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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同志出席

中央警卫团为张思德同志举办的追悼会，

并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为人民服

务》这篇光辉著作，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

党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

宗旨，是我们党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宣言

书，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中

开宗明义，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

务的政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人民

服务的武装集团。他指出：“我们的共

产 党 和 共 产 党 所 领 导 的 八 路 军 、新 四

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

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

利益工作的。”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

产党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作

出的庄严宣告。

1945 年 4 月 ，毛 泽 东 在《论 联 合 政

府》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

根本宗旨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论述。

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

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

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

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

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

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

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

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

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

高标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

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

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

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

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

合的产物。1848 年 2 月，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英国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代表

“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

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宣告共产

党人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

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

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 独 立 的 运 动 。”96 年 后 ，毛 泽 东 发 表

《为人民服务》，宣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重要思想来源于

《共产党宣言》，生长在中国大地，在中国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闪耀着真理的

光芒。

二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中，

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我党、我军

和全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同日

本帝国主义进行极其艰苦的生死决战

的历史背景下发表的，是在追悼为人民

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这个悲伤而又特

殊的情形下讲起的，是从对生命价值的

追问、人为谁而死这个沉重的话题上阐

述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人 生 观 价 值 观 的 。

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

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

迁的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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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正在受

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

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

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

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

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

服务的人生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

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青年

时期曾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

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

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

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

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

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

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

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站在解

放全人类的高度思考生死问题，把为人

民服务作为我们的生命寄托，随时准备

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这就是马克思

主义者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突出特点。

三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强调要把维

护和发展人民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

想和行为准则。

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

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

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

指 出 都 行 。 只 要 你 说 得 对 ，我 们 就 改

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

照你的办。”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进一步

强调：“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

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

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

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四年的经验

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

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

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

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

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他

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

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

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

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

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

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

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

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

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

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

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

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

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毛泽东阐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

立场，是与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一脉相

承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

政党进行革命斗争中，始终强调要坚持

真理和修正错误。巴黎公社失败后，马

克思深刻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强

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

家机器”，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

想。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继承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党和

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四

在《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号召全

党全军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共同的革

命事业，团结起来。

毛泽东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

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

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

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

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

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

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

成 绩 ，要 看 到 光 明 ，要 提 高 我 们 的 勇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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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强

调：“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

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

地团结起来。”“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

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

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

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

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

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

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

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

的中国建设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

出 了“ 全 世 界 无 产 者 ，联 合 起 来 ”的 号

召。毛泽东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团结起来，是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恩

格斯号召的具体诠释，是这一号召在中

国落实得最坚定、最生动的实践要求。

《为人民服务》这篇著作，教育和培

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教育和培育

了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重读这篇文

章，对我们牢记初心使命，矢志不移践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为人民服务的宣言书
—再读《为人民服务》

