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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一部采访实

录，通过采访习近平总书记当知青时期的同

事、村民以及其他社会人员，还原出七年知青

岁月中，习近平总书记如何在服务农村中逐

步成长和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作为一名大

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被这种

崇高的理想所感染，这种理想来源于对脚下

这片土地的深沉热爱，对中国数亿劳动人员

的深切厚爱。

“但得苍生俱饱暖，不辞羸病卧斜阳”。真

正的公仆本色体现在为民情怀上，这是每一

名 的政治底色。从古至今，我们一直推崇这

种朴素的价值观，“艰难困苦，历久弥新”，即

便是在最艰难、最枯燥的农村插队时期，青年

习近平也能保持着这种强烈的内心信仰。青

春的磨砺———陕北七年知青岁月是习近平总

书记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陕西延安

农村的艰苦环境，也许如今的青年很难想象

这会是个什么模样，但当时尚未达到插队年

龄的习近平，就已经毅然要求去插队。后来，

同行的知青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黄土地，唯

独习近平留了下来。他将自己的初心和情怀

留了下来，甘愿做一个农民，阅读“中国农村”

这部大书，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不断地磨砺自

己、锤炼意志、经受考验。这是一种敢于挑战

自我、敢于迎接艰难的宝贵信念，也正是由于

这种在艰苦环境中锤炼出来的坚定信念，才

让他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书中对同是知青的雷榕生、雷平生采访

中，他们谈及“少年习近平就已经把自己当做

黄土地的一部分”，习总书记在知青岁月里打

磨人生，静心品味，总是令人无比动容。反观

如今的大学生，几乎没有经过什么生活的磨

难，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更多的并不是主动

去担当，去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是选择过多的

自怨自艾。自古英雄多磨砺，只有经过艰苦环

境的锤炼，才能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行和

强大的抗挫折能力，这一点需要所有的当代

大学生去学习。而作为一名青年学生，面对生

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时，我们应当永葆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把握当下，砥砺奋进，树

立自己的正确人生观，走出无愧于内心的正

道坦途。

书墨行间，思韵悠然。作为一个绽放青春

光芒的党史宝典和充溢真理光辉的精神宝

藏，我们总是能在这本书中的文字里洞察出

大时代，从真情怀中感受大担当，从奋斗史中

汲取大智慧。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内心

一直都很平静，像是回味一段安静的岁月，总

书记在农村成长，在奋斗中成才，即便是后来

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忘曾经服务

过的农村和村民。这是一种崇高的使命，忠诚

的担当，更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所有

共产党人的赤诚本色。“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所谓的“大道”

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

谋发展，这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情怀，从中

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这种情怀就贯穿于干

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并汇聚起磅礴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社会思潮日益多元的当今社会，这种

学习关系着一个人健康品行的养成，关系着

健康价值观的树立。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

们重新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弘扬

其优良的作风，就是要见贤思齐，向总书记学

习，学习他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他不畏

艰辛的奋斗精神，学习他认真生活的朴素价

值观。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将会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榜样，在广袤的社会实践中锤

炼自己的品行意志，收获更加美好的人生。

渊海峡财经学院18级会计学班 吴泓磊冤

理想与奋斗共筑靓丽青春底色
要要要读叶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曳有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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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

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

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

峻。”这是余秋雨先生在自序中说的一

句话，也是我想写《文化苦旅》这本书

的原因。当代社会所有事物来来去去，

更新频繁。但无论是悲是欢，总是要回

归历史，理性思考。余秋雨先生正是怀

揣着尊重和探索历史文化的心，开始

了这场“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在重踏

祖国西南大陆，通过所见所感写下的

散文集，里面有壮观的历史文化遗产，

有历史文化事件，还有对尊重历史文

化的呼吁和思考。而余秋雨先生探索

之旅的起因之一是一位美国老教授的

激发。一个外国人花费大量时间游玩

了中国大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尚

且对此不知疲惫，心有余力。所以作为

中国人的余秋雨就更加坚定地决定重

新探索这条充满文化的历史之旅，希

望这场以中华优秀的历史文化为主的

治愈之旅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以此

作为一种慰籍。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如梦

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

书中，余秋雨先生游历山川江河，每一

个名胜古迹，每一处旖旎风光，都能给

他带来不一样的感触和震撼，并且景

物中所联系的传统文化，都体现出历

史的痕迹。慢慢品尝，总有那么几句话

值得我们去反复回味。

余秋雨先生就像古代的诗人一样:

