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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红
《创业史》是当代著名文学家柳青所著

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
运动的史诗式巨著，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
具有突出地位。柳青的《创业史》描述了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西北农村社会主义
改造浩荡前行而又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创业史》中有两个典型的父子形象：梁生
宝和梁三老汉。梁三老汉的梦想是创下家
业扬眉吐气，而梁生宝作为党和国家政策
的拥护者，梦想让人们都过上新生活。然
而这并非易事。社会向前发展的每一步，
都经历着新旧两种思想的碰撞以及新生力

量与守旧顽固势力的博弈。
梁生宝朴实善良、朝气蓬勃、干劲十

足，他认真学习并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国家政
策，积极组建互助合作小组，成立农业合作
社；但一些富户、大户，如姚士杰和郭世
富，并不愿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想延续
自己高高在上的剥削者身份，明里暗里和梁
生宝进行着各种较量。还有聪明能干、富有
魄力和号召力的代表主任郭振山，表面上积
极拥护党和国家政策，可思想觉悟达不到，
总是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不能真正理解和
把握正确的方向。但他们都思索着、观望
着，主动或被动地调整着自己的脚步。

新中国的成立，让当时的人们面临从
未经历过的各种问题。如何改变贫穷的生
活？改变落后的思想意识才是真正的难题。
正如梁生宝所说：“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生
活，造成了他们落后的一面：自私、保守、
散漫，不习惯组织纪律……”基于此，相
关政策是根据自愿加入小组互助合作，走社
会主义道路，但绝不强加给任何一个庄稼
人。所以当互助合作小组的栓栓和梁大老汉
要退组时，不少人等着看笑话，但梁生宝坦
然接受并努力证明道路的可行性。为了让大

家多打粮食，他一个人跑到几百里外的渭河
上游去买“百日黄”稻种，号召大家密植水
稻，最终比普通稻田多打了近一倍的粮食。
他带领村里人进山割竹子，整整一个月风
餐露宿、吃苦受累，却让大家都挣到了钱。
他总是这样用事实说话。他在政策的引领下
创办了农业合作社——灯塔社。和梁生宝
一起创业的一群人都深信共产党的决策，相
信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如高增福、有
万、任志光等，他们在众人怀疑的眼光中将
土地合并在一起，锲而不舍、辛苦劳作，成
为执着的前行者。尤其是高增福，在妻子去
世后既当爹又当妈，经常抱着孩子去开会；
为了能参加农业合作社，他毅然搬家……

中国农民经历了几千年的阶级压迫和
剥削，最为辛劳，生活最苦，他们愿意为一
条崭新的道路放手一搏。而那些已经创下家
业的剥削阶级习
惯了不劳而获、
养尊处优，注定
他们在走向社会
主义改造时要经
历痛苦。如姚士
杰和郭世富，土

地改革让他们丧失了既得利益，再让他们与
贫苦农民站在一起劳作，犹如剜心割肉。还
有精明能干的代表主任郭振山，只愿自我强
大，渐渐失去了群众基础。党的工作基础永
远是群众。这是迄今为止都不曾改变的。但
他也有着深省的精神，经常在内心作着深刻
的斗争：共产党员郭振山痛斥庄稼人兼卖瓦
盆的郭振山……这群人同样经历着社会转型
的阵痛，也经历着深刻的思想改造。于党和
国家而言，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共赴社
会主义道路，都要穿过风雨才能抵达。

梁生宝的灯塔社引来了多方关注：有
各级领导的现场指导，有附近村民的好奇参
观，当然还有许多人的观望……今天，早
已是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在那样一个特殊
的历史时期，对于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
路的人们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为了心中的梦想而奋斗
——读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

各个历史时期，红色革命报刊在中国
共产党的发展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青年》《湘江评论》《布尔塞维克》……
革命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革命报刊、传
播真理之火的光辉历程，深刻展示了革命
前辈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而
红色革命报刊中的历史细节，不但映照出
了其创办人或负责人的风采，也真实见证
了革命之路的成功与挫折。

《新青年》《每周评论》并肩作战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
《青年杂志》（月刊），1916年更名为《新
青年》。《新青年》创办时，陈独秀主张思
想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吹响了新文化运
动的号角。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下，陈独秀、李大钊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的
情况和经验，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新青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并一度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在经历了陈独秀被捕、几度中途休刊
和编辑部迁移后，1922年7月1日，《新青
年》出至第9卷第6号休刊，共出版9卷
54期。《新青年》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即
发表在第 1 卷第 1 号的发刊词 《敬告青
年》。文中向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自主
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
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
的”。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
也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

