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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之路，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从红色文物中汲取前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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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钊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贺捷生是
贺龙元帅的女儿，继《父亲的雪
山 母亲的草地》后，年逾八旬的
她再次出版纪实散文集《我们的
父辈血肉丰满》（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2020年1月出版），回望她的父
母、亲人和众多革命先辈的红色
足迹，擘画出一代人为理想、为革

命事业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历
史画卷。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
他们心灵的颤动和情感的激越，
将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和反映他
们生命本质的细节挖掘出来，一
一呈现。

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的，无数革命先烈付出巨大牺牲
才迎来革命斗争的胜利。据新中
国成立之初的普查显示，从中国
共产党成立起，全国为革命牺牲
的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共有2100
万人。贺捷生长女贺来毅在老家
湖南桑植县整理的革命烈士名单
上看到，“光是贺氏家族有名有姓

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几百人；如
果算上远亲近邻，有好几千人。”
贺龙的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妹
妹贺满姑，在游击战争中被反动
派杀害；贺龙的堂弟贺锦斋和堂
侄贺桂如，分别于1928年、1929年
在战斗中牺牲；贺龙的妻弟蹇先
超，在红军长征时，因救战友而冻
死在雪山顶上……贺捷生出生18
天时，就跟随父亲踏上了长征路。

当看到贺龙将堂侄贺桂如的
遗体运回老家，跪倒在用奶水喂养
过他的堂嫂面前，声声泣血哭诉
时，当看到蹇先任背着年幼的贺捷
生，在风雪中恋恋不舍地向埋葬蹇

先超的雪堆告别时，才更明白作者
所说的“我们叱咤风云的光荣父
辈，无不血肉丰满，有着非常强烈
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在现实生
活中，他们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有
着自己的血肉之躯、爱恨情仇”。革
命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亲人乡邻
以“跟随常兄赴疆场”为荣，义无反
顾地跟随贺龙闹革命。

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事迹让
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红军是人民
的军队，各族同胞不断追随红军，
加入革命队伍中。老百姓以各种
方式支持给他们带来光明的部
队。在战争年代，革命队伍打土

豪、分田地，与群众同甘共苦；而
为保证前线部队作战，老百姓宁
愿吃糠咽菜，也要把手里不多的
粮食送给部队。新中国成立后，听
闻政府决定修建红二、六军团木
黄会师纪念碑，群众纷纷前来。一
位曾经的老游击队长，拄着拐杖，
自带干粮，赶来修建，一直到纪念
碑完工，才背着背篓回家。

通过大量感人的细节和悲壮
的故事，作者为读者展现了革命
志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恢弘革
命历史，描画出一代人为革命、为
追求新世界抛头颅洒热血、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

□钟 芳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借助
红色文物，能从侧面映照中国共
产党风雨砥砺的百年历史。《红色
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
版社 2021 年 5 月出版），秉承着

“以红色文物讲好党的故事”的宗
旨，精选建党百年来各重要历史
时期的数十件代表文物，以时间
为线索，以文物为载体，还原其历
史环境和背景，立体展现党由小
到大、从苦难到辉煌的成长历程。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
立。回顾百年峥嵘岁月，总有一种
精神感天动地，总有一种力量温暖

心扉。
翻开红色篇章，聆听红色故

事，穿过上海石库门那幽长的里
弄，凝视浙江嘉兴那艘红船，满怀
赤诚，去感受中国共产党人坚如
磐石的初心和使命。走进陕北窑
洞，素朴的木桌上，《论持久战》的
光辉篇章，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
的决心和信心。解放战争的隆隆
炮响，于震天动地中冲破旧世界
的黑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淮
海战役那一辆辆肩拉手扶的小推
车，满载着一袋袋支前的粮食，承
载的是人民对党的鱼水深情。新
中国成立前夕，几易其稿的五星
红旗设计稿，看似简约、质朴，却
意蕴深长地表达出全国各族人民
众志成城、共建美好家园的爱国
热忱。

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成

立后，无数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
下，激情勃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
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
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在包产到
户契约上按下的红手印依然那么
清晰，他们以“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豪情，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开拓雄心。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彰显，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湘西十八洞村社
员股金证等物件，如一幅幅生动剪
影，映照出共产党人的美好初心。
他们俯下身子，撸起袖子，扎根乡
村，秉承“不信东风唤不回”的扶贫
之志，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党
的“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的庄严承诺……
全书聚焦建党百年历史中极

