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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故事，其实就是人的故事。”
茶的故事不仅是人的故事，还是人的

精神，人的性格，人的地域特征，人的集体
无意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产一方
茶。《中国宁红》把“茶”解构为“人在草木之
间”，这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解构，符合修水
的文化地理，也符合江西的文人气质，更符合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中国文化。
作品把茶的历史与中国精神互为表里来写。
作品在立意上透射出作者超越物种本体

的写作理想，他把宁红之前冠之以“中国”，一
方面来源于宁红茶经过百年的滥觞精进、纵
横开阖，屡次代表中国茶叶走向世界，为多国
友人所喜爱的艰辛而辉煌历程；另一方面，不
同阶段的茶产业、茶功能、茶文化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时代理
念；再有，写作者通过挖掘宁红茶文化的厚重
内涵，梳理茶文化与中国文化交融、渗透与反
哺的关系，揭示茶文化所代表的“上善若水、
低吟浅唱”，“精益求精而又淡泊宁静”的中国
精神。

同时，以“南方有嘉木、修水出宁红”为写
作本体，冠以《中国宁红》为标题，也体现了作
者从宁红到修水、到南方、到中国的写作版图
和创作理想，这是在小处落笔、往大处开掘的
写作抱负。

作品把茶的浮沉与人的创业故事交织叙述。
写作也像做一道工夫茶，工夫代表着精

湛和要求。下了多少工夫制茶，茶汤的颜色
和入口的味道是分层次的；写作也一样，用
了多少工夫，作品所呈现的文字面貌是分档
次的，文字入眼所体悟的意蕴味道也是不一
样的。

如何把文字写得密不透风？需要用脚力

丈量土地，深入生活；用笔力做案头工夫，反
复考证；当然还要有立意深远的脑力和独到
而善于发现的眼力。

徐春林追根溯源，翻阅历史，刨根问底，
把修水茶叶的发展历史作了一番考证，梳理
了宁红茶叶四代创业人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的奋斗史：从茶工祖师罗坤化的“茶盖中
华，价甲天下”，到郭敏生为中国宁红摘得
国际一等甲级大奖；从莫雪岷兄弟创“宁红
不到庄，茶叶不开箱”，到俞道文历时四年
把实践变成技术理论，编辑撰写了《宁红茶
技术》。他们身上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
神，有精益求精做工夫茶的工匠精神，更有
精诚合作、艰苦奋斗、众志成城、团结一心的
中国精神。

作品把茶的文化与修水的文脉并行书写。
吟诗作画，品茗悟道，清而不浊是中国

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书院文化、禅宗
文化都离不开茶。茶文化与禅文化又融合
成茶禅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
大贡献。

这无疑得益于“人在草木间”的一花一
叶，文人墨客，以及修水的源远流长的文脉。
从黄庭坚、苏轼、齐白石、陈寅恪，到江南回坑
作家村的作家徐春林、樊健军、蔡勋、彭晓玲
等，更有江西的李小军、江子、范晓波、凌翼、
简心等，“别有风华骚客倾、江南烟雨孕诗
情”。能产一方好茶的地方，必然是青山绿
水、人杰地灵。在这里，每个人无意识中已站
在巨人肩膀上前行，每个当下写作者都是绵
延钩沉的文脉延续的一分子。

文脉灌溉着修水，让这里的写作者为此
自豪并得以沁润。从这个意义上说，草木已
成为人们心灵的河山，文学亦成为他们精神
的袈裟。

人的心灵在草木之间人的心灵在草木之间
——评徐春林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宁红》 □赵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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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英雄””与与““大写大写””的人的人
——读杨黎光《脚印——人民英雄麦贤得》□林培源

