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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寻西柏坡精神内涵
——聚焦《品读西柏坡》

回望历史 观照现实 □陈晋（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在场”的态度，

“出圈”的学术
——评王力平新作《水浒例话》

□桫 椤

近日，我省学者孙
万勇新作《品读西柏坡》
研讨会在革命圣地西柏
坡召开，省内外专家学
者围绕该书的艺术特
色、思想价值、现实意义
等展开深入讨论。

《品读西柏坡》是孙
万勇继《品读石家庄》之
后推出的又一新作。作
者以观照现实的人文情
怀，紧密结合理论与实
践，进行了深入思考，以
史为鉴，弘扬正气，针砭
时弊，激浊扬清，汲取振
聋发聩的历史镜鉴，揭
示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
西 柏 坡 精 神 的 现 实
意义。

西柏坡是西柏坡精
神的诞生地。关于西柏
坡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很
多，《品读西柏坡》如何
拓宽视野，从新的视角
和深层次特别是如何结
合新的历史条件去解
读，成为作者一直思考
并试图解决的问题。以
史明理，以史增信；多视
角、多层次地深度解读；
以史为鉴、以史力行，尽
可能地观照现实；尝试
创新写作手法，以品读
的风格布局行文、喻事
说理，尽可能用相对生
动活泼的笔法、讲故事
的形式，夹叙夹议，深入
浅出，增强可读性——
作者在写作中做出了突
破性的尝试，用细品慢
读的方法探寻西柏坡精
神内涵，生动诠释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所体现
的初心和使命。

专家认为，该书站
位高远，理论性、逻辑性
强，有思想有见识，资料
详实，细节生动，代入感
很强，是一部接地气、有
温度，叙事、抒情与政论
相结合的政治读物，具有
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品读西柏坡》是新近出版的一部优秀作
品，我为这本书作了序言。抛开序言，谈几点阅
读后的想法。

用故事解读西柏坡精神。该书写法有新意，
“品”字体现了作者的用心。作者将史论巧妙结
合，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对于同类题材的书籍，
有些要么是纪实，展现历史进程中的故事；要么
是理论，研究西柏坡精神。我们以往研究党的精
神，往往把比较好的精神一堆，哪个是主体，哪
个是本质，弄出一个哲学化的东西，反而效果不
好。《品读西柏坡》巧妙地将史论结合起来，用故
事解读西柏坡精神，视角新颖，站位独特。

透过历史对西柏坡精神进行提炼概括。作
者从史料角度，在对历史精心研究分析的基础
上，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用主标题对西柏坡精
神进行了概括。这种用概括西柏坡精神的框架
式书写，把西柏坡各个阶段的历史统领起来，再
现了历史的神貌。

从历史出发深刻观照现实。该书不只是写
给研究历史、研究西柏坡精神的人看，更多的是
给一般读者、继续在“赶考”路上的人看。作者把
历史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提出几个基本概念，即
各章的主标题，然后放到今天来对照，反思我们
做得怎么样，以后该怎么做。

深入挖掘诸多历史细节。比如对“来不及骄
傲”观点的梳理与挖掘，还有对“人民”一词的提
出与发扬。有些材料其他书籍引用的不多，作者
把这些材料融入书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符合时代要求。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就要读懂党的精神，回顾、总结历史，从
中获得启发感悟，寻求智慧力量，传承红色
基因。

中国共产党在 100 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
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
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

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
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其中，西柏坡精神产生于历史转折关头的
特质，使它与其他精神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作
者将其命名为“主动转折”。主动转折意味着衔
接得好，党的领导力、思想、理论各方面都较为
成熟。正因为衔接得好，我们才从一个胜利走向
另一个胜利，西柏坡精神体现了这种历史力量
和内涵。西柏坡精神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面
向未来。所谓面向未来，就是我们党的未来、国
家的未来。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党的领导人
在高兴之余还怀有淡淡的忧思，他们在着眼未
来。这种历史视野在西柏坡精神中得到很好体
现。在历史的转折处除了主动转折，还要明晰往
哪儿转，必须有面向未来的真知灼见和深刻的
历史认识。该书将这一转折书写得淋漓尽致，并
有所延伸。

