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20
世纪 30 年代无疑是一个波澜
壮阔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华
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
挑战，同时也孕育了无数英勇
抗争、不屈奋斗的英雄人物。

《青春之歌》这部作品，便讲述
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林
道静为代表的时代青年的成长
与觉醒，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和
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林道静的故事，是一个从
封建束缚中挣脱，走向自由与
光明的历程。她的家庭背景
复杂，既有着大户人家的荣
耀，也有着个人身世的悲凉。
她的母亲悲惨的命运，预示着
林道静自己的成长道路不会
一帆风顺。当她拒绝成为权
力交易的牺牲品，选择离家出
走时，她不仅逃离了家庭的枷
锁，更是迈向了一个更广阔的
舞 台 —— 抗 争 与 革 命 的 战
场。在环境的影响下，林道静
开始思考个人命运与国家民
族的关系，生发了对于革命的
热情。

《青春之歌》不仅仅是林道
静个人的成长史，还是一面镜
子，映照出那个时代青年的精
神风貌。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这份爱
国情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
深植于心的信念，是在黑暗中
点燃希望的火种，是在绝境中
坚持抗争的力量。

作为 一 名 教 师 ，我 深 知
教育的重要性。在阅读《青
春 之 歌》的 过 程 中 ，我 被 林

道静的故事深深打动，她的
坚韧不拔、勇敢追求以及对
祖国深沉的爱，让我感受到
了爱国的力量。在日常工作
中，我常常引用《青春之歌》
中的故事来启发学生。我告
诉他们，爱国并不意味着一定
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可
以是一次志愿服务，一次环保
行动，甚至是一次对国家历史
的学习。我鼓励学生们在小
事中践行爱国精神，让爱国成

为人生的底色。
2021 年，我还计划了一次

特别的旅行，一次希望触摸到
那些逝去年代的旅行。随身携
带的就是这本已经翻阅无数遍
的小说——《青春之歌》。书中
描绘的北平（现北京），那个林
道静走过的地方，成为了我这

次旅行的目的地。
当踏上这片曾经的历史

舞台，我感到自己仿佛穿越了
时空，回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
年代。我站在紫禁城的城墙
下，想象着林道静和她的朋友
们在这里秘密集会，策划着救
国行动。在古老的街道上漫
步，我试图寻找那些革命青年
留下的足迹，感受他们当年的
激情与决心。

我的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

是抗日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
馆庄严肃穆，见证了那段血雨
腥风的岁月。我缓缓走过展览
厅，眼前展示的是革命先烈们
的遗物：旧时的信件，残破的日
用品，斑驳的照片……每一件
展品都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关于
牺牲、勇气和坚持的故事。看

着这些物品，我仿佛能感受到
当年那些青年人的悲喜与愤
懑、抗争和不屈。站在一张张
展板前，我被其中的故事深深
打动。那些年轻的生命，为了
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毅
然决然地投身到了抗日的洪流
之中。

这次旅行，让我有机会亲
身体验和感悟那个伟大时代
的精神氛围。我开始思考自
己的生活和责任，思考如何在

当下的生活中继承和发扬那
种 坚 定 的 信 念 和 不 屈 的 精
神。《青春之歌》不再只是一本
书，它变成了我心中的一面旗
帜，指引我在现实的生活和工
作中继续前行。

《青春之歌》让我明白，爱
国构筑起我们共同的精神家
园，它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为
国家的明天而努力。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
让我们以书为媒，以爱国为底
色，共同绘制出更加绚丽多彩
的未来图景。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每
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与参与
者。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青
春之歌》中的精神，将个人的
梦想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爱 国 的 真
谛。无论是科技创新、文化传
承，还是社会服务、国际交流，
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祖国的深情
告白，每一步前进都是对历史
的有力回应。

“为了理想，为了信仰，前
赴后继，无怨无悔。”《青春之
歌》中的这句话就是我们的座
右铭。让这份青春的誓言，成
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旋
律，伴随我们在新时代的征途
上，勇往直前！

在浩瀚的书海中，
有那么一本书，犹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静静地
躺在岁月的长河中，却
在我心中激起了千层
浪花，那便是杨益言、
罗 广 斌 合 著 的《 红
岩》。它不仅仅是一部
描绘革命先烈的红色文
学作品，更是我灵魂的
灯塔，在我心中深深埋
下了爱国精神的种子。

初识《红岩》，是缘
于小学课本中的一篇
课文《狱中联欢》。那
时，年幼的我对那段历
史知之甚少，但课文中
的文字却让我感受到
了革命先烈们的坚定
信念与不屈精神。随
后，我又观看了电影

