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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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 律 是 管 党 治 党 的“戒 尺 ”，也 是

党 员 干 部 约 束 自 身 行 为 的 标 准 和 遵

循，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充

分彰显了我们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

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中共中央宣传

部《党 建》杂 志 社 编 辑 王 孟 秋 所 著 的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与实践创

新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书，围绕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

本之策”，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基本特点和经验启

示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

研究。

党的纪律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

根据党的性质、纲领和实现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需要而确立的各种党规党

法的总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

遵守的行为规则。加强纪律建设是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持全党

始终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的

应 有 之 义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党的纪律建设，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

范，坚持不懈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

全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并

取得历史性成就。

本书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根据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揭示了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创新的三大内在

机理：理论遵循、历史依据、现实需要。

在学理层面，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创新

既吸收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传

统理念，又遵循了“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论；从

历史角度，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创新既

继承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优

良传统，又汲取了国内外政党纪律建设

的经验教训；在现实层面，新时代党的

纪律建设创新是有效应对现实问题，更

好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成功应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政党治理世界

性难题的需要。

书 中 写 道 ，党 在 纪 律 话 语 界 定 、

纪律建设关系厘定方面形成的“焕然

一 新 ”的 理 论 认 知 ，完 成 了 新 时 代 党

的 纪 律 建 设 的 核 心 话 语 概 念 界 定 和

话语体系构建。例如：党的纪律是党

内 规 矩 ，把 纪 律 挺 在 法 律 前 面 ，坚 持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将纪

律 建 设 纳 入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总 体 布

局，将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

治本之策，将纪律建设作用定位为标

本兼治的利器，将纪律建设内容要求

凝练为“六项纪律”等。与此同时，书

中写道，党在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建

设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是

深化纪律建设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

有 效 指 导 和 有 力 推 动 了 新 时 代 党 的

纪 律 建 设 的 实 践 创 新 。 如 政 治 纪 律

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

守 政 治 纪 律 是 遵 守 全 部 纪 律 的 重 要

基 础 。 政 治 纪 律 是 维 护 党 的 团 结 统

一的根本保证，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

养 的 重 要 内 容 。 是 否 按 规 定 向 组 织

请 示 报 告 是 检 验 干 部 合 不 合 格 的 试

金石，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

能力是党的领导能力的体现等。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是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的关

系。既要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又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新实

践，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统一中全面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本书着重从理论

创新成果落地见效的实践程度，和解

决纪律建设实践中遇到的特有问题这

两个角度来研究立规与执纪的实践创

新。实践流程主要包括，一是构建系

统完备的党内纪律制度规范体系，为

有纪可依、依规治党提供基本依据和

法治遵循 ；二是在纪律执行上从严从

实，让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三

是在监督执纪工作中，根据违纪行为

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四种形态”

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严管与厚爱、管好

“关键少数”与覆盖“绝大多数”相结合

的理念。当然，纪律建设保障机制作

为纪律建设的重要构件，在组织机构、

纪律教育、纪律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

展，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

本书还归纳总结了新时代党的纪

律建设创新的“新特质”和经验启示。

讲政治、守底线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纪

律建设创新的鲜明底色。对贯穿纪、

法、权关系问题的解决，对坚持纪律话

语和体制机制的系统创新，突出纪律

建设的政治属性和战略高度，则呈现

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创新的鲜明特

点。在此基础上，本书坚持革命精神

与政治定力相统一、战略思维与辩证

思维相统一、推动创造与继承延续相

统一、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相统一，为

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创新提

供了参考。

从整体上看，《新时代党的纪律建

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一书对新时代

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研究

打破了就纪律论纪律、就党建论党建的

思路，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相关论述分析问题，在尚付阙如的问题

上寻找突破口，运用实证研究法和比较

研究法，将研究视野由国内向国际拓展

延伸，从而增强了该领域研究的论证深

度和分析力度。这对于未来综合运用

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深化新

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创新研究，科学把握

党的纪律建设的本质属性、生成逻辑、

理论创新、实践发展和经验规律等具有

参考价值。

深刻体悟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重大创新
■卢亮亮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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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7月，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8月 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工农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