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红色文物，
以讲故事的方式，诠释了这些文
物背后的深邃意蕴，揭示出“中国
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好”的历史逻辑，深刻
总结了党在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
设中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作
者以时间为经，以一件件饱含深
情的红色文物为纬，经纬交织，图
文结合，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
穿越时空的震撼力，瞬间拉近了
历史与文物、书本与读者之间的
距离。

当我们怀着对党的深深敬
意，展开这本思想隽永的党史读
物时，不但会被百年大党的永恒
魅力所折服，还会对那些历经风
雨的红色文物、红色遗迹心生崇

仰之情。赓续革命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透过一件件岁月深处的
红色文物，感受中共一大的惊心
动魄，李大钊的铁骨铮铮，红军长
征时的坚韧不拔，《论持久战》的
高屋建瓴，新中国成立的台前幕
后，改革开放的思想变革，奥林匹
克精神的中国诠释，脱贫攻坚的
矢志不渝……全书以润物细无声
的感召力，引导人们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红色文物暖人心，其中蕴含
的动人故事和深刻内涵都耐人寻
味。作为一部思想性、文学性、可
读性俱佳的党史教育读本，该书
在引导我们不忘初心的过程中，
亦会为我们干事创业增添不竭的
精神动力。

□刘 统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已
经人所共知，关于共产党早期组
织和中共一大的著作已经出了很
多，还能写出什么新意呢？在构
思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
版）选题大纲时，我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孤立和偶然
的，而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产物。
要想写清楚其诞生，必须将其放
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去研究和
探讨。

我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寻
路”的过程，就写 20 世纪前三十
年的中国历史。庚子赔款，把中
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使得中
国的仁人志士都要推翻它。于是
就有了愤青和刺客，就有了革
命党一次次的起义。今天看起来
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
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军

队的政权吗？但这些革命者真
的是一腔热血，明知要牺牲，也
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更
多人的响应，终于推翻了封建
王朝。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经历
了幼年、青年和壮年，也是一个从
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从理论宣传
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
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
远多于胜利。在血与火的实践中，
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
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古田会
议的经历，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一
条正确的道路。

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
到真实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
历史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
凭空而降的。探索中华民族的复
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
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
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
积累而成的。

有了思路和构想，怎么在一
本书中体现呢？

第一，历史要写得真实生
动，让人读得进去，就要有故事。
历史不是枯燥的教条，而是鲜活
的、生动的，是一个个历史人物

和事件组成的。要真实地反映历
史，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资料，从
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记录中去
挖掘。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烟
海，怎么选择，取决于你的洞察
力。研究历史有两种方式：一个
是知道了结果后，再去总结提
高，上升为理论，我把它称为“事
后诸葛亮”；一个是站在历史现
场，感同身受地还原当年的场
景，我就是要追求这样的效果。
应该说，当年的革命党、知识青
年都是很单纯的，一腔热血就干
起来，谁去考虑那么多的后果
呢？如果都是老谋深算，就没有
那些英雄烈士的壮举了。

要真实地再现历史，不但要
读档案和原始资料，还要实地考
察。这些年，历史考察引起了我极
大的兴趣。许多事情不到现场，就
没有真实深刻的感受。我到湖南
浏阳，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
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
走到瑞金大柏地，才能感受什么
叫“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
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才
能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
大落。在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写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他在

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却在考虑中
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道路，由
衷佩服伟人的胸怀。这些感受，都
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

同样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
追求原始版本。在历史研究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读
的《毛泽东选集》是经过编辑审
定的，与当年发表时的原始状态
有些差别。日本学者竹内实编辑
的《毛泽东集》收录的是原始版
本，然后在上面做标记，让你一
看就知道删去了哪些内容。但是
这些删去的“不成熟”内容，都是
一些具体的事情。对了解当年的
历史非常有价值。我在写井冈山
这段时，基本上引用了原版，表
现了初期革命探索逐渐成熟的
过程。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靠历史档
案。许多档案整理者的辛勤劳动
为我提供了方便。

第二，历史要写活，就是要把
人物写活。20世纪初期的历史之
所以生动，就是因为当年的人物
极有个性。我一向反对把历史人
物人为地拔高，给他们涂上一层
层的油彩，把一个活人变成僵化
的偶像。真实地再现他们的一举

一动，还原他们的真性情、真面
貌，是本书追求的效果。任何人
物，都不是单一的；他们的经历和
思想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是立体
的。有正面就有反面，有优点就有
缺陷，问题是他们的优点在历史
上发挥过先进作用，还是缺点起
到过负面作用。

所以，看人看问题能全面，
也就多了理解和宽容。有些事情
就是突然发生的，火烧赵家楼，
不就是青年学生临时干起来了
吗？几个人一合计，《新青年》
不就办起来了吗？当年共产党人
起义的时候，谁有经验和谋划
呢？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
有二是二。然而这些个案综合起
来，就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把这些真实的细节写出来，读者
看了才觉得可信。