在1965年8月6日凌晨发生的
“八六”海战中，麦贤得头部中弹、失
去知觉。苏醒后，由于头部失血过
多，麦贤得双眼无法视物，但他仍以
钢铁般的意志在狭窄、黑暗的舰艇
中坚持战斗。当时他所在的611号
护卫艇在海战中被国民党兵舰炮弹
击中，前后舱两部主机都停止了转
动。身为轮机兵的麦贤得凭着对机
舱的熟练，在脑脊液外流的危急情
况下，从上千颗螺丝零件中摸出那
颗松动了的螺丝，找出扳手，将其拧
紧，又以血肉之躯抵住主机制动器
使其复位。611号护卫舰迅速恢复
了动力，继续投入战斗，直至将敌舰
击沉。

战争让麦贤得成为人民口中的
英雄和“钢铁战士”，《人民日报》和
各地大小报纸媒体相继报道他的光
荣事迹，“麦贤得”三个字一时间妇孺
皆知，全国成千上万的读者给麦贤得
写信，关心他、向他学习。此时的麦贤
得只有19岁，战争让他付出了极大
的代价，击中颅脑的弹片虽然经过漫
长而艰辛的手术被取了出来，但外伤
性癫痫、偏瘫、失忆、语言障碍等后遗
症却几乎伴随了麦贤得一生。

经过作家杨黎光大量的资料调
查、采访以及艰难的写作之后，曾经
的“战斗英雄”、如今的“人民英雄”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麦贤得被党中央授予“人民英
雄”称号）麦贤得，其一言一行，
光荣与梦想、希望和失落，英雄
与普通人之间的重叠与割裂，皆
一一跃然纸上。

不管我们称之为人物传记、
报告文学抑或是“非虚构”，《脚
印》都有着它特殊的文学气息、
行文风格和感染人心的力量。阅
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同为潮汕
人的我时常被作者记录和刻画
的细节所感动。那么，《脚印》究
竟有什么样的独特性？这部作品

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历史性、
知识性和故事性。

所谓“历史性”，指的是作品所
钩沉出来的历史背景、细节和时代
氛围。作为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非
虚构作品，麦贤得是当之无愧的“主
角”，但作者却是从大处起笔，着墨
于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抉择。前五章
既将冷战背景、海峡两岸的局势、蒋
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巨细靡遗
地呈现出来，又将麦贤得生活的潮
汕地区的风俗民情、家庭等与大时
代勾连起来。这就使得读者对“时势
造英雄”有了更确切的体认。麦贤得
高大的身材、对参军保家卫国的渴
望，都在这一部分变得立体起来，我
们也得以顺着作者的目光，重新回
到东南沿海人人皆兵、时时备战的
紧张氛围当中。因此，麦贤得入伍又
恰好被派到家乡驻守的经历，就有其
偶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了。此时的麦
贤得留给我们的，是血气方刚、充满
热忱的乡村青年和新兵的形象。

“知识性”，指的是充盈在《脚
印》字里行间、建立在历史性基础上
的大量专业知识。不管是对国民党
方面“反攻大陆计划”和“国光计划
作业室”的介绍，还是对我方海军战
舰、护卫艇上电机兵、轮机兵等不同
兵种的区分，抑或是对东南沿海的
地理文化历史沿革和战略地位的强

调，甚至是“观通站”这样的军事概
念，乃至麦贤得身处的机舱和肩负
的战斗任务以及其后入院救治所涉
及的一系列医学常识的书写，都显
示出作者诚恳的“求真”态度和扎实
的写作功底。在掌握大量一手、二手
资料的前提下，如何将这些资料删
减、整合、扩充而又不失却“真实
性”，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也
是《脚印》一书所以吸引人的地方，
有了这样细致入微的知识背景做支
撑，麦贤得受伤入院后，手术的难
度、术后恢复的艰辛，以及步入婚姻
和家庭生活所历经的磨难，都有了
清晰的呈现，读者在阅读这些人生
片段时，会感到身临其境，随着人物
每一次命运的转折而唏嘘慨叹。

