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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楚洲

自古以来，湖南境内被统治者视
为“蛮荒”之地，贾谊、刘禹锡、柳
宗元和王昌龄等贤臣均被皇帝放逐至
湖南。随着南宋朝廷迁到临安，一批
文人迁徙湖南，形成胡宏开创的以经
世 致 用 为 治 学 宗 旨 的 “ 湖 湘 学 派 ”。

“南国儒林第一人”王夫之 （又名王
船 山） 的 学 术 思 想 承 续 “ 湘 学 ” 文
脉，与湖湘学派有着历史渊源关系。
明 清 之 际 杰 出 思 想 家 王 夫 之 虽 居 乡
野，但仍关心天下大事，总结明朝衰
亡教训，昌明湘学传统文化，弘扬经
世致用学风，供后来者复兴民族之业
借鉴。

大学教授曾向我推介乡居学者王
夫之的学术贡献，我至今记忆犹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从大学毕业
三十多年以来，以湖南乡贤王夫之为
榜样，业余治学，淡泊名利；潜心著
述，笔耕不辍。我虽年届花甲，但想
发挥余热，仍为社会做些贡献，所以
我更加钦佩湖湘学派传承者王夫之的
治学精神。最近我在网上淘得湖南师
范 大 学 政 治 系 张 怀 承 教 授 所 著 图 书

《王 夫 之 评 传 —— 民 族 自 立 自 强 之
魂》，如获至宝。我在反复研读 《王
夫 之 评 传》 以 后 ， 颇 有 一 些 心 得 体
会，增添持续治学毅力。我认为主张
祖国统一的王夫之为民族复兴之路探
索者，其民族自立自强思想对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当代价值和启迪
作用。

王 夫 之 是 明 末 清 初 著 名 的 思 想
家、史学家、文学家。张怀承在 《王

夫之评传》 中讲述了王夫之的生平业
绩和鸿篇巨制。为了实现远大志向，
王夫之在青年时代关注时政，参与社
会 活 动 。 明 代 崇 祯 十 一 年 （1638
年）， 衡 阳 县 人 王 夫 之 就 读 岳 麓 书
院，参加“行社”。翌年，组织“匡
社”，旨在匡扶社稷。1642 年，王夫
之考中乡试举人。 1648 年，豪杰之士
王夫之与管嗣裘等人在衡山发动抗清
起义。战败以后奔赴广东肇庆，担任
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之职。在民
族危机时刻，王夫之担负天下兴亡、
民族复兴的重任，反抗清廷的民族压
迫，表现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操。
1654 年 ， 王 夫 之 辗 转 至 常 宁 县 西 庄
源，以“ 六经责我开生面”自命，设
馆 授 徒 讲 学 ， 写 成 政 论 著 作 《黄
书》， 核 心 大 义 就 是 反 对 民 族 侵 略 。
1660 年 ， 王 夫 之 隐 居 在 衡 阳 县 金 兰
乡，虽然生存已有问题，但仍不为利
禄所诱。1675 年，又于衡阳县曲兰乡
湘 西 村 石 船 山 修 筑 “ 湘 西 草 堂 ” 而
居，著书立说。王夫之在乡隐居四十
年期间，一边自立宗主，进行教学，
维持艰苦生活；一边发愤著述，刻苦
研究，就连写作纸笔都靠朋友周济。
王夫之曾写一副对联表现民族气节：

“ 清 风 有 意 难 留 我 ， 明 月 无 心 自 照

人。” 王夫之勤恳著述，学识渊博，
举凡经学、史学、文学、伦理等各门
学术，造诣精深。王夫之的传世著作

极多，共有 100 多种、1000 多万字，
代表作有 《永历实录》《思问录》《楚
辞通释》《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

《四 书 训 义》《尚 书 引 义》《春 秋 世
论》《礼记章句》《周易外传》《老子
衍》《庄子解》《张子正蒙注》《读通
鉴论》《宋论》《相宗络索》《南窗漫
记》 和 《船山记》 等。在王夫之死后
多 年 ， 其 后 裔 选 刻 他 的 著 作 20 余
种。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湘军首领刊
印 《船山遗书》 70 多种，传播民族自
立自强的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遗 产 。 王 夫 之 是 中 国 启 蒙 思 想 先 导
者，包含经世致用政治思想的经世实
学“船山学说”对清代晚期探索国家
出路而进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
亥革命的志士仁人产生巨大影响。

