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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我已经看完了《中国航天员》这个系列

的书，现在准备看《长征的故事》。”4月13
日，临颍县王孟镇范庙小学五年级学生杜恒
志拿到喜欢的书后兴奋地说。为在校园开展
红色教育，该校打造了红色图书室，购买适
合小学生阅读的红色书籍，每天中午和少年
宫活动课间开放，供学生阅读。

该校负责红色图书室的王君老师告诉记
者，这学期开学后，为在校园开展红色教
育，学校买了几套红色教育方面的书籍，让
各班老师给学生们讲红色故事。没想到这
些书很受学生欢迎，孩子们争着向老师借
阅。“当时我想，既然孩子们喜欢，不如
多买一些，让学生自主阅读，更好地开展
红色教育。学校领导也很支持，腾出一间
约 50平方米的教室作为红色图书室。”王
君说，曾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王俊
民听说后，捐赠 2000 元用于购买红色书
籍。

有了资金后，老师们开始选购书籍。4月
初，图书室打造完成，近300本红色书籍陆

续上架。
4月 13 日，记者走进该校的红色图书

室，看到书籍摆满了书架。“红色经典系列
故事”区域摆放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
《开国大将的故事》《毛泽东的故事》《周恩
来的故事》等书籍；“红色儿童文学经典系
列”中，有 《两个小八路》《烽火三少年》
《火线上的孩子们》等；还有一个书架上摆
满了适合低年级学生阅读的《小英雄雨来》
《小游击队员》《铁道游击队》等。“我在网
上看到了‘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系列书籍，
包括《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红色星火燎原》《春天的故事》《筑梦
新时代》等，以党史故事作为切入点，叙事
亲和、语言生动，很适合青少年读，赶紧买
了几套。”王君说，还有一些网购的书正陆
续发回来。

当天中午，一些在学校用餐的学生吃完
饭后直奔红色图书室，拿起自己喜欢的书看
起来。“《小游击队员》真有意思，樟伢子太
勇敢了。这本书我快看完了。”学生潘奕萱
说。

乡村小学建起红色图书室
该书根据党的历史发展脉络，运

用翔实史料，讲述中国共产党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阐述中国
共产党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
路径。作为一本党史通俗读物，全书
完整、系统地回顾了党的历史，从框
架结构设计到内容材料选取再到语言
表达，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中共党史简明读本》

100年来，从一个50多人的小党
成长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执政70
多年的大党，是什么力量让中国共产
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该书分12章，论证这种
伟力的来源和发展。这种力量，是人
类历史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大党伟力》

这部《中国共产党简史》是按照
党中央部署，为配合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编写的党史简明读本。

该书共 10 章、70 节，约 28 万
字，以史论结合的形式，重点叙述、
评价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战略部署、重大
理论创新成果及其发展历程；深入阐
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的道理；深刻解读历
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历史性
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优势。

《中国共产党简史》

这本新华版图书，以书香缅怀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前行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悠久的历史，由一
代代民族英雄儿女热血铸就，他们或
艰难求索，或奋斗奉献，或以身许
国。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烈士，是中
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
前行的强大力量。该书生动讲述40
位英雄烈士为了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
感人事迹，配有珍贵历史图片40余
幅。

综合《河南日报》《广州日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40位英雄烈士的壮丽人生》

一起学党史

孩子们在红色图书室看书。

■池玉枝
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首发于

1957年12月。一部文学经典跨越60多
年，2019年9月入选“新中国70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足见其文学魅力和
历史意义。

“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
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
古钟了！’”作者三言两语把读者带到了
清朝末年冀中平原的锁井镇。冯兰池，大
财主，横行乡里；朱老巩，庄稼人，扛了
一辈子长工。古铜钟是村民防汛筑堤集资
购地的凭证，一个砸钟一个护钟，朱老巩
拼了性命。后来斗争失败，朱老巩吐血而
死，冯兰池霸占了官地。为了逃生，朱老
巩的儿子朱老忠去闯关东，女儿不堪冯兰
池的凌辱，跳河自尽。