“在读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很多灾难

之后，我终于蓦然醒悟，发现一切文化

的终极基准，人间是非的最后稳定，还

是要看山河大地，说准确一点，要看山

河大地所能给予的生存许诺。”这不仅

仅是一本书，更是一幅恢宏的历史画

卷。余秋雨先生寻找山河的文化根源，

用他遒劲的笔墨书法，带我们领略了

文化的兴衰与沉浮，浩劫与繁荣。无论

是西域雪原覆盖下如注的热血，那风

干了岁月、从火海中来的“天一阁”，还

是山庄背影下沉睡的王朝，都将历史

的浩浩荡荡再次重现。

这本书同样给人以思考。在《沙原

隐泉》中，余秋雨先生爬上沙漠高峰，

他深刻地感受到“世间真正温煦的美

色，都熨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

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

弄”。的确，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

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

亲。人生亦是如此，我们注定要不断

地上坡下坡，但起起落落是寻常事，

我们不必为此过度忧愁，这教会人们

一种更为豁达的处事态度。他不断地

向我们发问：“人活着或者死了，应该

站在哪里？”是《都江堰》中太守李冰

“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

握”的忠烈坚守，还是《黄州突围》中苏

东坡的那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无须

声张的厚实，并不陡峭的高度”，还是

像《道士塔》中的王圆篆让历史吐出沉

重的叹息。

合上最后一页，就像是天地突然

静寂，时间霎时停止，我静静地回味

着，心情却久久不能平复。这本书令我

百感交集，一篇篇读来，有时带给我轻

快洒脱，有时也带给我些许压抑与沉

重。《文化苦旅》，这其中一个“苦”字，

余韵悠长，这个苦不在于旅途中的苦

累，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文

化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苦行至今。

余秋雨笔下的苦体现的是一种中华文

化“苦涩”的传承。这种苦能激起中国

人敬爱传统文化，宣扬传统文化的使

命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滋养中

华民族灵魂的源泉，始终是维系民族

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如故宫里

的工匠，如深藏功与名的科学家，如无

私奉献的建设者，一路苦行，坚守宣扬

文化的信念，却从未抱怨！

作为时代的新青年，我们身负传

承和保护中华文化的使命。不仅仅是

顾好当下的自己，更应是回望过去的

历史，以史为鉴，为未来社会发展贡献

出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胡苏楠 陈琳 杨欣

林淑余)

