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专栏

  2015 年第 5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54 期

在延安学习期间，参观了

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在凤凰

山、杨家岭等地住过的窑洞，

其简陋程度令人震撼。几乎所

有的窑洞里都是相同的陈设：

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墙上有

几张窑洞主人的照片。令人更

震撼的是，在如此简陋的窑洞

里，诞生了如此多的经典文章。

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四卷本中共收录159篇文章，在

延安窑洞里写成的有 112篇之

多，其中包括《矛盾论》、《实

践论》等名篇。同样，《刘少

奇选集》上卷 27篇中，在延安

窑洞里写成的有 16篇；《周恩

来选集》上卷 39篇中，在延安

窑洞里写成的有18篇。

从 1935年 10月 19日红军长

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到 1948年

3月23日党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

北，党中央在延安陕北工作了

十三年。据陕北农民回忆，最

初见到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

的样子：一个高个子叫花子带

了一群叫花子。可想当年情况

之恶劣、斗争之严峻！但就是

这群“叫花子”，在延安的山

沟里，在简陋的窑洞里，带领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革命的

胜利。

我看到当年毛泽东在陕北

清涧县袁家沟写作《沁园春·

雪》的小炕桌，那么小、那么

破，浮想 1936年 2月经过浴血

奋战九死一生的红军刚刚达到

陕北，毛泽东是以怎样的一种

胸怀在这个小炕桌上写出如此

气势恢宏、可以震惊当年重庆、

传颂至今的旷世词句？我们还

听说毛泽东为了写作《论持久

战》，曾 8天 9夜连续工作，以

至于脚下的木炭火盆把棉鞋烧

着而不知。

如此奋斗精神为什么？答

案只有一个：信仰。当年的延

安，吸引了全民族的优秀儿女

突破重重阻力来到这里寻求抗

日救国真理。昂扬的斗志洋溢

在整个延安，以至于三五九旅

小窑洞里的
大文章

在开发南泥湾时，一个连的劳

动纪律规定“生产时不得早到

和迟退”。刚听到这个规定时，

我以为是听错了，但仔细了解，

看了实地，确信了这一规定的

准确性和针对性。

十三年的延安时期为中国

共产党留下了宝贵的十三个字：

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艰苦

奋斗。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是中

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艰苦奋

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作风。

延安时期，毛泽东题写的

“实事求是”墨迹有 4幅，一

是 1941年为中央党校题写的校

训，二是 1943年 1月为生产英

雄惠中权题写的“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三是 1943年 11月

为中央党校礼堂落成题写这四

个字，四是 1945年为党的《七

大纪念册》题写的“实事求是，

力戒空谈”。延安时期，老一

辈革命家都自觉以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为要求，住的是土窑

洞，穿的是粗布衣。有外国记

者评价朱德说，如果总司令从

讲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

无法辨认出哪个人是总司令。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独

有的、极端宝贵的财富，也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地。当年，

中华民族依靠延安精神在小

窑洞里写出大文章、办成大事

情，实现了民族独立；今天，

中华民族依然可以依靠延安

精神在全球化中写出大文章、

办成大事情，实现民族复兴的

百年梦想。

胡   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