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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解说词（第五集）

愿得此身长报国

本集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强
调了爱国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方式。以

“爱国”为主题，能够更好地弘扬爱国
主义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第一部分：为什么爱国主义是民族
心、民族魂

主持人康辉：
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平语近

人。欢迎您收看《平“语”近人——习
近平喜欢的典故》。我是主持人康辉。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解
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所有朋友
们，大家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精神“脐带”，我们有五千多年的文明
发展史，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最深
厚的文化根基和最独特的文化土壤。
今 天 这 期 节 目 的 主 题 就 是“ 爱 国 ”。
好，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节目的
思想解读人，中央党校王杰教授。

思想解读人王杰：
大家好，这一集我们谈论的主题是

“爱国”。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有一种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其
中，这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始终是
激昂奋进的主旋律，是中华民族团结奋
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和强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
一系列关于“爱国”的重要论述。

现场的各位朋友，知不知道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爱国的一些论述呢？好，
你请。

观众一：
习总书记有很多话都让我记忆犹

新，但是最让我铭记于心的是，习总书
记在 2012年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
的最平实的一句话：国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观众二：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习总书记

在 2018 年北大师生座谈会上，他说过
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
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

思想解读人王杰：
非常好！刚才这几位观众说的这

些，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讲
的 关 于“ 爱 国 ”的 重 要 论 述 。 那 么 今
天，就让我们围绕“爱国”这一鲜明主
题，一起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爱国思想，深切感受习总书记的爱国
情怀。我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为什
么说爱国主义是民族心、民族魂？第
二 ，新 时 代 爱 国 主 义 的 体 现 是 什 么？
第三，如何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
么说爱国主义是民族心、民族魂？大
家请看大屏幕。

总书记原音短片一：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

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
有 浓 厚 的 家 国 情 怀 ，有 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
代的知识分子所尊崇。

主持人康辉：
我们刚刚听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段话，是 2016年的 4 月 26号，他在和
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的
时候讲到的。短短的一段话里，总书
记有三处用典，而其中“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我们每个人
都非常熟悉，是经典名篇《岳阳楼记》
的点睛之笔，更是总书记在很多场合
多次提及的。那么，这句话为什么会
成为历代传诵、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
名句，它对于在今天这个新时代里我
们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又会带
来哪些新的启示呢？现在有请本期节
目的经典释义人，中南大学杨雨教授
为大家讲解。

经典释义人杨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两句名言出自《岳阳楼记》。《岳
阳楼记》，相信大家都非常地熟悉了，
因为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背得滚瓜
烂熟。《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是北
宋名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
治家、文学家之一。这篇文章写于庆
历六年，范仲淹当时 58 岁，正担任邓州
的 知 州 ，也 就 是 在 今 天 河 南 的 邓 州 。
也就是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范仲淹
本人并不在岳阳，他是收到了滕子京
寄来的信，邀请他为重修的岳阳楼写
一篇记，范仲淹慨然应允，然后就有了
这篇名垂千古的美文《岳阳楼记》。

范仲淹这个人物我们当然也不陌
生，他在北宋仁宗朝曾经官至参知政
事，也就相当于是副宰相。就在写这
篇《岳阳楼记》的三年前，也就是庆历
三 年 八 月 ，范 仲 淹 被 任 命 为 参 知 政
事。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诏富弼、
范仲淹等人条对时政。范仲淹应诏上

“十事疏”，提出了翔实的新政的措施，
也标志着庆历新政正式启动。在那个
时候，虽然北宋表面上非常地繁华，但
实际上隐忧重重，正是基于忧国忧民
的家国情怀，范仲淹才提出了翔实的
新政策略。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历来
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层层阻力，迫于来
自反对派的强大的压力，本身改革意
志就不坚定的宋仁宗动摇了。在庆历
五年正月，范仲淹自请罢参知政事，以
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同时兼任陕西
四路缘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范仲
淹的四路安抚使帅任被解除，改知邓
州 。 这 就 是 这 篇《岳 阳 楼 记》创 作 时

