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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不让岁月空流逝院雷
颐读史笔记曳

作者院雷颐
出版社院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知名历

史学家雷颐二十余年读书笔
记的合集。按内容共分五编，

分别是：编“忧天下，探世变”、第二编“透过历史的裂
缝”、第三编“不让岁月空流逝”、第四编“精神的年轮”、
第五编“在世界历史中深思”。在雷颐看来，一个时代的
阅读史，即一代人的精神发育史和成长史，是时代阅读
与个人经验的彼此回忆，可以重构一个人的知识、心灵
和思想图谱。在雷颐的读书笔记中，少论历史大事，更
多的是捕捉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吃
穿住行、悲欢离合的丰富细节。

作者简介院雷颐，著名历史学家。1956 年出生于湖
北武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
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
代中国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被延误的现代
化》《历史：何以至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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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身体很差，写稿很吃力，决心再也不动笔了。但是
看完《人民日报》上登载的《习近平的读书故事》，颇为感动，
按捺不住写一篇学习心得的冲动，让大家从习近平的读书故
事中受到启发，从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

文章是从习近平 16 岁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
河大队插队谈起的。他背着两大箱子的书乘火车，坐卡车，再
徒步，从北京来到插队的地方，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第一印象。

习近平读书精神的故事甚多。我随手摘抄了几个：
梁家河的乡亲们都还记得，习近平在那里插队时，炕上

都是书，有时吃饭手里也拿着书；上山放羊，身上揣着书，把
羊赶到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在休息的那一刻工
夫，也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干了一天后，晚上
他还要点上煤油灯看“砖头厚的书”，一看就是半夜。

习近平很喜欢看文学之类的书，但当时文学书很难找
到。他听说从北京来的一位知识分子有《浮士德》一书，就徒
步 30 里去借阅。在农村插队的七年中，他并没有把时光荒
废，很多知识的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当了领导干部以后，他更是以苦读各类书籍为同志们放

好样子。
在正定工作时，他提议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书。在那缺

少电脑和网络的年代里，资料稀缺，负责编写的人犯了愁。没
想到，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手头有一整套《正定府志》和一套

《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这些古籍，一共
有 8 本，都是他从博物馆里复印过来的。

在福建宁德，他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
读书班，带着自己的书，和大家一起学、一起读。他读书的最
大特点是在弄懂弄通上狠下功夫。《资本论》他读过三遍，并
注意读不同的译本，做好学习笔记。在中央党校任校长时，他
提出：“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进一步为大家指出读书的
认识论和方法论：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注重知
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要发扬‘拼’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汲
取智慧和营养。”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智；学诗可以情飞扬、忠
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青少年的读书，他强调“人生的
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他以“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八个
字箴言，鼓励年轻一代“珍惜韶华、潜心读书”，弘扬优秀文
化，坚定理想信念。2014 年儿童节前夕，他来到海淀区民族
小学参加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他以亲身经历对孩子们说：

“我现在能脱口而出引用古诗典籍，很多都是小的时候背诵
的，终身受益。”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一个民族的文明
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中
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发扬我们
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理论和实践的教育，使孩子们
受益匪浅。

刊登《习近平读书的故事》的这张《人民日报》，我是 4 月
23 日拿到手的，反反复复读了多遍，大有常读常新之感，从中
悟出了读书要有收获必须具备五条：

一是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读书是自己成长的需
要，更要认识到这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发达。

二是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俗话说：滴水
穿石，非一日之功。精神和毅力必须贯穿在读书的始终。

三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学到的知识灵活
地运用到工作、生活的实践中去，从读书中保持思想活力、得
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

四是要养成读、背、写三位一体的习惯。读是前提，背是
牢记，写是运用。尤其是青少年更要把这三者都运用起来。

五是要不断积累丰富的学习资料。过去老一辈因缺乏资
料吃了不少苦头，今天条件好了，书报多了，我们要注意搜
集，该买的要舍得花钱买。

我今年 86 岁，搞了 63 年的新闻写作，读书不能算是最
好，但也不算太差。党一再要求，老干部、老党员要坚持看书
学习。今后，我要坚持做个读书积极分子，切实做到活到老，
学到老。

最是书香能致远
———读《习近平的读书故事》

顾长清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吕伟伟冤近日，新坍镇新合村在农家
书屋开展“阅读让生活更美好”全民阅读主题读书活动，丰
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村民文化素养。

活动中，书屋管理员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举办此次读书
活动的意义、农家书屋的藏书情况，以及农家书屋的开放
时间，并鼓励大家“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号召大家每
天少玩一个小时手机，多看一个小时书，逐步养成爱读书
的好习惯。随后大家在管理员的指导下，根据个人的兴趣
爱好分别选取了党史类、文学类、生活类等书籍进行阅读，
每每读到精彩的部分，还不忘跟身边人一起分享。

村民王大爷表示，“非常感谢村里给我们提供的阅读
场所，不但充实了我们的退休生活，而且让我们在亲近图
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知识的无穷力量，以后我们会经常

参加类似的读书活动。”
据悉，新坍镇还利用政府公众号，每日推送全民阅读

的内容，包括全民阅读知识普及、推荐一本好书、特别栏目
《书香助力战“疫”，阅读温暖人心》等，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开展“线上”学习。针对行动不便的人群，新坍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还组织志愿者采取送学上门服务，让特殊人
群在家中也能感受到阅读的乐趣。

此次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群众的阅读
热情，让群众在浓浓的书香中，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充实
了大家的精神世界。新合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加
强农家书屋建设，充分调动广大群众阅读的积极性，努力
将农家书屋打造成村民朋友武装头脑的“思想屋”、增长知
识的“加油站”、丰富精神文化活动的“主阵地”。

