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论语论语》》
主讲人：李乐观

扫
描
二
维
码

收
听
《
论
语
》

精
彩
解
读

编辑 李 琳 版式 赵 恒 校对 李红岩 组版 王翠翠

2025年 5月 9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夜读B04

【原文】

乡人饮酒（1），杖者（2）出，斯出
矣。

【译文】

举行乡饮酒的礼仪结束后，孔子一
定要等拄杖的老人先出去，然后自己再
出去。

【解析】

本章记述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时尊
老的仪节。

（1）乡人饮酒，古时以尚贤（宾贤）
为目的的乡饮酒礼。乡是周代的行政
单位，乡间的学校叫“庠”，学制三年，学
成之人要推荐给诸侯。待学业完成后
的正月，乡大夫作为主人举行乡饮酒
礼，招待乡间贤能之士和德高望重者。

乡大夫从学成者中选择最贤能的一人
为宾，其次一人为介，再次者三人为众
宾，先与他们共饮，然后举荐。

（2）杖者，拄着拐杖的老年人。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孔子以仁爱之心尊老，以尽己之力爱
老，在本章可见一斑。对于不能尊老、
品德缺失的人，不管自身多么优秀，孔
子都会不留情面，予以批评。

《宪问·十四》篇，阙里的一个少年
来向孔子传话。此少年机警伶俐，旁边
就有人问孔子：“这是个追求上进的孩
子吗？”孔子说：“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
与先生并行也。”我看见他心安理得地
坐在成年人该坐的位置上，又看见他毫
不谦让地与长辈并肩而行。孔子接着
说：“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这不是
一个追求上进的人，而是一个急于求成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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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青年节这个承载着历史厚
重与青春活力的日子里，我翻开杨沫
的《青春之歌》，走进了20世纪30年代
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书中以林道静
为代表的青年群像，用他们的热血与
信仰，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青春之
歌，也让我在字里行间触摸到了那个
时代青年的脉搏，对青春、理想与责任
有了更深的思索。

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到“一
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讲
述了知识女性林道静从个人奋斗走上
革命道路的历程。林道静在革命实践
中不断成长，完成了从“小我”到“大
我”的蜕变。她的成长历程，生动地展
现了一个进步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的觉
醒与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
量如何重塑一个人的灵魂。

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青年们为
了理想和信仰，不惜牺牲一切的精
神。卢嘉川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却
依然坚守信仰，将最后一份传单托付
给林道静；林红在走向刑场前，从容不
迫地整理着装，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
员的坚定与从容……他们用热血和生
命捍卫理想，这种精神穿越时空，依然
能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他们的青春，没有华丽的衣裳，没有舒
适的生活，却有着最炽热的理想和最
纯粹的信仰，这样的青春，无疑是最壮
丽的。

《青春之歌》不仅是一部个人成长
史，更是一部时代的史诗。它让我们
看到，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青年们
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站出来，为
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这种爱国
情怀和责任担当，正是五四精神的核
心所在。

回望历史，再看当下，我们这一代
青年生逢盛世，没有了战火的硝烟，没
有了生死的考验，但青春的使命与责
任从未改变。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
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我们依然需要以理想为帆，以奋斗
为桨。我们的青春之歌，应当唱响在
科技创新的前沿，唱响在乡村振兴的
田野，唱响在文化传承的舞台。我们
要像书中的青年一样，将个人的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在奋斗中
释放青春激情，在担当中践行青春使
命。

合上《青春之歌》，我的内心久久
不能平静。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
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从《青春之
歌》中汲取力量，以坚定的信仰、不懈
的奋斗，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
春华章。让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
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今年清明节期间，在武陟县工作的
老朋友雒根生，通过快递给我寄来了他
们最近编纂的新作《先驱光辉耀武陟》。
该书由武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编
纂，全书近20万字。受书中红色故事的
吸引，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捧读了这
本书，深深地为书中先辈们的革命事迹
所感动。