作为一名从事文献纪录片创作的导演，我
看过不少关于西柏坡的书籍，但就史料价值、学
术价值、文献价值而言，《品读西柏坡》在同类题
材书籍中独具特色。该书以丰富生动的史料，揭
示西柏坡在中共党史中里程碑式的贡献，深入思
考中国共产党人破旧立新的历史性创举，从中品
读出西柏坡精神产生的历史意义、思想意义和历
史必然性，读来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动。

文如其人，该书体现了作者的三大人文
特质。

一、治学严谨。做学问须耐得住寂寞，甘于
坐冷板凳。从着手创作到出版，作者辛勤耕耘两

年多，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记载中，查找到诸多
鲜为人知的档案和故事，很多是第一次完整呈
现。不仅增强了故事性和可读性，也拓宽了该书
的广度。

二、善于提炼。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
上，没有被史料所困，陷入就事论事就史言史，
而是从史实中归纳、总结、升华。这一点从章节
的标题中不难看出，每一部分从内容到主题，都
是作者精心揣摩、认真提炼的结果。比如“敢于
斗争”“主动转折”“力戒骄傲”“拒腐防变”“立守
规矩”“善于学习”“民主建政”“谨慎探索”“不忘
初心”“继续‘赶考’”，把抽象的西柏坡精神具象

化，提高了该书的思想深度。
三、勤于思辨。诚如书名中的“品读”，作者

不仅读史、写史，更品史、悟史。他将中国共产党
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政党取得的经验教训，与
西柏坡时期发生的大事件做了对比，融入自己
的思考，达到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传播效果。铭
记历史是为了昭示未来，这无疑增加了该书的
温度。

《品读西柏坡》的出版发行，恰逢其时。今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学习教育正
在蓬勃展开，该书的出版为党史学习教育增添
了一部难能可贵的党史辅导读物。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进程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总结好这
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经验，找到
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精神密码，是我们当代共产
党人必须要做好的工作。孙万勇新作《品读西柏
坡》深入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伟
大实践和深厚历史，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在
这一时期成功的历史经验，高度总结了西柏坡
精神的深刻内涵，提出了借鉴西柏坡精神的方
法和途径，真正达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
党史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的要求，对于新时代我们继承和弘扬西柏坡
精神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全书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政治站位高。该书以中国共产党在西

柏坡时期的辉煌实践和西柏坡精神为主题，把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光辉历史全方位呈
现出来，在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中感悟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是一本契合时代主题，弘扬正能
量的好书。

第二，思想水平高。历史看似是由许多偶然
事件构成的综合体，但其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
性。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主流，抓
住并厘清社会发展的根本脉络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品读西柏坡》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下了很
大功夫，分析问题准确透彻，思想见解独特而深
刻。从历史的生动进程中，条分缕析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成功，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读来让人信
服。同时，这部著作在讲述历史中重视观照现
实，每章都有专门的部分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
出深刻见解，提升了著作的思想深度和高度。

第三，史料翔实。书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

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全部引自有据可查的
真实史料。如贺龙元帅关于陕甘宁、晋绥土改
工作向中央提交的检讨报告等，增加了该书的
分量。

第四，可读性强。该书语言鲜活，故事性强，
读起来颇为生动。全书由诸多精彩故事引发、编
缀而成，引人入胜，故事中蕴含着深刻道理，使
人在愉悦的阅读中又深受启示。

第五，布局谋篇有章法。该书的布局谋篇反
映了作者独具匠心的创作风格。该书一方面以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伟大实践的时间进程
为线索展开，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为阶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层层推进展开，一
环扣一环，让人们在阅读中容易理解，并抓住中
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伟大实践及西柏坡精
神的核心思想。

