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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

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前，我们了解孔子的作

品有很多，孙晓飞所著的《千年孔子：商

周之战、春秋之乱与孔子之变》（团结出

版社），在众多相关作品中展现了自己

的独到之处。书中对传统文献和考古

新证进行深入释读，分析探讨了孔子思

想对春秋历史的深远影响，把孔子对中

华文明的贡献具体化，读罢颇有寻史探

迹、观史知人之感。

我们很多人对孔子生平的了解，源

于《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极高地推

崇了孔子的地位，也表达了对孔子真诚

的礼赞与景仰。他写道：“《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然而，敬之则尊以为圣，崇之则

奉以为神，很多学者也曾指出这篇传记

中有混乱、矛盾乃至神怪之处。孙晓飞

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证，还原史家

之曲笔，打破“异人、异相、异事、异能”

之虚幻，让我们得以窥见孔子更接近真

实的形象，即书中所记述的孔子，为尊，

为圣，亦为人。

“ 知 行 合 一 ”是 王 阳 明 心 学 的 关

键 ，其 理 念 可 以 追 溯 到 孔 子“ 学 以 致

用”的思想。孔子曾说：“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他反对空而无物的

说教，鼓励弟子在广阔的政治和社会

实践中，去体会“仁”的内涵与“君子”

的品格。在孙晓飞笔下，孔子的思想

体系与行为标准，通过“克己复礼”而

浑然融合在一起。他讲到，克己复礼

是君子践行天道的“双腿”，也是唯一

的 路 径 。 关 于 孔 子 的“ 出 世 ”与“ 入

世”，常有“孔子不仕”之论，郭象曾注

曰：“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不

免 有 无 思 无 虑 、玄 同 彼 我 的 玄 学 之

意 。 而 孙 晓 飞 则 在 深 刻 诠 释“ 尊 尊 ”

“亲亲”的基础上，讲道：“仕与不仕的

选择权不在王与君，而在君子”，从而

层层深入阐明君子“行道”的路径。

孔子的思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

但孔子本身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是相

互依存的。穿越千年，再现孔子的经历

和思想，是一个整体性的命题，不但要

塑造人物的形象，也要沉潜到历史的深

处，把伟大人物呈现在符合历史的刻度

上。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孙晓飞对中华

文明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因此，他在编

写此书时，在篇章布局和叙述风格上力

求史学的求真与严谨。他以宏大的叙

事背景，在“商周之战”与“春秋之乱”中

娓娓而道“孔子之变”，让读者在精确的

历史纪年中，领悟孔子超越时代的智慧

与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孙晓飞在讲述孔子

时，在部分章节中还采用了中西融汇的

视野。比如，他由春秋时代口述的传

统，联想到古希腊伟大的口述者荷马，

认为荷马与孔子同样是伟大的口述思

想家。书中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让读

者更深入地理解孔子所肩负的“口述文

化和思想的庄严使命”。

跟随书籍去追溯孔子的理想，就像

面对高山之巅激荡的层云，也像面对春

江暖夜静谧的圆月，让人真切感受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往事越千年，

古人今犹见。读《千年孔子：商周之战、

春秋之乱与孔子之变》，让我仿佛看到

穿越千古长夜的智慧之光。

寻史探迹 观史知人
■胡雅妮

1939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同志写

下《纪念白求恩》，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人生观，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白求

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做一个

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

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同志首

先介绍了白求恩为帮助中国人民抗击

日本侵略者而以身殉职的光辉人生，指

出白求恩精神就是国际主义和共产主

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

样。

白 求 恩 ，全 名 亨 利·诺 尔 曼·白 求

恩 ，1890 年 3 月 4 日 出 生 于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北 部 格 雷 文 赫 斯 特 一 个 牧 师

家 庭 。 1916 年 ，白 求 恩 毕 业 于 多 伦 多

大 学 医 学 院 ，从 事 临 床 医 学 研 究 和 医

疗 工 作 。 他 热 爱 救 死 扶 伤 的 医 疗 事

业 ，潜心学术研究 ，努力钻研业务 ，迅

速 成 长 为 一 位 著 名 的 胸 外 科 医 师 。

1935 年 11 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

党 。 1936 年 冬 ，他 志 愿 赴 西 班 牙 参 加

反 法 西 斯 斗 争 。 1938 年 3 月 31 日 ，白

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来到中国延安，投

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受到毛泽东

同志的亲切接见。来华后，他亲眼看到

中 国 人 民 在 毛 泽 东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在 极 其 残 酷 的 斗 争 环 境 中 ，在