《烈火中永生》，那激昂
的 旋 律 、悲 壮 的 场
景，都深深地打动了
我。尤其是那首脍炙
人口的《红梅赞》，至
今 仍 在 我 的 耳 边 回
响。“红岩上红梅开，千
里冰封脚下踩，三九严
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
阳开……”每当听到这
首歌，我都会想起那些
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
英勇斗争的先烈们。

翻 开《红 岩》，跟
随书中的人物，我仿
佛穿越到了那个战火
纷飞的年代。书中描
述了重庆解放前夕，
一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狱中与敌人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江姐、许云峰、刘思扬、
成岗、余新江……这些鲜活的角色跃然纸上，
他们的坚韧不拔、无私奉献让我深受感动。
尤其是江姐，她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保
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那句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的豪言壮语，犹如一记重锤，砸在了我的
心头。我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强大与无畏，也
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和平、安定的时代
而感到庆幸。

《红岩》这本书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但让我了解了那段悲壮的历史，更让我
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精神。在阅读过程
中，我的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意义。我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
们应该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展望未来。平凡
如我们，或许没有周恩来总理那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的崇高信仰，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个
人的力量，应该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
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最终，我选择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愿
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将那些革命先烈的精神传承
下去，培养更多具有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
才。日常教学当中，我时常会引用《红岩》中的
故事和人物来激励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阅
读，而是通过阅读学习先烈们的坚定信念和无
私奉献精神，让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不虚度光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来为社
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本薄薄的《红岩》，我百读不厌，不但自己
阅读，还喜欢跟学生讨论，给幼小的孩子讲述。
除此之外，我还关注了一些与它相关的内容。
得知 5 月 15 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
业委员会举办的“读书种子计划”请了原重庆
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做《红岩魂——信仰
的力量》讲座，我激动万分。观看了厉华馆长
的直播讲座，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机会一定
要带着《红岩》和孩子一起去重庆，去看看那些
与《红岩》相关的历史遗迹或博物馆，真切地感
受那个时代的氛围和先烈们的精神。如果说爱
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底色，那么我想让自己
浓墨重彩。

如今，《红岩》已经陪伴我走过了无数个日
夜。每当我感到迷茫或困惑时，都会翻开这本书
来寻找答案。它像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
我前行的道路。“学习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日子
愁，想想狱中小萝卜头。”我经常对自己，对学生，
亦对孩子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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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杜鹃花红缅英烈

□刘 薇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教师报》编辑部发起“爱国，人生的
底色”专题读书活动，和广大教师们一起品读红色经典，共同开启一段震撼心灵之旅，在超时空的对话
里，将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本期我们将跟随几位教师的文字，深入体悟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深
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探源革命圣地，追寻信仰
的力量，倾听时代的回响！

《青春之歌》的
时代回响

千米罗霄山脉，云雾缭绕，孕
育出革命的星星之火；十里杜鹃长
廊，花红如血，凝结着先辈的爱国
情。作为革命圣地，我国革命第一
山——井冈山吸引着无数人前来
参观革命遗址、传承爱国情怀。

去年四月，在杜鹃花绽放
的季节，我也来到了井冈山，想
寻的不是似白练悬空的龙潭瀑
布，亦不是杳无人迹的五指峰，
而是重山之间的盆地，井冈山
革命斗争的中心——茨坪。只
因我曾读过江子所写的《苍山
如海：井冈山往事》。作者将视
线聚焦于历史中的小人物，既
写了恢弘的革命潮流、博大的
家国情怀，又刻画了生动的历
史人物、真挚的个人情感。站
在绿荫如盖，游人如织的茨坪，
书中的文字仿佛穿过了斑驳的
光阴，凝成一幅幅画卷，在我眼
前徐徐展开……

鱼书雁信，博物馆内，叹狼
烟下的儿女情长。

坐落于茨坪红军南路的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白墙红顶，高

大庄严，中间的石碑上刻着朱
德的手书，与后面连绵的青山
遥相呼应。走进博物馆，尘封
的历史往事便浮现在眼前。

在二楼的展架上，摆放着
一张泛黄的信纸，空无一字，静
静地等待人们解读，这就是书
中第二章写到的“无字家书”，
它的主人是出生在湖南的陈毅
安。他十几岁便投身于反帝爱
国运动中，自黄埔军校毕业后，
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参加秋收
起义，驻守井冈山……25 岁在
激战中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
毛主席核批为革命烈士。