以理服人 以文化人 以情动人 □李春林（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在众多党史类图书中，《品读西柏坡》是一
部佳作，让我品出真味，读到真经，如入宝山，满
载而归。

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什么样的书才
是佳作？从古到今，写作大家给出了各种各样
的标准。桐城派给出的标准是，有义理、有考
据、有辞章。第一批办报人王韬、梁启超等人，
针对“桐城义法”的逐步僵化，适应新需求，开创
了报章体。好的报章体文章的标准，是半文半
白，平易畅达，笔端常带感情。半文半白是特定
时期的产物，但后两点不会过时。我认为，好文
章的标准，应该是“桐城义法”和报章体的结合，
即有义理、有考据、有辞章，平易畅达，笔端常带
感情。

《品读西柏坡》即符合这个标准，以理服人、
以文化人、以情动人。有义理，就是有思想、有

见识。该书将西柏坡精神的产生背景、内涵、核
心和意义讲得到位、深刻、透彻。有考据，就是
有材料、有论据。该书史论结合，以史为主，资
料翔实，细节生动，代入感强。有辞章，就是有
章法有文采。该书在“品读”二字上着眼着力，
做到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统一。作者善于
用讲故事的形式阐释大主题，用平实的语言讲
大道理，是高僧说平常话，深入浅出，面目可亲，
做到了平易畅达。同时，该书叙事、抒情与政论
相结合，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西柏坡、石家庄，以
及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挚爱。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把历史比喻为一
列火车。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列车的精彩都
在一节节车厢里，但往深里看，列车最精妙的
地方是在每节车厢之间的挂钩上。真正高明
的历史学家，既能写车厢，即写出每个历史阶

段的丰富多彩，更能写挂钩，即写出每个历史
阶段的联系和转折。把历史阶段之间联系和
转折准确表达出来，找出逻辑，得出规律，这才
是考量历史学家才学识趣的关键处。《品读西
柏坡》的最大价值，正是把历史逻辑和发展规
律写出来、写到位了，因此，这是一部极具纵深
感的政治读物。

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仅在
西柏坡办公不到一年时间，却在这里指挥了辽
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召开了
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

“两个务必”的号召。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
柏坡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该书
紧紧围绕“两个务必”和“赶考”心态进行叙述、
论证，反复品读，回味无穷。“品读西柏坡”就是
品读我们党百年奋斗所体现的初心使命。

经典名著是怎样变成
经典的？尽管众说纷纭，但
其基本流程当无大争议，
即在同代的传播和后世的
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或普
通或专业的读者加以理解
并阐释，并由此被注入新
的内涵和意义。中国人耳
熟能详的“四大名著”以及
世界文学史上的佳作均有
这样的特征。这也提示我
们，经典作品必须禁得住
历史的分析与评判，能在
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那里
获得新生命，从而才是不
朽的。

最近，文学评论家王
力平出版了新作《水浒例
话》（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
年 1 月出版），以独特的视
角和方法分析古典名著中
的敘事技巧，一方面鞭辟
入里分析小说的写法，向
读者传递文学创作和欣赏
的基本常识；另一方面，也
破解了原著情节上的诸多
奥 秘 ，使 人
有醍醐灌顶
之 感 。就 如
作者所主张
的 评 论 方
法 ，不 仅 揭
示隐含的情
节 逻 辑“ 是
什么”，还解
答 了“ 为 什
么”的问题。
因 此 ，这 部
书既是读者
提升文学素
养，学习评论和创作的进
阶教材，也是鉴赏《水浒
传》的必读书。