极 其 艰 苦 的 物 质 条 件 下 ，以 大 无 畏 的

牺 牲 精 神 ，同 日 本 法 西 斯 侵 略 者 进 行

争 取 民 族 解 放 、捍 卫 国 家 尊 严 的 殊 死

搏 斗 ，亲 眼 看 到 中 国 的 敌 后 抗 战 取 得

的 伟 大 成 就 和 八 路 军 的 发 展 壮 大 ，对

中 国 抗 战 的 前 途 充 满 信 心 ，对 中 国 人

民 充 满 敬 意 。 在 晋 察 冀 边 区 工 作 期

间 ，他 带 着 战 地 医 疗 队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抢 救 伤 员 。 1939 年 ，白 求 恩 在 涞 源 摩

天 岭 战 斗 中 为 伤 员 做 手 术 时 ，左 手 中

指 被 手 术 刀 割 破 感 染 ，转 为 败 血 症 ，

经医治无效，于 11 月 12 日凌晨逝世。

惊 悉 白 求 恩 逝 世 的 噩 耗 ，毛 泽 东

同 志 十 分 悲 痛 。 1939 年 12 月 1 日 ，延

安各界举行白求恩追悼大会。毛泽东

题写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

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

热忱 。”当时 ，八路军政治部和卫生部

编纂《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毛泽东

应邀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文

中 ，毛 泽 东 高 度 赞 扬 白 求 恩 的 国 际 主

义 和 共 产 主 义 精 神 。 他 说 ，白 求 恩 为

了 帮 助 中 国 的 抗 日 战 争 ，不 远 万 里 来

到中国，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

毫 无 利 己 的 动 机 ，把 中 国 人 民 的 解 放

事 业 当 作 他 自 己 的 事 业 ，这 是 什 么 精

神 ？ 这 是 国 际 主 义 的 精 神 ，这 是 共 产

主 义 的 精 神 ，每 一 个 中 国 共 产 党 员 都

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 求 恩 来 华 工 作 ，和 中 国 人 民 并

肩战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树立了

一 个 光 辉 榜 样 。 白 求 恩 逝 世 的 时 候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已 经 全 面 爆 发 ，中 国

的抗日战争进入艰难阶段。国际形势

和 中 国 抗 战 形 势 的 发 展 ，迫 切 需 要 全

世 界 人 民 团 结 起 来 ，建 立 最 广 泛 的 国

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号

召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向 白 求 恩 学 习 ，践 行

他 的 国 际 主 义 精 神 ，为 争 取 抗 日 战 争

和 国 际 反 法 西 斯 斗 争 的 胜 利 英 勇 奋

斗。他说：“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

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

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

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

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

民 族 和 人 民 ，解 放 世 界 的 民 族 和 人

民 。 这 就 是 我 们 的 国 际 主 义 ，这 就 是

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

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二

毛泽东同志指出：“白求恩同志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

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

端 的 热 忱 。 每 个 共 产 党 员 都 要 学 习

他。”

对 工 作 极 端 负 责 ，是 白 求 恩 在 华

工 作 的 生 动 写 照 。 毛 泽 东 说 ：“ 白 求

恩 同 志 是 个 医 生 ，他 以 医 疗 为 职 业 ，

对 技 术 精 益 求 精 ；在 整 个 八 路 军 医 务

系统中 ，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从前

线 回 来 的 人 说 到 白 求 恩 ，没 有 一 个 不

佩 服 ，没 有 一 个 不 为 他 的 精 神 所 感

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

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到白求恩医

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毛泽东的

文章，饱含着对白求恩的由衷敬 意 ，是

对 白 求 恩 为 中 国 人 民 无 私 奉 献 实 际

行动的深情赞美。

白求恩离开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

抗 战 前 线 的 时 候 ，边 区 的 医 疗 状 况 非

常 艰 难 。 他 不 辞 辛 劳 ，夜 以 继 日 地 投

入救治伤病员和改进边区的医务工作

之中。他为边区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医

疗体制，创立了“特种外科实习学校”，

培养了一大批医务人员。在从事繁重

的临床工作同时，他还撰写了《游击战

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场

治疗技术》等教材，对在根据地普及医

务 知 识 、提 高 医 疗 水 平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为了给手术工作创造更多的便利