候 ，范 仲 淹 他 的 个 人 的 经 历 背 景 了 。
在这里我不得不重点提一下，可能会
被很多人忽略掉的一个人。谁呢？滕
子京。因为没有他的邀约，就不可能
有这篇著名作品的传世。滕子京就是
滕宗谅，子京是他的字。滕子京和范
仲淹是多年的好朋友，两个人不仅留
下了很多诗歌唱和的作品，而且在政
治上也经常是同荣辱、共进退。

滕子京也是一个胸怀家国的人，虽
然屡屡被贬，但是每到一个地方，他都
能够放下自己的荣辱名利，始终勤政
爱民。他来到巴陵郡之后，兴修水利，
兴办教育，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是两
手抓。不到两年的工夫，巴陵郡就显
示出百废俱兴、政通人和的气象。习
近平总书记引用范仲淹《岳阳楼记》里
面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说明像范仲淹那样的古代知
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会因为个人的
荣辱得失而动摇、而改变。忧国忧民
的爱国情怀，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始终
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个人的安逸喜
乐反倒被他们抛在了脑后。这也是中
华民族历经苦难依然可以生生不息的
精神力量。

思想解读人王杰：
感 谢 杨 雨 教 授 的 讲 解 。 为 什 么

说爱国主义是民族心、民族魂？我讲
三点。

第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重要
的核心价值观。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
遭受过无数难以想象的磨难、危机和挑
战，但是中华民族始终能够团结一致，
以顽强拼搏的强大的生命力，巍然屹立
于世界的东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持久的
爱国主义传统。正如 2019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时所
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
族魂。”

历史昭示我们，只要我们高扬爱国
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保持高度的爱国
主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中华民族
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各
样的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
丰功伟绩。

第二，爱国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
本。2018 年 5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爱国，是人
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
德之源、立功之本。”102年前，中国青年
作为一支新生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用
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唤醒了沉睡
的中华民族，也孕育出了以爱国为核心
的五四精神。102 年来，五四精神薪火
相传，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
国青年，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
情，自觉地把个人小我融入到了祖国大
我、人民大我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前赴后继、奋发图强。

第三，爱国也是涤荡人心的时代精
神力量。爱国主义情感牵动着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心。不同历史时期，赋予爱国
主义的主题不尽相同；不同发展阶段，人
们爱国主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
是，爱国主义的底色，从来没有因为时
代、环境的变化而褪色，而改变。今天，
在我们身边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报效祖国
的英雄人物，扫雷排爆英雄杜富国，就是
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

2019年 7 月 31 号，建军节前夕，年
仅 28 岁的杜富国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向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从此，他有了一
个 新 的 荣 誉 称 号 ——“ 排 雷 英 雄 战
士”。失明的双眼和残缺的双臂，并不
影响他敬一个标准的军礼，然而，却让
他的排雷生涯永远地画上了句号。

这就是杜富国曾经的防护服，它用
破碎不堪讲述着他最后的排雷瞬间。

2018年 10月 11日，陆军某扫雷排
爆大队战士杜富国发现了一枚当量大、
危险性高的加重手榴弹，就在他按照作
业规程小心翼翼地清理浮土时，意外发
生了。

战友同期声：“富国！杜富国！清
醒点！富国！富国！富国！”

思想解读人王杰：
那年，杜富国 27 岁，有着 8 年的军

龄，刚刚步入婚姻的殿堂。
终结杜富国排雷生涯的坡地，被称

为“ 坝 子 雷 场 ”。 上 个 世 纪 的 边 境 作
战，使这里遗留大量的地雷和爆炸物，
它们威力巨大，位置不固定，边民耕种
时被炸死炸伤的事件时有发生。

要还百姓一片安宁，就必须有人踏
入这片“死亡之地”，彻底扫清雷区。

2015 年，中越边境启动第三次大
面积扫雷，明知危险重重，杜富国还是
毅然报名参加了扫雷大队。

杜富国同期声：“当兵，就应该做
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只要祖国和人民
需要，我觉得军人就应该义无反顾地
去参加。”