一家破旧不堪的杂货店，一扇锈迹斑斑

的铁卷门，一个盖得紧紧的牛奶箱。一个基于

僻静街道旁的再普通不过的杂货铺，某一个

平凡的日子里因三个小偷意外闯入而变得不

一样。浪矢老爷爷是这家杂货店的店主，晚年

的他，不愿意打扰孩子们的生活而选择继续

开杂货店。本是乏味的日子却因为一个解忧

牛奶箱变得与众不同。浪矢老爷爷给投进箱

子里的信封回复，一笔一画，打开时空的大

门，点悟困惑的人，不经意间改变了他们的人

生轨迹。

当你有了烦恼的时候，会怎么做？悄悄藏

在心里，或是对朋友家人倾诉。曾经的我遇到

烦恼时无非是这么想的，但在看过这本书后，

我的脑袋里总会浮现出一个看似平凡的杂货

店，在一条僻静的街道边上，等着你将自己的

烦恼投入店后的牛奶箱里。

我想，应该许多看过解忧杂货店的朋友

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神奇小店，无论你遇到

什么样的难题，它总能给迷茫的你一个答案。

也许它告诉你的选择并不是权衡利弊后最好

的，但一定是在某个角度上最适合你的选择。

很多事情，其实没有答案，每一个选择都有自

己的结果，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最好、最

优，可“此事古难全”，记得在上管理学的课程

时，老师也告诉我们，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

响，决策是不可能做到最优的。生活又何尝不

是呢？

记得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运动

员月兔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一边是身

患绝症的男友，一边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奥运

会，她想照顾男友，陪伴左右，可现在是她选拔

和训练的重要时刻，应该怎么选？她很爱男友，

可也很爱坚持多年的梦想，都想要却不能兼

得，这是多么痛苦。小说里敦也三人无意看到

了来信，建议月兔应该去陪男友。但最后月兔

却没有听从信中的建议，她在回信中提到，自

己仍然不能下决心放弃奥运会，因为这是她坚

守的梦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时，心里

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只是当局者迷。月兔选

择了奥运会，说明她内心深处对奥运的执着，

当三人为她提供了答案，她终于看清自己内心

的选择。但能说她没有陪在男友身边就是错的

吗？我想，选择本身没有对错，只是意义不同，

遵从本心，无怨无悔就是最好的选择。

解忧杂货店就是这样一本书。关于爱情，

爱最重要的不是奉献，而是成全，心灵相通，

实现你活着的意义，就是对方想看见的；关于

梦想，它就在那里，需要你为它奔跑，而不是

祈祷它会为你降临；关于父母，没有什么人能

比他们更重要，是他们在我们羽翼未丰满的

时候，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日后我们要还他

们一片地；关于成长，每个人在少年时都是一

张白纸，我们正因为是白纸，才有无限可能，

可以随心勾画建造。要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

自己。

《解忧杂货店》是一本将温情表达得恰到

好处的书，用一个普普通通的牛奶箱子联系

起两个不同的时空，让浪矢老爷爷感受他们

的悲惨，体会他们的情感冲突，帮助找到他们

内心流失的东西。在温暖别人的同时，也找回

了自己。

愿我们都能有一个比今天更好的明天，

要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自己。

渊本报记者 赵欣颖 马长远 郭慧颖冤

人生何处不燃烧
要要要读叶解忧杂货铺曳有感

苦中行乐
要要要读叶文化苦旅曳有感

温润如你，邓稼先
要要要读叶邓稼先院温文尔雅的坚守曳有感

第一次知晓“刘慈欣”这个名字，是在15

岁那年购买杂志时阅读到上面连载着雨果奖

的获奖作品《三体》，他笔下的文字在给读者

创造无限幻想的同时，更赋予读者可贵的思

考与领悟，让其逐步领悟“宇宙视角”的美妙。

读罢全文我的内心深有感触，而后抑制不住

内心的渴望阅读了他的其他作品，其中印象

最为深刻的一本便是《时间移民》。

《时间移民》被誉为刘慈欣二十余年创作

生涯的精华之作，作者在书中构建了未来世

界人类社会最神奇的可能性。书中讲述的是

由于环境恶化和人口压力，昔日繁华的街道

只余下断壁残垣，人类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政

府决定派出远征队伍，选取25岁以下的人类

成员向未来移民。8000万的移民者们就此踏

上时间的征程，希望努力为自己的文明保留

下一丝火种。在这期间移民队伍进行了多次

停留，但每一次停留的环境都不适合人类居

住，直到在最后一次航程，“移民大使”们决定

将时间锁定在未来11000年。一切都结束之

后，一切又再次重新开始。在未来的那个时

代，地球基本恢复了原始生态，人类开始了新

文明的起点。

“现在已经证明，人类不可能遏制住命运

的喉咙。人类的价值在于：我们明知命运不可

抗拒，死亡必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却仍能在有

限的时间里专心致志地创造着美丽的生活。”