与《新青年》同一时期“并肩作战”
的还有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周刊《每周
评论》。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
创刊，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李大钊、高
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人为撰
述。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指出，《每周评

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
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每周评论》以及时反映当
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
《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
互为补充，在当时同样具有
很大的影响，它们共同为五
四运动做了重要思想准备。

毛泽东代笔大半
《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
思想界空前活跃，涌现出了
一大批进步报刊，据统计约
有400多种。李大钊曾兴奋地描述：“（它
们）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新青年》第6卷第6号《欢迎陈独秀
出狱》）这些“种子”就包括了毛泽东主
编的周刊《湘江评论》。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 创
刊。在 《创刊宣言》 中，毛泽东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激了！洞
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
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如
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
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迫切最重要
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迫切最重
要的大任务。”由此可见，“宣传新思潮”
是《湘江评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借
以“唤起民众之觉悟”的方法。在 《创
刊宣言》中，毛泽东鲜明地写道：“世界
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
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
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
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
不要怕。”

除《创刊宣言》，毛泽东还主笔了《陈

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好个民族自决》《民
众大联合》等几十篇文章，明快的文风和
犀利的评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并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
价。除社论外，《湘江评论》辟有多个专
栏，对国内外大事皆有述评，还有栏目经
常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与读者互动十分
密切。《每周评论》 专门对此予以介绍：
《湘江评论》 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
以及“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
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毛泽东在主编 《湘江评论》 期间付
出了巨大的心血。据毛泽东的同窗、著
名的教育家周世钊回忆，当时 《湘江评
论》 每一期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毛泽东
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
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
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
人也是此去彼来，写稿常在夜晚。他不
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
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文章写好
了，他又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
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湘江评论》创刊时的2000份很快销
售一空，又重印2000份，依然不能满足需
要，从第二期起每期便印5000份。充满了

“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很快引起了湖
南军阀的恐慌，只短暂存在了5期便被查
封（第5期刚被印出尚未出版时被查封），
但它对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许多
革命青年，如萧劲光、任弼时、郭亮等
人都是在读了《湘江评论》后才坚定地走
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断“变脸”的《布尔塞维克》

192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秘密创办《布尔塞维克》，这是中共中央
在大革命失败后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最初由瞿秋白担任总编，前16期为周刊，
铅印16开本，第17期开始改为半月刊，
后又改为月刊、双月刊出版。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布尔塞维
克》从第30期后开始以各种假名称作为伪
装出版，“曾用名”可谓五花八门。

1929年1月，《布尔塞维克》以《中央半
月刊》出版了32~34期，第35期改为32开
本，用《新时代国语教授书》（印有“小学校高
级用”“商务印书馆”字样）刊行。

其他《布尔塞维克》用过的名称还有
《中国文化史》（署名“顾康伯编”）《中国
古史考》《历史研究丛书》（署名“钱玄同
编”）《金银贵贱之研究》（署名“中国经济
协会出版”）《BOLSHEVIK》《平民》
《虹》《经济月刊》（署名“上海经济月刊社
出版”）等。借用这些机构和名人的名字，
《布尔塞维克》 得以“瞒天过海”，直到
1932年7月1日停刊，共出版52期，在大
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坚定地传达出了共产
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声音。

据《北京晚报》

红色报刊中的历史细节

发表在 1918 年 5 月 15 日 4 卷 5 号 《新青年》 上的
《狂人日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崔笼霞
近日我从新华书店买回徐中远所著

《像毛泽东那样读书》一书，读来感觉字字
珠玑，甚是喜欢。

徐中远作为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图书服
务工作人员，曾对毛泽东所读书目进行过
全面整理登记，对毛泽东读书方面的了解
具体而深入。

据统计，毛泽东生前在中南海存放的
图书约有10万册，被其写有批注文字、圈
画符号的就有500余种4000多册。为此徐
中远赞叹道：“读书学习，毛泽东是全党和
各级领导干部的典范，也是我心中最为折
服的一位终身酷爱读书的领袖。”

作者以朴素的文字、翔实的叙述、感
人的故事、深刻的解读，让我们全方位了
解了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喜好、深度和广
度，处处彰显伟人的气度、胸襟和情怀，
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由衷的敬仰爱戴之
情。

毛泽东对于阅读之爱胜过爱自己。在
他逝世的前一天，生命垂危之际，他看文
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上下
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
导线，鼻子里插着管，文件和书是别人用
手托着看的。他生命最后的读书画面让人
感动、敬佩。

