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把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同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贯
通起来，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从建党的开
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
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系统回答了一些中共
党史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
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详
细阐述了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

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分为上
册、下册。《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上册，
主要介绍1921年至1978年的中国共产
党历史；下册，主要介绍1978年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本书以历史
事实为依据，把作者本人的学术研究成
果与党史学界的新史料和新成果紧密
结合，在撰写过程中采用多种写作手
法，生动还原历史事实，夹叙夹议、立场
鲜明、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视角独特，
是一本让人能读、爱读、耐读的中共党
史学习教育参考读物。

作者：李忠杰，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著名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入选入选““十四五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主题出版规划项目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主题出版规划项目

好好书推荐

儒道同构的多面精神镜像
——评樊芳小说《为谁而生》

□ 朱必松

名名家有约

湖北作家樊芳小说《为谁而生》（《中华文学选
刊》2021年第2期）表面上书写的是一个中学校园内
在教学管理上守旧与创新的问题，但其深层的指涉
确是中国文化中儒家和道家哲学在教育问题上激悦
的碰撞和交融。同我们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
教育哲学新命题。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在各种考核指标与教
师的切身利益挂钩的激励机制驱动下，上升到理论
的高度上讲，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
问题，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来作哲学分
析。悲剧人物文家务代表的是“道”“无为而治”“不
治而治”，但没有竞争出结果出来，就“折戟沉沙”
了。而李振武、黄大槐、魏向东等代表着传统的“儒
学”“儒教”，他们也遵规守纪、勤勉自律、为人师表、
教研创新等等。他们的目的性是一致的，都是为了
学生们成才，能够考上好大学，将来为社会做出最大
的成绩和贡献。

“应试教育”的考核标准依然停留在“数”上，这
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核心问题。“万物皆数”同时
任意地把非物质的、抽象的数夸大为宇宙的本原，认
为“数是万物的本质”，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而
整个宇宙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毕达哥拉斯
将数神秘化，说数是众神之母，是普遍的始原，是自
然界中对立性和否定性的原则。

没曾想，激惹到文家务，他声音很激动：“真是
‘万物皆数’的有力践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当年提
出这个哲学观点，他必定想不到，埋进土里几千年，
时代发展至现代，他自己的观点仍然有现实基础，不
知该他发笑，还是该他欣慰——今人无所谓悖论与
否，统一按‘数’来排名，怕是将来贻笑大方。虽然

‘数’有变动，可多年沿用排序‘这把利器’一成不
变。‘万物皆流、万物皆动’，唯利器不变，扎根校园，
它像一件老古董，尖锐、锋利，就凭它发出的光芒激
人奋进。”

文家务的悲剧表现为“小人物”平凡命运的悲
剧。与“小人物”相对立的是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有
形与无形的巨网。最后演绎为一种个人命运的悲
剧，其表现的矛盾冲突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日常
生活，表达了生命个体对自由和人格化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以及对现代文明、人类普遍价值诉求的渴望。

文家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残酷的现实却把
这个理想主义者置身于卑琐的现实环境中，最后呈
现出来的景况却是他“以身殉职”后肉体的毁灭和精
神的毁灭，这双重的精神困境，作家把这个人物刻画
得既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情感逻辑，就是要把“悲
剧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整篇小说的叙述策略是迂回穿插的，似意识流，
又有颠覆常态思维的情节设计。同时，第一人称叙
事的娴熟运用，悄然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更加渲染了“文家务”这个人物的悲剧性。

“灵堂门口，我点燃六根蜡烛，两旁各立三支。
没有一丝风，火苗忽闪忽闪，懂得人的心意。左边门
口有一个化纸的面盆，微微火星不时闪烁。我丢进
冥钱，顿时，腾起一阵青烟。火，一阵阵，迅速吞没一
沓沓冥钱。白灰飘浮，像一朵朵轻盈开放在半空的
花，升腾在长夜，在烟火气中。我的思绪一阵明火，
一阵暗烟，飘得极散漫。”

魏向东祭奠文家务的情景再现，把樊芳小说《为
谁而生》推向了一个叙述的高潮，同前文中：“……你
也说你自己毛毛糙糙的，把生活过成了三个‘糊里糊
涂’：做父亲糊里糊涂、做丈夫糊里糊涂、当儿子糊里
糊涂！三个角色都是糊里糊涂，你甚至说，等退了休
一定给自己好好补课。你想补课的内容：做好三个
角色——清清醒醒当父亲、认认真真当丈夫、孝孝顺
顺当儿子……如今，说什么你都不理睬人了，知不知
道，我们为你来送行，哪一个比你躺着好受？你身体
蛮健壮的，怎么就不扛事了呢？”的情节描述形成了

