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游洪华

自 1840 年以来，在救国图存的道路上，
中华大地上的各方力量不断尝试，不断抗争，
不断失败，碰撞出形态各异的火花，最终点
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火种，找到了一条
复兴之路。

《火种》一书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
切入口，以宏大史观配以全景式叙事方法，
勾勒出一个个以人物群像为缩影的历史“横
截面”，更直观地展现出中国革命高度复杂的
历史图景。

科学的革命道路不是凭空出现的，这是
一个“寻路”的过程，回望辛亥革命以前，
新思想、新文化仅仅被少数的知识分子所看
见、接受和理解。辛亥革命之后，广大的民
众看见了新的世界，看见了新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轫即在这个时期，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这微弱火花

并没有迅速成为燎原之势。用什么载体承载
这朵来之不易的火花 ,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
果究竟如何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又一次探路之问。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题》一文中曾说过 :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
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火种》里“白色恐怖下的抗争”一节中，
就着重描写了在“八七会议”决定组织各地
暴动抗争策略时，年轻的共产党人是如何从
领导群众搞暴动过程中学习和总结群众路线
的。

瞿秋白主持的临时中央搞暴动的初衷，
是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但是中央号召的
暴动在地方执行时变成了盲动，非但没有得
到群众的支持，反而招致反感，甚至走向对
立面，导致革命的失败。海陆丰根据地的丧
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如同陆定一在《回忆海陆丰的斗争》一
文中总结的那样 :“幼稚还表现在当时只知前
进，不知后退 ; 只知进攻，不知退却。如果
在敌人步步向海陆丰进逼的时候，起义的领
导人主动退却，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也许
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当时认识不到，即使认
识到了也办不到，因为中央、省委当时整个
的指导思想是进攻，而不允许退却。毛泽东

同志在 1927 年秋收起义后，率领部队不攻长
沙而上井冈山，这在当时也只有他能够办得
到。这是战略上非常英明的一幕。”

不但善于进攻，而且也要善于退却，这
是脱离幼稚状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火种》一书的终章叙述的是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上杭古田村曙光小学举行
的古田会议始末，这是“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里程碑的重要标志。除了对古田会议召开的
始末着墨较多外，作者关于古田会议伟大之
处的思考也让人颇受启发。

诚如作者所说的那样，都说古田会议有
伟大意义，具体伟大在哪里呢？坚持党对军
队的领导，建立新型革命军队体现在哪里呢？

一个伟大的领袖在开创一项伟大事业时，
第一步都是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的。

《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抓了两件具体的事
情，废止肉刑（不打人）和优待伤病员。在
今天看来，看似平常简单的事，却是关系到
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

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有深刻的道
理，靠打骂建立起来的上下级关系是脆弱的，
战场抛弃伤员更是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重要
因素。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每个战士
都是来参加革命的，要想要士兵不逃跑，作
战勇敢，关键是以人为本，尊重士兵的人格，

通过教育的方式讲授革命道理，使他们明白
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来当兵的。

而之所以能够敏锐地发现抓这两件事的
重要性，与毛泽东同志亲自下连队调查研究
是分不开的。古田会议刚刚结束后不久，毛
泽东同志在闽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
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
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详细地阐述了“调查
研究”的办法，说明了怎样以做学问的方式
搞调查研究，这种独到的思想和实践过程引
人深思，回味无穷。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中国人民求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
是一个层层积累的过程。没有前人的探索和
牺牲，就没有后人的胜利和成功，每一个为
此奋斗过的先驱，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
敬仰。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前进道路，党的二十大
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
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就是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中国复兴之路，继承先辈们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的本领，让青春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
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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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成就梦想
	| 李云笑  

实干出成绩，空谈误一生 ；世界会给有目
标的人让路 ；成大事，从做小事干实事开始 ；
放低姿态，平凡岗位也能做出大成绩……这是
我读《实干成就梦想》而获得的力量。“节物风
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我们正处在一个
日新月异的时代，只有为自己制定一个跳起来
才能够得到的目标，才能逐渐地进步，只有不
变梦想，不改初衷，才能一步步向目标靠近。

