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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多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

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成功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

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两

点一存”、起承转合的重要作用。2023年，笔者有幸

跟随《南梁之光》电视文献片摄制组，探寻先辈足迹，

查阅文物档案，采访整理素材，撰写拍摄脚本，接受

精神洗礼。深切感受到：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革命

实践中孕育形成的党性观念、意志品质、斗争智慧，

不仅是指引陕甘革命斗争得以红旗不倒、“硕果仅

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源所在，也为走好新

的长征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力

量、留下了宝贵财富。

一、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团结统一的历

史，感悟革命先辈以革命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的党性观念。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以“只知有

党，不知有其身”的忠诚品格，妥善处理党内分歧，坚

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带领陕甘边区军民，不断进

行配合、联合整合，确保陕甘红旗不倒，革命根据地

屹立不败。1934年7月，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军部

队和谢子长等人率领的陕北游击队会合后，自觉联

合、统一决策，并派红26军主力北上支援陕北革命斗

争。1935年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7军成立

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实行统一指挥领导，互相

支援配合，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第

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上海中央局和北方

局代表无端指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右倾机会主

义”“逃跑主义”，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以大局为重，

始终保持着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革命品质，即

便是在党内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因错误“肃反”而

身陷囹圄的时候，仍然以正确方式同错误思想斗

争，守护了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1943年1月14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对陕甘宁

边区建设成就卓著的22人予以奖励。毛泽东为获

奖者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

一位”。革命先辈在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告诉我

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始

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无往而不胜、不断

取得新胜利。

二、从创造性运用强大真理武器、不断开拓创新

的历史，感悟革命先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陕西省委

遭到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方面，多

次派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比如，后来跟随党中央和

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贾拓夫，就是派出寻找党

中央的人员之一；另一方面，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

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革命

斗争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

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

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他们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工

农武装割据思想，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和环境艰

苦的陕甘两省交界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

苏维埃政府，为党在全国执政进行了先期探索。在

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的艰难过程中，他们将群众工

作与统一战线相结合，不拘泥于工农群众的概念限

制，灵活争取民团、土匪、哥老会、国民党军队及少数

民族群众，扩大革命联盟，为党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借鉴。他们探索形成“狡兔三窟”

的多区域战略布局，使根据地在流动中生存发展，灵

活机动地实施敌进我退、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毛

泽东赞赏“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

明。”谢子长在陕北面临白色恐怖和部队严重受挫的

关键时刻临危受命，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创新机动灵

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了粉碎“围剿”、两破安定城、消

灭“四大民团”等胜利，巩固并发展了根据地。习仲

勋坚持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领导制定

了“十大政策”，丰富了党局部执政的理论与实践。

这些探索和创新，既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产物，

也是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结晶。陕甘边的斗争史

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军事斗争、根据地建

设、苏维埃政府建设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革命先

辈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发展起来，虽然他们没有直接

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探索的革命道路、

坚持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政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

事求是。

三、从为百姓打天下、创建民选政府的历史，感

悟革命先辈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的宗旨意识。革命先辈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

发，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发展经济、兴办教育、

改善医疗等政策措施，切实维护了群众根本利益、改

善了人民生活，最大限度调动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热

情，为开创革命新局面提供了坚强保证。刘志丹视

人民如父母，他时时处处替人民大众着想，要求部队

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战斗行

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打扰群众，不给群众添任何

负担。被当地人称为“谢青天”的谢子长，战斗负伤、

积劳成疾，去世前还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

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在创建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

户做群众工作”“和群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由于

血肉相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人民群众像

对待亲人一样对待红军，腾房间、筹军粮、当向导、

探敌情、踊跃参军。这种水乳交融、血肉相连、鱼水

相存的党群、军群、政群关系，正是党在创建革命根

据地、建立边区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中的明显优势

之所在。

四、从不怕牺牲、愈挫愈奋的历史，感悟革命先

辈忠诚于革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革

命先辈在全国革命陷入低谷的艰难形势下，面对恶

劣的自然条件、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围剿”、与上级联

系不畅、革命力量鱼龙混杂、党组织不成熟、不健全

等困难，始终坚守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先后组

织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刘志丹在入党誓言中写道：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

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他的好几位亲属被

敌人杀害，两个幼子在恶劣战时环境中不幸夭折，自

己也含冤入狱，但在生死关头，他始终坚信“黑云总

遮不住太阳”。谢子长在1934年8月的战斗中负伤，

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围剿”根据地的关键时刻，本应

休养的他，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

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坚持随军转移和指挥战斗，后

来由于伤情不断恶化，不久便与世长辞。习仲勋在

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始终怀

抱“最大的牺牲决心”“为党尽忠”的坚定革命者。南

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600多位烈士的名字，而

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牺牲的革命志士远远不止这

些。正是这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们，筑起一座屹立

不倒的丰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建并

且不断走向胜利，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

辈坚定的政治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他们坚

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于党的党性修养和人格

品德。

五、从实行“三色建军”、民选政府的历史，感悟

革命先辈又斗争又联合、肝胆相照的统战智慧。刘

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采用阶级分析、区别情况、

灵活对待的方法，与同情革命的各派力量建立合作，

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

统一战线。刘志丹经常告诫战友和同志：“革命需要

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习仲

勋曾回忆说：“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

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分不开的。”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武

