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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融媒记者 胡锦 整理

《文物里的党的奋斗史》
本书以 2023 年 4 月开幕的“精神之

路”专题展为基础，从全国各地的革命场

馆、纪念馆、博物馆的馆藏精品中，精选具

有代表性、故事性和精神力量的文物或展

品。其中，既有中共一大纪念馆藏中文全

译本《共产党宣言》、沂蒙革命纪念馆藏沂

蒙人民的支前小推车、湘江战役中留下的

红军碗等珍贵文物，也有青海原子城纪念

馆藏手摇计算机、浦东展览馆藏《新时代

的浦东》特种邮票等重要展品，以当下看

过往，生动讲述文物内外的故事，以小见

大，以物证史，呈现文物背后的精神内涵。

本书由本书编写组编，具体编写单位

包括中共一大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古田

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井冈山革命

博物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20余

家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

许倬云，1930 年生，江苏无锡人。

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

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受聘为香港中

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1986年当选美

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年获美国亚洲

学会“杰出贡献奖”，2020 年获“全球华人

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影响世

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

在本书中，许倬云先生以“从世界看

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的大历史观，用清

晰的逻辑、简练的语言为读者呈现了三方

面内容：第一方面是古代中国受地理环境

影响所形成的“天下国家”体制，从“全球

化”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传统内向型经济形

态及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第二方面是从

轴心时代中西文化的比较，延展到现代民

族国家的诞生，以及近代以来中国被深度

卷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后两种文明的互

动；第三方面是现代世界全球化贸易的兴

衰和以此为基础的全新世界格局，在“全

球化”走入低谷的今天，中国应该坚持的

道路和未来世界的方向。

《天下格局》

三座校门三座校门：：见证携手共进历程见证携手共进历程
□金凤琴

2024 年盛夏，八月晨曦温柔地拥

抱了大地。农工党永康市前进学校的

领航人——校长夏琳瑛，以一种庄重

的仪式感，将象征学校灵魂的钥匙郑

重地交到市教育局领导手中。两手紧

握间，不仅是物理上的交接，更是前进

学校正式融入公办教育大家庭，扬帆

启航新纪元的象征。

回溯往昔，38年悠悠岁月。1986

年的盛夏，酷热难当，却挡不住农工党

人那份炽热的情怀。农工党永康支部

主委胡德忠与 6 位农工党党员正在一

起研究工作，邻居孩子高考因一分之

差落榜而无书可读，那一声声绝望的

哀叹，揪动着在座的每一颗心。怎样

才能帮到那些无书可读的孩子呢？怎

样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呢？大家围坐

于陋室想方设法，吊扇旋转间，是他们

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创办高中的梦

想，如同奔驰的骏马，势不可当。面对

资源匮乏的重重困难，他们未曾退缩，

而是携手并肩，以坚韧不拔之志，开启

了民办教育的初探之旅。

于是，在人民小学的一隅，点亮了

一盏灯。这盏灯夜夜不息，照亮了一

群追梦学子的心田。简陋的教室，虽

无华丽装饰，却如同璀璨星辰，汇聚了

“农工党永康县前进学校”的希望之光

与梦想之翼。那时的它，虽寄人篱下，

也无校名，却以无私的师魂，铸就了学

子心中最坚实的后盾。

关键时刻，中共永康县委的鼎力

支持如同曙光初照，为前进学校铺就

了一条金光大道。从借得的一间教

室，到获得正式办学许可，每一步都凝

聚着两党合作的智慧与汗水。那座无

形的校门，虽不见砖瓦，却坚固无比，

它见证了农工党在共产党引领下，迈

出为民办学、育才兴邦的第一步。

时光荏苒，1989 年成为前进学校

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

共永康县委领导的再次助力下，学校

租得东库小学教学楼，首次拥有了实

体的校门。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拓

展，更是教育梦想的一次飞跃。借船

出海，轻舟已过万重山。第二座校门，

见证了农工党在共产党引领下，教育

事业的又一次“前行”。

以胡德忠为核心的老一辈农工党