武陟县是一方红色热土，具有光荣
的革命传统，武陟人民也是具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人民。早在1925年，中国共产
党人就在武陟县进行革命活动。1927
年8月，中共武陟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
即省立第二商校党支部，周犹宋任党支
部书记。1928年1月，中共武陟县委成
立，王大中任县委书记，是豫西北地区建
立中共党组织最早的县之一。从大革命
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腥风血雨斗争，到
土地革命时期打击地主阶级、土豪劣绅
的抗捐暴动；从抗日战争时期同日伪顽
的战斗，到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反动
派的寸土必争，直到新中国建立，取得全
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武陟县的共产党人
和武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
这片红色热土上，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
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不屈服于反动势
力的迫害，不动心于高官厚禄的诱惑，为
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人民的翻
身解放，浴血奋斗，在武陟这块土地上谱
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我们留下了极
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国革命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遥想当
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武陟县境内曾
发生过壮烈的樊庄战斗、惨烈的王道战
斗、激烈的宁郭伏击战、李屯伏击战和4
次解放武陟县城等战斗，孙永宇和孙永
宙一门两忠烈，梁琨、刘三阳、赵明、申胡
长、李然、裴秀英、宋麦妮等英烈献身祖
国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在岁月
的长河里，这里留下了许多革命斗争的
历史记忆和英烈们的红色故事。英风义
烈，黄花忠魂。武陟县人杰地灵，英雄辈
出，也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彭施鲁（开国将
军），王国英（某警备区副政委、顾问），宋
海航（安徽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少将
军衔），谢立宏（解放军艺术学院政委，少
将军衔），杨志亮（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南
部战区海军政委、南海舰队政委，中将军
衔）等高级将领。

为铭记先烈事迹，弘扬先烈精神，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缅怀先烈、争当先
锋的浓厚氛围，近年来，武陟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落实县委、县政府的指示，组织专
门力量，挖掘整理先烈事迹，精心编纂了
这本《先驱光辉耀武陟》，真实地记述了
该县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历史，再现了
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
强而前仆后继的战斗场景，描绘了家乡

人民大干苦干，建设社会主义新武陟的
壮丽画卷，以告慰革命先烈，启迪子孙后
代，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牢记
初心使命，践行责任担当。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为进一步宣传先烈事迹，弘扬先烈
精神，该书还专门梳理刊载了《武陟县烈
士英名录》，以彰其德。他们把武陟县从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近百年间
涌现的874位先烈昭告于世，这是对先
烈的致敬，更是对后人的激励。在国难
当头、民族危亡之时，在急难险重任务面
前，武陟儿女不惜血沃中原，历经了烽火
硝烟的洗礼、枪林弹雨的锤炼与种种诱
惑的考验，涌现出许许多多冲锋陷阵、一
往无前、不怕流血、甘愿牺牲的革命先
烈。先烈中年龄最小的才十几岁，大部
分先烈都没有结婚成家，他们每个人都
有一段血染的故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
座血染的丰碑。874位烈士，就是874座
丰碑，碑碑皆壮丽，碑碑皆风采！

据了解，编写团队的同志们在编纂
该书的过程中，被每一位先烈的事迹所
感动。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英烈负责的
精神，他们做了大量艰辛工作，尽量真实
还原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全面展示先烈
们当年的风采。经过几年的广泛搜集，
深入挖掘，精心编撰，终于使《先驱光辉
耀武陟》得以顺利成书。该书共收录战
斗故事39篇、先烈人物故事30篇，以及
历史资料图片和插图60多幅，全书200
多页、近20万字，为我们贡献了丰富的
学习范本。

《先驱光辉耀武陟》的出版，是武陟
县委、县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
烈士保护法》的具体行动，是武陟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把该县红色资源挖掘好、传
承好、利用好的积极践行，也为全县党员
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提供了生动的学习教材。此书具有存史
资政、教化育人的重要意义，也承担着激
活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任。通
过耳濡目染，先烈们身上的忠诚、敬业、
拼搏、奉献的品德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
人。我们要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
生活，缅怀先烈，立德立志，通过生命影
响生命，通过价值观影响价值观，在全社
会积极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先烈
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让革命先烈的
精神薪火不息，代代相传。我们更要以
先烈们为榜样，脚踏实地，积极进取做好
我们的各项工作。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
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
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
进吧！”