在刘慈欣的《时间移民》中，移民者们先是借

用了冬眠技术来到了五十年后。五十年后的

人们通过数据分析决定战争的胜败，战争爆

发之时，炮弹的硝烟弥漫天际，鲜血和牺牲无

处不在。“移民大使”因这场世界大战而对这

个世界失望，带领移民们继续踏上了时间的

征程。三百年和五百年的文明都拒绝接收移

民们，直到一千年后，才有文明愿意接纳移

民。一千年后的文明已高度发展，人们自从生

下来便通过信息输入的形式直接将现存所有

知识输入大脑。人们失去了探索和求知的欲

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自拔。虽然这时

候的人类可以更换身体器官延长寿命，但在

大脑的处理上，只是复制记忆到新的大脑中，

存活下去只是记忆，无法拷贝思维方式。而在

第三次苏醒时，人类实现了记忆和思维方式

的上载，却又活在量子计算机中，这样的环境

依旧不适合生存，于是移民者们再次踏上征

程。两万年后，移民者们醒来发现身处于一个

原始丛林之中，万物萌发，生机盎然。一切痕

迹已被抹去，移民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

崭新的生活。

阅读这本书之时，书中讲述的故事情节

不禁引发我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为什么

而死，又为什么活着呢？”在刘慈欣的作品中，

《朝闻道》里的科学家们为了真理慷慨赴死，

《吞食者》里的人类为了地球新文明甘愿让蚂

蚁为食。《时间移民》里，还有科学家为了看到

宇宙的真理而甘愿放弃生命。科学不是冰冷

的，而是蕴含着一种恢宏博大的智慧。在我看

来，刘慈欣笔中的科幻世界里不止有“人类”、

“个体”、“宇宙”等科幻元素，还在构思的过程

中将他对世界观、价值观、人性与探索的灵魂

融于其中，并给予一定的留白。在他的笔下，

用宇宙的角度打破高尚又重塑高尚，是生命

意义的诘问，更是星际探索的本源。

以科学真理为工具，人类对宇宙的探索

将永无止境。从过去到现在，从当下到未来，

当脑海中的想象力带上科学的翅膀，就有了

展翅飞翔的可能。身为青年一代，愿你我能在

刘慈欣那空灵中又不乏厚重的文句间学会理

性地思索未来，亦不忘本心，在具有感性的人

性中探寻前路。

渊海峡财经学院18级会计学班 吴泓磊冤

穿越万年的旅行
要要要读叶时间移民曳有感

自孩童时代起，邓稼先这个名字

就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中，但我只

是模糊地知道，他是“两弹一星”的元

勋，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立下了汗马功

劳，课本里对他的简介并未让我对其

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对邓稼先这个

名字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一直充满好

奇，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碰到这本《邓

稼先：温文尔雅的坚守》时，就倍感亲

切，仿佛经过了历史千百遍的演练，我

翻开了这本书的第一页……

封面的第一句话至今令我热血沸

腾：当戈壁风沙在天空狂舞时，蘑菇云

吼出了一个时代的骄傲。可谁知这吼

叫的背后，又经历了多少辛酸悲痛？面

对组织的重托和民族复兴的强烈期

望，你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地踏入

那遍地危机的核武器事业，当试验失

败，人人惶恐时，你一次次亲自深入现

场，与那人人避之不及的核辐射“共

舞”，可曾记得1972年那颗核弹头落地

后没有爆炸，你二话不说，决定亲自去

找回核弹头以辨别真相，任何人都知

道这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要近距离

地承受“大剂量”核辐射，事后不爱拍

照的你，硬拉着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

照了一张相，当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

从赵敬璞那得到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

时，她刹那间明白了为何邓稼先的身

体中充满了发射性的庞大核辐射剂

量，虽然她看不到老邓的表情，但她瞬

间读懂了邓稼先的内心：他干了一件

只有英雄才敢干、才肯干、才能干的

事！多年后回忆此事，你只是淡淡地说

道：“既然我是技术上的总负责人，任

何技术上的悬案都应由我亲自大白于

天下。我去看看就是了！”从古至今，说

漂亮话的人不胜枚举，在各种场合起

愿发誓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每一个

关键历史节点，我们往往只能看到真

正的英雄在行动，这便是伪君子和真

英雄的区别。

“这份建议书比你的命更重要！”这

是邓稼先身患癌症在病房内完成《中

国核武器未来十年发展规划建议书》

时，让妻子送往九院领导办公室时对

其说的话，许鹿希清楚这份建议书的

分量，可是当她离开病房时，还是如脆

弱的女子一样，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

来，每一次邓稼先外出的道别，问去

哪，不能说，做什么，不能说，整整二十

八年啊。但许鹿希知道他的使命，这份

建议书更是用他那“死不起”的劲头熬

出来的，为的就是在美苏预谋出台《核

禁试条约》之前，完成在计算机上进行

模拟爆炸，也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

实爆到机爆！邓稼先的远见卓识告诉

他，美苏两国的核设计水平已到了瓶

颈，而计算器模拟爆炸技术的成熟，必

将使这两个国家迅速祭出“核禁”大

棒，其野心就是想要彻底封杀在核武

领域追赶的国家，邓稼先清楚，只有我

国完成了机爆，才能真正具有使他国

畏惧中国核威慑的实力，才能为我国

民族振兴设下最坚实的屏障！

不同于其他的人文传记，这本书

以邓稼先为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

自然又亲切地使读者置身其中，此书

以时间发展为脉络，以事件推动故事

发展为核心，主要将邓稼先身上的坚

守、气节、远见等形象具体地展现在

读者面前，当我读到邓稼先临终时所

说的最后一句话：“终生无悔！”时，内

心久久无法平静，到底是怎么样的的

坚守，让他像视死如归的勇士一样，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洪水猛兽”般