互文性。
“这一天，凄凉的泪必然全部注入心间。你若泉

下有知，去到他们梦里，梦中团聚，互相嘱咐，互道保
重吧。纸钱在燃烧在跳跃。附着其上的思绪有种重
力感，一股无名风卷起星火，试图把残缺的老黄历、
你的理想和悲剧卷入天际，至寂灭不着痕迹。可是
你来过一趟的，我的目光就在黑夜的苍穹里寻你的
足迹。”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为谁而生》能够打动我的
正是这种悲剧的力量。文家务注定了是一个悲剧
角色。

这种“疼痛书写”有着其溯源性，应试教育和素
质教育是悬在所有师生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
剑，这把剑什么时候坠落只有上帝知道，它存在着巨
大的悖论和不可知性。

在这几个纠缠的人物当中，他们既是对手，又是
朋友，正是这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当中，能否破译出
人性的密码呢？整篇小说的真实质感缓缓浮现，有
故事性、有文采、有思想、有内涵、有深度。

文家务的命运让人生发出不同的际遇与波动，
带我们叩问人性的多样性与命运的偶然性和必然
性。一篇小说，如果能够让一个读者牢牢地记住了
一个人物，这就是小说的最大胜利。

“……但我们教育者要树立分数不是唯一，要从
管理要成效的观念，尽管目前看不出管理成效与班
级成绩明显的对等关系，但这道题，值得我们长期探
究，值得我们积攒宝贵经验。”这就是所有关于教改
矛盾的症结，这种症结也可能就是压垮骆驼身上的
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是文家务早逝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悲剧因素溯源。

“头一回，我听到文家务在走道里吹响了哨音。
哨音轻盈，悦耳，诱人，由远及近，从我们跟前飘过的
音符，让整一条走廊充盈闪光的动感，如一排黄鹂跃
跃欲试在铺满绿色希望的田野。”“春天在哪里呀春
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这里，这里有绿草，
这里有红花，还有会唱歌的小黄鹂……”他背后聚集
了一双双惊奇的目光。

“文家务的班，有3个学生考上清华，有9个考上
一类大学！考上二本大学的占年级前三甲。”

我（魏向东）偷偷瞄了一眼文家务，他那张棱角
分明的脸庞略带着微笑，他静静在听。他左手两根
手指头在桌沿边摩挲着。他终于收回绩效挂钩令他
难堪的“低自尊成本”。……好成绩不是鞭打快牛，
不是日夜绷紧神经就能得来，它一定发源于一条地
下暗河、日夜奔流，把积累和突破做成蛹和茧，成全
化蝶脱壳。

文家务打破了世俗世界中“墨菲定律”的魔咒，
从而消弥了个人悲剧命运的灾难性，为自身的个体
人格和生命价值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尊严。

但小说的结尾却回荡着簇新的人性火焰：人都
活不过树啊。死者为谁死？生者为谁生？作为同道
之人，我们应当如何在教育之路继续下去？谁能给
我一个答案？

我想，也许此时文家务在天之灵就在校园各处
转悠吧。愿你多停留。看看为之付出生命的校园，
它依然那么美好。时间，始终是这空间拧紧一团的
无形之物，但它很公允，会依然万变不离其宗的轨道
缓缓推进。而你，只是换了一种样式与我在一起。
在无尽的路途，我会好好走下去。

（评作者：朱必松，系自由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会员。

书作者：樊芳，湖北省作协会员。咸宁市作协副
主席。出版小说集《城际的虹》、散文集《与岁月谈
心》。2017年小说选题《为谁而生》入选中国作协定
点深入生活项目。2018年中篇小说《梅月婆出走》获

《长江丛刊》文学奖。2021年中篇小说《为谁而生》获
《中华文学》年度优秀小说一等奖。）

《诗经》里的青春与爱情
——读《少年与爱永不老去》

□ 任蓉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是3000多年前的爱情宣言，中国诗歌史也由此掀
起了红盖头。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
其优美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社会内容，对后世的美
学品味、价值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家夏葳在其
近作《少年与爱永不老去》中，试图通过探究《诗经》
里或花团锦簇、或淳朴如初的诗句，唤醒曾经吟唱这
些歌谣的古人，呈现出亘古不变的青春与美好。

该书由“美眷如花”“君子如玉”“佳期如梦”“烟
火人家”“浮世人生”等5个篇章组成，对《诗经》的40
篇经典诗歌进行了解读和延伸。在夏葳的笔下，淹
没于历史长河的青春涌动、美好情愫逐渐浮出水面，
千年仿佛一瞬间。她写爱情，是关雎、汉广、月初；她
写君子，是子衿、伯兮、木瓜；她写幸福，是野有蔓草、
君子于役，是田园牧歌般的岁月静好。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秦风·蒹葭》是《诗经》极负盛名的爱情诗，颇受后人
的喜爱和推崇。蒹葭、白露、秋水、霜雾……构成一
组空灵幽渺的意象，宛如布下一抹怆然的底色。对
此，夏葳写道：“思念无不是一种痛苦的甜蜜，牵挂何
尝不是一种最美的忧伤。”或许，最凄楚的爱情莫过
于：遇见你，恨晚；爱上你，却不能相守；离开你，做不
到；忘记你，又不能。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周南·汉广》是一首表达“男女相悦，求而不得”的情
诗。人世间，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无可逃避，欲罢不
能。“沦陷于此的痴男怨女，以泪洗面，以歌伤怀，借

