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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历史文选老师
□ 李凤仙

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伯
父离开我们已经 15年了。这么多年，
他说的那句话——“没有党就没有我，
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常常在我耳边
响起。

小时候，我听到这句话并没有什
么感觉。伯父去世后，我父亲把伯父
以前的日记整理成册，在翻阅过程中，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逐渐深刻起来。

我的伯父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
那时候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能平安长
大到新中国成立后已属万幸。更幸运
的是，赶上了党领导的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因此我的伯父顺利读完了小学
和初中。由于成绩优异，我的伯父被
刚刚成立的地区高中录取，可就在高
三期间，家庭贫困、难以为继，书实在
是读不下去了，无奈只能辍学。就在
这个时候，他的高中老师不忍心一个
好苗子就此中断学业，就为伯父申请
了补助，并前去家访。在老师的帮助
下，我的伯父读完了高三，顺利考上了
北京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
学）。

我的伯父考上大学的消息震惊了
村里，上世纪 60年代前后的大学生万
里挑一，虽然当时读大学是免费，可去
北京的路费却愁坏了一家人，最后在
政府的帮助下和乡亲们的帮衬下，才
凑够了路费。没想到的是，大学开学
时，由于大雨冲垮了郑州以北的某段
铁路，火车不得不绕行西安、兰州、银
川等地，这次绕行需要多走几天路，本
就紧巴巴的路费根本挤不出多余的饭
钱。正发愁的时候，铁路上的党组织
似乎知道了他们这些学生的困难，凭
借录取通知书，我的伯父吃上了沿途
车站供应的饭菜，总算顺利抵达了北
京。我的伯父开始记大学日记时，第
一篇就是回顾旅途的艰辛，感恩党组
织的帮助。

大学期间，我的伯父学业成绩一
直很好，并熟练掌握了 3种语言，思想
进步也很快。他多次在日记里写自己
的成长得益于党的领导，常常感叹：

“没有党就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
好日子。”他自己很快

就入了党。毕业时，他积极向党组织
申请去遥远的新疆工作。然而，学校
考虑到他的特长，把他留在了北京，分
配到了冶金部工作。在北京工作几年
后，我的伯父毅然决然把户口从北京
迁回家乡，决心用自己所学去帮助更
多乡亲，更好地建设家乡。

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伯父去家
里道贺，顺便谈起了在路边看到了“共
产党万岁”这几个字，心情十分激动，
久久难以平复。那时候，我问了伯父
一个问题：“您常说‘没有党就没有我，
就没有今天的好日子’，可我们现在的
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
处呀？”没想到，我的伯父突然正襟危
坐，语气严肃地说：第一，纵向对比，今
天的生活是他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
党领导这么大的国家从一穷二白到现
在，任何政党都没有先例；第二，我们
虽然出发晚，但是我们速度快，再过几
十年肯定比他们强；第三，现在存在的
一些问题，肯定会被我们党解决。

当时的我，懵懵懂懂，不理解其中
的含义。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从
事税收工作多年，目睹了家乡的变化、
人们生活的富足、政治生态的好转，似似
乎慢慢理解了这句话。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在
神州大地有蔓延趋势，党中央当机
立断，要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作为一名志愿者，我虽在冷风
中值守，但每当看着鲜红的党
旗，心里无比光荣。如今，我们
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放眼
望世界，我的心中不由再次
想起了那句话：

“没有党就没有
我，就没有
今天的好日
子。”③2

虞云国教授是我大学时候的中国
历史文选老师，尽管毕业后的 20多年
里没再见过他，但虞老师认真严肃的
形象依旧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虞老
师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让我敬佩不
已。当年虞老师在教学中的点点滴
滴，我依旧记忆犹新。

1991年，我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历
史系。在我们学习的课程中，最难的
就是中国历史文选。我们的中国历史
文选老师便是虞云国教授。他是一位
男老师，四十出头的样子，中等身材，
头发有点灰白，根根精神抖擞地直立
着。他戴着一副方框黑边眼镜，不苟
言笑，看上去刻板而严肃，因此同学们
都不敢接近他。