人民先烈永垂不朽！

青春如歌
信仰为弦
——读《青春之歌》有感

□姜 磊

投稿邮箱：
1579616793@qq.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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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羽，原名吉学武，1918年8月出生于沁阳县（今沁

阳市）紫陵镇紫陵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1934年4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紫陵村党支部书记、紫陵区委组织委员；1938

年9月，任八路军沁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

习，毕业后到山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赴东北参加工业建设，

先后任辽宁省委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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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羽

组织乡亲闹革命

苏羽，原名吉学武，曾用名吉效苏，
因崇尚苏联革命，更名为苏羽。其自幼
读书，接受进步思想较早。1932年暑期，
苏羽参加中共沁阳党支部在紫陵村组织
的“暑期读书会”。1933年7月，他从沁
阳师范毕业后，回到村里的建中完小当
教员，开始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苏羽在沁阳县委的领
导下，组织学生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把
一些建中完小毕业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
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分别在紫陵村、捏
掌村、义庄村及沁北一带进行抗日宣
传。他们通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打
鬼子去》《芦沟桥头》《抓壮丁》等剧目，宣
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抗日募捐；
通过购买枪支、扩大队伍，使紫陵一带先
后有 5个村的地方武装改造成抗日武
装。苏羽还受沁阳中心县委指派，到孟
县（今孟州市）、济源等地，秘密进行抗日
活动。

1938年9月，在八路军第115师344
旅687团（团长田守尧、政委吴信泉）的大
力帮助下，沁阳中心县委在紫陵村建立
了八路军沁河游击大队，苏羽任大队长，
王毅之（沁阳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任轻
工业部副部长）任政委。沁河游击大队
有200多人，下设3个中队。沁河游击大
队诞生后，开辟了沁（阳）济（源）晋（城）
地带以紫陵、土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粉碎了日
伪军的多次扫荡。1938年初冬，驻沁侵
华日军出动约两个中队的兵力，以山炮
开路，经西向、义庄、紫陵村进犯尚庄
村。沁河游击大队闻讯立即赶赴尚庄
村，和国民党新5军配合围歼日军。经过
一天的激烈战斗，日军伤亡惨重，仓皇向
东逃窜，龟缩回沁阳城内。

1938年11月下旬，苏羽赴延安中央
党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抗大一分校工
作，任该分校保卫股股长。1940年1月
初，他随抗大一分校调往山东军区所在
地——沂南县孙祖乡（今山东省临沂市
沂南县孙祖镇）一带工作，后任山东滨海
专区、滨海行署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峥嵘岁月显忠诚

1948年11月，新海连特区（今
江苏省连云港市，时属山东省管辖）
解放前夕，时任滨海行署公安局副
局长的苏羽，受中共山东鲁中南区
党委指派，带领一批干部到新海连
特区开展城市接管工作。在短短的
一年多时间内，苏羽先后任新海连

特委锄奸委员会副书记、保卫部长、社会
部长、特委书记、新海连市（1949年11月
设立）市委书记等职，为当地打击敌特破
坏、恢复整顿秩序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
苏羽和谷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带领
干部，于次日17时许到达新浦区（2014
年，连云港市新浦区与海州区合并为新
的海州区，新浦区建制撤销），动员人员
与组织物资，积极支援淮海战役。

