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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是 江 西 亮 丽 、动 人 的 底 色 ，也 是

鲜 明 、厚 重 的 文 化 符 号 。 在 语 文 课 本 里 ，

当我们诵读起红色经典名篇，那些闪耀着

革 命 理 想 与 信 念 的 光 芒 ，映 照 我 们 的 初

心 ，坚 定 我 们 的 信 仰 ，并 给 予 我 们 人 生 向

上的力量。

巍巍井冈，“红”“绿”辉映。在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创建 95 周年前夕，茅坪村的八

角楼吸引了许多由小学生组成的研学团。

孩子们一边听讲解，一边重温课文《八角楼

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

在茅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这是个寒冬腊月的

深夜，毛主席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

竹椅上写文章……”

1927 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当年在八角楼里，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

两篇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

茫茫黑夜里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井冈山的人哎，抬头望哎，八角楼的灯

光，照四方。”《八角楼上》的故事，《井冈翠

竹》里歌咏的“坚强不屈、勇敢乐观的革命精

神”，让一代代学子从小牢记革命传统，不断

锤炼意志、坚定信仰。

井冈山有八角楼的灯光，还有人们耳熟

能详的《朱德的扁担》：“1928 年，朱德同志

带领队伍到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带领的

队 伍 会 师 了 …… 井 冈 山 上 生 产 的 粮 食 不

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宁冈的茅坪

去挑粮……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

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粮食，

跟大家一块儿爬山。”

许多年前，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坐

在一间乡村教室里，跟着老师大声朗读《朱

德的扁担》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后 来 ，听 老 师 说 镇 里 的 书 店 有《朱 德

的 扁 担》小 人 书 ，我 便 央 求 母 亲 给 了 5 角

钱 ，翻 山 越 岭 走 了 10 多 里 ，买 回 后 一 口 气

看 完 ，仍 意 犹 未 尽 。 再 后 来 ，课 文 越 读 越

多 ，我 的 小 人 书 也 越 买 越 多 ，《八 角 楼 上》

《吃水不忘挖井人》《小兵张嘎》《闪闪的红

星》《地 雷 战》…… 小 学 毕 业 时 ，我 的 小 人

书已经装了一大箱。

沿着革命者的足迹，课本里的江西从

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来到了共和国摇

篮瑞金。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村子

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

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

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

毛主席。’”我读到《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

文，是在小学一年级。石碑上所刻的那句

话，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我幼小的心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出 发 于 赣 南 的 红 军 长 征 ，这 一 惊 天

地 、泣 鬼 神 的 革 命 壮 举 ，同 样 是 语 文 课 本

里不可或缺的内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 。”《七 律·长 征》大 气 磅 礴 ，

毛泽东回顾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表

现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和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不 畏

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我们还

在陈毅的《梅岭三章》里，读懂了一个革命者

在危难之际，矢志不移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

革命必胜的信念。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

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我们在方志

敏的《清贫》里，读懂了他“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的凛然正气和坚

贞不屈的革命大无畏精神。“黑暗一定会消

失，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要来到，美丽

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打开课本，汲取信仰的力量
□ 毛江凡

革命烈士面对牺牲时究竟会想些什么？对于孩子，无

疑是个悬念。记得在小学的课文里，革命烈士诗抄就给出

了明确的答案，比如夏明翰的《就义诗》、叶挺的《囚歌》。

而到了初中阶段，课文《梅岭三章》给出的答案是：牺牲不

只是悲伤，还有慷慨大义。那些临终时把目光投向国门的

人，是理想和信仰至死不渝的人。

作为赣南人，不论是在老家上学，还是在小镇教书，陈

毅的《梅岭三章》都是我喜欢的课文，成为我跟共和国往事

对话的一个契机。青春年少，自然懂得对生命的珍惜，而

《梅岭三章》中的视死如归和神奇脱险，最能打动少年心。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

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每当读到“旋围解”，

老师和学生都会如释重负。

“断头”之际赋诗，这是诗人最为特殊的写作模式。为

此我一直好奇，大余梅岭究竟是什么样的福地，创造了那

样一个传奇？由于《梅岭三章》这篇课文，我在初中时期就

抄写和背诵了陈毅的《赣南游击词》。那是我最早的课外

阅读之一。自少年时代起，我就希望有机会去梅岭，看看

这座神奇之山是如何“酝酿”三首诗章。2007 年，反映南方

三年游击战争的央视大剧《浴血坚持》在瑞金开拍，在一处

山林里再现了《梅岭三章》的情景。课文变成了影视，我发

现主题歌《红旗飘扬》像是《梅岭三章》的另一个版本：“假

如明天我消失在林莽/请用你多情的那道目光/替我看看

天边升起的朝阳……”