■陆振兴

发生于 1941 年 11 月 28 日的塘马

村（现位于江苏省溧阳市）战斗，是新四

军在皖南事变后经历的一次悲壮而又

惨烈的遭遇战。此战，不仅为我军树立

了殊死抗日、浴血奋战、以少胜多、以弱

胜强的光辉范例，更彰显了新四军指战

员不畏强敌、敢于亮剑、慨然赴难、宁死

不屈的血性精神，成为新四军军史和我

军战史上一次慷慨悲壮、荡气回肠的经

典战例。

刘志庆的长篇小说《血战塘马》（作

家出版社），既是浓墨重彩描写新四军

对日作战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追溯塘

马战斗的形象文字实录。这部作品告

诉读者，塘马村如同一匹烈焰升腾、刚

烈峻急的战马，从硝烟弥漫、枪弹如雨

的抗日战场飞驰而来，以桀骜不驯的英

俊身姿和深沉长啸的嘶鸣昭示后人：英

雄精神长存永驻，先烈忠魂气贯长虹。

1941 年 11 月 27 日深夜，日军第 15

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共计 3000 余人，对

驻扎有我党苏南区党委、苏南行政委员

会和新四军第 6 师第 16 旅旅部及后方

机关的塘马村进行合围。由于对敌情

出现严重误判，苏南区党政机关和部队

非作战人员转移不及，遭到日伪军的猖

狂进攻和严密包围。新四军第 6 师参

谋长兼第 16 旅旅长罗忠毅和旅政治委

员廖海涛率领 4 个连的兵力英勇抗击，

坚决阻击日伪军的连续进攻，不惜以生

命为代价掩护和保卫党政机关领导和

人员冲出包围。

长篇小说《血战塘马》以这一战斗

为背景，叙写了塘马外围战斗、血战王

家庄、坚守戴家桥、隐蔽突围等战斗场

面，塑造了以罗忠毅、廖海涛为代表的

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壮烈殉国的英雄

形象，讴歌了他们气壮山河、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礼赞了他们艰苦缔造苏南

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功绩。80 多年前，

新四军指战员在塘马村英勇阻击、奋起

御敌，用宝贵生命镌刻下熠熠生辉的红

色印迹。如今，新四军挥戈征战江南红

色沃土的英雄壮举，已成为塘马村挥之

不去的历史记忆与精神灵魂。作家刘

志庆回顾那段沉重的历史，重新审视那

场残酷的战斗，以独特视角描写历史人

物、解读历史真相、彰显民族大义。

作品主人公罗忠毅和廖海涛，一心

为了民族解放与自由，投入抗日战争的

巨流洪涛之中。在艰难困苦、孤悬敌后

的艰苦环境中，他们信念如磐，面对强

敌无所畏惧、向死而生，以鲜血和生命

书写了慷慨悲壮的英雄主义华章。他

们激昂的血性、坚毅的斗志、果敢的气

势，充溢于整部小说之中。罗忠毅、廖

海涛精神的高迈和灵魂的伟岸，给读者

以强烈的震撼。小说以展现崇高的革

命信念追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基

调，雄浑悲壮，震摄人心。

中国革命斗争史充分表明，革命斗

争过程始终充满牺牲和凶险，革命时局

经常遭受波折和损失，是在艰辛挫折中

艰难地向前发展。充分掌握历史资料，

是写好这部小说的重要基础。《血战塘

马》所运用的史料翔实丰富，但并不是

史料的堆砌。作者将丰富的史料融入

作品历史生活的图景和人物活动的场

景，发挥史料对细节和情节的支撑作

用，使小说的历史复杂性和故事情节的

曲折动人融为一体。

作者借助文献资料，对新四军官兵

血战塘马村这一英雄壮举的来龙去脉

进行了梳理再现。为了更好地塑造人

物、还原历史，作者采用三种人称复合

交替的叙事方法。这种叙事方法便于

抒发作者的心绪情感，能够拉近与读者

间的距离，使繁复的故事情节叙述杂而

不乱，也加强了作品内容的丰盈与厚

重。作者通过对人物、故事的细致描

写，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在读

者面前，让读者深刻感受到 80 多年前

那场惨烈的战斗，从而更加激发起对革

命先烈的崇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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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金
祥

10 年前，初识王运平时，她是《中国

出版》杂志社的编辑。如今，看到她新近

出版的诗集《遇见辽阔》（深圳出版社），

内心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书封上面有四

行诗句——“选择一个雨日，从小雨走进

大雨，看树那边的树，看日子后面的日

子”，一下子就把我带入诗的意境，让我

体会到诗意。四行诗句，营造诗意，直抵

人心，是让人感觉美好的诗。

诗集收录作者近年创作的诗歌 176

首，还有谢冕作序，刘亮程、曹文轩、白岩

松、李少君等人的品赏。这些诗篇，精短玲

珑，言简意赅，诗情弥漫，令人联想翩翩、回

味绵绵，美好的感觉和想象长久萦绕心间。

比如《忘却的土地》：“捡到去年秋日的

一片落叶，我把它带离坚硬的水泥路，放归

大地，无法归根了，也来不及化作第一拨春

泥，那些夏日里招摇的梦睡下了，世界安静

如初。”尽管有些遗憾，还是“放归大地”