故事围绕30年后朱老忠带妻儿返
乡，朱老忠、严志和两家同恶霸冯兰池
一家的矛盾、斗争展开。作者着重描写
了冀中地区“反割头税”斗争和保定二

师的学生爱国运动，反映了从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 八”事变
时期，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

小说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贾湘
农，他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是红色
火种的播撒者，是进步青年的启蒙者，
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醒，站起来反
抗地主剥削，从愚昧、麻木到进步、成
长，掀起改天换地的农民运动，谱写了
恢宏壮丽的时代史诗。

贾湘农以教员身份作掩护，深入农
村建立基层党组织，秘密开展革命工
作。严云涛、严江涛、张嘉庆等在他的
帮助和引导下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
路。严云涛被铺入狱，受尽酷刑却宁死
不屈。张嘉庆接受党的任务，在家乡组
织农会、穷人会，领导秋收运动，组织
穷苦人抢收了他爹20亩地的棉花，他爹
和他脱离了父子关系。严江涛历经考
验，工作思路日渐清晰，政治立场日臻
坚定，他坚信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帮助

农民提高觉悟，把父老乡亲组织起来向
旧社会宣战、向旧制度抗争。他组织了

“反割头税运动”。当时杀一头猪过年要
交“割头税”，还要送上猪鬃、猪毛、
猪尾巴、大肠头，相当于二三斗粮食，
这点儿粮食掺上糠菜，够一家人过一
冬。最终“反割头税运动”取得胜利，
捍卫了农民的利益。

革命要流血牺牲，革命者无所畏
惧。一次在和敌人的交火中，严江涛徒
手抓住刺刀，鲜血顺手指往下流，他誓
死不退却。严萍跟严江涛志同道合、相
亲相爱，她积极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
国的道理，组织募捐、救助难友，把宝
贵的青春献
给革命。夏
应图是矿工
的儿子，在
跟敌人搏斗
时倒在血泊
中。“共产

党万岁”是夏应图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
话，是心声、是力量，也是英雄儿女对
祖国母亲的涓涓深情。坚定的信仰化作
火种，撒遍城乡，一个革命者倒下去，
无数革命者冲上来，摧毁黑暗的旧社
会，建立新政权，缔造人民当家做主的
新社会。

《红旗谱》反映的是农民觉醒与斗
争的开端，故事的结尾昭示着不同凡响
的未来，在冀中平原、在辽阔的中华大
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那些从
农民成长为共产党员的英雄们，肩负历
史重任，必将谱写新时代的颂歌，红旗
猎猎，漫卷沃野，照耀光明的前景。

谱写时代颂歌
——读梁斌《红旗谱》

■李 锐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的巨画，凝

视哪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应
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
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

点为什么辉煌。”这是金一南将军在编
撰《苦难辉煌》一书时对中国革命史的
概括。

金一南将军查阅247部国内外军事
战争史著作、个人回忆录和人物传记，
精心撰写的纪实性长篇历史巨著《苦难
辉煌》，畅销超百万本。金将军是研究
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的
专家，他以多角度的历史叙事方式，纵
横捭阖，深度解读20世纪初的中国，呈
现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恢宏博大的历史
画面。此时，中国共产党就像一棵倔强
的幼苗，在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危机
的夹缝中破土而出，领导工农红军，进
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
实践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地火》《东方
之梦》《岩浆》《围剿》《崛起》《陷落》
《突破》《湘江，湘江》《烈火真刚》《瞩
目大西南》《苦难辉煌》《大渡桥横铁索
寒》……我们从金将军精心设计的16
个章节的题目上就能感受到我们党走过