虞老师上课认真，要求十分严格，
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提问，而且提问的
时候没有规律可循，或讲新课前常规
提问朗读课文，或讲到中途突然停下，
猝不及防地提问我们朗读或翻译某个
段落。他提问的方式也灵活多样，叫
人摸不着路数，有时点名，有时指人，
有时叫学号，令人防不胜防。我们要
应对虞老师的提问，就不得不课下认
真预习、课堂上认真听讲。

当时我们所用的中国历史文选教
材，内容选自《史记》《资治通鉴》《左
传》《三国志》等历史文献，文章不仅是
文言文，而且都是繁体字。面对长篇
累牍的繁体古文，我们很难读下来。
因此，虞老师就印发一份常用繁简字
对照表，同时要求我们先做课前预习：
第一，对照繁简字表，查不认识的繁体
字；第二，看文后注释，能够口头把古
文翻译成白话文。每逢上中国历史文
选课，我们都如临大敌，生怕老师提问
到自己，课前一阵手忙脚乱，忙着找课
文中不认识的繁体字，然后再对照繁
简字表，把对应的简体字标上去，防止
忽然被老师提到读课文。因为文章太
长，生疏的繁体字数量也就特别多，有
时候还没查完，上课铃就响了，更要命
的是还没来得及看课文后的注释，又
担心被提问到翻译课文。上课的时
候，我们都战战兢兢，尽量把头埋得低
低的，生怕被老师叫到。因此，虞老师
的课，没人敢打瞌睡或看小说，都认真
听讲，生怕漏听一句。如果你侥幸想
偷懒，不提前做好预习，或课堂上搞小
动作，一不小心就会被虞老师逮到，让
站起来读课文。其实，被老师提问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会遇到冷僻不认识
的繁体字，如果念错，自己会觉得很丢
脸。

记得有一次，我心存侥幸，没有预
习新课，上课前匆匆抄其他同学查的
繁体字，还没把对应的简体字标完，上
课铃就响了。只见虞老师夹着课本走
上讲台，他先做了这节课的开场白，接
下来便清了清嗓子，眼神犀利地把同
学们扫视了一遍。大家都把心提到嗓
子眼上，我们知道这是要提问的前
奏。因为没预习，我心里扑通扑通直
跳，不禁把身子往下缩了缩，心里默默
祈祷千万不要提到我。我的同桌黄彬
彬素来胆小，她紧张地握住笔，低着头
盯着课本，连呼吸都有点急促。教室
里一片寂静，我心里正在默默念叨，忽
然听到虞老师叫学习委员念第一段，
我心里哀叹，完了。因为我就是学习
委员。莫不是虞老师有火眼金睛，一
眼能看穿我没预习？我听到黄彬彬轻
轻舒了口气，她好似心里的石头落地
了。我磨磨蹭蹭站起身，硬着头皮拿
起课本，磕磕巴巴地念下去。我念错
第一个字的时候，黄彬彬忍不住捂嘴
偷笑。我更紧张了，结果又念错了好
几个字，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脸
上热辣辣的，一时无地自容。我还是
学习委员呢，也太丢人了。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偷懒，每次
上中国历史文选课前，都会做好充分
预习。大学期间，我掌握了大量的繁
体字，培养了很强的文言文阅读能力，
对历史文献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
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
帮助；我的中国历史文选课成绩一直
保持优异，也对这门难学的课程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虞老师所传授的知识
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让我终身
受益、取之不竭。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做了一
名中学老师。20多年来，我在教学中
勤勤恳恳，始终保持着课堂随时提问
的习惯。从自身学习经历和教学实践
中，我深深知道，教师提问能够促进学
生的学习和进步，有助于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习惯，这是虞老师教给我的
教学宝典。