思想解读人王杰：
自此，3 年多的时间里，杜富国进

出雷场 1000 余次，排除 2400 余枚各类
爆炸物，处置各类险情 20 多起，直至爆
炸发生。

2018 年 11 月 16 日，杜富国负伤

的第 35 天，坝子雷场中，扫雷排爆大队
以“手拉手”的方式徒步检验雷场的每
一寸土地，将他们用生命清扫干净的
雷场移交给了当地百姓，而队伍中却
没有杜富国的身影。

杜富国同期声：“我从来没后悔，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一千次、一
万次，我也会去参加扫雷。因为我是
一名军人，我为我的国家做了一名军
人应该做的事。”

主持人康辉：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 2019 年 7 月 31

号那一天，我在《新闻联播》里播报了习
近平总书记向杜富国颁授“排雷英雄战
士”荣誉称号的新闻。而今天在《平“语”
近人》节目的现场，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位

“排雷英雄战士”，掌声欢迎杜富国。
富国，你好。
杜富国：
你好，主持人。
主持人康辉：
今天和杜富国一起来到节目现场

的，有富国的父亲杜俊同志，也有富国
的战友张鹏同志。富国，跟大家打个
招呼。

杜富国：
大家好，我是南部战区陆军扫雷排

爆大队战士杜富国。
主持人康辉：
还是一个战士的标准的样子。富

国，每次见到你，我都觉得你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惊喜。最近这段时间又掌握
了什么新的技能吗？

杜富国：
从我负伤以来，在这一年里我学会

了用假肢吃饭、洗漱、刷牙等，最近我
还学会了使用平板电脑给战友们发微
信、打电话、发视频，挺开心的，每天还
坚持听《新闻联播》。谢谢大家。

主持人康辉：
我要特别谢谢富国，因为他说他每

天 都 坚 持 听《新 闻 联 播》，我 特 别 满
足。富国，今天来到了《平“语”近人》
节目的现场，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是

“爱国”，那你有没有爱国的故事，和现
场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杜富国：
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清明节的时

候学校都要组织去看望红军，也就是
那 个 时 候 ，我 就 有 了 一 个 当 兵 的 梦
想。到了部队，也是每年都去烈士陵
园瞻仰烈士，每次看到 960 多块墓碑，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也就 17 岁，最大的
也就三十几岁，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
心情很沉重。等我们回到队里，其实
我们大家都想，一定要完成好扫雷任
务，把老英雄、老前辈们的精神发扬光
大，把他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精神
传承下去。我和我的战友们把一块块
带 有 骷 髅 标 志 的 雷 区 变 成 了 良 田 沃
土，我们手拉着手蹚过雷区，向当地的
百姓证明这雷区已经是安全的。我觉
得作为一名扫雷兵就要完成好扫雷任
务，我觉得这就是爱国，这就是我们该
做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康辉：
谢谢！富国讲的这个关于爱国的

故事，从我这样一个做语言工作的人，
按我们的标准来评价的话，最好的表
达就是言为心声，这一点杜富国做到
了，再次把掌声送给富国。今天在节
目现场，我们还请到了几位观众，他们
都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
队，欢迎你们。人民警察和我们的人
民子弟兵一样，也时时面对着生死考
验，所以也特别想听听你们来谈一谈，
在你们心中对于爱国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请其中一位代表，好吗？