《脚印》第三个特征，也是最重
要、最令我惊叹的，是作者对“故事
性”的把握。这倒不是说作者违背现
实进行虚构，而是在还原历史和日
常生活的基础上，将“英雄”背后有
血有肉的“人”生动地呈现出来。于
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麦贤得从青
年到中年再步入老年的轨迹：作为
新兵，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经历死
亡的威胁后重振精神；在步入婚姻
后，由于一系列创伤和后遗症，麦贤
得变得喜怒无常，给妻儿和家庭带
来“阴影”，之后，在妻子李玉枝无微
不至的照顾下，麦贤得度过了漫长
的恢复期；在十年“文革”期间，面对
莫须有的诽谤和非议，如何“忍辱负
重”，最后重获为人、为英雄的尊严。

正如作者所言：“生活中的细
节，极易被人们忽视，但细节是作家
们苦苦追寻的，因为细节是最真实
的历史，细节也最能形象地还原现
场，让作者与读者一同感受历史。”
生活中和历史中的细节不容虚构和
歪曲，《脚印》一书，正是凭着大量的
细节赋予英雄的人生以日常性、故
事性和真实性。几乎丧失语言能力
的麦贤得，面对巨大的荣誉和称赞，

说得最多的话是“不够，不够”；在
“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以莫
须有罪名诽谤为“假英雄”的屈辱
中，麦贤得甚至想到了死，英雄加之
于他身上的是光环，但生活交给他
的，更多的是保持内心的纯粹。

《脚印》最令我动情的，并不是
麦贤得面临生死考验时表现出的

“钢铁意志”，而是散落在字里行间
的至情至性和儿女情怀。如果说见
诸官方报道的麦贤得某种程度上被

“神圣化”了，那么《脚印》就是将符
号化、英雄化背后的人还原出来。这
样的麦贤得和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
和精神苦闷，他易怒易躁，严于律
己，更因其超乎常人理解的正义感
而引发冲突——婚后第一次到岳父
家时，他因看不惯在路上莽撞骑自
行车的年轻人而训斥他，因此打起
架来。通过这样的细节，英雄被遮蔽
的一面浮现出来。我们也在这样生
动的日常细节里，看到麦贤得身上
可亲可敬的部分，此时的英雄并非
高高在上，他就如同你我身边任何
一个仗义执言的人。

《脚印》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
花了大量篇幅，从麦贤得妻子李玉
枝的角度，为读者“细描”出麦贤得
的家庭生活。李玉枝面对“军婚”的
犹豫和抉择，步入婚姻后“蜜糖裹着
苦果”的心酸和艰辛，瘦弱身躯所背
负的重担（努力学习医护知识，成为
一名“合格的妻子和称职的护士”），
在朴素得近乎平铺直叙的语言里，
焕发着迷人的光芒。

这是《脚印》里最动人也最柔软
的部分。英雄的形象，在儿女柔情、
相濡以沫中变得立体。此时的英雄，
是闪现着人性光辉的英雄，是会落下

“落寞的眼泪”的英雄，是在妻子“把
心揉碎了爱”的呵护下，重获新生命
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是一个品格高
贵的人，一个纯粹的“大写”的人。这
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呢？

万伯翱先生爱鱼、钓鱼、写
鱼，最终如鱼似水地开创“垂钓散
文”。十多年来，最爱听他分享老
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将帅们感
人的钓鱼故事，也欣赏他笔下的
垂钓散文，没有教科书式的严肃
理论，也少有过于严谨的句子，娓
娓道来，像是在读家书，温暖有
情，那些英姿飒爽的大人物们，活
脱脱地呈现在面前，倍感亲切。
也像是在召唤深层的精神复苏，
这样的思想深度和人情味，给这
个时代的文学生命留下一粒精神
种子。

七十来年的人生阅历，六十
年的垂纶经历，五十年的文学创
作，我用十多年的交往试着去读
懂，确实有些不易，但从一个“钓
鱼”小视角说上三言两语还算靠
谱。值此垂钓散文集《元戎百姓共垂竿》第六
版付梓，触景生情写下小文以致庆贺！