张怀承在 《理势合一的历史观》
一章中叙述了“理势相成”的进步的
历史进化论。王夫之总结国家存亡的
教训，探寻民族复兴之路，追溯人类
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提出

“理势统一”的历史进化思想。他把
历史发展的趋势叫“势”，历史发展
的规律叫“理”，提出“于势之必然
处见理”。主张从“势成理”和“理
成势”等方面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倡
导治理国家“乘势循理”，及时变法。

张怀承在书中探讨了王夫之朴素
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王夫之是
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发展

《易 经》 学 中 的 辩 证 法 ， 对 气 理 关
系、器道关系等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
讨，作出理论贡献。在本体论方面，
王夫之继承北宋张载“气本论”，认
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
的，提出“理在气中”。在发展观方
面，王夫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处在
对立统一中，肯定矛盾的普遍性。王
夫之阐述了动静学说，认识到物质运
动的绝对性。他认为静与动的关系是
辩证的，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
还把荣枯代谢看作是宇宙法则，阐述

“质日代”“道日新”的发展观点，具
有革新意识。

张 怀 承 在 《成 身 成 性 的 伦 理 思
想》 一章阐述了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
思想”。王夫之认为天理即在人欲之
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提出
欲理统一的道德学说，物质生活欲求
是 “ 人 之 大 共 ”。 主 张 生 和 义 统 一 ，
强调珍生务义、志节对人生的意义。
认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高
于君臣之义，天子之位可继可革。中
国人应懂得成败相转道理，抱定“以
身 任 天 下 ” 目 标 ， 矢 志 不 渝 为 之 奋
斗。王夫之的伦理思想发展儒家伦理
学说，对形成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
产生历史影响。

（作者单位：张家界市委党史研
究室）

民族复兴之路探索者
——研读 《王夫之评传——民族自立自强之魂》

《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
本书编写组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直观的数据、典型的案
例，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
的发展变化和辉煌成就，展现了中国经
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葛剑雄说城》
葛剑雄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葛剑雄关于城市的六
十多篇文章，分为城市品性、城纳百川、
古城遗风、异域之城等四个部分，作者
用细致动人的笔触叙述了到访城市的
历史渊源，描绘了在中外城市的所见所
闻，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独特见解，以
及对城市本质的长远思考。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辞典》
王文章 主编
长江出版传媒崇文书局

本辞典是首部阐释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理论、术语和保护实践，全面
介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和代表性传承人，总体反映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成就的专科辞典。全
书 由 前 言 、 凡 例 、 目 录 、 正 文 、 附
录 、 索 引 六 部 分 组 成 ， 全 书 320 余 万
字，收录辞条 6636 条。辞条规划和内
涵阐释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总体面貌，反映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实践经验、理论探索和突出
成就。

《中国字 中国人》
本书编委会 编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本书以中国字为切入点，围绕自
律助人、孝老爱亲、服务利他、节俭
绿 色 、 共 建 共 享 、 和 合 大 同 六 个 主
题，精选与之相应的 107 个汉字，通过
小散文的形式讲解每个字的字形演变
和字义内涵，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与
精髓。

□邱琳芸

“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
时光回溯至 1950 年，彼时的新中

国刚刚成立。号称“装备到牙齿”的美
军却集结在三八线前徘徊着，想要不费
吹灰之力便可攻占朝鲜半岛全境，其空
军更是将炮弹投掷在中国边境的城镇、
村庄造成人员伤亡。在这样充满挑衅意
味的情形之下，毛泽东主席毅然决然的
下达了抗美援朝的这项重大军事任务，
任命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奔赴
朝鲜，御敌于国门之外。

在装备、吃食、服装等后勤保障补
给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明显处于劣势。
1950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24 日，受命于
危难之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在
吃不饱、穿不暖、缺乏重武器的情况
下 ， 与 美 军 殊 死 搏 斗 了 长 达 28 天 之
久。在这段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三万余
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零下 40 多
度的极端环境下，歼灭了美军的一整个
团，却也有许许多多的战士被冻死冻
伤。