“你有没有过梦想？是不是因为受到阻碍而
停下脚步，还是因为内心的多带放弃了梦想？”

《实干成就梦想》一书开篇的话，犹如当头棒喝，
这几年来确实到处都是“梦”，我也时常写到我
的梦，但光有梦是远远不够的，要立足事情本身，
让梦想照进现实。

梦成于德。这里说的“德”就是一个人的
品格，也是对待自己工作、对待同事的态度。
很多人认为“好生活在外面”，他们羡慕领导的
权利，羡慕老板富足，羡慕富二代的洒脱……
总是觉得别人的生活比自己好，但让他们奔向
那样的生活，却又止步不前，没资金、没关系、
没机会，甚至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为领导的不
赏识，时而长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抱怨、消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天天充满
负能量。从不反思自己到底是头“千里马”还
是一头没有目标，只会好高骛远的“驴”。

常言道“即择其业，修己以做”，既然没有
勇气逃离，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应该修正
自己的态度，干好自己的工作，把每件事做到
极致。特别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情，否
则纵使你有“扫天下”之心，也只能止于“事
一屋”之事。干一行、爱一行，给自己一个跳
起来才能够得到的目标，6 分的任务，做出 8 分
的成绩，这就是德，为实现梦想保驾护航的定
标仪。

梦成于能。能也就是创新。工作中很多人
觉得自己正在受着“蘑菇治理”，被置于阴暗
的角落、被浇上一头冷水、被置在某处无人问
津……但有时候当几天不被重视的蘑菇，让自
己学会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反而能够让我们
更加接近企业的现实，其实不管受不受重视，
你就在那里默默地成长，每一分钟都在认真工
作，每一件事情都在努力创新，相信一定会有
开花结果，众人喝彩的一天。当然，如果你本
来就处在阳光之下，雨露丰足，那么就更要时
刻督促自己，时刻让自己“跳起来”，给别人、
给自己以惊喜。这就是能，帮助实现梦想乘风
破浪的风帆。

梦成于干。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
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也就是说，纵使我们的梦想再高，也要一步步
去实现，而实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干，实实在在
地干，用心思、有劲头，讲方法、懂策略，肯干、
敢干、快干 ；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时刻创新、
不断超越，会干、巧干、能干。整顿精神，用
热血去拼搏，纵使千疮百孔，改正错误，用行
动去疗伤，只有这样，实现梦想的帆船才能拥
有不断的动力，终有一天到达梦想的彼岸。

水本无华，荡漾而成涟漪 ；石本无火，相
击而发灵光 ；岁月常易，华章日新，让我们用
实干去接近梦想，用梦想为实干寻求奋斗的方
向。

“寻路者”的春秋

参研“国之重器”
是科研人员一辈子的价值
	| 马士超

记得在观看 2019 年“共和国勋
章”颁授仪式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
但说来羞愧，因为在此之前，我甚至
不知道这些英雄姓甚名谁。回首峥嵘
岁月，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以为国为民
的家国情怀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投身国家建设，干惊天动地事，做隐
姓埋名人，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
一生。

是什么支持着他们坚定不移前
行？

我想，新中国航空机载技术的创
始人、启明星——昝凌的生平事迹给
出了答案——参研“国之重器”就是
一辈子的价值。

昝凌是新中国航空仪表和飞行控
制技术的先驱。在那个百业待举的年
代，新中国航空技术的发展尚处于艰
难的起步阶段，面临着许多技术与工
程难题。昝凌与他的同志们以强烈的
爱国之心、精湛的学识，艰苦奋斗，
勇攀高峰，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
础上，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
个个奇迹，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由得反思自己的工作。如今，
我国科技环境持续向好，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备创新的软硬件条
件。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科技竞争激
烈异常，“跟跑”易，“并跑”难，“领跑”
更是难上加难，要想取得突破、超越，
对科学的专注、执着和坚守依然是不
二法门。