闫群（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
总队排爆大队政委）：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公安
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的闫群，在我身
边坐的都是我的战友。要说起爱国这
个话题，我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实际
上都反映在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我
本人是从事跟我们的杜富国同志接近
的 工 作 ，我 们 是 从 事 爆 炸 物 排 除 工
作。我已经从警 25 年，也从事爆炸物
排除工作 25 年。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
经 历 的 ，我 觉 得 记 忆 最 深 刻 的 一 件
事。那是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当我
们接到一个报警，发现了一枚炸弹，当
我们赶到现场，穿上我们厚重的排爆
服，观察这个爆炸物的时候，爆炸物上
的闹钟已经停止走动了。当我们按照
这 个 操 作 的 规 程 准 备 进 行 排 除 的 时
候，这个闹钟又开始走动了。应该说，
从我 25 年的这个排爆工作的经历来
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快地拆除过一
个 爆 炸 物 ，我 大 概 用 了 2 分 35 秒 左
右。成功拆除以后，通过最后的鉴定，
我们发现它离爆炸的时间只剩下 2 分
25 秒。在影视剧中，大家可能看得比
较多的都是在最后一秒钟剪断了某一
根线。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会等
到那一秒，因为作为一个排爆警，你永
远 不 知 道 等 待 你 的 是 什 么 。 说 起 爱
国，既然国家和人民，赋予了我们这么
重的担子，那我们就将义无反顾地把
它挑起来，用我们业内的一句话说，我
们用生命捍卫生命，我们用生命捍卫
平安。

主持人康辉：
谢谢你们用生命捍卫生命，用生命

捍卫平安。无论军人还是警察，他们
身 上 都 有 共 同 的 一 种 特 质 ，就 是 爱
国。我们要把掌声和敬意送给每一位
用生命捍卫生命，用生命捍卫平安的
人，谢谢你们。

在新时代，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体现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再
来听一段总书记的话。

第二部分：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体现
是什么

总书记原音短片二：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
骄傲、民族的光荣。长期以来，一代又
一 代 科 学 家 怀 着 深 厚 的 爱 国 主 义 情
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
视 角 ，为 祖 国 和 人 民 作 出 了 彪 炳 史 册
的重大贡献。

经典释义人杨雨：
这是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28 日在中

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
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在
这次讲话当中，总书记引用了两句诗：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这两句诗出自于明代爱国名将戚继光
的著名诗篇《望阙台》。戚继光，相信
大家都如雷贯耳。他出身将门，父亲
戚景通就是一位将军。戚景通在 56 岁
的时候，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算是老
来得子。但是，戚景通并没有一味地、
毫无原则地溺爱儿子，而是从小就严
厉地教导他，他给儿子取名“继光”，就
是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将门家风。

嘉靖三十四年，28 岁的戚继光奉
命调防浙江，这正是当时倭寇活动尤
其猖獗的地方。来到浙江之后，戚继
光深刻地意识到，组建一支强有力的
军队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于是他排除
万难，组建了一支“戚家军”。正像我
们所了解的那样，在戚继光的指挥下，
戚家军横扫倭寇，让沿海人民重新过
上了安宁的生活，建立了彪炳千秋的
不世功勋。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又
奉命调援福建，继续开始荡平沿海的
倭寇。

这首《望阙台》，正是戚继光写于
镇守福建的时候，望阙台本来是一处
高台的名字。“阙”，本义是指皇宫，这
里当然是代指朝廷。戚继光用《望阙
台》这个诗名，其实就是表达了他无论
身 在 何 处 ，始 终 心 向 神 京 的 耿 耿 忠
心。《望阙台》全诗是这样写的：“十载
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
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其中
最后一句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作“洒向
千峰暮叶丹”。

“十载”，在这里是一个取整的数
字，戚继光从浙江再转战福建，前后大
约是十年的时间。“十载驱驰海色寒”，
他在祖国的沿海一带抗击倭寇，这一
路的艰难险阻真是一言难尽。“孤臣于
此望宸銮”，“宸銮”的本义是指皇帝的
车驾，这里当然也还是代指京城，那也
是 国 家 的 心 脏 所 在 。 戚 继 光 奔 走 边
疆，孤悬海岸，但他始终心向朝廷、心
向家国。正是这颗热烈的报国忠心，
才能够让他克服无数的困难，取得抗
倭的决定性胜利。“繁霜尽是心头血，
洒向千峰秋叶丹。”我觉得“繁霜”这个
词用得真是绝妙。它既是写实，因为
正是秋天的繁霜催红了漫山遍野的红
枫；但它也是比喻，用繁霜和心头奔流
不息的报国热血相比拟，那千峰万壑
的一片火红的枫叶，不正是戚继光一
片热血丹心的最好反映吗？繁霜、红
枫，热血、丹心，既是戚继光高超的诗
歌技巧的表现，也是他一腔爱国热忱
的真实流露。