20多年过去了，虞老师严谨认真
的教学态度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激励
我在教学过程中一丝不苟、尽职尽
责。③2

老区英雄下夕烟
□ 王太广

我退休后到驻马店市老区建设
促进会工作，其间，不仅经常到老区
乡村调研，还喜欢游历红色山水，曾
去过很多革命老区和红色圣地，都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并受到精神
的洗礼。每当我行走在革命老区的
土地上，都能感受到激荡在天地之
间的英雄之气，在井冈山、遵义、赤
水河、沂蒙山、大别山、太行山和“小
延安”竹沟，那里用鲜血染红的每一
块石头、每一抔红土、每一棵树，仿
佛在述说着英雄的传奇故事和不朽
的老区精神。

当我站在上海石库门的中共一
大会址前，眼前浮现出 1921 年的秋
天，一群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共产党
人相继走进了这里，点亮了照耀中
国的灯火。室外是黑暗如磐、积贫
积弱的旧中国，国运衰微，山河破
碎，生灵涂炭。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
和希望，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在大革命期间，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组织领导轰轰烈
烈的工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
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充分展示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大革
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土地
革命、开展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
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有“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有靠棉
絮冰雪果腹仍顽强战斗在林海雪原
的抗联将领杨靖宇，有“敌人只能砍
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
信仰”的方志敏，有“生的伟大、死的
光荣”的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的
张思德，还有“狼牙山五壮士”的英
勇、“八女投江”的忠贞、董存瑞舍身
炸碉堡的壮举。正是凭着共产党人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
诚，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主席的 6
位亲人英勇献身，贺龙元帅的 109
位亲属壮烈殉国，徐海东大将家族
有 66 人光荣牺牲，彭湃、韦拔群、瞿
秋白等革命先驱都有共同走上革命
道路的亲属为国捐躯。

那年秋天，当我徜徉在井冈山
的黄洋界哨口，耳边似乎响起了“报
道敌军宵遁”的炮声，眼前风展红旗
如画的美景，山下的农家乐里传来
了“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的
歌声，一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当
年，井冈山老区的人民与中国共产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生 死 相 依 、患 难 与
共。中央苏区初创时只有 2000 多
名党员，5 年时间就发展到 13 万多
人。“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
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赣
南苏区当时有 240 万人，其中参加
红军的就有 33万人，60多万人参加
支前作战队伍。川陕老区先后有 32
万人参加红军，49 万多人参加了党
领导的地方武装。驻马店老区先后
有 16 万多人参加革命斗争。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实践中，老区人民了解了党的信
仰和主张，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听
毛主席的话，才能翻身得解放、过上
好日子。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下，成千上万的老区儿女用生
命和鲜血铸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
胜信念”，谱写了感天动地、气壮山
河的壮丽史篇。

2019 年 9月，我去了“鄂豫皖苏
区首府”新县，温习着习总书记的话
语，同时寻找大别山 28 年红旗不倒
的精神密码。在革命纪念馆参观结
束后，我似乎得到了答案：因为中国

共产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
人民的利益，像对待亲人一样关心群
众生活。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
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才拥护我
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
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全面抗战期
间，老区民兵参加战斗 174 万人次、
29.6 万多次，歼敌 10 多万人。老区
军民坚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在敌
人扫荡的道路上，常常伴有群众武装
的地雷声和土枪、土炮声，涌现了许
多“民兵领袖”“地雷大王”“爆破英
雄”，青纱帐、芦苇荡、火车上都成了
杀敌的好战场。在抗战支前中，老区
80%以上群众参加抗敌后援会，成立
了救护、担架、看护、运输、慰劳、缝衣
洗衣等支前组织，协助我军挖战壕、
打坑道、救伤员、送给养。1939年至
1941 年，晋察冀边区出动 62 万人
次、近 5000 辆马车，运粮 1900 多万
斤支援抗日战争。“最后一碗米送去
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
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老区人民无论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面对敌人的
刑场，都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献身精神。在苦
难中孕育、在波折中坚守的革命精
神，铸就了老区人民比钢铁还坚忍的
意志。无论条件有多艰苦，无论牺牲
有多惨烈，都动摇不了老区人民跟党
闹革命的决心。杨荣显老人“八子参
军”全部牺牲，成千上万的太行奶娘、
沂蒙母亲不顾危险甚至牺牲自己的
亲生骨肉自愿哺育八路军将士后代，
送鸡毛信的海娃、为八路军站岗放哨
的王二小、誓死保护交通员的雨来等
无数为了革命事业牺牲幼小生命的
少年英雄，都是老区人民以赤胆忠心
跟党走的真实写照。

