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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忘记，
人民不会忘记！
共和国不会忘记！

当时代需要燃烧，
你变成浴火的凤凰，
当时代需要交响，
你成为报晓的春光。

一

不会忘记，
已铭刻在心里深处，
永不褪去。
那1800朵生命之花，
是这样的灿烂！
这灿烂已化为天与地，
与天地同在。
这灿烂已化为山与河，
与山河同在。
这灿烂已将家国情怀融入风中，
在风中澎湃。
这灿烂已将舍生取义汇入阳光，
温暖着人间。

你是珠穆朗玛，
挺立在茫茫的云霄。
你是长江黄河，
奔流不息千里万里。
你是星辰北斗，
在天空中格外明亮。
你是苍茫大地，
滋养着万物生生不息。
你是浩瀚大海，
无边无际浩浩荡荡。

你从灿烂中走来，
走来了“新愚公”李保国，
走来了点燃大山女孩希望的张

桂梅，
走来了青春之歌黄文秀，
走来了“水不过去，拿命来铺”的

黄大发，
走来了鞠躬尽瘁黄诗燕。
走来了无数的英雄儿女，
用鲜血浇灌山花烂漫、生机勃勃，
用生命谱写生命赞歌、气壮山河。

在这生命赞歌的旋律中跳动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这生命赞歌的旋律中跳动着，
跳动着瞿秋白赴难诀词，

“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
荣”。

跳动着夏明翰绝笔，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跳动着叶挺的《囚歌》，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
生。”

跳动着刘胡兰少女英雄，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跳动着张思德战士，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跳动着铁人王进喜，

“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跳动着雷锋好榜样，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在这生命赞歌的旋律中，

跳动着无数舍生忘死、无所畏惧的
英雄，

一代代革命者用生命传递着生命的
不朽。

这生命赞歌，
用鲜血作旋律，
用一生作符号，
奏响起感天动地的时代强音。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你是生命之火，
点燃了中国减贫的火焰；
你是生命之光，
照亮了脱贫摘帽人间奇迹之灯；
你是生命之水，
浇灌了茫茫大地上的富裕之花；
你是生命的灵魂，
用生命诠释着生命的价值；
你是生命的呐喊，
在这呐喊声中，
你用生命展现了生命的力量；
在这呐喊声中，
你用生命告诉了什么是生命的

永恒：
对党的赤胆忠心！
对人民赤诚的爱！

你就是那林涛滚滚，
万木参天的茫茫林海，
生生不息！
你就是那惊涛拍岸，
一泻千里的滔滔江河，
永不干涸！
你就是那拔地而起的巍巍高山，
挺立亿万斯年！
那伟岸的忠骨，那耸立的脊梁，
讲述着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二

不会忘记，
已铭刻在心里深处，
永不褪去。
不会忘记，
百坭村的山泉焦急地溅起洁白的水

花说，
不会忘记，
与黄文秀的相约，
村部摆放着两坛酒，
那是黄文秀用她微薄的工资购

买的，
酒坛上贴着黄文秀亲手书写的，

“扶贫庆功酒”。
她与乡亲们约定，
等到脱贫摘帽之时，
开坛痛饮庆功酒。
不会忘记约定的乡亲们，
却再也等不来他们的第一书记，
她失约了。

满山红彤彤的山茶花热盼地迎风
摇曳，

睁大着双眼，
四顾寻望。
不会忘记，
与黄文秀的相约，
待到脱贫胜利之日，
她将穿上新买的鱼尾裙，
向乡亲们展示青春的亮丽。
不会忘记约定的乡亲们，

看着那条还没有来得及拆去吊牌的
鱼尾裙，

却再也等不来他们的第一书记，
她失约了。

散发着香甜的砂糖橘，
竖起耳朵，期待着那熟悉的脚

步声，
不会忘记，
与黄文秀的相约，
待到瓜果飘香的时节，
她要将那张手绘的全村贫困户分

布图，
用彩笔重新绘就扦满红旗的脱贫分

布图。
不会忘记约定的乡亲们，
却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脚步声，
她又失约了。

飞舞的蜜蜂说，
记得她说过：

“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
的人那样自豪！”

嫩绿的茶叶说，
记得她说过：

“自己的工作能够让群众真切感受
到共产党的好，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
舞。”

百坭村临近的天坑群仰天齐声朗诵
着她说过的话：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
价值，

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
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

为社会作出贡献。”

