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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时代楷模

这部专题文集，收录习近平
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
文稿40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
公开发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
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
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
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
中华民族做出的伟大贡献以及为
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的光明前景。这些重要论述立
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
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出
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学好
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习近平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张桂梅坚守滇西贫困山区数十
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
中，帮助1800多名贫困女孩圆了大
学梦，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本书由“我有一个梦想”“贫困
山区孩子的好‘阿妈’”“十万里深
山家访路”“张桂梅是怎样‘炼’成
的”“深山里的希望之光”“为大山
女孩打开广阔人生”六个部分和附
录组成，收录了张桂梅与华坪县儿
童福利院孩子、丽江华坪女子高级
中学师生工作生活中的故事 76个、
插图108幅，节选《人民日报》、新
华社等媒体报道12篇、视频链接4
个，真实、生动、全面地呈现了张
桂梅的感人事迹、崇高品格和赤子
情怀。

让教育之光照亮贫困山区

《希望之光——时代楷模
张桂梅的故事》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
《新华每日电讯》社 编写
人民出版社

她是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
她是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才生，却奉
献了大半辈子光阴，守护着大漠的

735座洞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
煌的女儿”，她却说，“我其实也想
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人生路
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首度直
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在北大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
考古名家的求学往事，与终身伴
侣、武大考古系创始人金章先生相
濡以沫的爱情故事，50多年坚守
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合作，
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
术之美的动人故事……本书展现这
位传奇女性的志向与爱情、困境与
坚守，解读敦煌艺术之美，历数百
年敦煌学研究的筚路蓝缕，披露莫
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
的故事。 据《广州日报》

“敦煌的女儿”动人的坚守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樊锦诗 顾春芳 著
译林出版社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
本期书单里，我们重点推荐《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部专题文
集收录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40篇。

时代楷模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不管是雷锋还是张桂梅，亦或是敦
煌研究院莫高窟的守护人，他们的思想境界、高尚情操、奉献精神永
远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
永恒的。

本书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获奖作品，是一部反映雷锋
事迹的长篇小说，细腻生动地再现了
雷锋从一个乞儿成为时代楷模的历
程，真实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
的成长轨迹。文中雷锋的卓越才
艺、美好心灵、纯真情感，以及他
年轻生命戛然而止的遗憾都给人以
极大的冲击。他做人的智慧、干工
作的方式，即便在今天仍对人们大
有启发。

作者黄亚洲，代表作有长篇小说
《日出东方》《雷锋》《红船》等。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雷锋》
黄亚洲 著
天地出版社

以“淡”字交友，以“聋”字止谤，
以“刻”字责己。 ——李叔同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
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

——丰子恺
人活一世，就像作一首诗，你

的成功与失败都是那片片诗情、点
点诗意。 ——季羡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
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浏览的。因
为我们一面要养成心细的习惯，一
面要养成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
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间

不够用，不能广搜资料。
——梁启超

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够”的时
代：一部手机不够、一份薪水不
够、一辆车子不够、一栋房子不
够……我们对外面的世界过度需
求，对每天的自己过度使用。

——朱德庸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

十全十美，你看那天上的月亮，一
旦圆满了，马上就要亏缺；树上的
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
落。凡事都要稍有欠缺，方能恒
久。 ——莫言

名家金句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一壶茶、几本书，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沉浸在浓浓书香中。这是市民郑娟家
中常见的情景。在这个三口之家，读书是
一家人共同的爱好。他们以书为友，描绘
出一幅书香家庭的美好画卷。

缕缕书香传家风

2月28日晚，记者来到位于市区滨河
路的郑娟家中，进屋就看到客厅的两个书
架上满满地摆放着各种书籍。

提起自己的读书经历，郑娟表示与家
庭影响密不可分。“我爷爷是小学校长，
我们一家三代有八人从教，曾被省委、省
政府评为河南优秀教育世家。家里人都爱
读书，我从小耳濡目染，也喜欢读书。”
郑娟表示，在家庭影响下，她毕业后做了
一名幼儿教师，就职于市市直幼儿园。闲
暇时，她爱看散文集、诗集和一些传记类
书籍。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在专业方面
她阅读更多的是一些教育理论书籍和幼教
杂志。她在潜心阅读中不断进步，曾获得

“漯河市拔尖人才”“河南省名师”等荣
誉。

郑娟的丈夫卫巍虽然是一名初中数学
老师，却爱阅读文学、历史类书籍。他告
诉记者，自己爱读书是受母亲影响。母亲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十分重视教育，一
直鼓励孩子多读书。小时候，只要有几本
书，卫巍就能安安静静看上半天。多年
来，他与阅读为伴，探寻书中的世界，丰
富自己的知识。在工作岗位上，他也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曾被评为市级优秀班主