说万伯翱开创了“垂钓散文”并不为过。
我认为理由有四。第一，最早提出“垂钓散
文”概念，开掘了散文创作的新领域，继承了
散文思考生活的多样性并产生着文学的社会
影响。第二，从“钓”的独特角度着墨，展
示伟人的情感及精神，使读者感受到领袖、
名家及渔人风范，又以“鱼”为媒，让人领
略到渔文化的深刻内涵，继而体味人道鱼
性，鱼水情深。第三，创作垂钓散文持续近
30年之久，并指导多人创作，形成了一定
的创作群体。仅他个人创作的垂钓散文就超
过了120篇，人民体育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垂
钓散文集六次再版，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具有
特色的垂钓散文集成为他的标新之作、成名
之作。第四，早年，将垂钓散文拍摄成电视剧
《贺帅钓鱼》在央视播出，是我国首部以元帅
钓鱼为题材的电视片，而进入耄耋之年，硬笔
换毛笔，醉于水墨下的“丹青鱼”创作。

钓鱼是一种良好的户外运动，老少皆
宜。古今中外，让无数人陶醉其中。有人说，
姜太公钓鱼是政治，庄子钓鱼是哲学，严子陵
钓鱼是境界，现代人钓鱼是运动。万伯翱说，
钓鱼是学问。

钓龄仅比自己年龄小八年的万伯翱是钓
鱼圈中公认的行家里手。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钓鱼，人生中抛出的第一竿是在8岁那年。
尔后，十年知青磨炼，二十余载部队锻打，尽
管少有机会再握钓竿，但始终喜爱看与鱼有
关的读物。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后，他大展身
手，海内外诸多著名的钓鱼水域都曾留下战
绩，也经常组织一些钓鱼大赛，被推选为中国
钓鱼运动协会副会长、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
常务副主席。

几十年的垂钓让万伯翱对钓鱼有了深入
研究与思考。他曾在出国访问途径古巴哈瓦
那，在海明威垂钓和取材创作《老人与海》的
地方，有感而发写下了两篇文章，“知道吗？

海明威除了写作，钓鱼几乎是他
生命中最重要部分。他充分写出
了钓鱼的惊险与文采，其笔下的
那种海钓境界，正是我一直所向
往的。”

为钓执笔，为鱼着墨，正是万
伯翱对钓鱼思考的一种形式。他
创作过大量的散文、影评、诗歌等
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担任
两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相
继出版了《七十春秋》《红墙内外》
《孟小冬传》等15部著作，但写得
最畅快的还是垂钓散文。“是流出
来的，而不是挤出来的。”他说，垂
钓散文之所以能“流”出来，自然
是个人生活经验使然，也最为娴
熟。他从小生活在红墙圈子里，
听过和眼见过不少开国元勋、将
帅们的钓鱼趣闻。

“闲钓江鱼不钓名，瓦瓯斟酒
暮山青。”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周
总理工作非常辛苦。贺龙钓了
鱼，首先想到要送给总理。万伯
翱在书中记述：“总理不会收别人
送的礼，了解他性格的贺龙常在

野塘钓鱼，然后挑其中最大的给周恩来送过
去，总理知道是贺老总所钓，自然就会收下。
小小钓鱼体现了一种伟大的革命友谊。”这是
万伯翱的第一篇钓鱼散文《贺帅擒鱼送总
理》，发表在1996年3月《中国钓鱼》杂志，继
而一发不可息笔。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
元帅、将军的钓鱼风采都从他的笔下问世，十
大元帅写了六位。后来写的《耿飚长征中步
枪钓大鱼》，抓住了一个细节：耿飚用布枪做
竿，钓来鱼，靠钢盔煮汤为战士们充饥，鱼成
为战争年代解决战士生死攸关的口粮，他说，
鱼是我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这“于细
微处见精神”的钓鱼故事，在他的文集中比比
皆是。

