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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旧址是中国革命斗争
历史的缩影，积淀着丰富的革
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
涵，是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载
体。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间

正道是沧桑：百年红色印迹手
绘本》（第一卷·上下册）（以下
简称《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书
是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
学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具体编写
的，以彩色手绘革命旧址为题
材的党史作品。

这部作品通过写实线描造
型加淡彩的艺术表现技法，绘
制了近四百处中国共产党发展
历程中重要的革命旧址，从历
史纵深的视角再现中国共产
党光荣的斗争历史，浓墨重彩
地讲述感人肺腑的党史故事，
构成了一部礼赞百年党史的恢
宏画卷。

回望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历
程，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
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
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
的一百年。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
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
民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
而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
焕然一新。我们党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成
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
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克
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
苦，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
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
义革命期间，千千万万共产党
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舍生忘死、百折不挠、浴血
奋战，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篇章，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丰功
伟绩。

革命烽火路，一寸山河一
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井冈山、
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这
一个个红色地标，都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从新生到大革命、土
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等革命斗争的过程，铭刻着
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敌、不惧
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
命精神。

《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书选
取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
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重要人
物、重要会议、重要组织机构等
革命旧址，以艺术的张力表现
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与价值。本书借鉴“纪事本末
体”编排，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脉络编设条目，以大的历史
事件为纲串起全国重要的革命
遗址遗迹，以图证史、以小见
大，考证每一处革命旧址的基
本概况、相关历史、历史价值、
文保状况等信息，注重表述的
客观、严谨、规范、准确，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

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
是 一 部 理 想 信 念 的 生 动 教
材。走近革命旧址，触摸革命
历史，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切
缅怀，也是自我的精神洗礼和
心灵净化。书中呈现的革命旧
址主要包括五类：一是党的重
要机构旧址，二是重要党史人
物的故居、旧居、活动地，三是
重要事件、重大战役战斗遗址，
四是具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烈士
事迹发生地或墓地，五是新中
国成立后兴建的、内容涉及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各类纪念馆、
展览馆等纪念设施。翻看这一
处处旧址和纪念馆的图片，阅
读这一个个故事，我们可以深
切感受到革命先烈用鲜血、汗
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
就的中国共产党辉煌百年之
精髓。

不忘来路始有方向，不改
初心砥砺前行。《人间正道是沧
桑》一书用红色资源赋能党史
学习教育，将我们党伟大的历
史征程凝聚于笔墨丹青。读后
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
课，直抵心灵，令人过目不忘，
具备史诗般鼓舞人心的力量。

陆冠京 摄影

《汉语的世界：中国文化
演讲录》一书的作者是当代
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剧作
家、文化学者熊召政先生。这
本书是其出席各种论坛发表
演讲的文稿集，共 16 篇。之
所以会选读这本书，初衷是带
有一定功利色彩的——对自
己的教学或能有所帮助，因为
这是一本讲传统文化的书，
而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密不
可分。

书中关于“历史”的深入
而独特的评析，确实让作为语
文教师的我受益匪浅，特别是
在落实新课标指出的“激发学
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习惯和创新思维能力”
方面，给自己探索建构以创新
思维为指向的语文教学策略
提供了不少借鉴，带来不少启
迪和灵感。课堂上，当我把这
些观点讲下来，我感觉学生们
的眼睛都亮了。

这本书的副标题——“中
国文化演讲录”，其意思就是
指出所有的演讲文稿是以思
辨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为核
心的。从这一方面讲，作者熊
召政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守望

者、发掘者、传承者。细想一
下，我们语文教师又何尝不是
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发掘者、
传承者？我们首先从先贤们
留下的闪耀着熠熠思想光辉
的文字中，汲取优秀文化营
养，然后再作为一个传承者把
这些精华传授给学生。

新的时代警示我们，做一
个传承者需要广博深厚的人
文素养，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一
样，讲述历史文化时真的是引
经据典，信手拈来。对照作者
的睿智与深厚，我觉得，语文
教师的素养至少包括：

一是情感与意志。如本
书中《〈司马迁〉的创作心路》

《不住象牙塔，要坐冷板凳》
两篇文章，表现的是作者对
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狂
热。特别是讲述创作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时，
为了达到满意效果，把历时
一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
成稿全部烧掉，重新创作，这
是对事业何等的狂热与执
着。我想同样作为文化传播
者，这也应该是成为优秀的
语文教师的第一要素。

