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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4■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文丰安

杜甫在《春望》中的一句“家书抵万金”表
达了盼望家中亲人消息的迫切心情，家书能
让人共鸣，因而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家书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
字里行间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优秀的价值
理念，同样是文字书写，家书更具个体生命与
情感的真切性。而红岩烈士的英雄事迹，大
家都已耳熟能详，红岩精神作为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数仁人志士在
重庆的革命岁月中所孕育形成的革命文化。

那么，当红岩烈士们用热血和生命写就
的家书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又会有着怎样的
精神特质和价值指向呢？

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红岩家书》一书，
选取了车耀先、苟悦彬、韩子重等20位红岩英
烈在狱中、就义前写给亲人、同志的信，留给
亲人的话，这些家书、话语，是红岩英烈们真
情实感的流露，是烈士们向死而生的绝笔、力
透纸背的寄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革命烈士
的家国情怀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我们探
寻烈士们的精神世界洞开了窗口。

《红岩家书》，书写的是革命烈士对父母
的愧疚之心。百善孝为先，而在那个战乱年
代，红岩烈士们面对衰败的祖国、黑暗的社
会，毅然投身革命舍小家，对共产主义事业信
仰坚定、甘洒热血，只有以身报国，难以返里
孝家。共产党员许晓轩在给胞兄的信中说
道：“想到母亲，我也很觉有罪……”自知回家
艰难，他请求胞兄“请继续替我多尽一些责
任”。共产党员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开篇
便说：“儿不肖，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
复不克分持家计。”但心怀“为天地存正气，为

个人全人格”的使命感，他告诉父亲“然儿为
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
致不能事亲养老，终其天年”。希望父亲能够
理解自己。

《红岩家书》，书写的是革命烈士对子女的
舐犊之情。我们常说，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
物，共产党人也同样有对子女的挚爱，但他们
更胸怀着一份大爱，这是一种救世的情怀和信
仰。共产党员车耀先被捕入狱后，时常挂念儿
女的成长，在其没能完成的《自传》的自序中，
告诉子女要“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
……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短短
的文字，透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家
国情怀，以及一个革命者对子女的殷殷嘱托。
共产党员江竹筠，也是我们熟悉的“江姐”，现
在的红岩革命纪念馆中保存有她写给谭竹安
的七封信，每封都提到对儿子的抚养教育。“孩
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假若
不幸的话……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
新中国为志。”这不仅是江姐对自己的儿子，也
是革命者对下一代的要求和希望。

《红岩家书》，书写的是革命烈士对爱人的
雎鸠之恋。在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的革命年代，书信虽远，却是他们唯一的情
感联络。革命者的爱情，感天动地。共产党员
张学云狱中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要在思念
中损毁健康，没有健康就没有力量渡到目的
地。”这是一封充满革命激情、充满对未来憧憬
的情书。张学云先后寄送的28封情书，见证
了一对革命夫妻对生命、对人生价值的选择。
共产党员钟奇，被抓捕时刚结婚仅仅三个月，
他的遗书中写道：“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
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他希望自己
的妻子在自己牺牲后，不要活在痛苦的记忆
中，要重新组建家庭。革命者愿意天下人都获
得幸福，这是一种挚爱之中的至情至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时代要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这
一封封红岩烈士们的家书，体现出共产党人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红岩家书》
可以说是一部传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
的好教材。学习党史，阅读《红岩家书》是重
要的一课。

从家书中感悟精神力量
——阅读《红岩家书》是学习党史重要一课

□王东京 张宗益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重要历史时刻，
我们以历史的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现代化
道路中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能够更深刻地
感悟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历史抉择，
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历史觉醒。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和
精神品格的时代呈现。纵观一部中国共产党
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革命史。为了实现人类
美好社会的目标，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
人民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卓绝，砥砺前行，实现
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
革。这一壮美的历史画卷，展示的是中国共产
党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同时又勇于进行自
我革命的非凡过程。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
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改
革开放就其任务、性质、前途而言，贯穿于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全过程，既是对具
有深远历史渊源、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华民族充
满变革和开放精神的自然传承，更是中国共产
党人内在的革命气质和精神品格的时代呈现，
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始终保持这种革命精神，不

