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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
抒写情怀和热望。”这是《人世间》最好的写照。小说

《人世间》曾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作家梁
晓声历时 8 年精心打磨的近 120 万字的长篇小说。
主要讲述了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人们半世纪的日
常生活与命运的变化。贯穿其中的既有中国社会发
展的“光荣与梦想”，也有直面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
和复杂。《人世间》对于学习弘扬中国人民的奋斗精
神，了解传播伟大中国发展进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读者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广博之史——恢弘壮阔的历史图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梁晓声从时间、空间
两方面展现《人世间》内容的恢弘壮阔，同时也展
示了他对中国近五十年来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
他把周家三代人及朋友的春节聚会活动作为一个
特定的时间节点，通过纵向对比，呈现出新中国三
代人随着时代变迁而展现的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命
运。

他看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巨大
成果，也看到前进路上的曲折，从而有意识地记载了
这一时代中国人民生活和精神的重大变化。这数十
年的抉择与发展，对现代中国而言具有革命性和历
史性的见证意义。

人生百态——社会时代的理性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 10月 15日主持召开的
文艺工作座谈会对梁晓声说：“大家要努力，要使中
国更多的少年和青年，都成为有两种故乡（地理故乡
和精神故乡）的人。”《人世间》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正
能量和感染力的优秀文学作品。

虽然人物众多，但是故事线索却不复杂。从
曲老太太及金老太太两位老干部身上，读者看到
在革命时代人民为国家所作的贡献；从周秉义与
周蓉的阶层改变中，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强大
力量；从常进步等人摸爬滚打的生活经历中，感受
到忠诚与仗义。通过观察社会微观处的小人物，
使读者体会到深藏在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巨大力

量。这是一种积极进取，敢于战胜困难，坚守底线
与原则的中华民族精神。他们是现实生活中鲜活
生命的普遍象征，这种象征也是梁晓声对中华民
族精神的呼唤。

文字力量——净化洗礼的震撼之美

从美学层面看，《人世间》给人以强烈震撼的审
美之感。比如直面苦难之美，责任担当之美，改革创
新之美等，这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美学力量，深深地
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起到了净化和洗礼读者
心灵的作用。

在艺术的呈现上，错综复杂的复式结构、细密
深厚的日常模式、立体的人物形象刻画，使《人世
间》在表现出深广的历史纵深感的同时，又凝结了
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史诗品格的艺术追
求。同时，对《人世间》进行叙事研究，可以看到梁
晓声驾驭生活的非凡能力，所以对《人世间》内涵意
蕴的探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具有独特的审美
价值。

使命忠诚——家国情怀的深切表达

古人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唯有实干才能兴邦。《人世间》是梁晓声创作的
一部集人、家、国三位一体的文学作品，具有现代意
义的家国情怀。在《人世间》中，因有支援偏远地区
建设需求，当国家一声令下，工人们都愿意主动报名
前去支援。在那样一个物质生产条件都无比匮乏的
年代，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令人钦佩。他们质朴纯
粹，只为建设出一个美丽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今天，中国人民仍锲而不舍地奋斗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道路上，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需要体现出这个
国家的精神特质，我们需要继续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
每一次进步，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作家梁晓
声始终坚守着中华儿女特有的气节品格，坚信善良、道
德和温情的意义，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伟大梦想之中，为实现中国梦而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单位：开鲁县第二中学）

放学铃声响起后，校园瞬间变成了一个扩音
器，播放出孩子们欢快吵闹的音乐。伴随着这悦耳
的背景音，我伫立在走廊上望向被落日余晖照映的
小可爱们，那一刻，我的嘴角上扬，内心幸福满满。
在办公室，斑驳的光影散落在桌上课程计划方案
上，我顺着光影的方向远眺，不禁思索起教书育人
的意义。

还记得一个周末的午后，偶然翻开《希望之光
——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书中真实、生动、全
面地呈现了张桂梅校长的感人事迹、崇高品格和赤
子情怀。作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的创办
者，她全身心投入到偏远地区教育事业和儿童福利
事业，扎根边疆教育一线 40 年，倾尽所有，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用爱心点亮了无数乡村女孩的人生
梦想，帮助了 1804名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用知
识改变了贫困山区女孩的命运，用教育阻断了贫困
代际传递，让梦想变成了现实，展现了当代人民教
师坚韧执着的初心使命和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

放弃不难，难的是重头再来的勇气

华坪女高建校前，张桂梅的“宏伟蓝图”遭到不
少人的质疑，但她没有放弃，为此饱尝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辛酸，包括到企业“化缘”、上电视录制节目
……建校 12年来，张桂梅又经历了招生困难、学校
设施简陋、教师教学经验不足、学生基础差等诸多
考验，从并不被大家看好到如今高考综合上线率稳
居丽江市前列。

生活不难，难的是活出人生高度

《希望之光》令人动容又让人心怀敬意。一字
一句呈现了张桂梅老师伟大的人格和奉献精神，彰
显了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的不平凡。通过阅读本书，
以榜样的故事能够点燃感动的心香，启发、引领青
年学子从张桂梅老师身上汲取拼搏奋斗的前进动
力，把榜样的精神和力量融入到生活和学习中，敢
于做先锋，勤于追梦，勇于圆梦，在同祖国一起奋进
中展现青年担当，实现自身价值，绽放最美的光
彩。榜样是一种力量，是社会的灯塔，是时代的旗
帜。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也是有形的正能量。