了。作者借物抒情，品味人生遗憾，回忆纷

繁往事，让诗句有了悠远深沉的意境。

比如《随风而去》：“我想走进风里，

并随风而去，林海，群山，荒原，千里良

田。”诗语之美化作诗情之美，一念向往，

风光来仪，美好倏忽而至。

这些诗作如诉如歌，鲜活的意象、生

动的意境，全是在平白如话的词语组合

之间，情状微妙、描摹活泼，心境幽秘、镂

画真切，体现着优雅的诗语之美，也见得

到诗人的修为修养和经历阅历。

比如《凡生》：“一杯茶，半页书，一地

阳光如注；一缕风，三棵树，一念欢喜如

故。”诗人细心捕捉和体悟生活的美好，

再用诗语表现出了其豁达的心境。

经历阅历，不经意间就在诗语诗句

里留下痕迹。她的诗作，记述父母呵护、

少年成长、青年远行……这些本是日常

的生活，却在诗人笔下被赋予了美好的

诗意。可以想象，诗人在成长过程中有

了审美的伴随，便在平凡的生活里发现

了美，在诗作里书写美好。这大概就是

审美生活本真吧。

所以，读《遇见辽阔》，就能感受诗人

所表现的成长之美。这份美好，是将挫

折、磨难、痛苦、悲哀、烦恼、失意、怅惘等

都沉淀下来，化为善良、友爱、欢畅等世

间美好。当诗人为一份念想、一个物象、

一种意境所感动，自然挥洒，便成诗语。

比如《人间行》：“南来，北往，风起，帆行

无两；有声，无声，雨过，虹挂云上。”经见

过人间万象，片刻宁静，意蕴无穷。比如

《人间有宴》：“日晚，有宴，小菜二三，白

汤一盏，母亲碎碎念，小儿急急言，抬头

见，日落西山，晚霞满天。”一餐晚饭，人

间至味，浸染情感的浅显白话，勾画出诗

意盎然的家庭至欢。

在这本诗集里，朴素词语一经撷入

诗行，便释放着光彩。这一份才情，是拜

阅读积累所赐，也是拜经历阅历所赐。

用向往美好的眼光看世界，用体验美好

的心境走进日常生活，一字一句一诗语，

沉浸在经历阅历酝酿的充沛情感之中，

摹写即歌吟，歌吟便感人。

如此情状，读一读诗人放在诗集勒

口的《简介》，也还是诗：“我拿着拥有的

一切，又时常觉得两手空空；获得与失去

悄然轮回，爱与恨此消彼长；我们是不是

很像；所以，我的简介也是你的……”诚

挚的自我介绍能够引发读者的共情。日

常生活里发现美好，这样的生活方式就

是审美的生活。谢冕先生赞赏的“在清

浅中见沉郁，在简约中见繁复”，这本诗

集庶几近矣！

在生活里发现美好
■汪晓军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战

国时期赵国的赵括从小熟读兵书，自以

为天下无敌，后来赵括在战场上死搬兵

书上的条文，导致 40 多万赵军尽被歼

灭。《阅微草堂笔记》也记载过类似故

事，读书人刘羽冲偶然得到一部古代兵

书，伏案苦读一年后，便自称可以统率

十万大军，结果在实战中同样遭到像赵

括一样的惨败。

赵括和刘羽冲读书的故事告诉我

们，读书求知，陷进去而走不出来、读

死 书 而 不 会 活 用 ，是 读 书 者 的 大 忌 。

鲁迅先生说过：“读死书是害己，一开

口就害人。”产生读死书的原因，说到

底是不清楚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为

读书而读书，为炫耀而读书，为名利而

读书，这些都是读书中的小格局。此

类读书人，无论读多少书，掌握了多少

知识，一旦遇到实践问题，就会囿于框

框，败于本本。

读书时，我们既要走进作者的思想

观点，更要拥有独立的思考见解；在把

书中的观点和方法转化到实践中时，要

树立正确的知识输入观与输出观，与自

己的思维观点、生活阅历、工作经历等

结合起来，选择合适的书本知识用以指

导和服务实践。陆游说得好：“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里的

内容是前人或别人的知识总结积累，很

多知识并不一定能拿来就用。用书本

上的知识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书本上

的知识，互为检验才能学以致用。

毛泽东同志酷爱读书，并且是真

读、真学、真思考。在读《史记·高祖本

纪》时，他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通

过书中有关项羽的描述来作比较，认

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

的政治家”。读《通鉴纪事本末·石勒

寇河朔》时，他从谋士张宾详细分析时

局，帮助石勒定下攻取幽州过程，表示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在读《老子》

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时，

他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

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老一

辈革命家在怎样把书读活方面给我们

作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我们须认真学

习借鉴。

要想把书读活，就要力争做到“博

学 之 ，审 问 之 ，慎 思 之 ，明 辨 之 ，笃 行

之”。一要坚持有选择地读书。不能

满足于网络“碎片化”阅读，也不要当

读书界里的过客，要结合工作岗位、专

业 要 求 、使 命 担 当 ，多 读 一 些 拓 宽 视

野、增强本领的书，不断提升个人的能

力素质。二要有“攻书”的恒心。读书

需要下苦功夫、硬功夫，特别是对一些

读不懂、难读懂，但与使命任务紧密相

关的书，更要经常读、反复悟，绝不可

因为这类书读起来太费脑筋，读到一

半就弃之不理。三要努力做到学以致

用。读书最好的结果就是融会贯通、

知行合一。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定

会发现、探索、研究书中的内容，并且

善于用书中的知识服务工作实践、提

升工作质量。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把书读活，

考验着恒心和能力，检验着担当和追

求。革命军人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学习的目的是增强能打仗、打胜仗的本

领。因而，必须坚持读书为用、读书为

战、读书为胜的思想。把书读活了，书

本上的知识就能为自己拓宽视野、增强

信心、战胜对手增智增勇。

把书读活
■封晓蓓 张凤波

深阅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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