思想解读人王杰：
感谢杨雨教授的讲解。第二，新时

代爱国主义的体现是什么？具体讲，
就是要做到“两个相统一”。

第一，爱国与爱家相统一。家是最
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中华文明史上，
家与国从来就没有分离过。没有国家
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的幸福美满；
同样，没有千万个家庭的幸福美满，哪
来的国家的繁荣发展。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春
节团拜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和爱国统
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
家梦、民族梦之中，用我们 4 亿多家庭、
13 亿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夺
取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伟 大 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磅礴力量。”

第二，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
统一。2015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只有坚持爱国和
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
是鲜活的、真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林俊德的故事，就很好地诠释了爱国
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

每天，林海晨都会无数次与他的父
亲“相遇”。2018 年，他的父亲“献身国
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院士，
被增选为全军挂像英模。从此，他父
亲的挂像便与董存瑞、邱少云等一起
悬挂在了他时常经过的走廊上。

画像的主题是林俊德倾注了一生
的事业——核试验。为此，他隐姓埋
名，默默奉献了 52 个春秋，却因临终前
的举动，让全中国认识了他。

林俊德同期声：“C 盘弄完了吗？C
盘就做完了。”

林俊德亲属同期声：“C 盘弄完了，
好，我知道。那还要弄哪儿？把 D 盘弄
了，是吧？”

思想解读人王杰：
2012 年 5 月 4 日，林俊德确诊为胆

管癌晚期，从他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
那一刻起，他便开始抓紧时间，整理电
脑里几万份要解密的机密文件和没有
完成的重大科研项目。

林俊德亲属同期声：“医生想叫你
休息一会儿。”

林俊德同期声：“坐着休息，坐着
休息，不能躺，一躺就起不来了。”

林海晨同期声：“他下了床，就不
愿意上床，他说我们搞核试验的不怕
死，最缺的就是时间。”

思想解读人王杰：
而像这样拼命一般的工作，对林俊

德院士来说，并不陌生。
同期声：“3、2、1，起爆！”
思想解读人王杰：
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成功爆炸。在欢呼的人群之外，
几个穿着防护服的科技人员，正拼尽
全力地奔向烟云。这其中，就有年仅
26岁的林俊德。

这 是 林 俊 德 拼 命 找 寻 回 来 的 设
备。正是他带领小组用土办法自主研
发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准确记录了
冲击波的数据，成为证明原子弹爆炸
成功的重要依据。

林俊德同期声：“大家的爱国热情
还是非常高的，搞这工作可不是说像
一般的技术员工作，大家总想在这里
边给国家尽点力。”

思想解读人王杰：
自此，林俊德扎根大漠，将一生奉

献给了核试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5 月 31 日是林俊德的忌日，林海

晨再次踏上了为父亲扫墓的旅程。
马兰革命烈士陵园，安葬着为核事

业献身的无数先烈，葬在这里，是林俊
德最后的遗愿。

林俊德同期声：“我因为穷出身，
如果没有解放，没有共产党建立人民
政 府 帮 我 上 学 ，我 的 一 切 都 无 从 谈
起 。 人 要 有 良 心 ，国 家 、人 民 培 养 了
你，你总要给国家、人民做点事。”

思想解读人王杰：
像林俊德院士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很多。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为国尽忠。从小就深受岳飞“精忠
报国”影响的习近平，更是将“精忠报
国”四个字铭刻心中。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爱国在他心中的崇高和分量。不论工
作多么繁忙，总书记都要抽时间到乡
亲们中走一走、看一看。每年，习近平
总书记总会走进边防哨所、贫困山区、
工厂车间等基层一线，看望慰问边防
士兵和困难群众，与人民在一起，心中
有国家，心中有人民。习近平总书记
坚守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铮铮
誓言，为国家为人民甘于奉献自己的
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
永恒主题。”