这本书是献给那些为中华民
族的复兴奋斗过、牺牲过的革命
先烈。想想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
如果不去当革命党，不去拿起枪
杆，也可能是学者，是成功人士。
可是他们凭着血气方刚，怀着一
种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献出
了生命。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才
是他们的人生价值。

“世纪之问”的理性思考

□张芬之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
源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
是一部革故鼎新的创新史。《百年
大党何以引领新时代》（红旗出版
社2021年5月出版）一书，以新颖
独特的视角、准确生动的语言、深
入浅出的道理，全面而又深刻地
回答了世纪之问“百年大党何以
引领新时代”这一重大理论课题，
是一部集思想性、学术性、前瞻性

于一体的创新之作。
以史料文献为舟，以思想为

帆。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
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上，世人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
何以历经百年风雨不断发展壮大？
作者在依据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
上，结合自身研究成果，通过回顾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得
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引领新
时代”的成功秘诀，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锐意创新的成功经验和新时
代开展创新的生动实践，回望了百
年大党的创新历程，彰显了百年大
党的创新魅力，从中可以看出作者
独特的观察能力、深厚的理论功

底、新颖的思想观点，给读者以独
到的启示和思考。

学术性较强。作者从纷繁复
杂的文献史料中提取精华，通过
深入研究和梳理，以总论作统领，
以各章作佐证，生动地勾勒出百
年大党的光辉形象，鲜明地展现
出党的为民情怀和勇于担当使命
的风范。总论下分四部分，依次从
理论、制度、道路、文化方面，以精
炼深刻的文字，阐述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和成功奥秘，让读者
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又是怎样历经艰苦奋
斗，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才
取得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正如在理论创新部分所阐述
的那样，百年党史是一部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
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
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
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
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
论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具有与
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
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时代之
先声、开历史之先河，不断从新的
实际出发，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
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
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条根
本经验。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古人说：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
可则决之。”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
为镜、以史明志，了解党团结带领
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
和根本成就，认清当代中国所处
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把苦
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
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为此，
作者在总结党的成功经验时，深
情展望未来，告知人们百年大党
何以永葆青春并继续引领新时
代。当前，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
一些标识性话语展现出强大的真
理魅力和实践伟力。面向未来，无
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始终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为增进人类共
同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

用细节书写革命者丰富的内心世界

该书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不自满、守
正出新，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刀刃向内、刮骨疗
毒，立党为公、严以修
身，制度治党、常抓不
懈，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七个方面阐述中国共产
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
及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

的实践要求，汇集了党的自我革命史上具
有典型性的100个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
呈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和
辉煌成就，揭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的保鲜
秘方和不竭动力，展现党的实践创造，总
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启示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
命，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立正确党史观。

该书系选
取了建党以来
16 个 具 有 代
表性的儿童个
体或群体，以
儿童的视角、
专业的创作，
通过这些红孩

子、小英雄、好少年敢于战斗、勇于担
当、富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的感人故
事，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儿童的认知能
力与审美情趣进行巧妙对接，在小叙事
中完成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大叙事，
充分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以及在各个历史
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16 部作品文
图结合，展现波澜壮阔的变革与发展的
时代画卷，弘扬爱党爱国的主旋律。

该书分为上下册。
上册主要介绍 1921 年
至 1978 年的中国共产
党历史；下册主要介绍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历史。作者
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把
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
与党史学界的新史料

和新成果紧密结合，把学习中国共产党
历史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贯通起来，全方位多角度介绍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
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系统回答
了一些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热
点难点问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
要人物，详细阐述了党的光荣传统、宝
贵经验和伟大成就。

该书是一部阐述和
弘扬中国共产党人治家
之道的家风普及读物，
精选建党以来 20 名优
秀共产党人，着眼他们
的优良家风、家训、家
教，提炼家风条目，讲
述家风故事。在人物选
择上，注重选取家风材
料丰富、家规家教鲜明
的共产党人，体现了红

色家风的一脉相承；在内容上，以人物
为主线，着眼于现实指导性，梳理提炼
人物学习立志、律己修身、尽孝尽责、
艰苦朴素、忠党爱国等特色家风家教条
目，结合其家书、家训和家庭生活，讲
述感人的家风故事。对于以家风正面引
导促社风、正民风，传承红色文化基
因，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
极的意义。

《我们的父辈血肉丰满》

《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

《百年大党何以引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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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籍里探寻百年大党的制胜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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