毛泽东牢记恩师徐特立“不动笔墨不
读书”的教诲，并将这一读书方法贯穿于
他一生的读书实践中。读史可以明智。以
毛泽东爱读的《二十四史》为例，这套书
与他朝夕相伴24年，书中圈点、批注无处
不在，最多的一条批注写了3914个字。其
认真研读的精神多么值得我学习啊！毛泽
东读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更好地为现实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
务。作为语文老师，我要在语文课上教会
孩子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好习惯，
引领他们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启迪智慧，
培养孩子的感悟能力和认知水平，让阅读
的好习惯伴随孩子终生。

毛泽东挤时间读书的精神也让我深受
启发。在那戎马倥偬的年代，毛泽东常常
利用行军休整的间隙读书、学习。一次行
军途中休息时，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起
书来。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战士们都戴上

了斗笠，但毛泽东依然沉浸在书中，直到
有人给他戴上斗笠，他这才把书合上。

今天的我们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却
常常借口忙而将读书抛于脑后，想想真是
羞愧。毛泽东的读书故事激励我珍惜光
阴、树立坚持不懈读书的决心和信心。鲁
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
总还是有的。”是啊，我们读书要学会挤时
间，要善于利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捧
起书来，让知识的甘霖灌溉心田，让精神
的食粮滋养个人成长，让读书带给我们自
信和力量。

读书，是毛泽东成长、成才、成功的
重要途径。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和读书精神
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发扬光大。在倡导全
民阅读的时代，作为一名教师，我要牢记
职责使命，读好书、好读书，为孩子们树
立榜样，做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做新时代的读书人。

像毛泽东那样读书

■黄 娜
从女儿一岁多开始，我就让

她坐在我的怀里，声情并茂地给
她读一些有趣的绘本，比如《小
熊绘本系列》等，女儿很感兴趣。

阅读需要定时。白天我上班
比较忙，女儿也贪玩儿，不太想
读书，晚上临睡前的这段时间就
是属于我们的亲子阅读时光了。
这时我会打开台灯，让轻柔的灯
光洒满卧室，女儿从床头或者书
架上选择两本她喜欢的绘本拿给
我，我来读给她听。

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希望时
间能在这一刻静止。女儿有时听
我讲绘本故事听得入了迷，会要
求我：“妈妈你再给我讲一遍这
个故事吧。”有时候一个故事我
讲三五遍后，女儿就能够绘声绘
色地讲给我听。女儿的记忆力很
好，讲的与书上内容基本一致。
我感觉睡前陪伴女儿读书是最温
馨、最有意义的时光！

阅读需要环境。为了让女儿
爱上阅读，我把客厅、卧室、书
房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绘本，
女儿玩着玩着就会拿起一本书好
奇地读起来。这是我为女儿创造
的读书环境。

阅读需要交流。等到女儿稍
大一点儿，我给女儿买的绘本也
丰富起来，有“小兔汤姆”系
列和“彼得兔的故事”系列，还
有科普常识系列以及《猫头鹰小
小》《月亮的味道》《每一天》
《老鼠娶新娘》 等有趣的绘本。
女儿这时已经会表达了，内心有
很多疑问会向我提出来。给女儿
读过绘本后，我们俩会就这本书
的内容等展开讨论，她的小脑袋
瓜中有很多“为什么”。经过我
们两个交流后，女儿开心极了，
脸上总是带着满足的笑意甜甜地
睡去。同时，女儿的表达能力也
在一天天的阅读积累中提高了，

想象力更加丰富。
亲子阅读不能有功利心，只

要读起来就好。有时我也想，光
这样给女儿读绘本，有用吗？事
实证明非常有用。女儿上小学一
年级后，我给她买的书逐渐厚起
来，内容也越来越长，比如《爸
爸的胡子想我吗？》《长个不停的
脚》《苹果树》《一园青菜成了
精》《死神来了》《最美的微笑》
《小橡树》，还有 《三毛流浪
记》、《木偶奇遇记》……

我给女儿读的书都在女儿的
头脑当中深深地扎了根、发了
芽，未来有一天，它们一定会长
成参天大树，滋养女儿的一生，
让她快乐、自信、阳光！

亲子阅读有许多方法：可以
读文字，也可以读图画；大人绘
声绘色地给孩子讲故事；孩子可
以和大人一起讨论人物、猜测故
事情节，或者和爸爸、妈妈分角
色来演一演这个绘本故事。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越早起
步越好。想让孩子获得读书的好
习惯，首先考验的是家长，看我
们有没有毅力坚持下去。如果我
们帮助孩子养成了读书的好习
惯，孩子一定会受益终身。

