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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

《中国是从哪里来的
（通史篇1）》

《中国是从哪里来的》由中国史学
界多位学者联袂撰写，堪称一套“大家
写给大家”的中国通史，是广大历史爱
好者学习中国史的入门读本。每位老
师着眼于自己专攻的领域，以严谨科学
的方法梳理中国历史的演进，分析历代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帮
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概貌，把握历史
发展的规律。

《中国是从哪里来的（通史篇1）》讲述
的是从华夏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
国家建立的历史，这是中华文明的发轫与
初兴时期，更是中国从分裂逐渐走向统一
的重要阶段。书中收录数百幅历史图片，
附精美彩插，辅助呈现历史知识，除讲述
中国历史进程外，还提炼了 6 条历史脉
络：历代政治制度得失、历代经济与社会
发展、中国疆域演变、历代正统观念的形
成与演变、历代文化特点以及中国的对外
关系，考察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一万年以来，农业起源后，我们创造
了蓝色星球上最灿烂的文明之一。为了
养育更多人口，我们建设农田、开发山
地；为了居住，我们建起各式家园；为了
安全，我们修筑大小城池，筑城以守民；
为了交流，为了记录，我们发明文字⋯⋯
我们创造了文明，文明也定义了我们。

《这里是中国 3》旨在以极致视觉与内容，
为中华文明做一份真诚的“注脚”。此书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讲述正在或曾经生
活在中华大地上的200 亿中国人，如何用
智慧缔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非凡家园，形
成独属于中国人的文明基因，从此瓜瓞
延绵，赓续文脉。

本书由“星球研究所”联合全国青联、
人民文旅和中国测绘学会共同出品。这
是一家成立于 2016 年的地理科普传播机
构，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解构世间万物，
用地理的视角来认知世界和人类自己。

《这里是中国3》

有志者 义无反顾
——读李春雷《青春的方向》

□林上军

常言道，有志者，要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大城市、机关单位、国有企
业等，需要有志青年，但基层、西部、边
疆等地方，需要足够的有志青年。

近期，我看到由河北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春雷
撰写，反映20余年前15名河北保定学
院毕业生，自愿去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
当教师，并扎根西部的长篇报告文学

《青春的方向》时，马上抽时间阅读。

一
且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位

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南部，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北麓；
2003 年统计人口 56627 人，行政区域
总面积13.86万平方公里，在全国行政
县中面积数一数二。

20 年过去了，且末各方面条件改
善了许多，但与外界比，其仍然属于西
部欠发达地区。

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2000
年 3 月，且末县第二中学教师及学生
人数流失严重；这年下学期，学校计划
招收新生 7 个班，却只有一个班主任
人选。学校领导走了 10 多所院校，从
南跑到北，没能招来一名教师。

然而，当他们进入河北保定学院
时，却碰到前所未有的场面，动员会还
没开，全校报名已超 400 人。经过几
轮面试，筛选出 15 人，其中有 6 名党
员、3名省级优秀毕业生。

当时，这 15 名学生中，有的瞒着
父母，当家人哭着反对时，他们找各种
理由说服家人，义无反顾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当然，也有心里舍不得
但依然支持孩子去且末从教的家长。

从河北保定出发，乘火车先到达
西安，再转火车到库尔勒市，途经河北
等 5 个省（自治区），行程长达 5000 公

里。由于当时火车慢、交通不便，整整
5天4夜行程。

虽然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
这里的各方面条件远出乎意料。一路
上，到处是沙砾和乱石，置身其中，仿
佛登临月球。在一个小站的门框上，
写着一副对联：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
荒凉的人生，横批：征战“死亡”之海。
起风了，沙尘铺天盖地而来，但当地人
说，这还不是沙尘暴，顶多算扬尘。

20余年来，这15人克服气候不适
应等诸多不利条件，踔厉奋发，勇往直
前，最终不但赢得师生们和当地群众
的好评，获得诸多荣誉，而且均组建了
幸福的家庭。他们像一棵棵红柳、一
株株格桑花，扎根西部，贡献边疆，书
写各自的精彩人生。

当时，有的谈恋爱只能通过手机；
有的爱人虽来到新疆，但相距遥远，照
顾家庭殊为不便。2002 年毕业生黄
淑荣，2004 年春节第一次探亲，正月
十七返校；没想到 5 天后父亲去世，为
了不影响她工作，家人一瞒三年。

后部分，本书作者还把笔触延伸
至后面几届去西藏工作的学生。截至
目前，河北保定学院已有 370 多名毕
业生扎根西部和边疆地区，为当地带
去了无穷的活力。

二
为什么河北保定学院的学生能不

惧艰苦、自觉自愿、无怨无悔、义无反
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这
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红色底蕴
深厚、名人英才辈出的学府。

河北保定学院，前身是始建于
1904 年的保定初级师范学堂，由近代
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创办。在学校创
办早期，由于创办者教育改革理念的
开放与包容，便植入红色基因。爱国
青年在此集结，新文化运动于此勃
兴。抗战初期，学生中党员、团员、外
围组织成员人数竟然超过全校学生总
数的80%，赢得北方“小苏区”之美誉。