“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更没有打不
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在凛冽
的寒风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身体
越来越冷，四肢逐渐变得冻僵，最终化
成了一座座僵硬的如塑像般的冰雕。而
他们的双眼还圆睁着望着祖国的方向，
一直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我们的敌人，拥有无比强大的决
心，我们永远都无法战胜他们。”这是
美国北极熊团指挥官在撤退前所说的一
句沮丧的话。

“这一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
们的下一代打，我们的出生入死，就是
为了他们不再打仗。”这是这群凝结成
冰雕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最质朴的愿
望，也是他们至死不悔的选择。没有他
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惧牺牲的浴血奋
战，没有他们誓死捍卫祖国的不朽精
神，没有他们对胜利充满的追求渴望，
就不会有如今安然无恙的美好生活。现
在的美好，都是那些革命先烈们用血肉
之躯堆起来的。

“为了身后的万家灯火。”影片 《长
津湖》 一开场，便感动了所有的国人，
湿透了所有人的眼眶。它在陈述着那段
不会尘封的历史，但电影终究只是电
影，无法展现出当时的种种惨烈。而这
些 历 史 ， 即 便 是 在 70 年 后 我 们 的 眼
中，仍然是我们的骄傲。生于中国皆幸
运，感恩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守护的每一
寸土地。

今天，我们生活在没有硝烟的年
代，享受着和平发展带来的繁华，我们
追忆着那些“最可爱的人”每一次奔赴
的历历往事，憧憬着美好明媚的崭新未
来。这盛世如你所愿，我们不负韶华，
拼尽全力共筑着一个大写的中国梦。

“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
沉。”岁月铭记着勇者，愿英雄的他们
永垂不朽，精神长存。

（桑 植 澧 源 中 学 2102 班 指 导 老
师：傅勇）

为了身后的
万家灯火

——观 《长津湖》 有感

□任蓉华

值雷锋牺牲 60 周年之际，由湖
南雷锋纪念馆组织编写的 《雷锋年
谱》 面世，该书依托大量的一手史
料，以时间为轴，以事件为线，客
观而又翔实地记述雷锋的生平及思
想动态，忠实展现了雷锋从一个苦
难孤儿成长为中华民族精神楷模的
光辉历程。短暂的 22 年人生，雷锋
没有轰轰烈烈的旷世之举，所做的
都是一些普通小事，其他人也有能
力做到，为什么他会如此的备受推
崇？翻阅 《雷锋年谱》，或可从中找
到答案。

“做好事从不留名”“当一颗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把别人的困难当
成自己的困难”⋯⋯高尚品格，是
雷锋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该书却
另辟蹊径，没有囿于这些耳熟能详
的 “ 高 光 时 刻 ”， 而 是 用 白 描 式 笔
触 ， 把 雷 锋 的 苦 难 童 年 、 少 年 觉
醒 、 参 军 入 伍 等 人 生 阶 段 娓 娓 道
来，还原出一个有血有肉、具有人
性魅力的雷锋，窥探雷锋精神的源
流与内涵。

苦难，是雷锋的第一摇篮：书
中记载，1947 年，母亲不堪忍受地
主的凌辱，含恨悬梁自尽，七岁的

雷锋就此成了孤儿。1948 年，雷锋
与邻居家的几个伙伴到地主的蛇形
山上砍柴，被其老婆发现后，不但
抢走了箢箕和柴刀，还朝他左手砍

了 三 刀 。 此 外 ， 雷 锋 外 出 讨 饭 时 ，
遭蚊虫叮咬，长了当时足以要人性
命的“背花疮”，多亏了六叔祖母上
山挖回十几种草药，熬好后给他内
服外洗，一个多月才治愈。

日子虽然苦，但六叔祖父、六
叔祖母、堂叔雷明光以及乡长彭德
茂 、 县 委 书 记 张 兴 玉 等 人 给 予 的
爱 ， 也 滋 养 和 影 响 着 雷 锋 的 品 性 ，
让他更加坚韧、善良，见不得有人
受苦，见不得铺张浪费。譬如，书
中 提 到 ， 雷 锋 踢 飞 的 一 颗 螺 丝 钉 ，
却被张兴玉捡了起来，他因这件事
而想到“螺丝钉虽小，但其作用是
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
钉。”由此可见，雷锋精神的形成，
绝非偶然，脱离不开优良传统的长
期熏陶。