主题明确，说理透彻，
语言质朴生动，篇幅短小
精悍，是这部书在写作方
式上呈现出的鲜明特征。
在大量使用学术概念、论
证繁琐冗长的理论评论
著作大行其道的今天，能
保持这种写作风格殊为
不易。这不仅反映了作者
肯于面向读者说话的评
论态度，举重若轻的论述
更是凭借老练通达、炉火
纯青的学术修养才能做
到。在切入《水浒传》的角
度上，固然是将原著当作
阐述文学理论观点的例证
材料，但也从原著中拈取
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情节，
以窥一斑而见全豹、“云龙
见爪”的方法呈现出了小
说的叙事之美。值得注意
的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将
理论当作“刀俎”式的工
具，也没有将小说文本全
部当作“鱼肉”式的材料，
而是二者之间互为映照、
互相支撑，使普通读者能
领悟小说艺术的美感，而
对于写作者又能理解创作
技巧；使文学评论实现了
同时指导阅读和创作的作
用，真正将文学批评做成
了实践性的学问。书中，作
者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精
辟观点，比如通过鲁达的
行为和性格阐明古代文体
中的笔记和笔记小说之间
的区别；又如将“武松斗杀
西门庆”中夹叙夹议的手
法与西方布莱希特的“间
离”理论融通起来，讲述
古代说书人是如何演变
为现在小说中隐含叙述
者的，等等。由于借助例
证解说，再加上作者质朴
的文风，从中西文论资源
中旁征博引来的理论和
概念被“去魅”，变得通俗
易懂。正所谓大道至简，
显示的是一位资深评论
家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精
到的学术见解。

作者在《后记》中自言
这部书“不是关于《水浒
传》的系统性学术研究”，

而是以之为“例”的读书随
笔。恰是因为生机灵动的
随兴表达，才使字里行间
充满趣味——而这种趣味
不独在语言上，亦来自作
者的文学主张和价值的立
场，这是批评家风骨和性
情的体现。作者毫不隐讳
地对原著中的败笔和金圣
叹批点中的不当观点予以
批驳，前者如宋江遇九天
玄女受三卷天书，请神仙
来化解无法推进下去的情
节困境，是施耐庵的败笔

（《这三卷“天书”，必然有
用》）；后者如金氏对武松
追杀黄狗的“过度阐释”

（《一只大黄狗赶着吠》），
以及对宋江人物形象的矛
盾性缺乏充分理解（《飞也
似独自一个去了》）等。这
正是作者欣赏的鲁迅的批
评主张“批评必须坏处说
坏，好处说好”。此外，尽管
作者反对用今人观念倒解
古人心意，但书中亦不乏

对小说主题
进行的现代
性 思 考 ，例
如，对高衙内
霸凌林冲的
行径，作者一
语道破了高
俅的“双标”：

“林冲做良民
时，高衙内耍
流氓；林冲乱
了规矩时，高
太尉讲法度
了。”（《要缚

便缚，小人怎敢道地》）堪
称经典的评判。

尽管写作目的落脚在
文学评论上，而不在于对
原著的重读，但在讲解小
说情节上的奥妙之处时，
该书仍然有“经典阐释”的
功效，读罢颇有“发现”了
一部“新水浒”之感。水浒
故事的传奇性固然吸引
人，但作为“有意味”的形
式，其文本本身和叙事上
的可欣赏性丝毫不亚于故
事。作者以专业性的眼光
发现小说情节上的巧妙和
修辞中的机锋，并阐释其
中的“微言大义”，揭示出
了伏藏于其中但多被忽略
的关窍细节，为理解原著
提供了新思路。例如，鲁智
深打了镇关西、烧了瓦官
寺，为躲避官府缉拿而来
到东京大相国寺，被派去
看管菜园子。为何是去管
菜园子而不是别的？在作
者看来，这绝不是随意为
之，而是有着文化和叙事
上的深意（《二三十个泼
皮》）。再如，在梁山泊英雄
排座次之后，卢俊义做了
一个噩梦，梦见宋江乞求
朝廷招安，一百单八将都
被处斩了。为何是卢俊义
做梦而不是别人做梦？作
者详细剖析人物的经历和
性格之后得出了结论（《梦
中吓得魂不附体（一）》）。
在作者冷静、理性的辨析
中，我们得以看到原著中
故事情节的精巧排布，这
就是批评家的功绩；设若
没有这番分析，处处皆是
的“门道”恐怕会被忽略
掉。正是经过作者的精彩
阐释，我们重新领略了经
典名著的艺术魅力，这无
疑也推动了《水浒传》的研
究进展。