解放初期，新浦区治安形势非常复
杂，土匪与特务的反革命活动十分猖
獗。1949年4月，土匪大肆剪割电线，严
重影响了全市的各项工作。新海连特委
决定剿匪，工作了一段时间却不见效
果。苏羽找到负责剿匪的同志说：“我们
在战场上打仗都在明处，容易打。今天
剿匪就不一样了，咱们在明处，土匪在暗
处，土匪看见你穿着军装过来就藏起来
了，你咋能抓到他。”之后，公安局改变策
略，组织20多个便衣人员化装侦察，终于
发现某处铁道边有个饭店，经常有可疑
人聚集，便衣人员就隐蔽在饭店附近的
芦苇荡里守侯。一天夜里，终于将在饭
店就餐后准备搞破坏的几个匪徒抓获。

当时，苏羽还组织破获过一起“水
鬼”案。群众传说，“水鬼”经常深夜出没
在大街上，模样恐怖，很多居民吓得晚上
要几家合住才敢休息，一时人心惶惶。
苏羽听说后，挑选组织了抓“水鬼”的队
伍，经过跟踪调查，一天深夜巡逻时，抓
到两个装“水鬼”的人：他俩反穿皮袄，头
戴面具，面具上有两只发光的电灯泡，模
样怪异吓人。审讯后得知，两人是特务，
专门扮作“水鬼”扰乱治安。破案后，稳
定了社会和民心。

1949年的新海连特区还发生过两件
大事，一件是国民党海军“黄安舰”起义，
另一件是国民党空军伞兵3团起义，毛主
席和朱总司令专门发电报电勉起义海军
及伞兵。苏羽是这两起历史事件的重要
见证人。当时，苏羽任新海连特区警备
司令部政委、新海连特委社会部部长，其
代表新海连特委到港口向“黄安舰”和伞
兵3团的起义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并在
起义队伍中开展工作。伞兵3团的起义，
为新中国伞兵输送了第一批业务骨干，
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伞兵战斗力的形
成。起义后的“黄安舰”则被编入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以来的第一艘战舰。

苏羽是一个足智多谋、能文能武的
领导者，为干部讲起课来也是一把好
手。徐州日报社原副总编张立人回忆：

“我在新海连建国学校学习时，特区社会
部部长苏羽为我们讲授《社会发展史》，
他理论水平高，语言生动，旁征博引，逻

辑严密，令人信服。他还非常平易近人，
业余时间经常和青年人一起打篮球、打
乒乓球，深受大家欢迎。”

1949年10月，经中共中央及华东局
批准，中共新海连市委于10月28日宣告
成立（新海连特区改称新海连市，1961年
9月更名为连云港市），苏羽被任命为市
委书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连云港市的
第一任市委书记。1950年3月，苏羽离
开连云港赴山东济南工作。

鞠躬尽瘁为人民

苏羽曾任山东省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兼副院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等职。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
建设后，苏羽被中央调往东北参加国家
重点工程建设。从1954年2月起，苏羽
先后任冶金部杨家杖子矿务局局长，辽
宁省有色金属局局长、省冶金厅厅长、省
经委主任。1962年后，苏羽任中共辽宁
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兼计委主
任，中共辽宁省抚顺市委第一书记等
职。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带领群众艰苦奋斗，为建设钢铁、煤、电、
炼油等基础工业和轻纺、电子工业等努
力工作。1967年至1971年，苏羽受到不
公正对待。1972年，苏羽恢复工作，先后
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工交组副组长，中
共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苏羽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有第
一书记）。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努力工
作，为加快辽宁省的经济建设，恢复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不懈努力。

1979年1月，苏羽被调至安徽省工
作，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有第一书记）、
两淮煤炭建设总指挥部党委第一书记等
职。他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为全
省重点工程建设和地方煤矿建设，为促进
安徽省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作出了贡献。

1983年4月，苏羽任安徽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他认真履行职责，密切联系群
众，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加强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和促进全省经济建设
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6年1月，苏羽退出领导岗位，仍
担任安徽省老年大学校长、省老龄问题
委员会主任、省消费者协会名誉会长等
职。1989年10月30日，苏羽因病在安
徽省合肥市逝世，享年72岁。

图① 苏羽。
图② 周总理签署的任命通知书。

（图片由吉大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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