断激发改革开放精神，在持续革命中担起执政
使命，在长期执政中实现革命伟业，引领中华
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

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愿景的
必然选择和强大动力。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
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
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
飞跃，实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开辟中国特
色思想道路的伟大飞跃，都是致力于探索中国
的现代化道路。

改革开放，坚决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
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孕育了我们党从理
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走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
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的各种问题贡献了中国实践和中国智慧。
党的十九大形成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
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战略安排，改革开放依然是实现中国现
代化发展愿景的必然选择和前行动力，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强音。

改革开放是顺应变革大势集中力量办好
自己的事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前，我们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
水。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
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进入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逻辑，站在新的历史
方位的改革开放面临着更加紧迫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发展阶段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
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改革呈现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新局
面，要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着力重大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开放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要着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断推动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从根本宗旨、问题
导向、忧患意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以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全局
高度积极推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
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集中力量
办好自己的事，通过深化改革打通经济循环过
程中的堵点、断点、瘀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
济整体效能；通过深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
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
和竞争的新优势。

由上观之，改革开放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精
神，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革命精神，我们才会
有清醒的历史自觉和开辟前进道路的勇气；其
次体现的是一种方略，蕴藏其中的就是鲜明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会不断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再次体现的是着
眼现实，必须始终从实际出发着力解决好自己
的问题。概而言之，改革开放既是方法论，更
是实践论，这正是其时代价值所在，也是其永
恒魅力所在。

《改革开放新实践丛书》编委会邀请组织
了一批学有所长、思想敏锐的中青年专家学
者，围绕长三角一体化等 11 个选题，贯穿历
史和现实，兼具理论与实际，较好阐释了新
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价值、丰硕成果和实践
路径，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新实践新图景
的生动展示，是基于百年党史背景下对改革
开放时代价值的新叙事新表达。这是难能可
贵的，也是学者和出版人献给党的二十大的
最好礼物。
（本文系《改革开放新实践丛书》总序，有删改）

以历史视角认识改革开放的时代价值

□蒋登科

从书稿、校样到图书，从平装到精装，从
第一次印刷到第五次印刷，我已经记不得是
第几次阅读这部报告文学了。不过，当我再
次捧起郭久麟先生的《袁隆平传》时，我的心
情依然不能平静，这可能与我的经历和它的
特殊缘分有一定关系。

袁隆平先生是西南大学的杰出校友之
一，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被喻为“杂交水稻之父”，还获得了“共和国
勋章”。作为西南大学的学生，后来又成为
该校教师，我一直以拥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
校友而感到自豪。

我是农民的后代，对于土地、粮食有着
特殊的感情与记忆。在我小时候，家乡的山
区非常贫穷，很多乡亲辛苦一年，连饭都吃
不饱。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粮食的品种不好，产量低。乡亲们播下的
很多种子都是自家收获后留存的。后来有
了杂交水稻，产量一下子翻倍了，我看到了
乡亲们脸上露出的笑容。我记得，当时的家
乡还有专门培植杂交水稻种子的区域，程序
非常复杂，但因为有收成，大家似乎对这种
程序并没有多少怨言。我还跟着父亲去制
种的地方看过，水稻的公本、母本高一列低
一列地种植在水田里，有人用专门的农具为
稻谷授粉，甚觉新奇。在不长的时间里，乡
亲们都知道了一个叫袁隆平的专家，甚至在
报纸上见到了他那农民一般的模样。我听
到大家对这个专家赞不绝口，说他救了大家
的命，很了不起。当时的农村比较封闭，农
民不一定对整个社会了解多少，但他们关注
着和自己相关的科学家，并对他充满敬意。
这是一种朴实而真实的感情。