任。
夫妻俩都是爱书之人，常常在书店或

网上买书。在他们家，无论客厅还是卧
室，随处可见各种书籍。他们在阅读中享
受快乐、品味人生。“阅读已经成为我们
的习惯，一方面是因为热爱，另一方面阅
读也使我们不断进步。”郑娟表示。

让孩子在书香中成长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郑娟和丈夫
都很注重言传身教，致力于培养孩子的阅
读习惯。他们的儿子卫俊哲从小就在书香
浸润中成长。“儿子牙牙学语时，有一次他
爸爸在旁边看书，他也学着爸爸的样子拿
起一本书看，其实书都拿倒了。”提起儿子
小时候的“读书”趣事，郑娟忍俊不禁。

为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每天家人
会轮流给卫俊哲念儿歌、讲故事。等他认
识的字多了，就开始自己读书，还把在书
中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听。夫妻俩每个周
末都要带着他到图书馆借书，让孩子自己
挑选喜欢的书籍。

在他们家中，最常见的情景就是全家
人围坐在一起，各自手捧一本书全神贯注
地读。他们也经常分享阅读感受，交流天
文、地理、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读书心
得。阅读增添了浓浓的家庭情趣。

在郑娟手机中，保存着一些儿子小时
候的照片，随手点开，就是卫俊哲聚精会
神看书的镜头。“这张是在图书馆拍的，
这张是出去旅游时拍的。他从小就喜欢看
书，平时我们出去旅游，都要去当地的书
店看看，买些书回来。”郑娟告诉记者，

大量的阅读让卫俊哲见解独到、眼界开
阔，他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的肯定，曾在
报纸上发表。2016年暑假，他还到北京大
学参加了全国“培文杯”创新作文大赛并
获奖。2017年，卫俊哲以优异的成绩被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录取。

引导学生培养阅读习惯

除了自己热爱读书，夫妻俩作为教育
工作者，还积极引导家长和孩子们多读
书、读好书。担任多年班主任的卫巍，在

班级里设立了读书角，并实施积分制度，
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达到一定
积分，便可获得老师赠送的书籍。此举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郑娟也经常
鼓励家长们多进行亲子阅读，为他们推荐
阅读书单，引导孩子养成阅读习惯。

郑娟一家曾获得2018年我市“最美家
庭”荣誉称号；2020年，他们家又获得第
四季度省“最美家庭”称号。郑娟表示，
读书不仅使他们丰富知识，还增添了无尽
的快乐。今后一家人将继续在阅读中不断
学习、共同进步。

郑娟一家在读书。

■李 锐
《鼠疫》是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

加缪在1947年创作的经典小说。时间
又前行了70多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的今天，用心读这部作品，更加敬
佩作家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鼠疫》
中，加缪以象征的手法、平实的语言和
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把一场鼠疫带来的
灾难和灾难面前的人生百态刻画得入木
三分。

加缪所描述的鼠疫发生在20世纪
40年代阿尔及利亚一座普通的城市奥
兰。灾难突至，小说中的人物随着疫情
发展依次出场。加缪怀着一种悲悯的情
怀，关注着身陷疫情中的每个人。他不
用道德的标尺评判或绑架他们，更不把
自己的思想强加在他们身上。他塑造的
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血肉丰满：富有爱
心和正义感的里厄医生，性情敦厚、勇
挑志愿者大梁的塔鲁，在政府部门任
职、任劳任怨的格朗，因出差滞留城
内、后来加入志愿者队伍的年轻记者朗
贝尔，还有慈祥可敬的里厄的母亲，这

些人物形象都鲜活生动、跃然纸上。
作者在小说中探究了普通人内心世

界的忐忑与挣扎。记者朗贝尔急于与恋
人重逢，但奥城被封，他迫不得已“另
寻门路”。透过作者生动的笔锋，朗贝
尔那左冲右突、焦灼到几近崩溃的鲁莽
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私
奉献的英雄和追求个人幸福的小人物在
作家笔下都得到了尊重。里厄对朗贝尔
说：“追求幸福并不可耻。”朗贝尔却
说：“独自享受幸福，就可能问心有
愧……我一直认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是一
个局外人，可现在不管我愿不愿意，我
都属于这里了。这场疫灾关系到我们所
有人。”个人幸福与义举之间没有空洞
的说教，而是灵魂深处的自我觉醒。