身处创新中心这一前沿技术领先
研究部门，身边的业界大咖并不鲜见，
他们的外表与普通人绝无二致，但在
谈及技术问题时却总能从他们身上感

受到科学之光。
岳亚洲老师以身作则、恪尽职守，

利用深厚的技术积淀为创新工作描绘
蓝图，始终奉献在攻坚克难的第一线；
张翔伦老师总是以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的态度掌舵技术方案、把控技术路
线 ；唐强老师长期深入探究国际前沿
领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勇
于开拓。他们既有看到技术地平线的
视野，也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守，是
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优秀代表。

时代召唤科学家精神，攀登科技
高峰时不我待。作为新时代航空人，
我们要将眼光瞄准专业和技术前沿，
保持对专业和技术的敏锐度，不断学
习、加速创新，以“十年磨一剑”“甘
坐冷板凳”的执着坚守，勇闯“无人
区”。

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是老一辈科
学家一生不曾改变的追求。无论在哪
个时代，当对祖国的爱遇见对科学的
情，必然迸发出万丈豪情和澎湃力量。

人们常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
家有祖国。在祖国和人民面前，“科
学家精神”就意味着无怨无悔地为之
付出。时值国家最困难的年代，昝凌
等老一辈科学家放弃了优渥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出北京，上兰州，下阎良，
到户县，义无反顾地“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以火热的激情投身新中
国航空事业的伟大建设中，不计得失，
无私奉献，虽百折而不回，虽万死而
不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革命战争年代的“长
征精神”“延安精神”，发展建设时期
的“大庆精神”“马兰精神”，新时代
下的“三线精神”“女排精神”，是
激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强大动

力。
大厦之成，非一

木 之 材 也 ；大 海 之
阔，非一流之归也。
如 今， 我 们 的 航 空
事 业 正 处 于 高 质 量
发展的关键时期，“航
空报国”精神正激励
着我们，作为一名普通
的科研人员，或许我们
无法做出像前辈们那样惊
天动地的作为，但我们依
然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
奉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对祖国航空技术进步
有贡献的人。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
向千峰秋叶丹。每一位科
学家都是“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民族英雄。作为新时代航
空人，让我们向以昝凌为
代表的航空机载和自控
所的创业者们致敬！

向老一辈科学
家们致敬！

善的“思维方式”可以赢得“他力之风”
	| 赵晓彤

翻开稻盛和夫《思维方式》这本书
的那一刻起，我就被稻盛先生深邃的思
想和丰富的人生经验所吸引。这不仅仅
是一本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它更像是一
份精神指南，引导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
的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
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失去人生的真谛。
所以，它亦是一本关于如何生活、如何
思考、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哲学之书。 

“拼命努力，坚持不懈，就能品尝到
真正的充实感”。作者在书中分享了他的
个人经历，告诉我们意志力和努力是成
功的不二法门。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一个小工厂的工人成长为两家世界级
企业的创始人，这一切都源于他坚定的
意志和不懈的努力。稻盛和夫的故事让
我深刻理解到，成功不会轻易降临到任
何人身上，它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汗水，
需要我们在挫折面前不断站起来。“身处
逆境，反过来要对上天给予的逆境心怀
感激，要勇敢面对。抱有这种心态的人，
他的艰苦经历必将带来日后美好的幸运。
我坚信这一点。”稻盛和夫对待挫折和失

败的态度是非常积极和建设性的，在他
看来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
机会。在他的商业生涯中，也曾遇到过
多次失败，但他每次都能从失败中吸取
教训，然后以更加坚强的姿态重新开始。

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面临挑战和
困难。我意识到，我之前在困难面前的退
缩和放弃，实际上是意志力不够坚定的
表现。稻盛先生对待失败的态度也让我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失败经历。好
事坏事，都是考验。我开始意识到，我
之前对失败的恐惧和逃避，实际上阻碍
了我的成长。从稻盛先生那里，我学到
了要勇敢面对失败，不要害怕犯错，每

