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是《为人民服务》发表 80 周
年。温习这一伟大光辉文献、旷世精典美
文，意义重大。

从写作背景看，一是文章写于抗日
战争胜利和党的七大隆重召开前和党的
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际。从 1944年 5月
21日一直到 1945年 4月 20日间断召开
的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形成我们
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研究城市工作，讨论重庆谈
判，筹备党的七大等。1945年 4月 23日
至 6月 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党史上具
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首次写进
七大党章。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二是
年仅 29岁的张思德最大官职是班长，平
凡中孕育伟大。长征中响应党组织“尝
百草”号召，自告奋勇试尝各种野菜，把
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带给他
人；多次负伤后仍能强忍剧痛，冲入敌
阵，缴获过两挺机枪，人称“小老虎”。延
安当时没有车马等交通工具，张思德靠
双脚完成所有送信任务。遇上下雨天，
先把信件夹在两只鞋中，然后揣在怀里，
跋山涉水，风雨兼程，确保万无一失。特
别在陕甘宁边区最为艰苦的时期，张思
德主动请辞不当班长，不计名利地位，从
不拈轻怕重，党组织和上级领导叫干什
么他就干什么，总是兢兢业业、尽职尽
责，真正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为解决中央机关和首长们冬天取暖问
题，张思德辞别毛主席，带领战士们在安
塞区石峡峪的深山里执行烧木炭任务，
烟熏火燎从不叫苦，想方设法提高效率，
烧木炭的技术成为“军中一绝”。三是毛
主席落泪。当毛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得
知张思德不幸牺牲后，心情特别沉重。
他说：“前线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后
方生产劳动死人是不应该的！”随后作出
三条指示：“第一，把张思德遗体整理干
净，换一身新军装，派战士给他站岗；第
二，买一副棺材，将遗体运回延安；第三，

要给他开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毛主席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
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9月 8日，
中央警备团在枣园的一个土操场上，隆
重召开张思德追悼会。毛主席低头默哀
后缓步登台，即兴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
演讲。枣园附近的老百姓、中直机关的
干部、中央警备团的官兵一千多人自发
地采摘野花敬献。

从主要内涵看，一是简明扼要提出共
产党人的宗旨观。一个“完全”、一个“彻
底”，把共产党人的宗旨观说得明白清楚、
透彻到底。二是以泰山、鸿毛之喻解析无
产阶级的生死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的生死观是截然不同的。毛主席揭示了
共产党人应有的生死观，道出了衡量人的
生死价值尺度，“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
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
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三是妙
用逻辑论述共产党人的是非观。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
出，这是共产党人独具的广博胸怀和高尚
风范。为什么“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因为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正因为我们是为
人民服务的，所以就要不怕别人批评。四
是饱含深情告白共产党人的奋斗观。我
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努力建立了规模较
大的根据地，要提高勇气、不断奋斗，取得
全民族的解放。“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
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
的痛苦”，这种牺牲是值得的。五是赤子
之心折射共产党人的团结观。“今后我们
的队伍里，不论死了谁，是炊事员，是战
士，我们都要为他送葬，给他开追悼会，用
这种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
结起来。”并和共产党人的奋斗观相映照：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
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
相帮助。”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共同信仰之
下，同志们是没有高低贵贱等级之分的。

从时代价值看，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什么
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
试金石；为谁服务的问题，决定了一个政
党的性质；能否为人民服务，判断出一个
人思想境界的高低。二是把《为人民服
务》和《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简称“老
三篇”）联系起来。《愚公移山》是七大闭幕
词，要义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扬
愚公精神，争取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概
括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纪念白求恩》表达了对白求恩逝
世的深切悼念，高度赞扬其国际主义精神、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
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
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们要按照《为人民服务》确立的政治服务观，
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按照《纪念白求恩》规范
的思想道德观，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按照《愚
公移山》倡树的锐意进取观，解决应当具备什
么精神状态的问题。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一党的宗旨一脉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
永恒坚守的信念和准则，“坚持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
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人民的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成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
容，贯穿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
持”，把坚持人民至上置于首位。

从感悟启示看，一是逻辑推理典范。在
《为人民服务》中，逻辑的熟练运用达到无人企
及的高度，文中随处可见。比如，“‘人固有一
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
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
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
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
要重的。这是非常典型的“三段论”。二是旷
世精典美文。根据梁衡先生的观点，一篇美文
需要具备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形指状
物，用的是描写；事是事件，用的是记叙；情指
感情，用的是抒情；理指道理，用的是议论；典
是用典，笔下无典，其文必浅。《为人民服务》饱
含深情、夹叙夹议、点睛用典，五个要素的娴熟
运用，使其成为精典美文、不朽名篇。三是理
论普及读物。当年是即兴演讲，记录稿整理后
经毛泽东亲自过目、5次删改，从最初 1.5万字
精简到最后不计标点 688字。文章通俗而不
庸俗、简洁而不简单、平实而不平淡，同时结构
清晰、逻辑严密、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字字珠
玑，读起来既朗朗上口、明白晓畅，又蕴藉隽
永、耐人回味。四是语文课本精华。无论是