二是视野与思考。由于
文章全部是演讲稿，读这本

书，就好像聆听“百家讲坛”，
主讲者（教师）引经据典，侃
侃而谈，读者（学生）则听得
津津有味，精彩处有茅塞顿
开之感。精彩背后其实就是
主讲者（教师）开阔的视野以
及高屋建瓴的思考。

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拓
展专业知识、提升人文素养应
是语文教师的不懈追求，两者
只有一条途径可走，那就是读
书。读最前沿的教育成果，读
传记、读历史、读文学、读哲学、
读心理学……倘若视野不阔，
积淀不深，没有作为语文教师
应有的文化底蕴，何谈新的思
考与感悟？从这方面讲，语文
教师的成长就是在谱写一部

“百科全书”式的教育人生。
就像一个充盈着丰富而

深厚、睿智而灵动的文化的
百花园，书中辑录的演讲论
题各异，有的谈语言，有的谈
文学，有的谈政治，有的谈旅
游，有的谈国粹，有的谈地域
风情，有的谈个人志向……但
每一篇都涉及历史，都能在引
经据典中用全新的视角审视
历史、以史论今，提出许多深
入而独特的评析和见解，让
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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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书已成了
我生活中的必需品，读书亦成
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

现在还依稀记得，第一次
踏进凤翔师范大门时，映入眼
帘的那个古朴而高大的图书
馆，当时惊讶、雀跃、艳羡的心
情，现在依然清晰可触。之后
的每个黄昏、每个周末，图书馆
便成了我灵魂栖息的地方，成
了让我潜滋暗长、与日蜕变的
处所。在那里我读到了古今中
外的文学名著，读到了广阔的
世界，读到了细腻的灵魂，读到
了新鲜的理念，读出了要成为
教育人的坚定与追求。换了一
本又一本的借书证见证了我的
进步，一个又一个的图书管理
员陪伴着我成长。

走出凤师，踏上讲台，成
为人师，投身教育，工作之余
更是离不了书。初为人师的
忐忑不安，初登讲台的手忙脚
乱，都在书中找到了解答；教
学中的疑难困惑，班级管理的
束手无策，都是书籍为我指点
迷津。在全国优秀班主任于
洁老师的《我一定要当个班主
任》中我读到了一个好的班主
任一定是细腻和温暖的；在周
彬老师的《怎样成为一名优秀
语文老师》中懂得了语文教学
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基本规
律，更明白了一位优秀的语文
教师一定要是一个有思想的
语文教师。在阅读的指引下，
在知识的润泽下，在摸爬滚打
中不断摸索，在一节节鲜活的

课堂中不断实践，在一次次的
迷惘中继续追寻。

读书引导着我学会育人，我
也在书的润泽下坚定前行……

现在，我已是一个从教十
几年的“老教师”，好书依然常
伴左右。我的书桌上永远放
着自己最喜欢的《叶圣陶教育
名篇》《于永正教学实录》，还
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
建议》；我还会去读《温儒敏谈
读书》《儿童阅读的力量》《教
师怎样做课题研究》《小学语
文课程与教育论》；也会在闲
暇时读《瓦尔登湖》《人生海
海》《次 第 花 开》…… 浩 如 烟
海 的 书 籍 滋 养 着 我 ，新 颖 深
邃 的 思 想 指 引 着 我 ，我 前 行
的 脚 步 更 加 稳 健 ，我 追 寻 的

足迹更加坚定。
在自己坚持读书的同时，

我带着我的学生们一起品读经
典，遨游书海。带着孩子们在
民间故事中读劳动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从神话故事中读
想象的奇幻，从童话故事中读
人物真善美的心灵；带着孩子
们在一本本经典著作的阅读中
积淀语言润泽心灵，在一篇篇
佳作中感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在文质兼美的名篇里触摸
作家细腻而生动的笔触。五年
级第二单元是“走近名著”单
元，在课堂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的同时，我教给了孩子们阅读
古典名著的方法。课后，孩子
们迫不及待地捧起自己喜欢的
名著读了起来，他们手捧经典