员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无到有创办

了永康最早的民办学校——前进学

校。诚如中国农工党原主席周谷城教

授在学校开学典礼的祝贺信中所说：

“我们的事业是整个农工党的事业，是

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尽绵薄之力，为

其添砖加瓦。”这意味着，农工民主党

派在参政议政的同时，也在努力积极

发挥其智力优势，务学兴教，培养人

才，改善永康教学、教育环境。

岁月匆匆，转眼已至 1992 年，永

康撤县设市，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崛起

为前进学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中共

永康市委、市政府的深情厚谊再次显

现，多方奔走协调，终于在这片繁华之

地，为前进学校规划出10亩教育用地。

农工党永康支部领导李遐明、陈

伯平和党员胡樟留等人白天利用业余

时间管理工程进度，晚上值班守护工

地，不计个人得失，不怕辛苦劳累，彰

显了农工党人对教育事业的奉献和热

爱。

1996 年丹桂飘香的季节，终于建

起了一座巍峨的五层教学楼，一座真

正属于前进学校的校门傲然挺立。

2003年，与共和国同龄的农工党

员夏琳瑛，本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却毅然扛起了前进学校的管理担子。

夏琳瑛以对农工党和教育事业的满腔

赤诚，一头扎进这片“百废待兴”的校

园。20 年如一日，把校园当作家，把

学生当孩子，带领着一帮老师教书育

人，读国学、诵经典、练字帖、养习惯，

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润物无声地做

着教育。从软件提升到硬件改良，从

理念灌输到文化塑造，把前进学校管

理得风生水起，令老师们佩服得五体

投地；令家长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令

教育界同行刮目相看。从最初的 65

名学生到如今的1000余学子，从简陋

教室到现代化教学楼，前进学校如同

两党共同培育的花朵，绚烂绽放。

回望曲折路，三座校门，从无到

有，从简到繁，它们不仅仅是学校发展

的物质标志，更是两党合作、携手共进

的生动写照。这是一部农工党基层组

织服务社会的创业史诗，也是一段跟

随共产党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光辉

历程。如今，响应国家政策，前进学校

将继续承载着这份厚重的历史与使

命，融入公办教育大家庭，向着更加辉

煌的明天迈进。

近日，一位农民告诉笔者，村里一

桩曾经大动干戈的纠纷，在驻村干部

一次次上门劝解下，当事者十分感

动，于是双方都作出让步。这位农民

说，如果没有驻村干部苦口婆心的劝

解感动他们，这冤孽不知要结到何时

呢。由此可见，感动人具有神奇的

作用。

今年 4 月，央视播出了感动中国

2023 年度人物盛典，这些人物都具备

了让人感动的事迹。他们那种勇于探

索，不畏艰险，体恤弱者，甘于奉献的

精神是世界上最能感动人的精神。这

种精神万金难买，它的作用远远胜过

物质财富所能产生的效应。所以亿万

观众认为他们最能感动中国。

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仁人志士、英

雄豪杰的事迹至今仍在感动着后人。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多少战士为保家卫国、血染战旗、

战死沙场等，都感动激励过一代代

人。他们感动亿万民众的事迹，已成

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永远感动着

后人。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

和红军战士，无论生存环境如何恶劣，

大雨中宁愿自己泡在雨中也不会去闯

民宅，饥寒中宁愿自己缺吃少穿，也要

将粮食省给群众，将衣服披在衣不遮

体的穷人身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凭着这种无私无畏

的伟大精神，感动民众，进而团结民

众，唤起民众的力量，拯救国家，拯救

民族，拯救亿万苦难中的人民。

可见，令人感动所产生的作用是

非凡的，它不仅能产生优秀的民族文

化，进而迸发出移山填海、改造世界的

伟大力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

领导和广大干部，能继续用当年我们

党对待广大群众的感情，切实将最广

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

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

苦，将广大群众的呼声当作工作重

点。这样，广大群众就会被感动，我

们的党和政府就能在群众中产生更

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我们面

前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办不

成的事。
丽州漫谈

前进学校校园一隅前进学校校园一隅

领悟感动
□柯高军

夏琳瑛和她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