文学评论是鉴赏文学
作品的专业学问和方法，
需要专门的知识支撑，而
其本身也是被观照的对
象。在向读者普及文学知
识和提升文学鉴赏水平方
面，“用例说理”的《水浒例
话》既不囿于文本也不被
理论束缚，堪称既“在场”
又“出圈”的学术佳作。

她是一个对生命满怀热情的人，退休
那天还请来职业生涯规划师帮自己规划
日后的生活。她还想去讲课，去旅行，去写
作，但这一切都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而一
度陷入停滞。在母亲身患认知症，并逐步
发展到中期之后，陆晓娅陪护并记录下母
亲度过的最后12年的时光，35篇陪伴手记
集成了《给妈妈当妈妈》（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21 年 1 月出版）一书。作者希望通
过真实的记录，帮助更多人了解认知症，
更好地面对与思考衰老。

认知症是一种意识障碍。身患认知症
的老人，脑海里就像有个橡皮擦，不断擦
掉他们的记忆。他们首先是记性逐渐不
好，慢慢会失去读写能力，随之而来的还
有坏脾气，最后会丧失最基本的自理能
力。“患了认知症的人，实际上已经开始从
自己的生命中抽身，向这个世界挥手告
别，只是这个过程有时非常缓慢……”

目前，人类对认知症的认识还有限，照
顾认知症的亲人，“不光需要付出时间和精
力，还需要掌握很多知识和技巧”。传统的
孝道文化，决定了由子女给父母养老送终，
但因近年来，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当
父母80岁以上真正需要贴身照顾的时候，
子女往往也进入花甲之年，就算财力能跟
上，身体、心理却不一定能跟上。作者坦言，
在照顾妈妈之外，她仍想继续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她害怕与这个社会脱节，或者因为
长时间照顾认知症老人，而产生大量负面
情绪。记者出身的她，选择通过文字梳理情

绪，并逐渐发现了其中的价值。
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如何

为认知症患者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方式，怎
样做能使认知症患者“记住自己曾经被爱
过”。随着认知症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发
展，陪护模式也随之变化，从姐弟三人共同
努力居家陪护，到请住家保姆贴身照顾，再
到最后送妈妈去养老院。作者写下了他们
所做的各种努力，陪妈妈散步、聊天（即使
听不懂说什么，也要有所回应），教妈妈涂
色，用平板电脑画画，带她回老家吃家乡
菜，通过见老朋友不断拓展朋友圈。

这种努力并不容易，但作者没有过多
讲述其中的艰难，用煽情的方式倾诉母女
情深，而是着重记录了自己如何凭借自身
专业的心理学理论与技术，通过理解、接
纳、亲近、呵护与爱，去延缓病魔对母亲的
伤害，重建母女间身与心的沟通，修复母
女间曾存在的隔阂，抚平母亲童年的创
伤。她为母亲写的那首诗，情深意切：“那
是你的家吗老妈/如果物质湮灭了/爱就
获得了自由飞翔的力量/那就让我们一
起/回家吧，回家！”

送别父母，独自返程的路上必然会有
一些崎岖坎坷，比如我们也老了，有病痛，
有好友离开，某些时刻会感到孤独……但
作者相信，很多人走在返程的路上，其实
是用一种重返童年的状态去走的，“每天
早晨醒来他们依然会对大千世界感到好
奇，因好奇而去探索，因探索而去发现，因
发现而去创造”。

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 □祁刚利（河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

一部难能可贵的党史辅导读物 □郭西昌（纪录片导演）

最漫长的告别
——读《给妈妈当妈妈》

□夏 希

□肖 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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