的艰辛道路和光辉历程。
阅读《苦难辉煌》，让生活于和平

年代的我们深切感受到，在那艰辛岁月
里，我们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
不易，实现理想又是多么艰难！是血的
教训让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这一经典理论。从此，一个人的精
神自觉慢慢演变成一个政党的自觉、一
个民族的自觉。金将军在书中感喟：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
人的机会极其有限。面对不可预测的历
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和信
念，这种坚不可摧的素质和信念最终汇
成深刻、敏锐的历史自觉。”

坚定的信仰是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不
竭动力。历经两年多时间、参加3890多
场战斗、攻克700多座县城、途径14个
省、翻越18座大山、横渡24条大河、
跋涉500多里草地、击溃国民党数百个
团、多次粉碎敌人“围剿”的工农红
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
征，成为不朽的传奇。而支持、指引共

产党人走过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并最终
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关键因素，就
是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吟唱着“可爱的中国”慷慨就义的
方志敏，面对敌人的枪口盘腿而坐、从
容就义的瞿秋白，在生死攸关之际挥笔
写诗的毛泽东，被子弹穿透右眼、手术
时拒绝麻醉承受70多刀却一声不吭的刘
伯承，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从他们
身上，我们感受到的同样是信仰的高洁
和力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金
一南将军激情澎湃的文字，回望我们党
筚路蓝缕、追求真理的苦难又辉煌的历
程，掩卷沉思，我们又该有怎样的精神
自觉？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让历史照亮未来，在致力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新长征路上，让
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凝心聚力续
写新的辉煌！

让历史照亮未来
——读《苦难辉煌》

■邢俊霞
春秋时期，晋平公问师旷：“我已经

70岁了，现在学习是不是太晚了？”师旷
沉吟一下，故意说：“晚了，为什么不把
蜡烛点起来？”晋平公认为师旷对自己不
礼貌，生气地说：“我跟你讲正事，你怎
么开玩笑？”师旷认真地对他说：“我听人
说过，少年时期刻苦好学的人好像早晨的
太阳，前途无量；中年时期开始刻苦学习
的人好像烈日当空，锐气正盛；老年时期
才开始刻苦学习的人好像是蜡烛的光，虽
然远远比不上太阳，但是比在黑暗中瞎碰
乱撞好很多倍。”晋平公听了点头称是，
开始不断用知识弥补自身的不足。

我最近读了《林非散文选》《林非游
记选》。作为学者、作家，中国散文家协
会名誉会长，林非著作颇丰。读书是他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读书心态
录》中说：“读书应该是为了从大量的文
字材料中寻求必然的规律，对历史和时代
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获得许多具有独创

性的发现，从而发展前人认识世界的成
果，推动科学、文化与整个社会向前迈
进。”

我喜欢读书，也常动笔写一些文章，
虽时常见于报纸杂志，但既没有“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豪情，也没有“为伊消得人
憔悴”的情怀，更没有贾岛“二句三年
得，一吟双泪流”，为构思佳句“虽行坐
寝食，苦吟不辍”的执念。

但我却仍“爱书成痴”，从青丝到白
头。女儿笑我“老来多健忘，唯不忘读
书”，这句话于我倒也相符，谁让我沉迷
于书的世界而不能自拔呢？

罗曼·罗兰说，读书就像迎着朝阳走
路。我深以为然。

于是，家里书房的书柜摆满了，我在
阳台上又装了两组书柜，很快又满了，其
他书只能暂置于书柜顶上。天长日久，书
越买越多，书慢慢堆积至天花板，朋友到
访，说大有“汗牛充栋”之感。

书柜前侧置一茶台，茶台一角放书

三五本，方便我随手拿来读，坐着读、
站着读、边喝茶边读。取书展卷，墨香
散发出来，低头看书的那一刻，我似乎
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有一种遗世独
立的静谧祥和。

有人说：“读书的人是孤独的。”可
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说这话的人
如何知道书中世界是怎样的精彩纷呈呢？