温情和感动蕴含在《鼠疫》的字里
行间。自告奋勇组建民间志愿者团体的
塔鲁面对死亡威胁从没有逃走的念头，
里厄医生从心里喜欢这个阳光健壮的年
轻人，救治患者的战场上两人是并肩前
行的战友，生活中又是心有灵犀的朋
友。塔鲁坦率地与里厄医生探讨生命的
意义，他要为曾经的自己超度，清洗身
上的“细菌”，里厄则温和地回答：“我
觉得自己对英雄主义和圣贤并不感兴
趣，能引起我兴趣的是做个男子汉。”
两人相视一笑，相邀走向大海，痛痛快
快洗了个海水浴。温馨的友情，给了两
人同鼠疫博弈的信心和勇气。

里厄医生是贯穿全书的主角，他把
生死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防止鼠疫
传播和救治病人的繁重工作中。政府在
他的建议下封了城，他也因此与在外疗
养的妻子天各一方，最后妻子客死他

乡。他是豁达的，又是矛盾的。身为医
生，他明明知道这场鼠疫带给他的是

“连续不断的失败”，但“苦难”又赋予
他战斗的勇气。他认为世界的秩序既然
由死亡来节制，那么人就应该竭尽全力
与死亡斗争。他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又
是洞察苦难根源的智者。他以坚定的意
志抗击灾难，又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身边
的每个人。即使是投机钻营、发国难财
的科塔尔，里厄医生也给予了同情。疫
情带给他失去亲人的痛苦，又赋予他愈
挫愈勇的品格。更让人感叹的是，里厄
的妈妈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给予他支持
和鼓励。面对鼠疫威胁，她没有一丝恐
惧。当得知塔鲁身染鼠疫后，她一刻不
离地守候在塔鲁身边，直到塔鲁英勇地
死去。这位从容优雅的老人身上不但闪
耀着母爱的光辉，更折射出一个民族面
对危难时的胸襟和气度。

《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实际上是作者
加缪的化身，他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
又忧虑着生活的无常。鼠疫突然来临，
又悄然而去，生活的荒诞，让所有的付
出都显得无可奈何。处在矛盾中的灵魂
也许都会反问自身：对于苦难的命运，
是漠然忍受还是挺身反抗？

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经久流传，
就在于它蕴涵的深邃思想和生存智慧。
加缪在《鼠疫》中所描述的景象，是他
身处二战时期内心对灾难所萌生的幻
觉——满城乱窜的老鼠，隐喻的是二战
时期横行的残暴侵略者。战争和病毒一
样，都在残忍杀戮百姓。在书中行走的
人物，他们的信仰和追求虽不同，但身
上都真实地呈现着质朴的人性之光。

呈现质朴的人性之光
——读加缪长篇小说《鼠疫》

■孙亚洁
小说 《飘》 是美国作家玛格丽

特·米切尔唯一的问世之作，也是惊世
之作。作品以主人公斯佳丽与瑞特、阿
希礼的爱恨纠葛为主线，以美国南北战
争为背景，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动荡时
期的爱情故事。

斯佳丽是塔拉庄园主杰拉尔德的掌
上明珠，是数一数二的美人，身边有无
数追求者，但她却钟情已经和玫兰妮有
了婚约的阿希礼，并因此赌气嫁给了她
一点都不爱的玫兰妮的哥哥查尔斯。

随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生活在
南部邦联旗帜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纷

纷被卷入各自命运的激流。
为了保家卫国，阿希礼和查尔斯应

征入伍。两个星期后，查尔斯病死军
营。寡居的斯佳丽生下查尔斯的遗腹子
后，便带着孩子来到亚特兰大，并在此
邂逅了投机商人瑞特，并由此拉开了两
个人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的序幕。

作品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
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的整个过程，气势
恢宏，场景撼人心魄，战争的残酷、惨
烈仿佛近在咫尺，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
生命都是渺小、无奈的。下半部分讲述
战争结束后，被迫沦为亡国奴的南部邦
联麾下的人们不甘被奴役，不约而同地
重新聚拢在南部邦联旗帜下，进行艰苦
卓绝的反抗斗争。一生都被命运围追堵
截却从不认输的方丹奶奶，耄耋之年重
上战场保卫国土的梅里韦瑟爷爷和韦尔
克斯先生，还未成年就奔赴前线的菲
尔，用柔弱的身躯和永不屈服的意志守
卫自己的家、守卫南部邦联旗帜的玫兰
妮，他们身上都呈现了一个被压迫、被
掠夺民族的铮铮铁骨。

作品透过玫兰妮对斯佳丽，对家
人、爱人，对南部邦联一直燃烧到生
命尽头的爱，向我们展示了人世间温
暖的、永远散发光芒的大爱。透过阿
希礼、斯佳丽、瑞特纠结的爱情，我

