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
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
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华优秀文化遗
产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宝
贵精神财富，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
是延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事业。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必须以历史的视野，从民族复兴
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
要性，加大保护力度，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赓续民族精神血脉。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
见证和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
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
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世世
代代的华夏儿女生生不息的发展，悠
久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的文明。自古以
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就追求人类
大同的理想，怀抱民族富强的梦想，
推动着人类的进步。在第四十四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泉州作为宋元中
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入选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使我国的世界遗产数
量达到56项。我国的世界遗产类别齐
全、数量众多、价值多元，是全球世
界遗产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泉州申
遗成功再次奠定我国作为世界遗产大
国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
作出重大贡献的又一例证。和泉州世
界文化遗产一样，我国还有大量的收
藏在博物馆纪念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着中华古老
文明的古籍，还有数量繁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都是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
实物载体和非物质文化形式，是中华
民族复兴梦想的最好见证。

文化遗产是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
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把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主题，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人民、中华民族发展的紧密关系。学
习讲话，深切体会到，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是我们这一代
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
化沃土，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中

凝结着祖祖辈辈的聪明才智、艺术精
华，是民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
活方式和情感样式的生动表达。透过
文化遗产的载体，今天我们得以解开
民族的文化基因密码。文化遗产中蕴
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实现民族
复兴的精神养分，凝聚着实现伟大复
兴的磅礴力量。

文化遗产要为民族复兴梦想服
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各行各业全体华
夏儿女接续奋斗，挖掘一切优秀的传
统文化资源。我们要做好文化遗产内
涵价值的深入整理挖掘和研究阐释，
特别要注重挖掘遗产本身所蕴含的民
族文化基因，体现各民族共有的思想
价值体系。要加强考古能力建设，重
视田野考古工作。这些年，我国的考
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有许多惊
艳世人的重大发现。每一件沉睡于地
下的文物重现天日，都对我国的历史
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实物例证，有助于

我们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有助
于坚定文化自信。在城市化建设和乡
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格局中，要把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克服建
设中的短视行为，善待文化遗产，善
用文化遗产，切实把历史文化遗产的
内在价值转化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的资源，使其为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着力建设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
古学，提高中国考古的国际话语权和
影响力。要做好文物的活化利用，让
文物说话，讲好文物故事，让珍贵的
文化遗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
员，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扛起民族复
兴的重任，进行了艰苦卓绝、史无前
例的奋斗牺牲和创造，也留下了一大
批宝贵的革命文物，这些革命文物是
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实物载
体，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
格，也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新的生力
军。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做好革命文物
的传承保护和利用，是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
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要继续做好革
命文物普查和登记工作，健全革命文物
资源项目库，有针对性地实施革命文物
的抢救保护项目，充分运用新型媒介、
高科技手段进行革命文物的宣传阐释，
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
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院长）

赓续民族精神血脉
金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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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与几位年轻女孩聊起读
书，有一位说到最爱宋代李清照的词，可
惜就是太多悲愁。我说不然，去年在写
《梅花传》时恰好细读了李清照的许多咏
梅词，从中可见她的一生中多有乡关家
国之思。一首《菩萨蛮》中“睡起觉微寒，
梅花鬓上残。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故国乡愁，撒遍了每一棵梅树，每一朵花
瓣，抱树问故乡，酒醉人未醉。

说到此处，便不由为李清照的才华
和情怀所感慨。

想当年，豆蔻年华的少女李清照，
曾以一首《如梦令》“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轰动了整个京师，“当时
文士莫不击节赏”（《尧山堂外纪》卷
五十四）。尔后，她读了著名的《读中
兴颂碑》一诗，又写出了令人拍案叫绝
的和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笔
势纵横，评点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
的兴败盛衰，告诫宋朝当权者“夏商有
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