我就喜欢在孤独中享受书中的热闹气
息，在热闹中领略孤独的意境。在寂静的
时光中，浅浅读，深深爱。

书籍之中，经典小说我读得最多。
小说于我而言并不意味着“虚构”“杜
撰”，事实上，作品中的人物及事件无
一不是生活的投射，从中我能感受到所
处时代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所以我从
不质疑书的力量，它让我的精神生活丰
盈而富足，带给我一次次酣畅的心灵之
旅。当珠玉般润泽的方块字，将知识的
芬芳慢慢浸入心底，唤醒的是我对人生
的思考——人的成长是不断被苦难打磨

的过程，一帆风顺固然好，可是遇到
风浪，难免手足无措。现实是此岸，
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
而知识则是架在河上的桥梁。书让我
知道：大海如果失去巨浪，就会失去
壮观；高山如果失去瀑布，就会失去
灵魂。所以我始终相信：人生路上的
坎坷和磨难，都可以用知识的力量一
一化解。

浅浅读 深深爱

●【英国】大卫·爱登堡著
《大卫·爱登堡自传》（何毅、李
金璇译）

爱登堡被誉为“自然纪录片
之父”，他的“生命三部曲”和

《地球脉动》 等影片，始终在各
种自然纪录片榜单上占有一席之
地。这一次，他把影像换成了文
字，记录自己在世界各地奔波的
足迹，以及拍摄中的故事，同时
也见证着地球环境的悄然改变。

●张枣著《张枣诗文集》
20 世纪 80 年代喜爱诗歌的

人，谁又能忘得了张枣的那首
《镜中》呢？“只要想起一生中后
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
他不仅是在文学史上留痕的杰出
诗人，也是优秀的学者、翻译
家。11 年前张枣病逝时只有 48
岁，令人惋叹。这套诗文集由他
的学生颜炼军编辑整理，包括诗
论两卷，诗歌、书信访谈、译作
各一卷，其中不少内容为首次出
版。

●郑子宁著《中国话》
中国历史悠久，在语言文字

上也有深刻反映，仅是口头语
言，就有着丰富的演化。例如在
三国之前，称呼比自己大的同辈
男性为“兄”，而现在流行的

“哥”，古时通常指歌咏、歌谣。

唐以后，“哥”逐渐代替“兄”，
但在正式场合，还是用“兄”这
个字符合礼节。此书从称谓入
手，涉及九个领域，细细考察汉
语的流变，同时也写出了古时的
风俗、文化。

●【英国】托马斯·哈代著
《远离尘嚣》（傅绚宁译）

哈代的文学成熟之路，是在
他的作品中一点点变得清晰的。

《远离尘嚣》缺乏哈代后期作品里
那种“时代观察者”的勇气，整
体上显得有些粗糙，充满了刻意
为之的转折与情节安排。不过，
这部作品里，也出现了维多利亚
时代作品中少见的空旷感——人
和天宇的对峙时刻，人的“此
在”现身的时刻。

●田中禾著《模糊》
小说中，“我”收到一本书

稿，发现其中写的是“我”失踪
多年的二哥的故事：20 世纪 50
年代，知识青年章明来到美丽的
库尔喀拉，收获了炽热的爱情，
也经历了亲友的反目，甚至无情
的背叛……“我”想揭开这段尘
封多年的往事，追寻二哥的踪
迹，找寻真相。在这部长篇小说
中，作者写的其实是一代人在艰
难年月里成长的故事。

据《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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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陆文夫先生的 《美食
家》，主人公朱自冶顾嘴不顾身
的“好吃”做派，以及朱鸿兴
的头汤面，新聚丰、义昌福、
松鹤楼等饭庄的炒虾仁、炒鳝
丝、炒腰花、炒蟹粉等佳肴无
不令读者垂涎三尺。而小说中
描写的与美食无关的“段子”
也同样有趣。

先生写道：只有一次，看见
他（朱自冶）和一个妖冶的女人
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
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
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冶也毫
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一半车钱。
看来“拼车”并不是如今年轻人
的发明创造。

据《今晚报》

陆文夫笔下的“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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