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9 月 18 日，左权在随八路军总指挥部奔赴抗日前线的

途中，在山西省的一个小山村，给叔父写了这封信。 （图文整理：张 成）

叔父：

……

从 你 的 信 中 已 敬 悉 一

切，短短十余年变化确大。

不幸林哥（左育林，左权大

哥 ，编 者 注）作 古 ，家 失 柱

石，使我悲痛万分。我以己

任不能不在外奔走，家中所

恃者全系林哥，而今林哥又

与世长辞，实使我不安，使

我心痛。

叔 父 ！ 我 虽 一 时 不 能

回家，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

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

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

大的，愿以我的成功的事业

报你与我母亲对我的恩爱，

报我林哥对我的培养。

叔 父 ！ 承 提 及 你 我 两

家重新统一问题，实给我极

大 的 兴 奋 。 我 极 望 早 日 成

功，能使我年高的母亲及我

的嫂嫂与侄儿女等，与你家

共聚一堂，渡（度）些愉快舒

适的日子……

（摄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左权致叔父的信

视觉阅读

高尔基曾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

接近，生活对我来说也变得越加光明和

有意义”。对此，我也感触颇深。

每天，我从外面回到家里，第一个光

顾的就是书房，向满室书籍投去亲切一

瞥。有时老伴嫉妒地说：“你干脆和书过日

子吧！”我则一本正经地回答：“生活中不能

没有你这个亲密爱人，也不能没有书籍这

个亲密伙伴，否则，生活就没有趣味。”

我 的 少 年 时 代 ，农 家 生 活 十 分 清

苦。当家中实在熬不住了，我就去城里

的姐姐家吃一顿白面馒头解馋。临走，

姐姐总会给几毛钱，要我买糖果吃。我

却径直跑到新华书店买几本“小人书”，

边走边看。一来二去，我积攒了几十本

“小人书”。这些书多取材自古典文学

名著，有《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桃

园 三 结 义》《三 英 战 吕 布》等 。 回 到 家

里，我常把“小人书”摆放在碾盘上，小

伙伴们便纷纷聚拢来，争相翻阅。因为

书本太多且无处置放，我央求母亲把化

妆匣子让给我。就这样，我给“小人书”