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经验，都是让
我们变得更强大的机会。

作者在书中提倡的“同心圆”概念，
即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是相互联系
的，这也让我重新审视了个人成功的定
义。他认为，真正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
的成就，更是对社会的贡献。这让我开
始思考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不
仅追求个人的发展，同时也为社会的进
步做出贡献。 

一个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阅读《思维方
式》一书受益匪浅。它不仅仅是一本关
于成功的指南，更是一本关于生活的指
南。它教会了我如何设定目标，如何面
对挫折，如何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
升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将努力把稻盛
先生的教诲内化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
断地在生活和工作中实践这些原则。我
相信，只要我能够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
和生活态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
我都能够克服并且实现自己的目标。相
信书桌前的您也和我一样，在品读到《思
维方式》后，会大有收获。

春山青月
	| 江盼

春山、空山，都是王维的悠然闲适。他
曾寺庙借饭后，与僧人夜登华子冈，与月上下，
只见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
他静然而坐，对月神游。良辰美景，感慨好友
裴迪未能同游，想起昔日一起携手赋诗，临清
流行走山间小路，与眼前情景何其相似。回到
山中林舍后，马上点灯给裴迪写信，分享今天
的悠然之乐，且盛情邀请 ：待来年春天，草木
蔓发、春山可望之时，要一起去看蛰伏了一冬
的白条鱼，在春的召唤下鱼跃出水。在水边芦
苇荡里，去寻觅白鸥迎风舒展矫健翅膀的秀美
风姿。去看晨曦中的青青麦苗，一陇一陇，顶
着万千露珠，在朝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去听
偶尔被惊吓到的野鸡，扑棱棱扇动着翅膀，啼
叫着飞向草丛更深处。一笺小信，既有当时美
景，还有昔日临泉赋诗趣事，更有来年春日归
来万物复苏同游春天里的美好遐想。也由此，
一首小诗穿越时间，从王维的那个时刻一直流
传到今天。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空山不见
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空。”王维总是能与山融为一体，他住在山中，
时常一个人向山的更深处漫溯，他的眼中空
山不是一种寂寞失落或者冷清凄苦，而是一
种宁静闲适。行走在空山中，他能欣喜地发
现很多其他人没有发现的美。这美，有时是“明
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时是“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有时是“返景入深林，复照青
苔上”。其实空山中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
现美的眼睛罢了。王维游山看景，不是在用
眼睛看，而是在用心看、去听，去悟，从心
的角度去欣赏美、组合美。所谓“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背后是一个宁静的诗人，安静地
徜徉在终南山的七十二峪中，悠然游荡在秦
岭的山山水水中。王维的空山呈现出万千美
景和生命真谛。

王维晚年居住辋川山中，但他亦官亦隐，
离世却并不拒世。他喜欢乡村田园、市井生
活，他写“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你看
那三五成群洗衣归来的女子，一路欢声笑语，
多么妙龄无限。你看，那穿梭于莲叶间的渔船，
映着火红夕阳，满载星辉灿烂。他站在落日余
晖里，看村落人家，老奶奶拄着拐杖，靠在柴
门上翘首远望，牧童赶着成群牛羊缓缓归来，
老爷爷在田间荷锄而立，与过路人话语依依。
他在登太乙山的时候，又一次忘记了时间，所
以“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他看到美景，
遇到开心事，总想第一时间与远方的好友分
享。隆冬时节，他隔窗倾听风惊万竿竹，开门
看到大雪满山，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胡处士的
山间寒舍。他登上山顶，远远听到村落里夜捣
谷麦的浑厚撞击声，与稀疏的钟声相间而鸣，
他怡然沉醉在这人间天籁中。

王维常常独自一人藏进幽静的竹林里，
古琴一尾，时弹时啸，可能没有一个人听到，
也没有人明白了他内心的快乐。但是，他看看
头顶的青月，摸摸肩头温暖的清辉。此时此刻，
王维的心很静，耳朵很静，眼睛很静，他的心
也很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