在雷锋心中，一方面埋藏着仇
恨 的 种 子 ， 批 斗 恶 霸 地 主 的 大 会
上，他冲上台去，指着手上的伤疤
血泪控诉。而另一方面，他也毫不
掩饰对英雄的崇拜之情，正如今天
的我们学习雷锋精神，雷锋也有自
己 的 学 习 对 象 ， 方 志 敏 、 赵 一 曼 、
董存瑞以及保尔·柯察金等，都是
他的榜样。1960 年，雷锋翻阅画报

时，看到了黄继光的画像，他把画
像剪下来，贴在日记本扉页，并写
道：我永远向您学习，英雄的战士
黄 继 光 ！ ⋯⋯ 为 了 党 和 人 民 的 事
业，就是入火海、进刀山，我甘心
情愿，头断骨粉，身红心赤，永远
不变！

事实上，一生专注做好事的雷
锋 ， 也 曾 遭 他 人 误 解 和 非 议 ， 对
此 ， 他 在 日 记 中 写 下 这 样 一 段 话 ：

“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
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有利于
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
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革
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
这样的‘傻子’。”

书中提到，在雷锋牺牲的两天
前 ， 他 还 与 战 友 们 一 起 助 人 为 乐 。

“汽车行驶中，突然发现有一辆牛车
翻 在 水 沟 边 。” 战 士 洪 淳 克 回 忆 ：

“雷锋立即把车停了下来，招呼车上
的同志下车帮忙，和他一起连喊了
几个‘一二三’的号子，就把牛车
翻过来又推上了公路。”

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雷
锋精神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
色革命文化的结合，是全心全意为
人 民 服 务 的 精 神 。 翻 阅 《雷 锋 年
谱》，抚摸这一段有温度的历史，倍
感 榜 样 的 力 量 是 无 穷 的 、 永 恒 的 ，
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甘
于奉献、奋勇拼搏，共创中华民族
美好未来。

雷锋:从平凡走向伟大
——读 《雷锋年谱》

“外滩车站的大红灯笼和五星红
旗相得益彰，显示出浓厚的节日氛
围。”上海市民张先生带着孩子乘坐
71 路中运量公交车，游览了中共一
大纪念馆、上海博物馆和外滩。国
庆节假期，上海多条公交线路推出
红 色 专 车 、 复 古 专 车 ， 乘 公 交 车

“ 阅 读 ” 城 市 历 史 成 为 市 民 足 不 出
“沪”的新玩法。

“我们把原有的沿途人文景点和
红色场馆介绍优化至 20 个，以便让
更 多 乘 客 了 解 上 海 的 红 色 文 化 资
源。”上海 71 路中运量公交车队队长
张卓说，“我们还对可能到来的大客
流做了安全疏散保障方案，配备了
10 辆备用车，加强运能投放。”

71 路中运量公交车的外滩终点
站也换上了节日的“盛装”，传统红
色拱门、20 个大红灯笼、8 根立柱设

计成红色螺旋式灯带、“流星雨”灯
带等，9 月 28 日起在晚间点亮，成
为上海市民及游客打卡留念的新网
红地标。

记者从上海久事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集团推出多条
各具特色的公交线路，除 71 路中运
量公交车外，还有复古造型的 20 路

“辫子电车”、熊猫特色造型的浦西
滨江 1 路车以及为乘客讲解外滩建筑

等风景的 65 路车等。
在上海浦东的张江科学城，有

一张“红色移动名片”——张江有
轨电车“红色专列”。该专列运用大
量文字、图片在车厢内展示百年党
史和浦东张江地区的开发开放、科
技创新进程。

“用公交车的绿色出行方式，打
卡城市里的红色景点、海派文化地
标，这种玩法既新奇又环保，这座
城市还有更多惊喜值得我们去感受
体验。”上海市民黄女士说。

来源：新华网

上海：乘公交，“阅读”城市历史

《王夫之评传——民族自立自强之魂》
张怀承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地处大兴安岭脊中段，以白桦树
和松柏树为主的林木资源丰富。当地群众利用白桦树树皮作
画，辅以苔藓、干花、树叶等材料，通过剪、刻、雕、画等
技法，制作出极具特色的树皮画。林海深处 树皮作画

阿尔山市白狼镇的手艺人在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阿尔山市白狼镇的手艺人在展示新近制作的巨幅桦
树皮工艺品。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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