而这本书却展示出了这位
革命烈士的另一面。在书中作
者摘录了陈毅安和妻子李志强
的书信，里面有陈毅安的革命
抱负，“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把
我所学的革命技能，不顾一切，
切实地工作起来，不达到我的
目的地——烈士墓不止”；亦有
对恋人的思念牵挂，“我怕听流
水澎湃的怒潮声，船头晶晶似
的明月，更怕听旅客中谈到青

春年少的乐趣，生离死别的悲
哀”。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
己的恋人，所以即使在战争中
也不间断通信，但他又更热爱
自己的祖国和革命，所以在近
十年间只与恋人相聚三次。两
人曾经约定，如果陈毅安不幸
牺牲，便托战友给李志强寄一
封无字信。新婚一年后李志强
收到前线的来信，却没想到这
次的家书带来的不是丈夫的消
息，而是一生的遗憾……

再 看 眼 前 泛 黄 空 白 的 信
纸，却发现里面写满了书中的
文字、历史中的故事，写满了战
争中两人命运的不幸、李志强
的坚守和陈毅安的伟大。

青松翠柏，雕塑园中，忆红
军中的“关云长”。

从革命博物馆向北走不远
就到了井冈山烈士陵园，松柏峥
嵘，庄严肃穆。前来缅怀的人们
步履缓慢，神色庄重，越过层层
台阶，追忆先烈的爱国精神。

而在它左侧的高山之巅，
坐落着刚刚建成的井冈山雕塑

园。这是全国第一座以革命历
史为题材的人物雕塑园，青松
翠柏之中，耸立着 19 位革命先
辈的雕像。目视远方的王尔
琢，静坐深思的蔡协民，负手站
立的伍若兰，手持斗笠的贺子
珍……他们似乎在感受着新中
国的活力和富强。

张子清的雕像前，有不少
游人驻足。他出生于湖南省
益阳县，湖南讲武堂毕业后，
投身北伐，而后放弃去美国留
学的机会，参加秋收起义，在
草埔湾追击敌寇时脚踝中弹，
伤重不治于 1930 年逝世。

书的第三章中作者以第一
人称写了更多张子清的故事，
他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革命
先烈，而是真实的、生动的、有
血有肉的人。书中写道：“当时
医院条件非常简陋，不要说没
有消毒的西药，就连做手术的
麻药也没有。可为了能上前
线，我要医生在没有任何麻药
的情况下切开我的脚板。”几次
手术为他赢得了“关云长”的美

誉，可并没有找到身体中的弹
头，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红
军战士为他送来了在根据地尤
为珍贵的盐，“我的舌尖，多么
想尝尝这久违的让人馋涎欲滴
的咸味呀。 我的伤口，多么想
享 受 一 次 痛 快 淋 漓 的 清 洗
呀”。可责任和无畏让他在医
院断盐时献出了这一包盐，挽
救了更多人。

眼前的他身穿军装，头戴
军帽，负手而立，目光坚毅；书
中的他无私无畏 ，为了让中国
站立，抱着决心，死而无憾。

这 次 井 冈 山 之 旅 ，是 读
《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的探
源之旅，是瞻仰革命英烈的朝
圣之旅，亦是传承爱国情怀的
丰盈心灵之旅。我望着夕阳
西下，在四月盛开的杜鹃花，
再次回忆起那句词：“雄关漫
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 头 越 ，苍 山 如 海 ，残 阳 如
血 。”是 的 ，只 要 不 忘 先 烈 志
向，传承英雄精神，山就不再
高，路就不再远。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我
最 爱 去 的 地 方 就 是 图 书
馆。冬的时令，白雪皑皑，
天寒地冻，冷风刺骨。出于
对冬的敬意，我便读了与冬
天有关的《林海雪原》。在图
书馆里，我只读了一小部分
内容，仅这一小部分就彻彻
底底地吸引了我。书没读
完，我便借阅此书，继续读。

一口气读完，轻轻地合
上书，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
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在
茫茫无际的林海里，在冰天
雪地、洁白无瑕的雪原上，
一群战士们为了美好的未来
而英勇战斗着。英勇无畏沉
着冷静的少剑波，指挥小分
队剿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镇定自若足智多谋的杨
子荣，只身闯入座山雕的地
盘，冒着生命危险，凭借机
智和胆量闯过层层险关，使
小分队在土匪百鸡宴上攻破
了威虎山。年仅 18 岁的警
卫员高波，工作上一点也不
马虎，随时准备为国家奉献
自己……在与土匪的斗争
中，战士们面临艰苦的环境
和生命的威胁，但他们没有
被吓倒，更没有退缩，而是
以坚定的信念和战胜一切的
勇 气 ，最 终 取 得 了 全 面 胜
利。小分队每一名战士都是
林海雪原上的英雄，都是我
们心中最可敬的人。他们的