为什么要开创垂钓散文？万伯翱说，人
类是从鱼类演变而来,人与鱼的关系深广、悠
远，有种无法割舍的亲密，这决定了垂钓散文
的重要性，成为永恒的创作题材。

有人说，万伯翱既钓上了鱼，也“钓”上了
妙文。为了能够写出钓家的个性、品格和节
操，他不辞苦劳，一次次采访调研。他说：“没
有深入的采访和现场踏勘，没有过硬的‘料’，
我是不会下笔的。”可见，特殊的眼光和无比
的艰辛努力，是成就他钓鱼散文先行者的关
键。这样的写作态度，与万伯翱丰富的阅历
分不开，他下过乡、当过兵、做过总编，是周总
理表扬过的下乡知青。

万伯翱笔下的百姓爱鱼、皇家宠鱼、文人
颂鱼、元戎乐鱼，意在传递历史，表现鱼文化
意象，道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描述的钓家，
在空间、时间上跨度之大，从国家主席到开国
将帅，从多国总统到古代皇帝，从世界体坛冠
军到中外文学翘楚，从艺术明星到身边朋友，
借垂钓小情小景颂念元戎百姓们，解读了善
钓者的洒脱、高雅，以及笔下人物陶冶性情的
魅力和沟通官民关系的亲和力，人们在垂钓
中与鱼共舞、自得其乐，更是将共产党人最讲
情谊与最具人情味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是军民鱼水情似海的真谛。

穿越时空的信仰和激情穿越时空的信仰和激情
————长诗长诗《《卡尔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序序 □□严昭柱严昭柱

2021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
100周年的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100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辉煌胜利。光荣归于中国人民，胜利源于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引。在这欢庆胜利的日子
里，抚今忆昔、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
主义的伟大创始人马克思，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对人类文明
进步作出了足以自豪的贡献。但是，在近代，中国
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经历了百年屈辱和凋
零；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掀
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进行了各种社会变革和
实验，但是都失败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才从精神
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
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
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
走上了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将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发展相结合，是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胜利的秘诀。理所当
然，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诗歌创作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毫无疑
义，诗歌当然是诗人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而只有
当诗人激情的迸发合着时代奋进激越的鼓点，当
诗人深情的讴歌唱出了人民真挚的心声，这个时
候，诗人的歌唱就翱翔在了诗国的珠峰之巅。舒
洁的这部新作，不就是在向着这个湛蓝的深空奋
飞疾进吗？

当然，写什么是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写是又一
个重大问题。具体到舒洁这部长诗，我们赞赏作
品对马克思的敬意，同时我们在欣赏时也必定会
进一步品味，作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什么样的马
克思？这个马克思的形象包含了怎样的历史真
实，又浸润了怎样的时代真情？换个角度说，也就
是要品味是什么样的历史诗情叩击了诗人的心
灵，又是什么样的时代真情拨动了诗人的心弦呢？

诗人在“序诗”中透露了全诗的脉络，告诉我
们：他将“向着过去遥远的时光飞翔/目的地：特里
尔”；“我将踏上一种路途/从中国开始，到你的特
里尔/波恩，柏林；到巴黎，里尔/到北美洲，南美
洲/回返之后，到印度，俄罗斯/最后，我会到日本/
在这广大的地域上/我要去探寻，你的声音/为何
幻化为随处开放的花朵/最终/我会回到我的祖
国，我将此旅/视为一次心怀肃穆的朝圣”。

诗人画出的这条“朝圣”之旅的路线，正是马
克思的人生旅途以及他的思想传播的大致路
线。你如果翻到这部长诗的末尾，将全部注释的
内容连起来看看，那不恰恰是一部简明的马克思