“加古文”的争论、“去鲁迅”的呼声，还是“重
阅读”的共鸣，《为人民服务》一直被保留，成为
语文教材的长青之树，可见其生命力。

在共产党人心目中，人民是天，没有比人
民更高大的，人民是地，没有比人民更厚重
的。80年来，《为人民服务》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全体中国
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作者单位：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伟大光辉文献
旷世精典美文

——赏读《为人民服务》
白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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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青木川》
以青木川匪首魏富堂的

传奇经历为主线，辅以冯
明、冯小羽、钟一山三条辅
线，笔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
汇中进进出出，既为作品增
添了丰富而饱满的艺术魅
力，又体现出作品在历史与
现实、人物性格、多种线索
与结构、时间与空间等各方
面的张力。同时，作者在作
品中对历史，对文化，对人
的尊重、追问，对人性的善
恶、历史的功过等都进行了
看似不经意而着意的描写，
使作品具有相当的高度与
深度。

经典赏析

延安人书架

延安作家张如意编写的《陕北方
言的文学解读》由延安市方志办指
导，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搜集
部分陕北人口语中依旧活跃使用的
方言词汇，根据方言的词性特点，仿
效《尔雅》分25类目400多条词汇，通
过文学结合古籍的形式，用通俗易懂
的故事解释常用词汇，并找出正确的
本字、发音、场景、寓意，力求严谨，有
典籍依据，有古代字书支撑。

该书分门别类记录了一些词汇
的原始发音，找出一直误用的方言
本字，讲述了陕北地域即将湮灭的
民风习俗。行文风趣生动，思想接
地气，既有古老词汇恰到好处的使
用，又能被现代汉语使用者通读。

《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我家的小院坐落在大山脚下，前面是
一条宽阔的公路，公路下面有一条潺潺流
淌的小河，河对岸是一条新修的高速公路
和层恋叠嶂的大山。

小院里有高高的围墙和宽敞的大门，
还有一排大小不一的六孔旧石窑。院内窑
洞是用小石块和泥土筑成，从里到外没有
大块石，都是用小石片或平或立箍起来
的。其中三孔窑洞只有三米宽、三米高、六
米多深，弧度从窑腿高一米二开始，所以窑
洞很矮很暗；另外三孔窑洞稍微大点，比前
面三孔明亮宽敞。窑檐是小石板，门窗是
后来修的。这一排窑很整齐，历经沧桑和
风雨洗礼，仍坚如磐石，稳如泰山。

小院也有故事。院中右边三孔窑洞是
我曾祖父的，左边三孔是我堂曾祖父的，其
中一孔典当给他人。我曾祖父吸大烟，就把
三孔窑洞卖给了别人，年少的祖父无家可
归，被迫流落到百里外的黄河畔上的村庄里
揽工。我奶奶的前夫婚后不久病逝，后经人
介绍祖父被招进她家，生育三男两女，年迈
后他托儿带孙返回老家，安度晚年。

当时，小院里的窑洞是三家的，每家两
孔，住着六家人，我家两孔窑洞在中间。院
子是碎石头围墙，没有任何栅门。六孔窑
的中间有一道隔墙，留一个过道，各家的圈
落、草房都挤在门前。墙外烂石成堆，硷畔
上有三个厕所、三个猪圈，硷畔外又比院子
低一米多，是放柴摊，并有四五棵枣树，院
子也特别狭窄。

1978 年，我把相邻两孔窑洞买回，
1998年，我又把另外两孔窑洞买回，也算
是物归原主，实现了父辈们未了的心愿。

我们买回后，我跑车在外，妻子起早贪黑清
理石头、脏土，拆掉草房，挖掉旧墙，经过多
次返修和拉土回填，千辛万苦才打造成今
天的小院。虽然小院并不美丽，但它凝聚
着我们半生的心血和汗水。

窑洞虽简陋，但它依旧冬暖夏凉，自然
得体，落落大方，小院也显得格外素朴温馨。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争艳，我们给菜
园施肥深翻，然后分成小块，种上各种蔬
菜、玉米和黄豆等，让丰收的种子在这里生
根发芽。夏天，院中郁郁葱葱，绚丽多彩，
花儿飘香，蝶飞燕舞。秋天，走进小院，映
入眼帘的是柿子、黄瓜、茄子、辣椒……一
幅丰收的景象。冬天，银装素裹，白雪皑
皑，孩子们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充满
欢声笑语。

小院温馨舒适，幽静宜人。我们数代
人在此生活，也正是小院的清静和温馨，谁
也不愿离开。

清晨，推开窗户，淡淡的烟火味夹杂着
幽幽的泥土气息与花的清香迎面扑来，眼
前满目翠绿，生机勃勃；山上的雾如银纱轻
轻飘起，树上鸟儿叽叽喳喳，这不就是大自
然的馈赠吗？

傍晚，风儿习习，漫步在小院，大自然
的凉爽与宁静是如此的美好，让人感到舒
坦无忧，心旷神怡。

如今，村里大部分人都外出，在干净便
利的楼房里安了家，而我却不愿离去。“小院
幽幽映日斜，竹篱疏影绕芳华。”小院记载
着过往，传承着文化。我能有这样一个普普
通通、宽敞宁静的小院，过着粗茶淡饭的农
家生活，也很知足。