安了家。

等上了初中，“小人书”已不能满足

我 的 阅 读 需 要 。 我 将 目 光 瞄 向“ 大 人

书”。那时听到收音机里播放长篇评书

《烈火金钢》，我心里痒痒的，就走进新华

书店，花 1.25 元买下了这部 40 多万字的

长篇小说。当时父亲在生产队里劳动，

一天只能挣几毛钱，而我却花了 1.25 元

买一部小说。父亲脸色不悦，一声不吭，

母亲也唉声叹气。他们无可奈何的神

情，让我不敢直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

情不自禁将马云鹏所著小说《夜奔长白

山》买回。通过阅读这两部抗战题材的

小 说 ，我 深 切 感 受 到 革 命 英 雄 主 义 精

神。读的次数多了，我开始模仿章回体

小说的风格写作文。授课的林老师见

了，惊异之余，还将我的文章拿给公社干

部们阅读，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后来，在长达 35 年的军旅生涯中，

我痴迷于淘书、藏书和读书。每逢假日，

我总要挤时间去书店翻阅书籍。遇到喜

欢的，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就一定慷慨

买下。成家后因为开支陡增，家中财力

一度周转不开。我只好一咬牙将一部分

名著拿到旧书店卖掉，以维持生计。所

幸不久后，我的工资上调。眼见家中境

况有了起色，我立即把当初卖掉的名著

尽数买回。书店的人见我这般，忍不住

露出诧异的眼神，而我只是微微笑着，轻

轻抚摸失而复得的藏书。

过去买书不似今日这般便利，我曾

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淘书。一次去北京

出差，我在东安市场发现了一套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泰戈尔文集》，

皇皇 10 卷。这让我欣喜不已，立即将其

买下，兴高采烈地背回沈阳。还有一次，

我 出 差 到 吉 林 省 九 台 县（现 为 长 春 市

九台区，编者注），闲暇时逛新华书店，竟

然买到了一套三册《杨绛作品集》。回到

家，我将这套书和《钱钟书散文选》并列

书架，仿佛他们夫妇在我家做客，幸福感

油然而生。

多年前一个星期天，我从沈阳乘火

车去辽阳，就座后捧读《围城》。一位列

车员见状，说她久闻钱钟书先生大名，也

知道有《围城》这本书，但是没有读过。

我说：“既然你喜欢，我现在就把它借给

你。下周日，我到沈阳站找你取书。”到

了约定的日子，我按时赶到车站，找到那

位列车员，取回了心爱之书。

曾经，在一段迷茫的时光里，我从书

店挑选了十几本鲁迅的作品背回家。白

天休息时，我坐在地头读书；夜晚躺在被

窝里，我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书。书愈读，

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就愈加深厚。

只 可 惜 书 本 老 旧 且 零 散 ，许 多 篇 目 不

全。后来，一听说新版《鲁迅全集》出版

的消息，我立即联系上海的朋友邮购了

一套，终于弥补多年前的遗憾。

2005 年 5 月 ，我 和 老 伴 在 杭 州 休

养。流连于湖光山色之中，我心里却惦

念着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于是，我们

转道绍兴拜访了三味书屋、鲁迅故居等，

体味先生的人生轨迹和辉煌业绩，还带

回一尊鲁迅先生的塑像。我把塑像置于

案头，每当见到他那冷峻的面容，我便不

敢有丝毫懈怠，立即埋头读书写作。

在哈尔滨，我跨过呼兰河，参观了萧

红故居，实现了心中蕴藏已久的愿望。

对 比 前 辈 的 业 绩 ，更 觉 得 自 身 何 其 渺

小。回来后，我写出散文《去看萧红》，在

沈阳市和平区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中获

一等奖。

苏轼曾言：“腹有诗书气自华。”将兴

趣系于读书，将敬仰投于文豪，日久天

长，文情必然浸于肌肤，润入心田，形成

气质，并终身受益。

文情书趣自陶然
■李国选

1945 年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同志致闭

幕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革命必

胜 的 信 念 ，下 定 决 心 ，不 怕 牺 牲 ，排 除

万 难，去争取胜利。这个讲话，在编入

《毛 泽 东 选 集》时 ，题 为《愚 公 移 山》。

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激励着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排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

险阻，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很好

的大会”，此次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

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

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

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他

强调，“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

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

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

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

解释。”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

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

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

决 心 ，不 怕 牺 牲 ，排 除 万 难 ，去 争 取 胜

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

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

去争取胜利”。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

环境中进行的，面对的是极其强大极其

凶恶的国内外敌人，遇到的困难、问题之

多和解决的难度之大在人类历史上是极

为罕见的。当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

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之时，美帝国主

义却公然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国民党反

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气焰更加嚣张，新的

更加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已然摆在中国人

民面前。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闭幕这个重大历史时刻，毛泽东

强调，“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

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他明

确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

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

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

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

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

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

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

究不会变为主流。”他进一步指出，在现

在的世界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

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

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

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

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世界上的反动逆流总有一天要被克服

下去。

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说，现在中国

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

六次代表大会，它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

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

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它的目

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

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

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

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

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

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

然要失败。”

在强调坚定革命必胜信心的同时，

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

克服一切困难，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讲话中，毛泽东讲述了“愚公移

山”的故事。他说，古代有一位老人，住

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

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

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

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

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

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

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

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

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

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

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

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

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

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

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毛泽东接

着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

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

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

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

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

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

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

平呢？”

在此前的 5 月 31 日，《在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

也讲了争取胜利和克服困难的关系问

题。他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

的，“光明多得很”“将来更有希望”，但

是，我们更要正视困难，迎接挑战。他讲

述了我们要面对国内外的反动舆论，要

准备对付蒋介石发动新的内战，党内也

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还有经济、

军事等方面的各种挑战，一连讲了 17 条

困难，强调“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

上”“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

策”“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

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

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我们要以科学的

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

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

才是比较巩固的”。

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是进步力量战

胜反动力量的过程。中国人民革命事业

的胜利，也是在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中外

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的。毛泽东在领导

和推进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进

程中，始终强调要坚定信心，看到成绩，

看到光明，强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

取胜利。

1917 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求学时，听杨昌济先生讲授德

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

原理》。毛泽东对于泡尔生关于“世界一

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

的观点，极表赞同；而不同意泡尔生关于

“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

本同”的观点。他批注写道：“河出潼关，

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

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

号。”在毛泽东看来，前进中的艰难险阻，

正是成就人生、成就事业的条件。任何

人间奇迹，都是在克服困难中创造的。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中，他不断写下“为有

牺牲多壮志”“万水千山只等闲”“独有英

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等文字，强调“我们的事

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

攻不破的”“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论中，

他说：“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

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

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

山挖掉！”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

就，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

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愚公移山的

精神，始终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排除万难，接续奋斗，取得一个又一个

胜利，也必将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促使

我们咬定目标、百折不挠，脚踏实地、埋

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真正把宏伟目

标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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