时沉醉的眼神，他们品读名著
时凝神静思的样子，让我欣慰，
更让我感受到为人师的幸福与
满足。每当下课，总有孩子们围
在我身边与我分享近期所读，给
我讲述自己在书中所获，在孩子
们雀跃的眼神里，在他们迫不及
待的表达中我感受到了书的魅
力。在读书分享时，孩子们脸上
那自信与满足的笑容，让我体会
到了书为他们带来的变化。

作为语文老师的我，现在更
加坚定地走在阅读之路上，同时
我也将携着热爱，带着期待在孩
子们的心田播下一颗读书的种
子。在呵护中，在引领下，让其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心田播下一颗读书的种子
□王 聪

阅见
百年风华

带一本书上路
□李文明

我喜欢读书，在家或坐或卧，手不释卷
自不必说，旅行时不管行囊多重，包里至少
有一本书。

我通常带一本因为各种理由迟迟没有
读的书，这一般都是理论性较强的书。平时
在家的时候，有太多的书可供选择，这一本
始终想看，知道应该看，却怎么也排不上
号。在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翻开它，顿
时被书中内容吸引。给它一个机会，它就能
给你欲罢不能的感受，再没有尘封下去的遗
憾。在没有喧嚣的异域，用宁静的心从另一
个角度思考问题，会有很多别样的感悟。恬
然，静美。

如果旅行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会
在闲适的旅途中翻看一下关于介绍目的地
的书。先从书中了解它，知己知彼，有备而
来，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扑进它的怀
抱，还要继续翻看书，看看自己眼中的它与
别人笔下的是否一样，有多少差别，别人的
感悟，自己领悟到了吗？是否有全新的感
受？有书为伴，无论去哪，都如故地重游，又
有种与老朋友相遇般的激情。

旅途中，书能把所有零碎的时间都收集
起来，等车的时候翻几页，途中停车的时候
翻几页，早起、临睡前翻几页，带着一本书，
整个旅途没有一分钟是在百无聊赖中度
过。也有不读书的时候，任思绪自由自在地
飞，想书中的故事，想一路的美景，想如果是
自己写，该如何落笔？头脑充实了，人生也
就充实了。

学无止境，终身学习是每个人适应社会
发展和实现个体成长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带
一本书上路，就如同前方悬挂着一盏明灯，
照亮了人生的旅途。带一本书上路，就仿佛
有导师在身旁指引，心里更加踏实。带一本
书上路，体会书中的酸甜苦辣，与书中的主
人公促膝谈心，品味书中的人生，仿佛经历
一次次的秘密旅程。书，让人生丰富多彩。

我包里揣着一本书，这件事终瞒不过别
人。我的孩子自识字起，每次出行也都不忘
在行囊里装一本书。八岁那年去广州，带的
是一本《红鞋子》，每天读几页，竟把二百多
页十一万余字的书读完了。去北京，他在暑
假礼物——沈石溪动物小说典藏书系35本
小说中，选了《第七条猎狗》带在身边，可没
到北京就读完了，于是，再看。闲暇时，他给
我讲书中的故事，眉飞色舞。看他对动物有
那么多了解，听他语言中充满了柔情和怜
爱，这孩子，在书香中长大了。

归程的行囊很重，可仍舍不得放下已经
读过了的书。每当动摇时，我就想：既然我
能把它带出来，就一定能把它带回去。好
书，必须珍藏，要一读再读的。

家里两个大书架，一张床的空格，都装
满了书，实在放不下了，就摆放在书桌上、地
上，舍不得送走任何一本。有它们陪伴，人
生的路就会走得更加从容，就会走得更加沉
稳，就会走得更加坚定。

□□张海朋张海朋

用“汉语世界”丰盈语文教学

阅阅享享
偶偶
得得

初读《浣溪沙》时，我的心里
便 有 一 连 串 的 疑 惑 ，写 出 这 样
细腻的词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
人 ，他 的 心 里 又 在 悲 叹 和 哀 婉
什么呢？

于是，我怀着好奇心，翻开了
《纳兰词》。《纳兰词》就像是一面
镜子，无论是谁站在镜子前，都能
看见最真实最诗意的自己。

记得徐志摩曾评价纳兰容
若：“成容若君度过了一季比诗歌
更诗意的生命，所有人都被甩在
了他橹声的后面，以标准的凡夫
俗子的姿态张望并艳羡着他。但
谁知道，天才的悲情却反而羡慕

