劲和担当精神。坚持改

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直至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

百 年 大 党 依 然 年 轻 的 密 码 是 什

么？书中写道，我们党依然充满青春气

息，依然像初升的太阳那样光芒万丈，

原因是多方面的。守正创新，始终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理论上的青春

活力是重要方面。一个政党能否不断

成长壮大，重要的因素在于其理论创新

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十分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其次，

扎根人民，始终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最强大的力量，这是

我们党强大力量的根基所在，也是确保

基业长青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中国

共产党敢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自身的

病症，保持风华正茂的朝气，这是我们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明显的标志，也是

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的重要密码。

同时，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

度治党相统一，与时俱进完善制度体

系，使党的生命和活力始终有科学的制

度作支撑，让中国共产党始终生机勃

勃。赢得青年，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

传，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依然年轻的

一个重要原因。在党的队伍中，始终活

跃着一批充满奋斗精神、踏实肯干的年

轻人。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只有 58

人的一个小党，发展为今天拥有 9100

多万名党员的大党，正是在这 100 年里

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的结果。

怎 样 才 能 让 百 年 大 党“ 永 远 年

轻”？书中写道，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时。新时代，我们要拿出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闯劲，拿出只争朝夕、敢

于担当的拼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势，凝聚起同心共

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行，在新的征程上夺

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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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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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久 了 ，我 一 直 想 为 我 的 祖 国 写

这 样 一 部 作 品 ，告 诉 我 的 朋 友 尤 其 是

比 我 年 轻 的 朋 友 们 ，我 们 的 祖 国 是 多

么 伟 大 —— 不 只 因 她 的 美 丽 ，也 不 只

因她的富饶，不只因她的辽阔，也不只

因 她 的 强 盛 ，而 更 因 她 走 过 的 路 多 么

不易！

七一前夕，这部凝结着我的感情与

思考写就的书——《人民的胜利：新中国

是这样诞生的》（江西高校出版社）终于

出版发行了。

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

上，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

得胜利、建立新中国之外，再没有哪个

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可能，但

事后却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毛泽东

领 导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带 领 中 国 人 民 ，用

“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

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开

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书写了我们自

己的当代史。

没有人怀疑，1949 年是中国近现代

史上最为关键、最具影响的年代。作为

新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年份，它是开创性

的。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在 1949 年那个历史的现

场，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那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是如此的自信，他们始终

把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命

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始终把自己整个

的生命贡献给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始终把他们集体获得的成就作为人民的

胜利回报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同时

他们也塑造了自己。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今

天，我之所以怀着敬仰、敬畏、敬重的心

情重述共和国创立的这一段历史，重温

这一段伟大不凡的年月，由表及里地去

抚摸、呵护她的灵魂，因为，对热爱她的

我和我们来说，有着一种无法抵制的强

烈欲望，就像流淌在我心中的血液，既

有历史的基因也有心理的基础——因

为从最为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至今仍

享受着开国元勋那一代给我们创造的

福利。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就像孩子

和他的母亲——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是

饱含着泪水，为什么我的心总是热血澎

湃奔流不息。

因此，本书的主题，自然而然地具有

强烈的色彩，且对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

来说，这种色彩是最鲜艳的红色——那

是革命的颜色，那是我们血液的颜色，也

是国旗的颜色！当然，对于那些对中国

如今的样子或者我们如何达到今天这种

样子颇为不满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中

国的批评者来说，这个主题肯定是他们

历史虚无的对象。对热衷搞历史虚无主

义的那点把戏，我曾在《捡了故事，丢了

历史——谈谈今天我们如何避免误读历

史》的文章中给予了回答。毫无疑问，本

书所要回答的是，新中国到底是如何诞

生的？为什么说新中国的诞生是人民的

胜利？

我知道，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我能够看到众

多的革命者给我们留下的十分精彩的回

忆录，还有更多的前辈历史学家和作家

们给我们提供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我

写作的道路上，他们都是一座座山峰。

作为后来者，我必须做一个勤奋的攀登

者，必须站到他们的肩膀上才能眺望更

远的远方。当然，仅仅用眼睛眺望还不

够，还要做一个安静的思想者，做一个理

性的捍卫者。更重要的是，我还希望，我

脑海中已经燃起的这小小的思想火花能

够点燃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朋友们的

思想之火炬。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归根结底，历

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

生观，也是一种文化观和价值观。因此，

什么是中国革命者的世界观？或者说，

开国领袖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这才

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开国元勋们已经用他们的

人生信仰、革命实践和高尚的牺牲证明

他们是对历史负责的人。而今天的我，

则只需要做一个理性的人来写他们的历

史，传承他们的红色基因，告慰他们纯粹

的灵魂。我们不妨听一听毛泽东主席是

怎么说的。他在 1945 年召开的党的七

大上这样告诫全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

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

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

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

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成万的

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

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

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我们的身

体和灵魂都必须保持肃静，致敬！

——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我们内心

想到的一定是责任、担当和使命！

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今天提出这

个问题或许让人感到幼稚可笑，但我多

么希望以我的方式和结构来叙述的共和

国最初的这段历史，能够给读者朋友在

阅读中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和思考。有人

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何况，本书

所写的故事就是当代史，或者说就是我

们自己的历史。尽管我的写作突破了传

统的编年史套路，但依然还是循着编年

史的路径用心地讲述一些大历史中的小

插曲，让我们既能看清历史长河的主流，

也能看见河面上那一朵朵洁白又美丽的

浪花。

毛泽东主席曾在他的《论人民民主

专政》中这样写道：“党的二十八年是一

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

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

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

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

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

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

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

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

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

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

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我们必须克服

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

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

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

不要装懂。”

瞧！毛泽东主席说：“因为这是人民

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的胜利。”而为了“人民的胜利”，中国共

产党人花了 28 年的时间，“仅仅做了一

件事”，那就是赢得了“人民的胜利”，建

立了新中国。

读到这里，朋友们或许已经明白我

为什么立志要写这本《人民的胜利》了。

如果本书中的故事确实说明了我和我的

祖国某个更宏大的意义的话，那么，要把

握和理解这个意义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

阅读这些故事本身了。

“这是人民的胜利”
■丁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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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作家与作品

土壤丰厚，方结硕果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