我近距离感知《赣南游击词》，是在 2016 年江西省作协

组织的一次采风活动。从信丰县城去往油山镇上乐村的

公路蜿蜒曲折。我不断透过车窗，确认这片青山的表情。

以生态的眼光看去，这里是一片桃源。然而，当年一支军

队藏身于此，由于敌人的“围剿”，这里又成为一座考验革

命者的炼狱。

我曾经行走在这支军队的出发地，在瑞金一个叫梅坑

的村子里反复体味“去留心绪”。当年，陈毅由于负伤，成

为中央苏区留守的一员。在中央政治局旧址里，我看到了

他的肖像，剑眉里藏着凝重。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一个危难之际沉重的使命，让他思考着未来的道路。从瑞

金突围，意味着要在四面包围中寻找生路。事实上，他也

曾选择向福建突围，但这个方向多是绝路，因为瞿秋白在

长汀被俘就义，何叔衡在长汀跳崖牺牲。我颇为好奇，陈

毅是如何及时地在赣南掉头，从瑞金转移到大余、信丰等

地，坚持了三年艰难的游击斗争。

在信丰游击战争纪念馆，我又读到熟悉的诗句。同行

的作家们赞叹说，这《赣南游击词》真是有生活！自然，我

们也熟悉当代的基层书写，只是很少看到在困境中迸发同

样的乐观主义，一种守望和亮色，哪怕身处绝地。1936 年

夏天，油山出现罕见的大雪，大自然一下子成为敌人的帮

凶。陈毅和游击队粮食断绝陷入困境，但他仍然说，莫怨

嗟，稳脚度年华。他心里装着远方，心里有曙光，坚信铁树

要开花。特别是“虑不得脱”之时，《梅岭三章》成了最后的

交待。

把目光投向国门，是革命者特殊的姿势。1929 年，朱

德和红军最初进入赣南，伍若兰不幸遇害，头颅被敌人残

忍地挂在赣州城门。1935 年，毛泽覃烈士的头颅，被敌人

悬挂在绵江边一棵榕树上。“人间遍种自由花”，究竟是一

种什么花？需要后人不断去描绘。2016 年冬天，我参与小

城的改造工作，站在一座古桥上，看着绵江边那棵高大的

榕树，突然想起了《梅岭三章》的诗句“此头须向国门悬”。

小学课文《清贫》陪伴一代代儿童成长。“沿着波澜起伏的字里行间，走进艰难的岁月

思绪万千，我看到《清贫》里的共产党员……”一曲《清贫颂》，把我的思绪拉回到战火纷飞

的年代。

1899 年 8 月 21 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

他自幼崇拜爱国英雄，特别敬仰“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要留清

白在人间”的于谦。

方志敏 8 岁读私塾，1916 年秋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1919 年秋升入江西省立甲种工

业学校。从小村庄到县城再到省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给了他最早的思想启蒙。他 20岁

在校发动组织反帝爱国斗争，22岁领导学生反对腐败，要求教育改革而被校方开除。

1924 年 3 月，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觉得“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

他在《我是个共产党员了》一文中写道：“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

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

党去了！”

他领导家乡农民“两条半枪闹革命”，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拥有“铁的纪

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造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十六字战

略要诀，多次击退敌人的“围剿”，在苏区发展经济，首创股份制、发行股票……

他一生清贫。一次去中央苏区开会，方志敏穿的是破棉袄。朱老总一脸惊讶：“你们不

是很有钱吗？怎么穿着破衣衫？”母亲看他掌管着大钱，上门来要钱还债，他说“那是劳动人

民的血汗钱，没有权力动”。他率队北上抗日在怀玉山不幸被俘，敌兵以为逮了大官可发一

笔横财，不料搜遍其全身，也不见一个铜板，仅一个旧怀表和一支笔……他在狱中写道：“清

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他胸有大义。老百姓讲，“他支援党中央，黄金一箩筐一箩筐地送”；为配合中央军事部