第三，如何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呢？
大家请看大屏幕。

第三部分：如何培育爱国主义精神

总书记原音短片三：
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

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
感 和 文 化 自 信 心 。 要 时 时 想 到 国 家 ，
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
害于国者恶之”。

经典释义人杨雨：
这是总书记 2018 年 5 月 2 日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次会
上他引用了“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
恶之”这两句名言。这两句话出自于
《晏子春秋》。《晏子春秋》并非晏婴自己
的著作，而是后人采缀晏子的言行记录
而成。晏婴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
公，为齐国名相，被人尊称为“晏子”。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正是
出自这部著作当中记录的晏子的两句
名言。晏子说这两句话的大概背景是
这个样子的：齐景公打算要重赏谄谀之
人，可是主管的大臣却并不想顺从齐景
公的旨意，景公非常恼火。晏子知道了
之后，就主动进宫去朝见景公，并且还
说 了 一 大 段 推 心 置 腹 的 话 来 劝 谏 景
公。他的大意是说，在夏商周三代，夏
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能够振
兴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利于国者爱之，
害于国者恶之”。意思就是说，国家是
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凡是有利于
国家的事情，哪怕对于个人利益有所损
害，也应该加以爱惜和保护；凡是不利
于国家的事情，哪怕对个人利益有好
处，那也应该厌恶摒弃它。国家利益永
远先于个人利益。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个从小立
志，长大成才的典范人物。谁呢？明
代 的 于 谦 。 于 谦 小 小 年 纪 就 胸 怀 大
志，在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写下过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样的诗句，那不仅是他少年时候的
理想，而且在他成人以后，还用行动去
实现了它。

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也先
大举进犯明朝，当时在位的明英宗听
信 了 宦 官 王 振 的 唆 使 ，决 定 御 驾 亲
征。结果可以预料，准备充分的也先
军队大获全胜，明英宗被活捉。消息
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混乱。幸好这个
时候，还有于谦头脑清醒地出来主持
大局。于谦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
调兵遣将，在重要的关口都设置了重
兵把守，并且还采取了炮攻的方法，把
骄傲轻敌的也先部队打得落荒而逃。

在于谦的努力下，明朝廷保住了北
京，平定了朝廷乱象。像于谦这样文
武双全的爱国志士，就是我们心目当
中的“钢铁长城”。

思想解读人王杰：
感谢杨雨教授的讲解。那么，如何

培育爱国主义精神？2018 年 5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指出：“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
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
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的革命先
烈、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抛
头颅、洒热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方志敏，置生死于度外，热切呼唤全体
同胞对祖国母亲的眷恋和热爱。

在和平建设年代，也有无数青年学
子将人生理想自觉地融入到国家和民
族 的 事 业 当 中 。 于 敏 ，这 位“ 两 弹 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为了中国热核武器的研发，隐姓埋
名数十年，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依然矢志不移、勤勤恳恳。于敏曾这
样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
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
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于敏把自己
的报国之志融入到了建设祖国的伟大
事业中，在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同时，也
实现了自身的最大价值，兑现了他“愿
将一生献宏谋”的铮铮誓言。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爱国主义
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就是对 14 亿中国人进行
的一次爱国主义集中教育。那时，《我
和我的祖国》在大街小巷传唱，使得人
心空前凝聚，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我
们排除万难、集中力量办好中国人自己
的事情，凝聚起了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
战斗力，更加坚定了中华民族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主持人康辉：
非常感谢今天这期节目的思想解

读人王杰教授、经典释义人杨雨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讲解。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在新时代，要大力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那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
这份爱国情、报国志化为我们的实际
行动，共同努力奋斗，为我们的祖国创
造新的辉煌、新的成就。亲爱的朋友
们，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诵
读爱国的经典篇章，让爱国主义精神
再一次浸润我们的心灵。

【经典诵读环节】
《可爱的中国》（节选）
方志敏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

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
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
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
类的面前……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
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原载 2月 23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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