酒消愁，欲说还休。”夏葳认为，这是源于对爱的信
仰，单纯的和投入的爱，不经意间，就触碰了人心最
初的柔软，唤醒一个人最初的情感记忆。爱，于此处
失落，却在彼处铸成另一种永恒。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
蹰。”在南宋大儒朱熹看来，《邶风·静女》的主旨是

“淫奔期会”，即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定终
身。在这首古老的诗歌里，男女约会时烂漫、活泼、
真挚、美好的情态呼之欲出。“搔首踟蹰”的描述，把
男子因等不到女子而焦灼万状的心理形态，表现得
穷形极相。等待，是一件让人特别焦躁的事，所谓心
急如焚。而为爱的人，明知是煎熬，还要赴汤蹈火，
勇往直前。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
南·摽有梅》可谓是一则“征婚启事”，字里行间浸透
的是妙龄女子的深情期盼。梅子落到剩下七成，又
落到剩下三成，直至悉数落尽，那个人依旧没有到
来。这哪里是梅子落，分明是女儿家的心思，一个忧
怨多情的小女子形象跃然纸上。“爱情，恰如深埋在
少女心底的女儿红，只等有缘人启封。”树上的梅子
落了千年，少女的爱情也唤了千年。

浪漫情怀，古今相通。传唱了数千年的情歌，如
今深情依然。

“诗三百，思无邪。”质朴本真，是《诗经》的魅力
所在。而从夏葳细致入微的解读中，一个个至真至
善、坚毅奔放的男女形象，让我们仿佛回到了人类历
史的纯真年代，得以见证他们如秋水般澄澈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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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书心得

●●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指导现实工作

本书从“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历
史观”“国家结构与社会秩序”“历史
是人类的教科书”“中国古代‘吏治’
及其当代启示”等 6 个方面，挖掘历
史、把握当代，系统归纳和分析中国
古代政治文化的内涵，多层次、多角
度回顾和总结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
的经验教训，揭示中国历史的独特发
展道路与规律，弘扬了中华文化的政

治智慧，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
必然性。

本书既有利于广大领导干部从历
史中汲取智慧，提高历史思辨能力、提
升自身知识素养，更有利于广大领导
干部从历史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
失经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作者：卜宪群，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
任，所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所学位委员会主任，院历史学部专业资格评审委员
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用详实的史料用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历史故事生动的历史故事，，讲述党在百年历史重讲述党在百年历史重
要关头作出的关键抉择要关头作出的关键抉择

本书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述了中国
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关键抉择，回顾
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党史中不断探索、
曲折中奋勇前行的光辉历程，通过辩证
阐释、通俗讲解，深刻解读了百年大党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最
终开拓出广阔的道路，永葆年轻的“青春
密码”。

作者：徐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宣讲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现实问题、制度哲学、人学。

●●注重理论探讨注重理论探讨，，阐明党的重大理论成果阐明党的重大理论成果，，解疑释惑解疑释惑，，明理增信明理增信

本书以“党的百年奋斗改变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主题，以“中国
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
才能继续成功”为主线，阐述中国共产
党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
伟大成就，以及党的光荣传统、宝贵历
史经验，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的热点难点问题，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历经风雨、艰苦卓绝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出的历史
贡献，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改变了世
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本书故事鲜活生动，史料丰富，视
角新颖，旨在引导广大读者读懂中国共
产党，读懂中国。

作者：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组织编著，罗平汉、
沈传亮、王毅、程连升、齐小林、胡益安、聂文婷、李择栖等知名党史专家编写。

●●入选入选““十四五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

要了解百年之中国，就必须了解百
年之中国共产党。本书围绕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与党的自身
建设两条线索，进行交叉论述，重点突出
了各个历史阶段党的自身建设，生动呈
现了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

民主、为自由、为富强、为复兴不懈奋斗
的光辉历程，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业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集中
彰显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自
我革命的伟大精神，意在破解中国共产
党走向更强大政党的成功密码。

作者：张志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
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参加党的十五大以来相关
党代会和中央全会文件前期调研起草工作。2006年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辅导
讲座。专著《从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国——为人民民主奋斗八十年的中国共产党》获

“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

●●中宣部中宣部2021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本书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不自
满、守正出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刀刃
向内、刮骨疗毒，立党为公、严以修身，制
度治党、常抓不懈，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等7个方面阐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
史经验及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实践要
求，汇集了党的自我革命史上具有典型
性的100个故事，以案传道，用讲故事的
方式呈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历

程和辉煌成就，揭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的保鲜秘方和不竭动力，展现党的实践
创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赓续共产党人精神，启
示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始终保
持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
动自觉，树立正确党史观，是一本生动
活泼又不失严谨的有益读物，是深化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读物。

作者：甄占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策划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