气魄，震撼山河；他们的壮举，惊天动地！
一本好书，会影响一个人。读完《林海雪原》

后，我常常想：一个人怎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怎样做才算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每当想起书
中那些伟大的英雄，我都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英雄的鲜血，流给了他们深爱的土地，流给了可亲
可敬的父老乡亲们。在战争年代，他们做得轰轰烈
烈，顶天立地。如今，硝烟已散，可英雄并未远去，
英雄的壮举一直激励着我奋勇前行。我是一名师
范生，毕业后要从事教育事业，要走进学校教学。
我想，我现在要做的和将来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好好教学，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把自己的青春
和热血献给我脚下的土地、我的事业、我的学生。
唯有如此，才无愧于英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自己。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秉承英雄的精神和信念，
认真学习，踏实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从事班主任
工作和教学工作从未懈怠过。我爱我的工作，我
爱我的学生。我心里始终坚持一个信条：虽不能
做一个让人敬仰和膜拜的英雄，但也要像英雄一
样奉献自己的一点一滴，把自己完全投入到事业
中去。工作中，我经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带着他们读红色书籍、看红色电影。我推荐给学
生的红色书籍，首选就是《林海雪原》。这本书对
我影响很深，我要把这种影响带给孩子们。这就
是一种传承。

我和学生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炮火连天的年
代，学生也没有像我一样经历过生活艰难的日
子。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记英雄。不管时光
如何流逝，英雄没有离我们远去，英雄的精神更不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记住英雄，学习英雄，
一个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一个国家才是英雄的
国家。

英雄，永远是一盏明灯。在这盏明灯指引下，
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

在斑驳的记忆里，有一本书，
始终如一盏明灯，照亮我的前行
之路。那就是《雷锋日记》，朴实
无华却饱含深意，不仅是我的宝
贵精神财富，更是我人生路上的
重要指引。

初识《雷锋日记》，是在我青涩
的学生时代。那时的我，对人生充
满了好奇与憧憬，而这本书如一股
清泉，滋润了心田。每一篇日记，
都展现着他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
精神风貌；每一个字句，都蕴含着
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热爱。他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
真正的爱国精神。

书中的每一篇文字，都如同种
子一般，在我心里生根发芽。这种
精神，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从那
时起，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
他人，去传递正能量。

抱着这种信念，在选择职业
时，我毫不犹豫地成为了一名小学
教师，希望能够像雷锋同志一样，
用自己的知识和爱心，去影响每一
名懵懂的学生，去培养他们对祖国
的热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这本书
始终是我行动的指南。我不仅在
课堂上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
生热爱祖国、尊重他人、乐于助
人、勇于担当。这些，都是我带着
学生在朴实无华的《雷锋日记》中
学到的宝贵品质。在我的引导
下，班里逐渐形成了积极团结向
上的班级氛围，我和学生共同努
力，共同进步。

当孩子们成长引领者的日子
就这样过了一天又天。面对工作
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不论何时何
地，我总能从雷锋同志的事迹中找
到力量和勇气。他那种无私奉献、
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着我不断前
行，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

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教室里
总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孤单。桐
桐，一个平时少言寡语、不愿融入
集体的孩子。每当其他孩子欢笑
着追逐打闹，她总是默默地坐在角
落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和孤
独。于是，每天的课后，我总会给
她递一张小纸条，用拼音写成最简
单的句子鼓励她。我点点滴滴的
小行动，渐渐地融化了她的心，她
开始对我们的小集体感兴趣了，眼
神中也开始有了光彩。在一次班

级的朗诵比赛中，桐桐鼓起勇气站
在了我们小小的讲台上。她紧张
地握着话筒，深吸一口气，然后开
始朗诵小诗歌。她的声音虽然有
些颤抖，但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
量。当她朗诵完毕，台下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桐桐感受
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和自豪。这
次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
雷锋精神的内涵，也让我更加坚定
了在教育事业上不断追求真善美
的信念。

回首过去，我深感庆幸，庆幸
自己能够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雷
锋日记》这本宝贵的书籍。它让我
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精神，也
让我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有价值
的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会将这
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珍藏在心间，让
它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
景。同时，我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
加入到阅读《雷锋日记》的行列中
来，去感受那份纯真的爱国情怀，
去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将带着《雷锋日记》的精神
力量，勇往直前、砥砺前行。精神
上足够成熟，但心灵依然单纯，对
工作、生活怀着真挚的热爱，就是
一个富足的人。

——《苍山如海：井冈山往事》阅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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