的核武事业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坚

守，让他甘于在戈壁滩上做着核武事

业，隐姓埋名整整二十八年？又是怎

么样的坚守，让他遭受核辐射的煎

熬、在生命奄奄一息的时候，内心还

想着我国核武发展事业？高风亮节是

他的一撇，丰功伟绩是他的一捺，在

祖国那百废待兴的时代，在祖国那还

未彻底站稳、被世界列强窥伺的时

代，在祖国那深情呼唤、渴求人才的

时代，邓稼先他们成了新时代的祖国

保护神！张爱萍上将亲自为其题词：

“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高度精炼地描绘了邓稼

先为国为民、崇高的品格，壮哉！如此

雄浑伟岸，为民族振兴而挺身立于天

地间的人，怎叫人不爱、不敬、不仰？

正如书中所云：和平时期的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对战争并没有具体的

概念，须知，“止戈为武”，真正的武

器，是不战而摄人魂。我们有必要知

道邓稼先更多的故事，但我们更有必

要知道，邓稼先真正的价值所在。

读完书的最后一页，我的内心仍

是激动不已，前人的伟岸让人折服，宛

若那最闪亮的标记指引着中华儿女前

行，合上书本，时光仿佛将我带到他的

面前，我看到了他那平和灿烂的笑容，

正如窗外那洒落的阳光，温暖人心

……

渊金融学院20级金融学金融科技方
向班 谢沣南冤

余华说过：“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

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

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福贵经历了一生的

苦难，成为了余华笔下的那个人。“人是为活

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

何事物所活着。”这是我读完《活着》一书之后

最大的感触。

《活着》讲述了农村人福贵悲惨的人生遭

遇。福贵本是个阔少爷，可他嗜赌如命，终于

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全家不得不离开大院

搬去茅草屋。他的父亲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则

在穷困中患了重病，福贵前去求药，却在途中

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经过几番波折回到家

里，才知道母亲早已去世，女儿凤霞因病不幸

变成了哑巴，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地养大两个

儿女。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次又一次降临

到福贵身上，妻子家珍因患有软骨病而干不

了重活，儿子有庆因救县长夫人被医院人员

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城里的偏头二喜

结婚，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

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妻子家珍也相继去

世，女婿二喜做活时因意外被两排水泥板夹

死。外孙苦根乖巧伶俐，因生活艰难，就连豆

子都很难吃上，一次吃多被撑死……最后只

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老人依旧活

着，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

福贵历经一生磨难，为活着本身而活。在

我眼里，徐福贵是坚强地活着，他没有因为家

道中落而一蹶不振；他没有因为被拉为壮丁

去充军而怨天尤人；他也没有因为至亲一个

个离他而去，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又冷

又饿的恶劣环境下，他自己一个人坚强地活

着。即使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折磨，他依旧选择

坚强地活着，他坚强地忍受着现实给他的苦

难与幸福。生活虽一次又一次地点燃了他的

希望，但又一次次地将他的希望浇灭，一次又

一次把他打入绝望的深渊。尽管如此，他还是

坚强地站了起来，坚强地活着，扪心自问这又

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

有人曾说，余华的《活着》本质上不过是对

悲剧的大量堆砌，是通过对主人公的折磨与玩

弄来引起读者的同情与悲悯，来吸引人们的眼

球。而我认为，这种说法太过肤浅，《活着》不单

单写的是福贵一个人的悲惨人生，更是当时黑

暗社会千千万万底层人民悲苦的缩影。

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有这样一句:“眼

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福贵曾拥有的良田、大宅，在赌博中丧尽，占

有福贵财产的人因万贯家财死于非命，福贵

贤惠的妻子、孝顺可爱的孩子在混乱的崩溃

的时代秩序中被淹没……福贵曾经拥有的，

都在一点点失去。但他依然选择活着，他活着

是为了什么呢？当我们读完这十二万字的小

说，我们明白了，活着的意义就是以自己的方

式度过一生。从降临到这个世界，再到离开这

个世界，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一切名声、财富、

亲人、友人、子女都是带不走的。物质好似幻

影，人们好似过客。一切都会逝去，或早或晚，

终有一天，唯有自己才是陪伴这个灵魂与意

志度过人生道路的旅伴。

反观现代的人生，只是因为一时懦弱就

想要寻死的大有人在，更多的人，在眼下为追

名逐利而活。正因为人们想不清楚自己为什

么而活，便把人生的目标锁定在眼前的物质

上，当眼前的物质无法满足人的追求的时候，

一死了之的念头应运而生。同样凝视着天空，

太宰治先生看到了深渊，一些人看到了黑暗。

但“福贵们”，却看到了星光，为了这星光，他

们勇敢地追逐，痴痴地守望。

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

(海峡财经学院20级会计班 陈清华 谢雨菲)

为了活着本身
要要要读叶活着曳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