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好事

“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竭尽全力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让大山里的孩子们走出大山，做一个合
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身为共产党员的张桂梅，正是出于对这片土地
的感恩和热爱，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默默坚
守在崎岖之路的尽头，扎根在偏远的山村之隅，并
坚持将这份信仰薪火相传。“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员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不存半点私心，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

张桂梅怀揣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让大山里
的孩子也有了梦想，并帮助她们实现梦想，自己甘
愿做一束“希望之光”，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

作为一名自治区级英语教师，我深知语言教学
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掌握一门沟通语言，还直接关系
到青少年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了解，
甚至关系到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关系到民族未来的
发展。因此，在日常备课中，我将中国传统文化融
入到英语教学中，肩负起中国优秀文化传播的使
命。以后，我将告诉学生们这位“张奶奶”的感人故
事，通过榜样力量告诉孩子们“远方有灯，脚下有
路，眼前有光”。

夜幕降临，《希望之光》也翻阅到了最后一页，
此时我内心充满了力量，心中的光已然被点亮……

（作者单位：库伦旗白音花学校）

近日，读了一本教育理论书
——来自美国教育家帕克·帕尔
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这是一本建立在最普通的信念之
上的书——优秀的教学不能被降
格为技术，优秀教学源自教师的
自身认同和自身完善。本书激发
了我内心深处强烈的认同感：同
样的恐惧、同样的烦忧，同样的喜
悦……

在烦劳的工作中，教师习惯
于审视学生而疏于内视，各种负
面情绪常会堆积于心里。《孟子·
离娄章句上》有言：“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诸己。”当我们在工作中遇
到阻碍时，只有先与自己的内心
对话，才能深入到学生心中，这样
才会产生真正的教育。

上班之后的这几年，我发现
对教育的热情和对学生的期待并
不容易长久维持。当教师倾注心
血教学，而学生不能即时予以良
性反馈时，教师就会判定——我
的工作是无效的，长此以往，职业
倦怠就产生了。“我们的工作应该
是赋予我们活力的，而不是扼杀
我们心灵的。”

“优质教学是对学生的一种
款待，而且总是一种主人比客人
收益更多的款待。”揆诸教育的本
质，不仅学生是教育的受益者，教
师更应该是教育的受益者，“蜡炬
成灰”这个说法不受现代教育者

欢迎也是这个道理。教育应该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成
长，而非教师的自我消耗。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教
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当下的一些教育效果
不明显的时候，别急，慢慢来，所谓“静待花开”就是这
个意思吧。

“放下助人情怀，尊重他人命运”是绝对的悖论。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这首先是人学。”“我尽力了”

“我放弃了”这样的话有两种职业是不能轻易说出口
的——医生和教师。教师是助人的职业也是助己的职
业。当我们与我们的学生相遇在一间教室里，就已经
参与到了彼此的命运中，成千上百个年轻人用他们的
鲜活气息来充盈我们的生命活力，教育是最能滋养人
心灵的工作。

“多少教师因学生而痛苦，又将他们自己的痛苦加
诸学生，这时候工作就成了一种受苦的文化。”“真正倾
心的工作，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正好帮助我成长。”这
两种相对立的工作心态我都是体验过的。以自己为
例，前年刚当班主任的时候，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心怀
恐惧。我的想法套用契诃夫《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口头
禅——“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结果可想而知，乱子不
断。现在回头再看，作为教师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权
威冲动。现实中这样掌控感是虚假的，即便再有经验
的老师，也可能会面对意想不到的问题。

教育的恐惧是“任何有良知的教师必然会面对的
煎熬”，也是教师获得勇气、教师职业生命获得新生的
契机。只要你是一个热心于教育的人，就会产生挫败
感。但正是在这挫败之中，才可能积聚起新的勇气来，
去接纳去引领每一个让我们心生恐惧的学生。这个过
程，也是教师自我接纳自我引领的过程。我受到这本
书的启发，每天都会写心得。当我从这些事中有所收
获、对学生有帮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太棒了！原本让
人烦躁的事，变得有趣起来。

“教育愈加痴迷于外在的价值，从而挤掉支持教师
和学生内在生命价值所需的空间。”这句话作者写于二
十几年前，非常有前瞻性。标准化测评可以相对直观
的展现教育教学成果，推动教育实践，但是如果只以此
为标准，那么教育也就失去了他本身的意义。国内专
注于“教学勇气”研究的学者张文质说：“我们今天的教
育不断地窄化人的视野，不断地把人竞争化，不断的把
人异化，使得生命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这种危险不
仅仅是针对教育的受体——学生，对于一生从事教育
工作的各位教师来说更加危险，教育者一定要注重内
在的生命价值。