风雨变迁，几经易名，校园一次次
改换面貌，但“启钥民智，砥砺贤才，胸
怀国是，献身真理”的办学思想不变。

100余年的办学历程，奠定了学校
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以王
鹤寿、杨士杰、铁瑛为代表的领导干部，
也有唐澍、王之平等高级将领，还有师
昌绪、郭晓岚、臧伯平、刘泽如、丁浩川、
梁斌等科教文化界名人，更有近两万
名基础教育师资和各类专业人才。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保定二师
与毛泽东曾经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
验乡村师范，一并被誉为全国“中等师
范的光荣代表”。

当然，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举措，也是激
励众多学子走向基层、走向西部、走向
边疆的重要因素。

青春是什么？好儿女志在四方，
有志者青春无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意味着吃更多苦、作出更多无私
奉献。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
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不求大回报、甘当铺路石，默默无闻，
无怨无悔。这样的境界，乃至本书作
者也深感钦佩、震撼。因为他也曾是
一名师专生，更能理解这些坚守在沙
漠深处的人。

如今，去西部工作、去边疆扎根，
正在中国青年中形成潮流。2023 年
是西部计划实施20周年。20年来，全
国累计招募、派遣 46.5 万余名大学生
志愿者到西部地区 2000 多个县（市、
区、旗）开展基层服务。

《青春的方向》记录的是一段可歌
可泣的激情岁月，书写的是一部青春
无悔的真实剧目。作者通过虚实并线
的方式，既写毕业生去且末后的故事，
又附带河北保定学院红色史迹，不但
增强可读性，而且平添了历史厚重感。

保定学子的事迹，是青春力量的
中国骄傲，是净化心灵的精神良剂。

读书札记

不久前才知道，老校长王石周先
生已于去年4月仙逝，让我悲痛不已。

王老先生的噩耗令人痛心，也打
开了我那尘封的记忆。

1984 年，王石周先生来我单位，
任县供销联社党组成员、供销职工学
校校长。学校刚组建，要负责全系统
干部职工的各类培训以及学员的后勤
保障工作，任务不轻。

上任伊始，王石周就带领我们紧
锣密鼓搞调研、订规划，优先对职工教
育中的迫切需求开展培训。王石周亲
自授课，整天整夜守在岗位上。他在
任期间，举办了柜组长、营业员业务等
培训班6期，受训291人次。

一天，我在看《<资本论>浅说》。
王石周说：“这书我看过，是张魁峰编
的，对备课很有帮助的。”这番话，让我
对博学的他肃然起敬。

第一期培训班开课前，王石周叫
我给县社领导起草发言稿。我原是营
业员，平生也没给别人写过稿。我硬
着头皮，凭以前听领导动员的记忆，结
合培训的情况，搜肠刮肚，改了抄，抄

了改，勉强拼凑出一篇发言稿。当王
石周指出我将“驰骋”写成“驰聘”时，
我顿感羞愧。他同我讲了“骋”与“聘”
的异同等知识，然后又教我如何写讲
话稿。当他把稿子给我时，原稿已面
目全非。

培训班开课，我邀王石周听课做
点评。他对我的讲课，从各方面都给
出了实事求是的评判。点评虽然辛
辣，但对我提高教学水平大有裨益。

一日，王石周见我用《资本论》与
《<资本论>浅说》两本书对照着看，
说：“你这样用心，我给你加一码。你
要看看马恩选集或全集，这对认识和
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有很大帮
助。”第二天 ，王石周拿来《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四卷本）送给我，说：“这套
书有点旧，但还是很完整的，你拿去用
吧。”我激动地接过书，说：“谢谢校
长！”

王石周得知我想补习文化，大力
支持，并动用私人关系，让我这个不符
合条件的人，去总工会职校当学生。
结业以后，我想进一步提高，已在侨联

的他又建议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每当我遇到大学语文课中的问题
向他请教时，他一如既往热情解答。

1992 年 12 月初，王石周告诉我
执法单位招考笔试入围名单已经公
布，我的排名靠前，勉励我要提高自信
心，只要面试正常发挥，录取就很有希
望。我到执法单位工作后，王石周嘱
我：“要虚心学习，做事公正廉明，对得
起头上的国徽。”

在我的认知中，王石周是一位学
富五车、富有修养的文化人；也是一位

“上交不诌，下交不渎”的谦谦君子；更
是一位不摆架子，工作认真实事求是，
平易近人待人真诚，清正廉洁爱护下
属的好领导，是值得尊敬的人。

得知王石周驾鹤西去，我找出了
他的赠书。看着书上遒劲有力的题
字，脑海里呈现出了先生的音容，仿佛
又拉回到了当年相处时的场景。想起
王石周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关爱，对
我的好，百感交集，不禁泪水直淌！

斯人已去，恩情永存。谨以此文，
深切缅怀王石周老校长！

相逢似水 相交如醇
——忆王石周先生

□胡钢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