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幸福，尽管他
信手的一阕词就波澜过你我的一
个世界，可以催漫天的焰火盛开，
可以催漫山的荼蘼谢尽。”这样的
评价，无疑是对纳兰容若一生最
贴切的形容。

在那样的年代，他是幸运的。
贵胄出身，又是将相名门，更何况
少年得志。但人们只知他才华横
溢、文采飞扬，却不知那份居高堂
而渴望一份自由的期望，以及对爱
情的美好憧憬。他向往着自由，向
往着突破封建社会的牢笼。

他深深地倾诉着：“我本落拓
人，无为自拘束。倜傥寄天地，樊

笼非所欲。”但是，最后他又深深
地绝望了，封建的束缚是他冲不
破的一道道枷锁。于是，他将希
望寄托于爱情。“若容相访饮牛
津，相对忘贫”，结果四段恋情，
皆 是 肠 断 、人 累 、心 亦 碎 。 最
终，他只能将情感凝聚于笔尖，
注入一个个文字中。幸好，一首
首短小精悍的诗词中还保留着他
的喜乐忧悲，还有他一生所走过
的痕迹。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这就
是纳兰，断肠声里，横笛吹落梅
花，氤氲成一片美丽的忧伤……

——彭海玲评《纳兰词》

最近，我阅读了梅耶·马斯克
所著的《人生由我》这本书。作者
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担任《时代》杂
志健康版封面模特，六十九岁成
为美国畅销彩妆品牌的代言人，
曾经一度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四
块广告牌，她拥有两个硕士学位，
是加拿大著名营养师，单身四十年
的同时独立培养出了三兄妹——
她是“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
母亲。

但显然，作者并没有刻意提
及这些。而我喜欢阅读这本书，

则是因为我的心事首先被作者的
女性视角所击中——她很坦率地
提及白发、身材、年龄、容貌焦虑
等。的确，没人能抗拒衰老，尤其
女人在这些方面会比较敏感。因
此，我要学习作者在困境中自我
突破，在认清自我后的蜕变过程。

保持身心良好的状态，专注于
目标，体会作为一个母亲的欣慰与
快乐，学习网络，打开视角，体会别
人的善意……作者通过自身的践
行得出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读罢此书，掩卷沉思，感动，

再一次令我心中荡漾
出美丽的光华，细想，
平凡的生活虽然总是
不尽如人意，但我们
互帮互助，相互鼓励，
从而能够携手、从容前
行，生活才会慢慢转变
成为美好的局面。每
一次小小的努力，都是
在拓展明天的路。并且无数事实
令我愈发有理由深信：下一站，人
生由我努力，定会平凡向好！

——朱睿评《人生由我》

要对一本成书于本世纪初且
风靡一时的游记做一个书评是件
不容易的事，因为时间跨度已有二
十多年，很多景致、认知或者时局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相较于这些
难处，更不容易的是这本《千年一
叹》出自文化学者余秋雨之手。

我向来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感
兴趣，在接触到这本《千年一叹》
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因为这是一
本描述国外文明的游记，与之前
涉猎余先生的书籍有很大的区
别。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

一开启阅读就手不释卷，一气呵
成读完这本游记。

正如余先生在自序中所言：
“整个行程，是一个伟大的课程。”
该书从世界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
希腊开始，行程直到古老的中国
结束。这书中带有伤感也带有温
情，同时又不失语言的优美。伊
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
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
来文明接踵而来，带给我中华文
明以外的文明认知。虽然从历史
课中知晓一些片段，却也从没有

这样一个层面去了解这么多的人
类文明。

我在读完《千年一叹》的时
候，眼前尽是落寞的苍凉，在一片
黯淡的土色调里残存的古文明建
筑让我觉得无比的凄凉。我没
有想到的是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
还存在着那么多路段的荒草迷
离、战壕密布和盗匪出没。如果
这本《千年一叹》是一堂课的话，
我想我已经被好好地上了现实的
一课。

——方泳霖评《千年一叹》

——读《汉语的世界：中国文化演讲录》有感

我与书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