条 件 ，他 亲 自 设 计 了 一 个 较 为 高 级 的

手 术 室 ，较 大 地 提 高 了 治 愈 伤 病 员 的

条件。针对边区医院存在的缺乏工作

计划、包扎治疗不规范、护士护理水平

差 等 问 题 ，他 建 立 完 善 了 医 务 工 作 的

规 章 制 度 ，其 中 包 括 医 务 人 员 职 责 制

度、例会制度、查房制度、建档制度等，

明 确 了 工 作 标 准 ，规 范 了 医 疗 运 行 体

系 。 他 对 工 作 极 端 负 责 的 精 神 ，赢 得

了八路军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的信

赖和拥戴。

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将满腔热

情献给中国人民、献给边区军民，是白

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

神又一个方面的表现。

在 晋 察 冀 边 区 ，白 求 恩 时 刻 不 忘

八 路 军 伤 病 员 的 痛 苦 ，时 刻 不 忘 在 硝

烟 战 火 中 缺 医 少 药 的 人 民 群 众 的 艰

难。他带领医疗队奔赴抗日战争的最

前线，始终强调一个口号：“到前线去，

到 伤 员 那 儿 去 。 哪 里 有 伤 员 ，我 们 就

到哪里去。”他常说：“在一切的事情当

中，要把病人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

他 们 看 得 重 于 自 己 ，那 么 你 就 不 配 在

卫生部门工作 。”在五台山区 ，他和医

疗 队 每 到 一 个 村 子 ，就 立 刻 布 置 手 术

室，争取一切可能的时间救治伤员，给

外 科 伤 员 做 手 术 ，想 尽 一 切 办 法 减 轻

他们的痛苦。他带着助手挨家逐户地

为 分 散 在 老 百 姓 家 中 的 伤 病 员 诊 疗 。

他 开 创 了 我 军 战 地 输 血 的 先 河 ，多 次

在急救中为伤员献血。他还把村民们

召 集 起 来 ，给 他 们 讲 授 医 疗 卫 生 知

识 。 他 为 村 民 们 送 医 送 药 ，给 老 人 和

孩子检查身体。这位“洋大夫”的关心

体 贴 ，像 冬 日 暖 阳 温 暖 着 根 据 地 的 乡

亲 们 ，感 动 着 身 边 的 每 一 个 人 。 白 求

恩 和 他 的 医 疗 队 每 到 一 处 ，都 会 受 到

当地群众亲人般的欢迎。白求恩用他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实际行动，弘扬

着 共 产 主 义 精 神 ，讲 述 着 反 法 西 斯 斗

争中大爱无疆的故事。

三

毛 泽 东 同 志 在《纪 念 白 求 恩》中

讲道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 ，拈

轻 怕 重 ，把 重 担 子 推 给 人 家 ，自 己 挑

轻 的 。 一 事 当 前 ，先 替 自 己 打 算 ，然

后 再 替 别 人 打 算 。 出 了 一 点 力 就 觉

得 了 不 起 ，喜 欢 自 吹 ，生 怕 人 家 不 知

道 。 对 同 志 对 人 民 不 是 满 腔 热 忱 ，而

是 冷 冷 清 清 ，漠 不 关 心 ，麻 木 不 仁 。

这 种 人 其 实 不 是 共 产 党 员 ，至 少 不 能

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 泽 东 高 度 赞 扬 白 求 恩 毫 不 利

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严厉批

评 党 内 一 些 人 的 错 误 行 为 ，是 为 了 加

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革命性、纯洁性

和先进性，增强党的战斗力，有很强的

针 对 性 。 早 在 1937 年 9 月 ，毛 泽 东 就

写下《反对自由主义》，列举了当时存

在 的 对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不 负 责 任 的 自

由 主 义 各 种 表 现 ，指 出“ 自 由 主 义 的

来 源 ，在 于 小 资 产 阶 级 的 自 私 自 利

性 ，以 个 人 利 益 放 在 第 一 位 ，革 命 利

益 放 在 第 二 位 ”，强 调“ 一 个 共 产 党

员 ，应 该 是 襟 怀 坦 白 ，忠 实 ，积 极 ，以

革 命 利 益 为 第 一 生 命 ，以 个 人 利 益 服

从 革 命 利 益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坚 持 正

确 的 原 则 ，同 一 切 不 正 确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作 不 疲 倦 的 斗 争 ，用 以 巩 固 党 的 集