我和作者郭久麟先生认识30多年了，他

很勤奋，创作了多部报告文学，还从事报告
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我到西南大学出版
社工作之后，接受的第一部终审书稿就是他
的《袁隆平传》。这是出版社策划的重点图
书之一，是向校庆献礼的书，也是向袁隆平
先生致敬的书。选题策划之后，为了获得更
准确、完整、直观的资料，出版社协调作者访
问袁先生的科研基地，采访袁先生和他的科
研团队，协助作者查阅了相关文献。我们对
书稿的要求是，在读者已经了解袁先生故事
的前提下，必须写出他的丰富，推出一本让
人信服和喜爱的图书。我们在最初的书稿
中确实发现了一些史料问题、表述问题，除
了和作者直接交流之外，还通过多种途径查
阅了相关档案、资料，咨询了相关专家，使这
些问题得到了有效处理。

我记得，《袁隆平传》的首发式是2016年
西南大学建校110周年的专题活动之一，袁
先生亲自参加了仪式，向相关单位、青年学
生捐赠了样书，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在我
的记忆中，袁先生来到光大礼堂的时候，整
个广场挤满了学校的师生，很多人都想见一
见他的真容。作为一个编辑，能够参与这样
的活动，我感到很荣幸，同样也感受到了袁
先生带给我们的启示：年轻学子崇拜科学
家，是社会的进步，是教育的成功。

《袁隆平传》共十八章，将袁隆平的一生
分为多个时段，以第二人称的方式，记录了
袁先生从出生以来的人生经历，涉及到学
习、生活、家庭、工作、科研、成就、影响等众
多方面。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作家与传主
对话，读起来亲切、自然。而每个部分所记
述的故事、事件甚至一些细节，在勾勒出袁
隆平的人生阅历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揭
示了他的内在精神。这两个方面是互动的，
更是一体的，他在每个时段的言行是他的内
在精神的现实化，而这些言行又不断丰富、
强化着他的精神世界，引领着他的成功之
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一个执着的人，一个谦虚的人，一个有理想
的人，一个胸怀天下的人，一个面对挫折而
不言放弃的人，一个奋斗不止的人。他的成
就和这些品质有关，而他的品质又蕴含在具
体的言行中。

在作者的娓娓叙述中，袁隆平经历的每
一件事情似乎都很平凡，和我们普通人并没
有多少差别。他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他的
学业并不是每一科都很优秀，有些学科的成
绩很一般；他爱护学生，关注学生的成长；他

喜欢交朋友，对朋友坦诚相待；他有很强的家
庭意识，关爱妻子，对子女要求很严，但又尊
重他们的人生选择；他也有常人的烦恼，无论
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可能会遇到曲折，但他有
时会通过写诗的方式来排遣烦忧或者警醒自
己；他极为执着，只要是认准的人生目标，即
使面对再大的困难，他也不会放弃；成功之
后，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又确定了新的
目标……袁先生的人生追求，恰如他为郭久
麟先生的题诗所说：“山外青山楼外楼，科学
探秘永不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
头。”正因为这样，他研究的杂交水稻在品质、
产量、种植方式等方面，才不断得到改进，越
来越适合更多的地方种植，才有了超级稻、海
水稻等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印象中的袁隆平先生和我们距离很远，
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受到世人的景仰，而我
们只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是，读完《袁
隆平传》，他好像距离我们又很近，恰似身边
的一个长者、老师甚至是可以谈心的朋友。
袁先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甚至他遇到的曲
折、烦恼，在一点一点分解之后，和我们每个
人面临的诸多问题是相通的，而他的处理方
式就因此具有了特殊的启发作用，我们可以
借鉴他的人生态度、价值追求来解决我们在
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类似问题。这样，袁先
生就以精神的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引
领者，成为我们阅读之后的敞亮光束。我们
甚至也可以像袁先生一样，做好每一件平凡
的小事。而当我们在多年之后回望自己的
人生之路，就会发现，这些小事积累起来之
后，我们的人生似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有
了不小的收获，甚至在从平凡朝着不凡的方
向行进着。