署，他率北上抗日先遣队迎敌而上；他在重兵压境时突出重围，为营救战友又冲入包围圈；

身陷囹圄，蒋介石多次劝降，他宁死不屈……他的爱国热情自始至终“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

时那样的真纯入迷”，始终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80多年过去，他的声音依然如雷霆在耳。

他说信仰：“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

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他拒诱惑：“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

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

下去。”

今天，在他战斗过的闽浙赣皖大地上，他所畅想的“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

日新月异的进步”变成了现实。赣东北漫山遍野的红枫，正生机盎然。方志敏同志的革命

精神，彪炳史册，激励着一代代人。

红枫遍野正烂漫
□ 刘诗良

投向国门的目光
□ 范剑鸣

童年的井
□ 范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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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表达一种感恩之情，是说“吃水

不忘挖井人”，还是说“饮水思源”？也许，

乡 亲 们 更 喜 欢 用 前 者 ，而 文 人 们 更 喜 欢 用

后者。前几年我在教学《吃水不忘挖井人》

这 篇 课 文 时 ，乡 村 学 校 的 孩 子 们 没 有 提 这

样 的 问 题 ，因 为 一 年 级 的 孩 子 们 还 没 学 习

“饮水思源”这个成语。我在课堂上带着孩

子们认读生字、诵读课文，恍惚之中回到了

童年岁月。

课本就像一口井，文化像井水一般，不

知不觉滋润着一代代年轻人的心。我隐隐

记 得 ，当 年 我 的 老 师 也 没 有 讲 起“ 饮 水 思

源”这么文气的话题。无论是当年的我，还

是 现 在 的 乡 村 孩 子 ，对 于 井 ，都 感 到 陌 生。

我 们 享 受 着 自 来 水 的 便 利 ，“ 吃 水”不 再 是

艰难的生活问题。为此，孩子们对挑水、挖

井、立碑，自然都是当作一部“历史剧”来看

待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是先在课文里知道

沙洲坝红井的。而我无从理解，先看到红井

再读到课文，会是一种怎样的兴奋。我和学

生共同熟悉一种方言——“吃水”，普通话是

“喝水”。后来我到北方上大学，当我说出江

西、说出瑞金，同学们竟然都知道红井，而那

篇课文仿佛成了我的籍贯。说实话，当同学

们 赞 叹 红 井 ，我 内 心 却 有 种“ 东 家 丘”的 惭

愧。而这种惭愧慢慢引导我再次向红井靠

近，仿佛红井的课文能让我再次成长。

在大学校园里，五湖四海的方言与普通

话互相碰撞。在普通话的交流中，“吃水不

忘挖井人”已成为自然而然的话语，超越了

南北的差异。这时候，我才吃惊地发现，课

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

在共和国摇篮红井边的乡亲们，能够为

汉语贡献一个带着方言味道的词语，是源于

江西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

当我与爸爸交流这个看法的时候，我才

知道爸爸跟红井的情愫远比我深。关于红

井的新闻稿，他不知道写过多少篇。关于红

井的诗歌，在《诗意瑞金》一书中反复出现。

他编辑的报纸副刊就叫“红井水”，读过的红

井题材稿件自然不计其数。爸爸还有一个

特别的经历，即参与了一次寻访活动——寻

找《吃水不忘挖井人》课文作者。那是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瑞金发起的

这次寻访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红井

再次唤起人们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对感恩情

怀的共鸣。

我问起结果。爸爸说，后来出版社的老

同志说，课文是集体创作的，是根据当年大量

红井故事提炼创作的，课文插图作者倒是找

到了一位，叫蒋德舜。爸爸还知道有关这篇

课文的许多事情。这篇仅有百字的《吃水不

忘挖井人》被称为“中国经典小学课文”之一。

爸 爸 告 诉 我 ，他 最 近 还 了 解 到 碑 文 的

来 源 。 据 说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中 央 慰 问 团

来 到 瑞 金 ，带 来 了 毛 主 席 的 题 词 ：“ 发 扬 革

命 传 统 ，争 取 更 大 光 荣。”瑞 金 人 民 受 到 鼓

舞，就借红井的石碑来“回礼”，刻上：“吃水

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