看吧，她并没有失约，
那庆功酒已化作千里右江，
浇灌着两岸的沃野。
看吧，她并没有失约，
花丛中她穿着鱼尾裙已化为翩翩起

舞的蝴蝶，
与乡亲们永不分别。
听吧，她并没有失约，
那坚定的脚步声已化为
铁骨铮铮的生命交响乐，
奏响起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人心滚烫，
山河热烈，
凝成诗的热血，
已化作英雄的歌者，
赞美着英雄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荣

光与奇迹。

三

不会忘记，
已铭刻在心里深处，
永不褪去。
这是因为那灿烂的生命之花，
是千代万代永远盛开的英雄之花。
红彤彤的英雄之花，
是岩浆在奔腾，
燃烧着胸膛内一团火。
在这熊熊燃烧的火焰中，
怒放着闪亮的花朵。
这英雄的火花，
编织成了满天红霞，
书写着英雄作为民族坐标的荣光。

在这英雄的火花中，

跳跃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

跳跃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
气节，

跳跃着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

跳跃着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
信念！

在这英雄的火花中，
跳跃着解锁人生成功的钥匙，
跳跃着通往人生高峰的梯子，
跳跃着翱翔人生蓝天的翅膀，
跳跃着绘就人生壮美的彩笔。

在这英雄的火花中，
我们看到了，
英雄是在冲锋陷阵时候，
举着红旗冲在最前面的人！
英雄是在面对生与死时，
将死留给自己，将生留给他人

的人！
英雄是在遇到危险时，
用自己身体堵枪眼的人！
英雄是在为了祖国和人民安危时，
凛然大义“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的人！
在这英雄的火花中，
亿万人把你的名字一一记下，
那是不散的盛会，
那是永恒的荣光，
那是民族的脊梁，
将英雄镌刻成精神的坐标，
指引着砥砺前进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英雄火花的荣
光中，

迷路时你能找到回家的道路，
黑夜中你能看到黎明的曙光，
弱小时你能看到力量的强大，
惊惶中你能看到泰然的坚定，
畏惧中你能看到无畏的勇敢，
软弱时你能看到刚毅的坚强，
患难时你能看到无私的真情。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英雄火花的荣
光中，

英雄是精忠报国的赞歌，
英雄是横流沧海的勇士，
英雄是茫茫宇宙的星辰，
英雄是长盛不谢的鲜花，
英雄是万紫千红的春光，
英雄是壮美绚烂的红霞。

公元1949年9月30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

念碑奠基，
挖下了第一锹土。
满天的红霞，
书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公元2021年2月25日，
人民领袖在人民大会堂饱含深情地

庄严宣告：
脱贫攻坚殉职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彪

炳史册，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共和国不会忘记！

崇尚英雄的民族，
才有可能成为英雄的民族。
英雄辈出的国家，
才有可能成为英雄的国家。

不会忘记
——致敬在脱贫攻坚中殉职的英雄群体

柁 平

真正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发现
自由和训练之间的那种确切的平衡，
这种平衡能使求知获得最大的收获。
我不相信有任何抽象的准则可以运用
于一切学科，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学生
或每一个学生，除了我一直坚持的节
奏性变化的准则之外。这种准则就
是：在成长的早期，应该注重自由。在
稍后的中间阶段，重点放在对指定知
识的确切掌握上。我确信，如果浪漫
阶段得到了适当的安排，那么第二阶
段的训练问题就不会那么明显，孩子
们知道如何学习，渴望把事情做好，我
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大可放心。此外，
我认为，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训练是
自我训练——这种训练只有通过充分
享有自由才能获得。

——（英）怀特海
如前所述，在教育过程之中，浪

漫、精确、综合运用是相辅相成、交替
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
我们经常会出现过分重视精确阶段的
训练，而忽视浪漫与自由精神。具体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过度延长精确
阶段，二是在精确阶段完全放弃了浪
漫与自由。怀特海指出，在传统的教
育体制中，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