们看到了爱情的唯美、易碎、真实与
幻影。跋涉在爱情迷雾里的斯佳丽和
阿希礼、一直怀着对斯佳丽的爱却又
无可奈何的瑞特，都让我们忍不住扼
腕叹息。

小说的最后，身体虚弱的玫兰妮小
产后便永远闭上了她那双清澈的眼睛。
玫兰妮的死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阿希礼
和斯佳丽各自内心的真爱：阿希礼深深
爱着的人其实是玫兰妮，而不是斯佳
丽；斯佳丽真正爱着的人其实是瑞特，
阿希礼不过是她爱情圣殿里自己精心塑
造的一座雕像罢了。

然而，当回心转意的斯佳丽回到家
里时，痛失爱女后万念俱灰的瑞特决定
离开她。但从不惧怕直面命运的斯佳
丽，依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明
天又是新的一天。作品到这里戛然而
止，留给读者以无限遐想。不知道斯佳
丽、瑞特、阿希礼接下来的人生轨迹会
飘向何方。

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每个人的一生
都飘摇不定，没有谁能真正掌控自己的
人生，变化的是生活本身。在变化来临
时，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尽快适应被改变
的生活，并努力地、幸福地活着，像斯
佳丽、方丹奶奶、玫兰妮那样，让飘摇
不定的人生，成为动人的起伏的风景。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读玛格丽特·米切尔长篇小说《飘》

■李 季
《 有 生 》

是河北作家胡
学文潜心八年
完成的长篇巨
制。小说的叙
事时间从晚清
到当下，跨度
百余年，却被
浓缩在祖奶一
个白天和一个
夜晚的讲述中。《有生》旨在为有情众生
画像，百年历史沧桑风起云涌，胡学文满
怀对故土的爱，以生命史诗的宏大格局为
乡土立根、为众生立命。

祖奶乔大梅是接生婆，她的一生是一
部苦难史。幼时逃荒的路上父母双亡，被
迫嫁给智障李大旺，三任丈夫与多名子女
自然或非自然死亡，磨难接踵而至，但她
始终牢记师傅的教诲，以接生为己任，不
曾被生活压垮。在她的眼中，生命是平等
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从不因雇主
家境贫富或给予自己的喜钱多寡而另眼相
待，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天气多么恶劣，
只要有人上门她从不推辞，甚至不顾众人
苛责而为日本产妇接生，这就是她坚守的
职业道德和做人准则。正因为如此，她才
得到人们的尊重。祖奶一生卑微，是旧时
代苦难女性的化身，她接生婆的身份是寓
言化的，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根的延
续、生命的传承。

《有生》写的是乡土大地上的事情，
写的是人的难处。贯穿小说始终的那只一
直在爬行的勤劳的小蚂蚁，正是大地上无
数普通人的象征。“人可生如蚁而美如
神”——人虽然像蚂蚁一样渺小，但是心
灵却可以像神一样美。苦难阻挡不了生命
的延续，在艰难的岁月中，那乡土大地上
一个个生命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就像那
只小蚂蚁，倔强地爬行着，虽历经磨难依
然心怀感恩。正如祖奶所言：“人活在世
上，要感恩的很多，比如一滴水、半碗
粥，清醒时的夸赞，抑或糊涂时的两个巴
掌。若不是产妇的叫喊，我早已命丧黄
泉。她，她们，不但把我从死亡边缘拽
回，还一日日喂养着我，使活着成为必
须。”

《有生》对生的描写丰富多彩，对死
的描写也让人印象深刻。骆驼客被人捅
死、养蜂女被烧死、李大旺被狼咬死等，
无不让人心惊。祖奶说：“我见过一次又
一次死亡，或者说，我守着生，也目睹着
死。”写死是为了突出生，死亡的威胁让
生显得更为宝贵。《有生》试图建立的正
是关于生活和命运的基本信念。《有生》是
祖奶的时间史、生命史，也是人的精神
史。《有生》写了很多痴人：祖奶痴情于接
生，罗包痴情于做豆腐，钱宝痴情于读
书。痴的背后正是人物内心的执着和热
爱。唯有爱，才能支撑人逢凶化吉、遇难
成祥。《有生》写了无数苦难，但行文并不
灰暗，全篇洋溢着积极的生活态度，就像
春天的田野一样，充满生机和阳光，这正
是乡土中国的力量所在。

《有生》 这一题目来自 《天演论》：
“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
一个人心里有光，那光就会时刻指引他。
《有生》敞开了普通人的心灵图景，复原
了百年乡土中国的生存智慧，为我们构建
了一个壮阔而又浩瀚的文学世界。

为有情众生画像
——读胡学文小说《有生》

名著赏读名著赏读

好书品读好书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