让我们做一个行走在教育原野上的思想者，在现
实与理想之间铺设桥梁，让自我在思考与践行中汲取
力量，带着爱和善良，责任和担当走向生命的成长。

（作者单位：通辽实验中学）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近期读完了一
本上世纪40年代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之一——《呼
兰河传》，这是一部被著名作家茅盾先生誉为一篇
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歌谣的经典
之作。

《呼兰河传》是作者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
为原型创作的。写了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
小城镇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它在艺术
形式上是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
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可各自独立又
俨然是一个整体。作家以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
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
式”的巅峰之作。初读有轻松之感，然而读下去心
头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
美有点病态。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
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人
物，她笔锋犀利，与女词人李清照的生活经历有一
些类似，并一直处于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
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
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
和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

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了一
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
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

“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
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
不向命运低头，是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

《呼兰河传》的前四章，作者以画家的笔墨描绘
出呼兰河的风俗人情画，可谓多姿多彩，生动自然，
又创造出一种散文诗的意境，纯朴清新，有一种别
样的美。

“天空是灰色的……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
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着严寒好像
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
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这
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竟热气腾腾的了。”多么典型
的东北小镇，多么有意境！大泥坑子、卖麻花的、卖
豆腐的、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逛庙会、祖父的
后园、玫瑰花、狗尾草、火烧云……读吧，小镇的童
年生活皆历历在目。“拉大锯，拉大锯，姥爷门口唱
大戏。接姑娘、唤女婿，小外孙也要去。”……听吧，
有趣的童年歌谣亦声声入耳。作者写
的自然而洒脱，毫不娇柔造作，让人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小说的后几章写了贫苦的生活，虽贫苦却能苦

中作乐，让人感到一种凄凉和悲哀。写小团圆媳妇
被折磨死，周围邻居评头论足，使人既为他们的愚
昧狠毒而痛恨，也为他们被毒害不觉悟而痛心。最
后，写王大姑娘同冯歪嘴子的爱情，让人不禁为他
们的勇敢，为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而赞叹……

我特别欣赏萧红的语言风格，在阅读中感受作
者的娓娓道来，感受作家语言中透出的机智与幽
默。你绝不会因为一个个情景的有趣而欢笑，即使
书中的笑也是沉重的，凄凉的，含着眼泪的。让我
们既同情呼兰河镇老百姓的的不幸，又在心里原谅
了他们的麻木不仁。

合上书，觉着茅盾先生的评价真是太到位了，
《呼兰河传》——如诗、如画、如歌！

（作者单位：通辽市城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营
销管理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是我看
了一遍又一遍，翻了一卷又一卷的宝藏书籍，它是
一本教会公民如何成为合格中国人的成长之书，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之书，是指引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战略之书。作为新时代的青
年，我想谈谈自己读《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
的典故》的一点点感悟。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展开目录，我仿佛
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成长方向，一个时代奋斗
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和一个有期盼、有希望、有美好
的共同富裕的未来。因为青春越挺拔，时代越向
前。“秀水泱泱，红船领航”，青年人初心为民、志行
万里。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理念早已深入人
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用典是
党矢志不渝的诺言。今天，中国青年要不忘来时之
路、不忘为民之责、不负复兴之志，时刻与人民站在
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有一段记忆十分清晰，当耳边响起歌曲《如愿》

时，我正读到“愿以此身长报国”的篇章，思接千载、
眼望万年。戚继光十载抗倭孤悬海岸但心向家国的
目光，杜富国双眼失明、双臂残缺的军礼，林俊德胆
管癌晚期拼命完成重大科研项目的佝偻身影，令我
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榜样是看得见的真理，也是鲜
活的价值引领，他们以献身精神教会后辈青年忠于
党、忠于国家和人民，让五星红旗永远迎风飘扬。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青年人忠
诚担当、创新奋进。“善莫大于作忠”是习近平总书
记以岳飞精忠报国和红其拉甫边防民警的故事勉
励广大青年将忠诚铭刻在心、融入血液。他引用李
钦叔“为官避事平生耻”的典故，强调党员干部要有
担当、敢作为，犯其至难而图其长远。“周邦虽旧，其
命维新”，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青
年常为新，“水电珠峰”白鹤滩、“海上巨龙”港珠澳、

“闭环铁路”新疆和若，无一不是中华儿女创造的世
界之最。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习近平

总书记以词句解读一代代中国人踏平坎坷的奋斗
精神，旨在激励新时代的青年为人民幸福、为人生
幸福、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青年人精诚团结、逐
梦复兴。中国梦是夙愿也是期盼，56个民族携手并
肩、祖祖辈辈接续奋斗才迎来了建党百年，迈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历尽艰辛成此景，中国青年
作为新时代追梦人，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为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光荣使命奋勇搏击。习
近平总书记讲：“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就
是教会我们办大事者应有的思考，不采华名、不兴
伪事、锐意进取、脚踏实地地走向青春充满希望的
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须臾不敢忘。我辈
青年必将在风雨中成长，在荆棘中磨砺，朝着五星
红旗的星光，肩负担当筑梦未来。

（作者单位：扎鲁特旗嘎亥图镇人民政府）

读平“语”学真知 践未来
文/于佳琦

我读《呼兰河传》
文/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