书香相伴共成长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从13人到9000多
万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是一本以讲故事的
形式写党的发展史的图书，语言清新活泼，细
节生动，以情动人。

中国共产党从13个人的团队开始创业，团
队成员越来越多，事业越做越大，怎样让运作
百年的“企业”基业长青？这支最牛创业团队
有什么成功秘诀？本书以创业的视角写作，附
多张精美插图，给出了答案，从新的角度展示
了建党百年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

据《广州日报》

新视角展示建党百年伟大历程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革

命先辈家书家训丛书”日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
版，是一套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读本，也
是一部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修身指南”。

“革命先辈家书家训丛书”共3册，其中《革命
家书》两册，收录革命领袖、革命先辈和革命英烈
的书信130多封；《革命家训》一册，收录家训50多
封。这些珍贵的家书家训彰显了父母子女和家人
之间的真情交流，辅以革命先辈修身、齐家、求学、
处世、交友等具体故事，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了革
命先辈的家风。 据《北京日报》

“革命先辈家书家训丛书”出版

■张卫军
《掌控习惯》一书是美国著

名习惯研究专家、习惯学院创办
人詹姆斯·克利尔所写的一本专
著。作者创办的习惯学院培养过
十多万名领导、经理、教练和老
师。本书通过4大定律、56个具
体案例，讲述了如何快速养成良
好习惯。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任何一项运动的终极目标都是
争取获得好的成绩，但是在整场
比赛中都死盯着记分牌则荒谬无
比。争取每天都有进步是你走向
成功的唯一方法。”

本书颠覆性地提出一个观
点：目标会束缚一个人的幸福
感，一个人会为目标而焦灼不
安。因为目标激励法存在着这样
一个趋向冲突：“要么你努力实
现目标，要么你失败令人大失所
望。”所以它隐含着这样一个假
设：“当我目标实现了，我就幸
福了！”其实，人生远不是这
样，往往是当我们的目标达到
时，迎来的却是巨大的失落感。
生活中也常会有“希望越大，失
望越大”的现象。

目标教学是当前教学中提出
的一个响亮的名词。有目标才有
高效，目标明确才能少做无用
功。目标激励法也广泛应用于中
外各大中小企业的管理。但对于
人生，个人感觉“目标激励法”
不能浅薄和功利。

我们总是习惯于激励孩子：
努力吧，达到目标之后，你就可
以快乐了！今天刻苦学习，明天
你就轻松了！少年多吃些苦，老
年就会美满幸福！我们总容易忽
略成长的幸福感，而是习惯于对
幸福的精打细算，总是延迟满足
孩子对于幸福追求的欲望。然
而，忽然有一天，当孩子真的得
到了所谓的“幸福”时，幸福的
感觉却“过期”了。

关键的时候，目标会激发出
一个人巨大的潜力和能量，这种

能量会消耗掉身体前期的积蓄和
后续的供给。所以，目标达成之
时，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个体轰然
倒塌之时；而目标成空之时，更
是一个人遭受致命打击之时。目
标激励运用到极致，就是不留后
路、全力以赴，是一种赌的心
态。

生活和学习中我们时刻需要
目标激励，以此来激发我们的斗
志，让我们积极勇敢、昂扬向
上。但是，生活不能只有目标，
行动不能只有目的，人生不能只
有终极。享受过程的美好，享受
战胜困难的乐趣，享受自我成长
的快乐，就是享受幸福的人生。

此刻，我想到初中语文课文
《台阶》中的父亲，想象他坐在
修筑好的台阶上，望着远方，一
脸茫然，满心失落，可能会是这
个原因吧。

目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指明
方向。方向不能错，否则会原地
打转、徒劳无功。但我们更应该
引导学生把注意力用在实现目标
的过程中，每天都有进步、都在
成长，比如记住一个单词、学会
一道数学题、弄懂一个物理原
理、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作
文……关注到这些细节，那么每
天都是幸福的。这样的学习是一
种“即时享乐”的过程，也是可
持续性的学习。

教孩子养成良好习惯
——读《掌控习惯》有感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
要得意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
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
保持平和，情绪始终保持稳定，
此亦长寿之道也。

——季羡林
▲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

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
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汪国真
▲所谓时间管理，也应该分

为理性与感性两方面：理性的时
间管理是以最短的时间把事情做
到最好；感性的时间管理更简单
了，只把时间留给自己喜欢做的
事和喜欢的人，甚至和喜欢的人
一起浪掷时光。

——张小娴
▲每天的睡去，是旅程的一

个终站；每天的醒来，是旅程的
一个起点。

——林清玄

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