“这个必要的发展阶段常常被过度地
延长，结果就是生产出了大量的书呆
子；只有极少数的学生，他们天生的兴
趣没有被毗湿奴的车轮碾碎。”在印度
教中，毗湿奴是地位最高的主神，教徒
们每年都要用车子装载着主神像游
行，很多人相信被神像车碾死的人可
以升天，而不惜投身车下。这里借此
典故说明传统教育对人的兴趣的碾压
非常之残酷无情。在精确阶段，完全
放弃浪漫与自由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之一，怀特海明确指出，即使在精确阶
段，浪漫精神也不是毫无生命的，“教
学的艺术就是明确注意指定的学业的
过程中培养浪漫精神”“如果理解能力
不能因为浪漫而保持活力的话，那么
生命有机体就不会吸收工作产生的果
实。”所以，教育过程的关键就是要寻
求自由与训练的“平衡”，尤其是要注
重在浪漫阶段的充分自由，这是保证
第二阶段的训练顺利进行的前提条
件。同时，在精确阶段的训练，也要尽
可能有浪漫与自由的氛围，这就是加
强训练的主动性积极性趣味性，从外
在的被动的强制的训练变成真正意义
上的“自我训练”。因为，自我训练只
有通过充分的自由才能获得。

我们过去所使用的方法扼杀了学
习的兴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将
这种不幸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我
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忠告：教育是一
个复杂的课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可以完全解决。

——（英）怀特海
吕型伟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一

项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
一门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
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
其实，这也道出了教育的特殊性，它是
科学，又是艺术，还是事业，多种特性，
多种要求，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唯一选
择，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解决教
育的所有问题。认识教育问题的复杂
性，不是让我们对教育望而生畏，无所
作为，而是让我们对教育更加敬畏，用
心作为。的确，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
样，教育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两难选
择”，如“首创精神和训练都是需要的，
但是训练往往又会扼杀首创精神”，只
有那些少数“具有天赋的教师”才能够
拿捏好教育的分寸，把握好教育节奏
的平衡。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学习和
成长，认识到教育的复杂性，认识到学
生发展的差异性，认识到教育节奏的
规律性，更有针对性地解决教育问

题。有人说，坏的教育还不如没有教
育，因为坏的教育会扼杀儿童的学习
兴趣，扼杀儿童的自然天性。怀特海
的忠告，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教师
对自己的告诫。

我确信，成功教师的秘诀是：他十
分清楚学生需要精确学习的知识范
围，他不让学生记住一些不相关的次
要的知识。成功的秘诀就是速度，速
度的秘诀是专注。但是，就精确知识
而言，秘诀就是速度，速度，还是速
度。迅速地学习知识，然后加以应
用。如果你能得心应手地应用知识，
你便牢牢地掌握它了。

——（英）怀特海
怀特海认为，在实际的教育工作

中，人们经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浪漫兴趣的范围很大，而且没
有“清晰的轮廓”，“只可意会，难以言
传”。但是，精确知识的范围，则是可
以而且应该进行明确界定的。精确知
识的界定不能够定得太宽，太宽就会
让学生觉得是无底洞，就会扼杀学生
的学习兴趣，从而使课程目标落空；当
然也不能够界定得太窄，太窄也会使
学生难以有效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
所以，怀特海主张，“在每种类型的课
程中，每一门科目所要求掌握的精确
知识都必须在经过最充分的调查后确
定”。也就是，应该让学生学习并且掌
握真正应该把握的精确知识，这些知
识应该少而精，不必记住大量“不相关
的次要的知识”。这对教师提出了基
本要求，那就是能够敏锐地确定精确
学习的知识范围，并且让学生熟悉这
些知识。怀特海特别提出了速度的问
题，认为成功的秘诀就是速度，精确知
识的秘诀就是速度，也就是说，能够帮
助学生迅速地学习这些少而精的知
识，快速地掌握这些知识，敏捷地利用
这些知识解决问题，是一个优秀教师
的基本功。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
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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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言一言 难忘难忘

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
宵佳节之日，惊闻星云大师圆寂，享耆寿
97岁。“一代高僧择佳节圆寂，万世师表
乘大愿再来”，好友田青先生的挽联，道
出我们的心意。田青先生还说：“星汉暂
灭，万里长空寂一瞬；云霞灿烂，一代高
僧光耀万年。”

10年前，2013年2月26日，我有幸
见到了星云大师，欣然为其写像，真是慧

根善缘，心神往之！当时，星云
大师年已 87岁。宝相庄严慈
祥、体态厚实，身着宽袍广袖褐
黄色僧衣，项挂108颗上品佛
珠法具，气度非凡。他因年事
高迈又患严重糖尿病，双眼近
乎失明，行动多坐轮椅。当天
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先生引
见，我向星云大师呈上拙作《智
者——为中外名人写真集》《神

工——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写真集》《国
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入选作品》等
三本画集和瓷艺《蛇盘兔》，祝愿大师安
康。星云大师平易近人，笑声爽朗，说话
风趣，声音洪亮，他手捧瓷盘与我们合影
时，执意从沙发上站起来。星云大师说：