装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红、白、灰“三色”

建军思想，最大限度争取和壮大革命力量。白色指

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开展兵运工作，使

其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等人积极做国民党军内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

作。灰色指派共产党人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

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在刘志丹、习

仲勋等人影响下，马锡五、郑德明、李仲英、朱志清、

马海旺等200多个哥老会成员相继投身革命，在黄龙

山落草的郭宝珊也加入红军。红色指由共产党人组

织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党领导和指挥的人民武装。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统战工作实践，对习仲勋

开展统战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主

持西北局工作时，习仲勋认识到西北民族问题、宗教

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采取妥善的步骤和正确的办

法解决民族和宗教问题。在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正

因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坚持大团结大

联合，注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得以发展壮

大、不断取得胜利。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精神力量无坚不摧。90多

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

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

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宝贵的革命精

神。进入新时代，这种宝贵精神迸发出更为强大的

力量，激励我们开拓创新、拼搏奉献，共同书写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从缅怀伟大历史中感悟宝贵革命精神

杨维军

在众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遵义会议会址以

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深深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成为

令人向往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最近的贵州之行，

终于圆了瞻仰遵义会议会址的梦。

来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区红旗路（原子尹

路）的遵义会议会址景点，临街一面的小牌楼大门

上方悬挂着一块“遵义会议会址”牌匾，黑底牌匾上

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题字苍劲有力，分外耀

眼，这是毛泽东生前为遵义会议会址所题的字。匾

额下方的大门一侧有一牌子告诉人们：遵义会议会

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的主

楼，就位于临街小牌楼后面的院子内。遵义会议会

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

修建于30年代初。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

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总司令部与一局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参观会址的入口处进入，一座中西合璧的砖

木结构二层楼房扑入眼帘，从旁边的指示牌中得

知，这就是我们久仰的遵义会议会址。陪同的讲解

员引导我们上会址的二楼，但见1964年毛泽东所

书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写的“遵义会

议会址”题字陈列在展柜之中，让人感到这幅题字

的弥足珍贵；在这里，可看到墙壁上挂着当年红军

所写的标语；墙上挂出的20张遵义会议参加人员

历史照片，让人驻足沉思；轻轻走在会址二楼走廊，

从中可看到复原陈列的当时一些领导同志的居室

原貌；最引人注目的是会址二楼的遵义会议会议

室，展现在眼前的是室内陈设的一张板栗色的长方

形木桌、20只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2个壁柜、1个

挂钟，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

所用，这些文物布置得肃穆朴素。这个会议室面积

虽然不大，但在此召开的遵义会议却意义巨大、影

响深远，正如一楼庭院里那遵义会议会址简介所告

诉人们：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

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

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

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

成熟。

透过会址二楼的窗户，发现主楼一侧有古树紧

挨着会址，绿叶婆娑，枝叶掩映窗外。从会址二楼

下来，参观了一楼陈设的参谋人员住室、中国工农

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等之后，便走到

古树旁，定睛一看，原来这古树是刺槐树，从挂在

树上的名木牌介绍得知，眼前的刺槐树树龄已有

100余年，虽历经岁月沧桑，但仍伟岸挺拔，枝繁

叶茂。此时，伫立古刺槐树前，不禁想道，这百年

古刺槐似乎在这里曾见证了当年遵义会议召开那

历史性时刻，似乎在这里向人们述说着中共历史

上那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点，真令人百感交集，

充满无限遐思。

离开古刺槐树，又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迎面

便是20位当年遵义会议参会者的全身塑像，墙壁

上镶嵌的“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八个大字分外醒

目。看到纪念馆内展出的一个个展板、一件件实

物、一幅幅图片，让人更加深了对遵义会议伟大意

义的认识，更深刻理解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告别遵义会议会址时，不禁想道：此次红色之

旅，堪称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受到的党性教育

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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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节到闻雷声，

震醒蛰伏越冬虫。”在雨

水的滋润下，年的气息

还没来得及从大红的春

联上消褪，乡村的季风，

就吹来了丝丝和煦的暖

意，这时候的乡村，因为

惊蛰的到来而有了一个

生动的主题。

惊蛰时值仲春，是

春季的第三个节气。“惊

蛰春雷响，农夫闲转

忙。”岁月嬗递，大地春

回，在春雷的涌动中，乡

村的梦也似乎一下子从

裹满寒意的冬夜醒来。

田间地头，农人扬鞭催

犁，拉开了一年农事的

序幕。铧尖犁开板结的

冻土，撒播一粒粒饱满

的种子，植下一株株幼

小的树苗，一幅充满生机的乡村写生图，便恰似一幅水墨丹青，

勾勒出原野上充满活力的色感。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之计在惊蛰。阳春三月，草长莺飞，