新坍镇开展“阅读让生活更美好”主题读书活动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
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
的殊勋……这支曾经响彻盐阜大地的

《新四军军歌》，今天唱来，依然是那么
铿锵有力，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
进。这支军歌，是新四军浴血奋战，一往
无前的光荣铁军精神的凝练和概括。

血洒射阳河畔的十八烈士，他们用
鲜血和生命，为“铁军”精神作了最完美
的注释。

1944 年，敌后抗日战争仍处于最
艰苦的阶段，活跃在盐阜抗日前沿的我
新四军二十一团，为鼓舞抗日士气，打
击敌人嚣张气焰，6 月 28 日在合顺仓
打了一场歼灭战，全歼了驻扎合顺仓的
日伪军，烧毁了敌据点。为防驻上冈、卢
公祠的日寇报复，遂组织部队向淮安方
向战略性转移。6 月 29 日，部队转移到
海河塌港扎营休息。6 月 30 日凌晨，站
岗的战士听到海河上游汽艇的马达声，
经侦察，一艘载有 350 多名日伪军的
汽艇拖着两只民船向塌港方向驶来。战
士立即向部队领导报告。为了避开敌人
锋芒，二十一团主力奉命转移，留下一
个连掩护。连长现场布置打一场伏击
战。当日军汽艇进入我军伏击圈时，连
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个个奋不顾身扑向
敌人，机枪、手榴弹在河面上开了花。鬼
子兵纷纷跳河游到岸上抵抗。就在战斗
最激烈时，两艘增援的敌人汽艇从上游
赶来。狡猾的敌人登陆后，对我军进行
迂回包围。我军勇士们在腹背受敌的形
势下，依然坚守阵地，顽强战斗。经过一
天的鏖战，胜利完成掩护任务，为大部
队转移赢得了时间。这次阻击战，击沉敌人汽艇一
艘，打死四十多个日伪兵。而我军也有十八位勇士壮
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我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扫战场。
只见牺牲的战士们，有的怒目圆睁，有的紧咬钢牙，
有的高举右手，有的匍匐射击……他们形态各异，但
仍呈战斗形状。他们都还年轻，有些战士尚未脱孩童
稚气，可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驱除强虏倭
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为烈士们重修了墓地，
并在烈士们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
然而，十八勇士没有一人留下姓名，纪念碑上只能刻
下七个大字：“十八烈士纪念碑”。为永远铭记烈士的
伟绩，原塌港村更名为“烈士村”。

今天的烈士村，在烈士们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创
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一座座新农庄拔地而起，
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一块块农田成匡连片，一条
条河流清亮晶莹……烈士们当年抛头颅、洒热血为
之而奋斗的梦想，在这里正变为现实图景。2016 年
6 月 23 日，烈士村遭受了特大龙卷风冰雹袭击，面
对灾害，村民们发扬烈士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精
神，大家齐心协力，风雨同舟，仅用一年时间，就建起
了环境优美、格调清新的旭日美丽乡村。

随着岁月的流逝，前辈们的“铁军精神”以越来
越深刻的魅力吸引众多的人去追寻、去思考、去践
行。作为烈士村的后代，我们更应该继承先烈们不怕
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
展模式，建设美丽家园。烈士村作为全国文明村正以
崭新的面貌屹立在射阳的西大门。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这就是对革命先
烈最好的祭奠和最真诚的缅怀。

新世纪，新时代，新希望，新蓝图。作为我辈的新
青年，要接过“铁军精神”的光荣旗帜，锐意进取，自
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伟大的时代
铸就了铁军精神，铁军精神也铸就了伟大时代。当
前，我们要继承老一辈的光荣革命传统，把炽烈的爱
国热情升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和报国为民的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努力，为实现美丽辉煌的“中国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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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袁临海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将传统习俗和党史学
习有机结合起来袁在临海镇付
强家庭书屋开展以野书香迎端
午 党史润心灵冶为主题的端
午节阅读活动袁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袁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遥

唐玥 摄

县移动公司在三楼设立党建图书角袁 员工一有时间就
来读书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遥 图为该公司员工在读书遥

宋定君 张建忠 摄

叶至少还有文学曳

作者院宗城
出版社院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院 本书收

录了 95 后新人作家宗
城 在 2018 年 到 2021
年间创作的三十篇作家
作品论。本书是一部文
学随笔集，分为上中下
三辑。上辑“心灵的辩证
法”主要探讨的是作家
对心理深度的挖掘，如

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张爱玲等，他们的文
学关注人的心理活动、人对记忆的处理方式，聚焦现
代人在精神层面所要面对的全新挑战。中辑“挤掉自
我的奴性”关注作家“向外突破”的勇气和对社会的反
映，如契诃夫、卡夫卡、王小波等，伟大作家往往既能
写出人心灵的煎熬，也能感受到社会发生的巨大变
化。下辑“经典细读”则是比较纯粹的文本细读和分
析，在这一部分，作者更为关注的是鲁迅、汪曾祺等作
家的文学及其背后的思想与美学痕迹。在创作过程
中，作者遵循“文学即人学”的观点。一方面，希望写出
文学人物的光彩和血肉；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部作
品，实践一种文学与人生结合的方法论。作者说：“写
作这本书时，我并没有采用教条的学院分析式话语，
而是试图在‘学理性’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把作
家们的作品和故事更生动地展现出来。我更感兴趣的
是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如何影响了生活，
生活又是如何反哺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为什么作
家们能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径？”

作者简介院宗城，1997 年生。广东湛江人。人类观
察员，文字记录者，曾获青年文学奖、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第一届书评奖。作品散见于《书城》《单读》《西湖》

《作品》《财新周刊》等，有文章被《新华文摘》《长篇小
说选刊》《文艺报》等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