别人的人生和道路是不可复制的，我们
面临的时代、从事的职业、主攻的领域不可能
和袁隆平一样。不过，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
从事什么工作，成功者身上体现出来的一些
优秀的人格力量与精神品质都具有相通性。
袁隆平的人生与奋斗所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
种优秀的品质。在我看来，这就是榜样的力
量，精神的力量，也是阅读的力量。每个胸怀
梦想的人，都需要这些力量的加持；只要多了
解袁隆平这样的成功者的成功之路，我们就
能够或多或少地获得这种加持。

这就是创作、出版这部“为我们敬仰的
高贵者立传”（作家何建明序言）的报告文学
的初衷，也是作为读者的我希望更多的读者
能够从中获得的启迪。

人生路漫漫，如何在平凡中创造不凡
——重读《袁隆平传》札记

□本报记者 赵欣

“写作这组文章的日子，我每天都与那些
有毒的药草‘对视’，她们是鲜活跳跃的精灵，
潇洒恣肆，怀着赤子之心，将毒性、功效、形

态、历史、文化等缀满我笔端，飘盈在字里行
间……她们是我挚爱的百草儿，给予我们关
怀和警示，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跟她们的相
处之道。”

近日，作家管弦在电话里这样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她的声音明亮又温婉，带着湖南
味的普通话里洋溢着浓烈的情感。那些“挚
爱的百草儿”凝结成的文字被管弦精心整理，
收入了新书《毒草芬芳》中。该书由重庆出版
社推出，今年8月荣获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银奖。
作者通过《踟蹰的脚步》《曼陀罗之舞》

《毒箭木魅影》《颠茄的光彩》《含羞草密码》
五个富有诗意的主题，按毒性大小、作用、
特征、品种略作分类，带来了 50 个关于毒
草的故事。比如，毒药榜上赫赫有名的钩
吻出现在作者笔下。“钩吻是学名，取‘入口
则钩人喉吻”之意，也叫烂肠草。”管弦叹口
气，“据传尝百草的炎帝神农就是在试吃钩
吻时中毒，来不及吃下解药而死；战国时的

韩非惨死于同窗李斯之手，也归咎于钩
吻。”

这些毒草的故事光是听听就令人后背
发凉，为何书名还叫做“芬芳”？管弦认真地
解释道：“书中的毒草，有的全株有毒，有的
部分有毒，有的只是有毒副作用。毒草可以
害人，也可以救人，关键是人怎么用。对于
普通人来说，对于这样的毒草，能做的就是
识得、懂得、善待。让人趋利避害，为我们的
健康保驾护航，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

要目的。”
“关键是找准与毒草的相处之道。”她

耐心地说，“以马钱子为例，只要炮制得法，
使用得当，其实可以治疗很多疾病。比如
通络止痛、散结消肿等症。再如钩吻，可以

‘破癥积，除脚膝痹痛，四肢拘挛，恶疮疥
虫’。”

为了写作《毒草芬芳》，她甚至学祖师爷
神农氏，亲自尝试了书中的近一半微毒、轻
毒的毒草，而为了了解书中的剧毒毒草，多
年来她还坚持去乡村诊所服务和调查，接触
了大量的医生和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个案，
还对毒草的踪迹进行了实地探勘，历经6年
打磨，新书终得以问世。“我希望文字与草木
的每一次遇见都带着温暖，永远散发着芬
芳。”管弦说。

希望文字与草木的遇见都带着温暖
——作者管弦谈百草故事

渝 版 书 架

新书简介
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开放新

实践丛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的
伟大实践，包括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
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创新驱动
发展、中国城市群、国家级新区等11卷。

丛书以新时代改革开放史为策划主
线，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新实践为
选题内容，关注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聚焦新实践，及
时总结新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再以实践
作用于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好中国发
展故事，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不断深
化前进提供智力支持。

【对话作者】

电子书、有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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