一个年少的女子，奇才横溢，对国
家社稷深表关注和担忧，令世人惊诧不
已。或许，她那时已有预感，国兴则民
兴，国亡则民伤，她一生遭遇的不幸恰
成了这般写照。

李清照18岁时与博学多才、温厚
儒雅的太学生赵明诚在汴京成婚，二人
门当户对，情趣相投，可谓神仙眷侣。
咏梅在当时已成风尚，李清照在她燕尔
新婚之时，也写下了一首 《减字木兰
花》：“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
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
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鬂斜簪，徒要教郎
比并看。”

因陆凯作 《赠范诗》“江南无所
有，聊赠一枝春”，一枝春遂成梅花的

代称，李清照以梅花之美，与丈夫嬉笑
撒娇，假说自己在丈夫眼里，恐怕没有
花儿好看，于是云鬂斜簪，将那花插在头
上，倒叫那情郎一并看看，人与花浑然一
体，花香人更美，如何？将新婚少妇的娇
痴活泼，全写在巧妙的梅词之中。

宋人常以梅相贺，李清照后来又写
了不少咏梅词，在《殢人娇·后庭梅花
开有感》里，写道自家园中玉瘦香浓，
梅花绽开，坐上客来，尊前酒满的欢
乐。《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里写
道“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将屈
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
传说谱入宫商，构成格调雄奇的意境，
显示了李清照性情中豪放不羁的一面。
还有《小重山·春到长门春草青》：“花
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
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
丈夫即将归来团聚，又恰逢红梅欲开，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但欢乐并不长久，因为朝廷的变
故，李赵两家均遭不幸，她的咏梅词也
渐渐流露出无法排遣的忧伤。她视梅花
为知己，充满敬慕爱怜，不仅以微吟相
狎，而且举杯相邀，试图共饮一醉。“红酥
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未?不知酝藉
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红
酥肯放琼苞碎》）她对梅花及未来的命运
有着十分的担忧，“未必明朝风不起”，担
心狂风袭来，不免红消香殒。

果然在她 44 岁时，金人大举南
侵，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北去，史称

“靖康之变”，北宋朝廷崩溃。丈夫赵明
诚因母去世而南下奔丧，北方局势愈来
愈紧张，李清照也不得不着手整理遴选
收藏准备南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
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

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
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
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
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金石录
后序》）仅此记载，便似见一个单薄的
妇人惶乱的身影。李清照在兵荒马乱中
将家中一批古籍收藏从即将被金人占领
的北方押抵丈夫所在的江宁府。其时，
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借口时世危
艰，拒绝主战派北进中原，一味言和苟
安，李清照内心不满，曾以“南来尚怯
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
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之句暗讽朝
廷，确是一位热血女子。

想不到的是，丈夫赵明诚本当英
年，却在乱世之中引疾而亡，撇下李清
照孤身一人。她在几年的颠沛流离、无
依无靠之后嫁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不良
之人，那人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婚
后却发现李家并无财物，收藏早已散
失，便恼恨交加，对李清照漫骂并加拳
脚。李清照不得不报官告发，要求离
婚。经查，张汝舟确是劣迹斑斑，被除
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
但按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3年
徒刑，故亦身陷囹圄，后经翰林学士綦
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关押9日之后
才获释。

这些惨痛的人生经历，使得李清照
后半生的心情常被一个“愁”字所缠
绕，咏梅词中的“道人憔悴春窗底，闷
损阑干愁不依”正是这副让人叹惜的愁
模样，不见梅花的盛开，只见含苞和花
碎。她的凄苦和悲愁在梅花词 《孤雁
儿》 中果真也是催人泪下：“笛声三
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小风疏雨
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

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
上，没个人堪寄。”梅花是她和丈夫恩
爱、幸福的见证，昔日共赏梅花，两情
相悦，而今丈夫已逝，她多愁多病，并
不得不追随南逃的宋室朝廷茫然漂泊。
国破家亡，她如重伤难愈的孤雁不知何
去何从，唯有在萧萧风雨中与梅同泣。
此时，哪有通常咏梅之色香味形，而只有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千行泪。