传记吗？
诗人在创作的酝酿阶段，曾集中精力埋头攻

读马克思的著作，并搜寻、阅读了多种关于马克
思的传记作品。诗人发现：“需要对你一读再读/
不仅读你的文字/更要读你的灵魂”。

于是，诗人就带着我们跨越时空，循着他“朝
圣”之旅的路线开始“飞翔”，去跟随、去接近马
克思的人生旅途和精神世界。在特里尔，他让我
们看到少年马克思“通过戏剧看到人类的命运/
他爱上诗歌，他因此/正视劳作者的悲苦”，“他确
立的人格坐标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
美’”。看到青年马克思和燕妮美好、圣洁而伟大
的爱情与终身的陪伴；看到他“从柏林/到斯特劳
斯/他年轻的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他
无比坚定地确立了自己人生的信念/‘为人类服
务’”；看到他艰辛、伟大的理论探索，“在缜密的
逻辑中寻找路径/如鹰隼在乌云里寻找缝隙/在
天空中留下的符号/你为苦难者代言/你落在纸
上的每一个文字/都有生命悲悯的体温”，看到欧
洲一个又一个帝国对他的驱逐，却无法阻挡他坚
定前行的脚步。看到“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
成为“旗帜之魂”，“在人类典籍中/只有你的哲学
可以形容为旗帜/并被贫苦者所接受”，“共同的
旗帜是一种昭示/呼唤为此献身的人/已经献出
了自己”；看到《共产党宣言》诞生，“这是光，是
惊雷，也如波涛”，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苦难与黑
暗的声明/一些人觉醒了/一些人集结了/一些人
出发了/一些人高举精神的旗帜/沿途呼唤更多
的人”，“通过神圣的宣言/你为全世界无产者/指
明了未来光明的旅途”。看到马克思在人生的后
一个 30 年，“为了信仰/你甘愿忍受贫困与孤
独”，“你在冷漠、傲慢与偏见的围困中/遥指人类
桅杆之顶”，“你的心中装着唯一的上帝/——人
民！人民/你视人民为母/你视人民为父/你视人
民为创造真理的道路”。

这样，诗人就领着我们，“以信仰的名义接近
信仰/以爱的名义接近大爱/以飞翔的名义接近
苍茫辽远的心绪/以岸的名义拥住不竭的源泉和
梦想”，让我们了解马克思是“一个真实的男人，
一个充满血性的英雄，一个深刻阐释了世界无产
者内心声音的先哲”，“一个立体的、杰出的、不
朽的人”。这难道不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人由衷敬仰的伟大的马克思吗？是的。

诗人曾多次与马克思的画像对话，他特别写
到马克思的“注视”：

我尝试目送你/以诗人的身份，我尝试追寻
你的身影/我可以感觉你和蔼可亲的注视/那是
你晚年的形象/常常让我联想起自己的外祖父/
我相信你目光/你深沉的，干净的目光/你的一尘

不染的目光
我承认/你曾影响我少年的心灵/那时，站在

你的画像前/我尝试与一位外国老人对话/你的形
象和目光让我相信善良/平安的夜晚，长满树木的
远山/你的形象和目光，就如我的亲人

后来，诗人又写道：“我承认/在我少年时/我
就已经被你的追随者感动/那时，你安息于理想的
基石/他们，后来的人们/在苦难的东方大地上/用
生命捍卫共同的旗帜/你望着他们，他们说/他们
能够感受到你的注视/他们是先驱者，这些杰出的
人/将旗帜视为最为珍贵的智慧”

诗人在诗歌中告诉马克思：他相信，“你就在
那里/在你的世界注视着我们”，而我们“这里，是
接受你珍贵遗赠最多的国度”，“你的珍贵的遗赠/
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扎下深根”。

就这样，诗人用“注视”穿越时空，沟通着我们
和马克思的心灵。诗人在“代跋”中还直接向读者
诉说道：“我要说，在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这位伟大
先哲含蓄的注视，你可以从他的目光中感觉到火
焰，感觉到燃烧的信仰与激情，感觉到河一样绵延
的爱，感觉到铁一样的真实以怎样的形态接近并
揭示了真理。”

在今天，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让我们在马
克思的“注视”下，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的伟
大旗帜，为中华民族谋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求发
展，不忘初心，继续开拓前进。这是我们对伟大导
师马克思最为真挚、最为崇高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