我在驻马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工作，自然到老区乡村和红色纪念场
馆多一些。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确山
竹沟革命纪念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
员会纪念馆、汝确边苏维埃旧址、中
共鄂豫边省委旧址、红25军长征经过
地、豫中抗日根据地旧址、刘邓大军
强渡汝河处等，我都经常去。确山竹
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
和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从这里走出
的刘少奇、李先念、彭雪枫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了许多难以磨
灭的战斗足迹和令人感动的经典故
事，他们身上闪耀的精神光芒穿越时
空、直抵人心。确山是抗日民族英雄
杨靖宇将军的故乡，在这片红色热土
上，涌现与杨靖宇并肩战斗、发动和
领导确山暴动、刘店秋收起义的李鸣
岐、虞松如、张家铎、张耀昶等革命先
辈；在革命处于低潮、与上级党组织
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张星江、周骏鸣、
王国华、仝中玉、张旺午、陈香斋等共
产党员在鄂豫边区建立党组织，以坚
强的意志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尤
其是驻马店籍的中共六大代表李鸣
岐被捕入狱后，身受重刑，仍坚强不
屈；鄂豫边游击队长陈香斋在牺牲前
还向战友高喊“我没有看到胜利，希
望你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还
有出生入死的王恩九、过家门而不入
的徐子荣、追随万里不改初心的孙继
库、“妈妈同志”任锐、与敌人巧周旋
的郭了凡、共殉难的革命夫妻宋道林
与王秋莲、汝南县的熊湾八勇士、汝
宁十八烈、闫家兄弟双英烈；为了革
命事业背井离乡、抛妻离子、四处征
战、浴血沙场的王克新、蔡训明、邓一
非、周邦采、李渭滨、谢文耀、孔繁立、
赖鹏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宁死
不屈的共产党员孔繁益、王富贵、张
立山等；还有在确山暴动、竹沟惨案、
王楼阻击战、母猪峡战斗、祝王寨金
刚寺战役、雷岗战役等牺牲的 4000
多名烈士。他们为了新中国的建立
和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
切。他们用自己的坚定信仰、爱国情
怀、为民境界、不懈拼搏，诠释着英雄
模范精神，成为中华民族闪亮的精神
坐标。他们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
辉。我们有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
他们，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更需要
学习英雄、争做英雄，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老区精神。

夏日的中元节，我来到了竹沟
革命烈士陵园，献上一束火红的杜
鹃花，向先烈们表达敬意。细雨飘
飞，青山苍翠，站在高高的台阶之
上，我回望山下，看到一队队少先队
员抬着花圈、唱着国歌，向烈士陵园
走来。我默默地吟诵“喜看稻菽千
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心中升腾
起无限的豪情。③2

他常说的那句话
□ 李 铮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十年，

革命老区有绘不尽的壮丽画卷，

也有讲不完的精彩故事。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

艺是时代的号角。为充分展示革

命老区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化，

共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驻马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与驻马

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非凡

十年·天中作家写老区”主题征文

活动，用文学形式讲述新时代老

区故事。目前，已收到大量投稿，

本 报 将 陆 续 刊 发 其 中 的 优 秀 作

品。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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