然而，李清照虽然多有凄凄惨惨戚
戚，但心系故土的爱国之情却从未减退，
自身惨痛的经历更使她表达出收复失地的
强烈愿望。绍兴三年 （1133 年） 五月，
朝廷派人出使金朝，怀有收复之意，李清
照即作古诗、律诗各一首，写道：“欲将
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不求隋
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晚年又作
《题八咏楼》，悲宋室之不振，慨江山之难
守，“江山留与后人愁”之句，哀婉悲
壮，撼人心魄。在《乌江》诗中她更是斩
钉截铁：“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
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个美丽孤寂的女人，在咏梅词《清
平乐·年年雪里》 囊括了自己的一生：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
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
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
花。”早年与丈夫相依的甜蜜憨乐，中年
的清冷幽怨，晚年的漂泊沦落，在词中都
约莫可见，许多难言之苦，也在不同时期
的观梅中得以吐露。

对于女性而言，爱情、婚姻尤为要
紧，这是男性诗人难以参透并代笔的。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
色。”（沈谦《填词杂说》）后人将李清照
称为“婉约词宗”，又称“易安体”，正如
梅花独趣，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
树一帜，自名一家。就连辛弃疾也在《丑奴
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李
清照在梅花词里透露了复杂的女性情感，
但更为难得的是，她将爱情婚姻中的女性
心理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无论是惜春伤
时、爱恋相思还是生离之悲，均可见家国之
痛，情感之真挚、风格之疏宕、表达之曲尽，
正如她在《玉楼春》中所写：“不知酝藉几多
香，但见包藏无限意。”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
席团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长）

无限意
叶 梅

每年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的为
期一周的“馆员文化采风”活动，忝
列馆员的我总力争参加，因为此乃
自己补课学习的极好机会。今年由
馆文史业务司耿识博司长带队，率
考古学家安家瑶、现代文学史家陈
平原、文博书法家董正贺、画家何家
英和我，赴陕西考察采风。我一看
考察内容，既有眉县的张载祠与横
渠书院，有勉县定军山旁的武侯祠，
有城固县的张骞墓，有洋县的蔡伦
墓，还有汉阴县的三沈（沈士远、沈
尹默、沈兼士）纪念馆和柞水县牛背
梁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区……对
我的吸引力别说有多大了！真可
惜，队伍出发时，我尚在奉命参加全
国高校“双一流”工作会议不能脱
身，待独自一人乘高铁赶到宝鸡与
大家会合时，只能次日去汉中参观
考察定军山旁的武侯祠了。

说实话，我生于沪（上海），长于
蓉（成都），对成都南郊武侯祠再熟
不过了。那里清人赵藩对诸葛亮治
国理政经验概括出的“攻心”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
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
来治蜀要深思”——让我铭记终生，
受益匪浅。我一直以为成都南郊武
侯祠是后人纪念诸葛亮的最重要的
祠堂，这回进汉中武侯祠一看，大开
眼界，方知天外有天，祠外有祠。早
于成都武侯祠落成之前，公元 263
年，蜀汉后主刘禅便下诏在定军山
旁武侯坪为诸葛亮立祠，纪念这位

“大汉一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祠内有联——“兵在攻心，三
分聊竭解悬力；如鱼得水，六出诚为
尽瘁哀”——显然先于清人赵藩、并
滋润了赵藩的“攻心名联”。祠中，
还有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碑石 60
余块、匾30多方、联20余副。先有
汉中武侯祠，后有成都武侯祠，匡正
了我的旧见。我不由得把这番感慨
请教于平原兄，他哈哈一笑道：“你
这是犯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的错误
啊——只知道冬天有狼，不知道春
天也有狼呀！”他接着反问我：“君可
知抗战烽火中汉中还有个‘西北联
大’吗？”

这一问，真把我懵住了。若问
“西南联大”，我再熟不过了。不久
前，我还推荐记录“西南联大”在世
老人的电影《九零后》的导演徐蓓，
去采访当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学
生、106岁的马识途老作家呢！我
知道平原兄正在研究“抗战烽火中
的中国大学”这一课题，话中有音，
他接着说，世人皆知抗战烽火中由
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国立西南联
合大学南下云南，坚持办学八九年，
成就斐然、人才辈出；但却鲜有人
知，在抗战烽火中，还有由北平大
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
平研究院联合起来，一路西迁，翻越
秦岭，移师汉中，才定名为国立西北
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但为
何“西南联大”名扬天下而“西北联
大”却鲜有人知呢？