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

和 群 众 比 关 心 个 人 为 重 ，关 心 他 人 比

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

党 员 ”。 1938 年 10 月 14 日 ，在 中 国 共

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

全 体 会 议 上 的 政 治 报 告 中 ，毛 泽 东 强

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

个 人 利 益 放 在 第 一 位 ，而 应 以 个 人 利

益 服 从 于 民 族 的 和 人 民 群 众 的 利 益 。

因 此 ，自 私 自 利 ，消 极 怠 工 ，贪 污 腐

化 ，风头主义等等 ，是最可鄙的 ；而大

公无私 ，积极努力 ，克己奉公 ，埋头苦

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四

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最后，毛泽东

同志把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

精神，上升到树立共产党人正确人生观的

高度，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要以白

求恩为榜样，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

德的、脱离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1944年 9月 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警备团举办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作

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把《纪念白

求恩》中提出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这个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作了更加明

确的阐释。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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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 4 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

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密

切联系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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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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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关于“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

人”的人生哲学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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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的生命寄

托，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中国共

产党人作出的义无反顾的人生抉择。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白求恩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毛泽东《纪

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从抗日战争

时期开始，传遍中国大地，传入千家万

户，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做一个有益

于人民的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只有

像白求恩那样，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

民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

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重读《纪念白求恩》

■陆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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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 与 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非常

重要的一个事件。

1927 年中共中央在武汉，正值党

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道路艰难

探索的时期。在这危急时刻，八七会

议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

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

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

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

命作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

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

历史性转变。

《正是天塌地陷时——八七会议全

景 录》（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一 书 ， 是

一部全景式反映八七会议的纪实性学

术著作。这个“全”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主体事件本身进行全景

式反映。本书依据大量史料，特别是

包括八七会议记录在内的档案资料和

共产国际档案中与八七会议有关的史

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较为全

面地展现了会议过程和会议成果，讲

述了会议筹备过程和代表情况。二是

将主体事件放在大历史的链条中进行

全景式展示。本书不仅介绍了八七会

议的背景，还介绍了我党在会议后的

奋斗历程。这样的结构安排，让读者

对这一历史事件发展脉络的了解更加

清晰而深入。

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比较

“ 活 ”， 同 样 表 现 在 两 个 方 面 。 一 方

面 ， 以 人 物 活 动 为 中 心 来 写 活 历 史 。

比 如 ，“ 寓 庄 于 谐 ： 讨 论 时 第 一 个 发

言的毛泽东谈起了新姑娘上花轿”一

文，描述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发言的

情景时，不仅按照会议记录完整介绍

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对毛泽东发

言 内 容 所 涉 及 的 事 件 进 行 详 细 介 绍 。

再 如 ，“ 邓 小 平 ： 最 早 进 入 会 场 ， 最

后一个离开会场”一文，描述邓小平

负 责 会 务 工 作 时 ， 介 绍 了 他 在 会 场

“ 整 整 待 了 六 天 ” 的 史 实 ， 以 及 参 加

八七会议之前的经历和新中国成立后

重 访 八 七 会 议 会 址 的 情 景 。 另 一 方

面，本书在致力于展示历史过程、揭

示历史本质的同时，还运用非虚构的

文学手法挖掘历史的审美内涵，表现

历史的美学特质。

正是这一“全”一“活”，作品将

学术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不仅注重了

历史把握和整体把握，还注重了人文把

握和审美把握。

书 中 说 ， 在 大 革 命 全 面 失 败 的

“ 天 塌 地 陷 之 际 ， 正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树立起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这座坚固

的柱石，顶起塌下来的天，托起陷下

去的地，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

处逢生，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

贡 献 ”“ 八 七 会 议 在 天 塌 地 陷 之 际 顶

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

敢 于 担 当 的 魄 力 、 危 机 处 理 的 能 力 、

自 正 自 净 的 活 力 、 坚 持 探 索 的 毅 力 ，

而这些力量的根本，均在于信仰信念

的定力”。

八七会议彰显的这种超乎寻常的

主 体 力 量 ， 源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初

心。通过阅读 《正是天塌地陷时——

八七会议全景录》 一书，了解八七会

议的来龙去脉，体悟先辈们在革命低

潮时仍然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激励

我们更好地坚定信念、冲破难关、笃

定前行。

源
自
初
心
的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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