春意融融中，农人们顾不上细细品味眼前这春色美景，就荷锄

扛犁，踏上赖以生存的田园。农谚云：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

歇。耙地，抢墒，浇水，施肥，犁耙水响，牛耕犁作……乡村的惊

蛰，寄托着乡村一年丰收的渴望。“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淅淅沥沥的春雨，悄然打湿农人的

竹笠蓑衣，春风拂过垄上，野花摇曳间，小麦悄悄在返青中拔节

孕穗，茶树悄然分枝发叶，冬季播种的油菜，在惊蛰的雷声中，

也开始绽开嫩黄的花蕾，含笑嫣然，装点着乡村的盎然春意。

走在乡村的惊蛰里，放鸭人的吆喝，遥相呼应着艄公桨声

的节拍，回响在蜿蜒的河床上，那样动听。春雷过处，春潮涌

动，辽阔的圹埌上，紫燕穿梭，蝴蝶蹁跹，苹果林青青郁郁，杨柳

枝上爆出鹅黄的新芽。

走在乡村的惊蛰里，萝卜红，苋菜青，泥蒿葳蕤，莴苣连片，

春韭润绿乡村菜园。温暖的土壤下面，蓖麻的种子已开始孕育

生命的胚芽。走在乡村的惊蛰里，我仿佛看到充满希望的田野

上，向日葵拱破潮湿的土壤，在阳光下露出金灿灿的笑脸。走

在乡村的惊蛰里，蛙鸣声声，为乡村弹拨起美妙的琴弦。走在

乡村的惊蛰里，大群采蜜的蜜蜂飞舞在油菜地上，我仿佛看到

养蜂人已酿出生活甘甜的浓蜜。

乡村惊蛰是一本农事的读本，一旦打开，便尽情宣泄，每一

个章节，都给乡村涂抹上浓墨重彩。乡村惊蛰赋予大自然无穷

的力量，一旦将春笋从冬眠中唤醒，便如剑刺破冻土，蓬勃茂盛

的生长。乡村的惊蛰，是一支催人奋进的歌谣，每一句歌词，都

唱出乡村朴实饱满的丰收希冀。

雷声滚过阡陌，田园涌动春潮。我想，只有在辽阔的乡村，

才能真实体会到惊蛰的深度魅力，体会到孕育在这个节气中的

火热激情，就像乡村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凝结着对生活的热爱

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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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在阳台上养一些花花草草，但

常常因疏于管理，花木长势并不佳。一日，

偶尔清点了下，往日栽满的盆景居然空缺

了好多，倏地有些伤感，觉得很对不起那些

花花草草们。

前些天，我又买了好多新的花木，想把

空盆补满。忽然，看到一个破瓷盆里有一

团新绿，那么水灵，那么鲜亮。原来是宝石

花，层层叠叠的叶片，肥厚多汁，呈花瓣状

向四面展开。我想起，这是从邻居老伯家

随手折了一个叶片来插在瓷盆里的，没想

到简简单单一插就活了。

看着眼前这一簇新绿，我眼底泛起了

柔波。宝石花从一片单薄的小叶子日日夜

夜长到现在，我竟然都没有注意到。更不

要说给它浇一次水，松一下板结的泥土，晒

一晒温暖的阳光了。可宝石花并没有怪罪

于我，照样默默地在阳台的角落里，任风任

雨，无人欣赏地生根长叶。

读沈复的《浮生六记》，“石菖蒲结子，

用冷米汤同嚼喷炭上，置阴湿地，能长细菖

蒲，随意移养盆碗中，茸茸可爱。”读罢，不

禁莞尔。哪怕用冷米汤同嚼过，哪怕是喷

在黑黑的木炭上，照样长出绿茸茸的石菖

蒲，令人不甚惊喜。

记起唐人张九龄有诗云:“兰叶春歲

蕤，桂华秋皎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

折。”原来，草木非人，却有“心”。兰逢春葳

蕤，桂遇秋而皎洁，这都是源于它们草木的

本心，并不是为了要博得美人欣赏而去

折。我忽然就懂了那棵宝石花，那片石

蒲。它们都顺应着自己的“本心”，寂静欢

喜，默然生长。它们的世界从来都不需要

我们承认。就像台湾女作家刘继荣的女儿

说:“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

鼓掌的人。”是的，在这条路上，奔波操劳的

人太多了，为避于这种匆忙，只在路边为他

们鼓掌。自己有自己想要的生活，至于是

不是富贵荣华都无关紧要。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能如草木，记

得“本心”，活在世上一定会轻松很多。要

回归素简淡定的“本心”，就向草木学习

吧。如果有一天，我们能与植物谈心，我敢

肯定，一棵树绝不会因为装点了权贵富豪

的房子而沾沾自喜，一枝花也绝不会把插

进高级瓷瓶作为无上荣光。或许，它们会

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请保持一颗自在心，

去享受阳光雨露，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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