平原兄是做学问的有心人和高
手。他乘机提出要求：容他单独改
变考察行程，去深入调研抗战烽火
中的“西北联大”。我历来敬佩他的
学术人格，便起而响应，竟得到大家
共鸣。于是，带着了解抗战烽火中
的“西北联大”的强烈欲望，围绕
2019年国务院批准的第八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北联大”旧
址、202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和遗址名录的“西北联大
法商学院旧址”“西北联大工学院旧
址”和“大成殿建筑”（国立西北师范
学院与国立西北大学共用图书馆），
我们一行开始了考察。

先是来到了居于如今的省级重
点中学城固一中校内的原西北联大
法商学院旧址。那是一个别致的回
字形两层阁楼小院，坐北朝南，建于
1914年。新时期此间曾作为城固
一中的教师宿舍，弥漫着书香气。
陪同考察的一位当地局长的夫人是
该中学教师，夫妻俩曾居于此，养育
一子考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毕业后现在香港一名校任教。大家
戏言皆凭当年“西北联大”福佑，故
多出青年才俊。

再驱车前往古路坝村寻访原西
北联大工学院旧址。那是坐落在绿
树成荫的一片草地上的一幢天主教
堂。相传光绪十四年（1888年），意

大利神父安廷相出任汉中教区主教，
在此置地建造天主教堂，成为西北五
省最大的天主教堂。“西北联大”的工
学院当即迁于此教学，莘莘学子，勤奋
攻读，造就了不少国家工学栋梁。

至于大成殿旧址，就在城固县城
内。如今只是孤零零一幢庙堂，倒不
怎么看得出当年作为国立西北师范大
学与国立西北大学共同的图书馆的风
貌了。

据平原兄考证，当年“西北联大”
培养造就的杰出人才中，有胡济民、师
昌绪等10余位两院院士，有周培源、
陈佳洱两位北大校长，有王义遒等三
位北大副校长。“西北联大”的影响、基
因和遗风，大大推动了陕西省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遥想1924年鲁迅应
西北大学之邀到西安讲学时，陕西高
等教育还很落后，以至于连鲁迅附带
的想为创作长篇小说或戏剧文本《杨
贵妃》搜集史料和素材的愿望都未能
兑现。而“西北联大”一下子建起了6
个学院，虽只在1938年4月至7月真
正运行了3个多月，随着分立出去的
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
所余 4 个学院也只共同维持了 1 年
多。至1939年8月，“西北联大”正式
解体而仅存“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
格局。这中间，自然有复杂的政治因
素、人事纠葛、经济缘由，也许,正
是造成其无法与名声远扬的“西南联
大”相比的深层次原因所在。这令人
想起了冯友兰先生1946年在著名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
赞：“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
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
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
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南北相
比，此一相异；昆明汉中，经济保障
更有差异。这便造成了“西北联大”
之声名，远逊于“西南联大”了。

尽管如此，历史也并未遮蔽乃至
淹没掉“西北联大”对陕西高等教育
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且看历
经抗战西迁、新中国三线建设、新世
纪西部大开发，陕西如今已发展成为
全国的高等教育强省：论数量，排名
12左右 （每年数字有变）；论质量，
有西安交大、西北工大、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3所985大学，有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
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8所211大学
（加上3所985大学）。最新的创建“双
一流大学”，陕西也位列前茅呀！

因此，人们在纪念“西南联大”的
同时，也忘怀不了要纪念“西北联
大”！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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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书画家孙晓材创
作的《精神组画》描
绘了红色基因的精
神内涵。百年艰苦
奋 斗 ，百 年 砥 砺 奋
进，艺术家用心、用
情、用画笔讲好红色
故事，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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