“我对两岸视如一家，我对世界都如兄弟
姐妹，我希望把美好的因缘留给人间。”

考虑星云大师此次来大陆事务繁忙，

且这时天色已晚，可能已疲劳，我抓紧时
间立即开始画像。星云大师说自己也认
识不少画家，而面对面接受毛笔写真，还
是头一次。随后就端坐在沙发上，泰然自
若、岿然不动，我眼前便如同出现了一座
巍峨的大山。我疾笔挥毫，以形写神，房
间里静得只听见毛笔在宣纸上触发的沙
沙细响。“会长可以说话哦！”大师对陈云
林先生说了这句话，引得在场的人呵呵一
乐。大家回忆起2003年非典时期，星云大
师不顾个人安危，辗转颠簸到厦门南普陀
参加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
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举办的祈福大法会，
抚慰了亿万民众的心。“给人信心，给人欢
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是大师的工作信
条，确实让我等敬意终生。我老伴林琼诚
挚地向大师报告，女儿李真特委托妈妈带
上珍藏的两小块沉香，敬请大师开光。大
师听了淡淡一笑，便低声问我：“我的手可

以动一动吗？”原来大师坐着纹丝不动，一
是坐功高精，二是心地善良，主动配合我
画像。真是高僧大德，时时为他人着想！
我赶忙答道：“您请随意吧！”大师就接过
林琼手中沉香，口中一连两遍颂念道：“平
安吉祥！”真是慈悲为怀，有求必应啊，我
见林琼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在场的人也不
免有所感动。

我继续作画，老伴进而趁此良机向大
师讨教：“‘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
以众为我’是佛教人生观，而世事纷扰，人
心浮躁，烦恼多多，身为凡人，很难做到这
16个字啊！”大师显然十分了解人间冷暖
人情，深入浅出，谆谆善诱：“从善如流，宽
心、包容。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以古
道热肠为人排忧解困，话语中自然流露着
慈悲、智慧与学养，令人醍醐灌顶。

画像完成后，我请星云大师题字。
大师虽然眼睛已看不清，但心里却明亮

如镜，大师以其特有的“一字笔”，一气呵
成写就真言：“佛道禅心”，并亲署“星云·
八七”。书法字体遒劲流畅、仙气盎然。
星云大师说：“禅不是释迦牟尼创造的，
禅是中国的佛教。禅是智慧，是看破、看
透彻，对人情世故，对一切了然于心”。

告别前，大师让弟子送我一本新著
《人间佛教何处寻》、一本刊有大师形象
的杂志和一盒台湾特产凤梨酥。我等来
访一行人心里祝福着这位可敬可亲的星
云大师。

众所周知，星云大师是台湾佛光山
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创办人。大师俗
名李国深，1927年8月出生在江苏江都
县（今扬州市江都区）。12岁在栖霞寺
礼志开上人披剃出家，法名悟彻，法号今
觉，为临济宗 48代传人。1949年初迁
居台湾，1967年依托信徒支持在高雄县
大树乡购买土地，从此创建佛光山，以弘

扬“人间佛教”为宗风，树立“以文化弘扬
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
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致力于推
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是将佛教
带往现代化的里程碑。星云大师是佛教
一代高僧，也是国际著名佛学大师，曾任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会长、世界佛教徒
友谊会永久荣誉会长，推动佛教现代化
和国际化的发展，倡导人类世间真善美，
大师厥功甚伟。星云大师还出版了《释
迦牟尼佛传》《星云禅话》等几十种著作，
并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先后在世界各地
创建300余所寺院，大师有出家弟子千
余人，全球信众数百万之多。因此，给大
师画像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夙愿。

2015年我还专程到台湾佛光山参
观，佛光山堪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缩
影，有五大殿堂，壮观、辉煌、宏伟，金身
大佛及成千上万的佛龛、佛像如入佛国
天堂。有大中小学、医院、图书馆、育幼
院、老人之家，还有美术馆，美术馆中有
一个厅专门陈列着世界各地信徒赠送给
星云大师的各种精美佛像。佛光山还种
有多棵菩提树，我还专门在此写生，体悟
着星云大师所云“佛光菩提种，遍洒五大
洲。开花结果时，光照寰宇周”。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艺委会原主任）

佛道禅心 慧根善缘
——忆为星云大师写像

李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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