我家小院
董金川

夜间听课出来，大雾弥漫。晨雾，司
空见惯。夜间这样起雾，如此弥漫于天
地鲜见，欣欣然穿行其中。听课，缘于对
知识的需求，更像是一种对知识的瞭
望。大学校园，想了解学子们是如何求
知，于是近距离听一听、看一看，更想了
解的是那位讲师，怎样一步步走来，妙笔
生花，将一幕幕镜头呈现于笔端，成为响
当当的编剧与作家。

一切源于热爱与吃苦，功力就会不
请自来。浓雾里走着，前方大雾弥漫，似
乎一脚踏入，就可登临仙境漫步太空，如
此梦幻、如此科幻。学习书院山道灯在
浓雾里蜿蜒起伏忽隐忽现，映射出白雾
挟裹的深邃山体，心里有种步入云端的
冲动。

满屏的短视频，电影似乎步入幕后
了。一日，去影院，工作人员热情周到连
声说：“现在就开映，您俩的专场。”他俩
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急急地说：“那是多

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可以再等等。”工作
人员叹息：“非热播时段，观影人来，概率
很小。”是啊！收看的途径那么多，家庭
影院可以躺着卧着，吃着喝着，随心所欲
观看，就连手机小小一方屏幕都可以随
时随地收看大片。现在人，啥都不缺，唯
缺时间而已。快餐时代，信息狂轰滥炸，
冗长拖沓的剧情，不再耐着性子忍受
了。味同嚼蜡的物事，学会避让了。

雾里这样漫游着，思绪这样飘飞着，
浓雾翻卷着，大道林木行道隐入雾中，人
影也成了黑黑的移动的，怎么也看不见
的一竖，像是毛笔随意涂抹的一笔。另
外涂抹的几笔，是飞鸟扑棱棱的翅膀，滴
落的鸟鸣。穿越黑夜，还是穿越浓雾，走
着，似乎没路了。走着，曲曲折折，这黑
与白里，又显出一段路来，路灯像是一团
喝醉了酒的光晕。不，是梵高手执画笔，
刷了几圈葵花旋涡。梵高一定也历经过
这样的深夜迷雾，笔端才涌现出闪着光

焰的金色蓝色旋涡吧！
雾翻卷着迎面扑来，千万匹马蹄飞溅

烟尘四起，前方无穷无尽的雾涌来。雾失
楼台，还是楼台失于雾？十字路口驻足，大
道像是雾的河，涌动着奔腾着，跃入雾的
海。这海，无声的海浪翻卷着，天地间汹涌
着，无数匹白马向着浩瀚宇宙奔腾而去，白
成阵白成阵白成阵，无声无息漫无涯际。

雾气里，两点飞速移动的光，滴滴滴，
从大道飞驰而过。俩后生，戴着头盔骑着
摩托车，荧光衣上“代驾”俩字，红艳艳的，
很醒目，积极向上的状态，那么深地刻入她
脑海，生了根。雾的海，海的人。谁家孩子
穿云破雾在奔赴？谁家又舍得孩子，于夜
半风刀霜剑里寻活路？

她掏出手机：“看到俩外星宝宝，来地
球村代驾呢……”

“好大的雾！胡说啥呢，快往回走，外
面冷！”

呵呵，他不相信，就让他暂且不相信
吧。路灯光影里，落着一朵梧桐大叶子，
弯腰捡起来。叶子湿润润的，凝着雾滴，
盈盈亮亮，透着风声。走几步，又捡拾一
朵，拈在指尖，举着手臂，俩叶子一路击着
掌，一路奏着贝多芬交响乐。不是所有的
叶子，都是破碎的命运。枯，是一种不屈
与坚韧，一种金戈铁马铁骨铮铮的回响，
一种千疮百孔不倦的飞翔，每一滴血液都
是音符！心坎激荡着，眼眶湿润着，雾气
里漂移着，像是行走在茫茫宇宙纯净的外
太空。

不必说出风暴摧折。直到进家门，梧
桐叶子还在欢唱着，完整的叶片，小小的手
掌，像是一个奇迹。她把它俩，插进玻璃花
瓶里。失去夜雾浸润之后，它们成了梵高
卷曲的凝重的立体的燃烧的画。夜空里，
雾海浮出高楼一角如舟游弋，波涛翻涌。

飒飒枯叶，是雾的帆吗？

雾
陈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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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狗秋千架》是
莫言 20世纪 80年代写

作的 23篇短篇小说的合
集，这些短篇小说，故事
饱满、风格多样，既继承
了以《聊斋志异》为代表
的中国古典志怪小说的
传统，又融合了西方现代
主义小说的各种表现手
法；呈现的风格既有光怪
陆离、荒诞不经、充满黑
色幽默的一面，也有朴
实、善良、直率的一面。
体现了莫言对当时中国
乡村的观察与思考，既有
对亲情的赞美，也有对残
酷现实的挖掘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