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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当知青的习近平和大家年纪
相近，当时的他没有像大家一样坐在课堂
里，却开始了他艰苦却受益终生的插队岁月
——住窑洞、睡土炕，忍耐跳蚤叮咬，与村民
同吃同住，打坝挑粪、修公路、建沼气，在这
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陕北七年是习近
平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的人生第一站，是他读懂人生、读
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坚定人生目标的
重要起点。”

坐在课桌前的青年学子，一边看，一边
记，课堂静默无声。

娓娓道来的话语里，李大健话锋一转：
“作为青年大学生，大家要树立正确的理想
信念，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树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对中国共产
党的信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
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用青春年
华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话语一落，课堂响起热烈的掌声。从插
队当知青的习近平，聊到在座学生的日常生
活；从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聊到未
来 30年中国发展大势，一堂理想信念教育
课，就这样悄然上进了李尚易的心坎里。

李大健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
授，其凭借渊博的知识储备，纵横捭阖的课
堂艺术，当仁不让是湖南理工最受学生欢迎
的思政课老师。既是党员，又是思政课教
师，李大健教授将党性修养和自身事业发展
紧密结合。

在理论学习上，他潜心研究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填补理论阐释空
白，为讲好大学生的思政课打好基础。在教
学上，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科学地讲解理论知
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润物无声的作用。
为此，他自创“三走进”教学模式，课外多次
参加任教班级学生活动，坚持深入学生宿
舍，进而了解学生需求，走进学生心灵。近
年来，他获殊荣无数，成果斐然：

2014年教师节，同时获得教育部授予的
“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称号；

2016年，主持的《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全过程研究》获批为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
司专项委托课题；

2017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9年 3月，受邀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

2019年4月，其著作《多维审视与理性涵
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研究》获第四届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理论创新奖一等奖；

……
近年来，随着年龄增长，站在讲台上的

时间渐少，李大健教授就伏案桌前投身理论
阐述，同时专注硕士研究生的培养。2017
年，学校招收第一批学科教学（思政）专业硕
士，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硕士生导师。面
对着这样一群未来也要站上讲台，成为马克
思主义“布道者”的学生，李大健想，除了学
术科研，还要教给他们更多。

从开题报告开始，李大健就要求他的学
生选题紧扣未来的职业发展，紧扣学生思政
教育。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李教授也是每
一步都亲自指导，从文献梳理到综述写作，
再到研究方法的选择，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
关，让学生一步步打牢理论研究的基础。“恩
师是一个十分严谨又不失和蔼可亲的人，他

知识渊博，为人和善，恩师的种种都是我终
身学习的榜样。”21级研究生汤瑶一直觉得
自己科研水平不高，基础薄弱，因为李教授
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让她常怀对学术、
对思想的敬畏之心。

“德高为师 身正为范”，从教学育人，到
理论研究，李大健不忘入党初心，不负师者
使命，以“上好一堂思政课”为目标，不断提
升党性修养，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又一堂精
彩绝伦的思政课。

李尚易记得，在那堂“启蒙”思政课的最
后，李老师给所有人留了一堂课后题，让大
家谈谈对党的十九大召开的体会和感想。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我们要用自己的青春
梦，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高高托起。”
他在作业本上，满心激动地写下这段激扬文
字。

而他更记得，李老师鼓励他的评语：“现
在的你们是青年，但再过十年，你们就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者，正值年富力强的
年龄，担重任、干大事的责任义不容辞！”

朱仁夫：
拳拳红心永向党皓首穷经不知停

“活到老，学到老”“一颗红心永向党”，
这些话用来形容学校美术学院朱仁夫教授
最合适不过。出生于1941年，1963年毕业于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如今年过八旬的他至
今还活跃在科学研究第一线。

就是这个“倔强”的老头儿，先后主持了
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书法史研究处于国
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儒学研究填补了国内
国际文献编目的空白，获批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就是这个“倔强”的老头儿，耄耋之年，
花费 2个月时间，用 22000余字、204页的手
抄《共产党宣言》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献礼。

作为湖南省社科规划课题评审委员会
学科组成员、湖南省高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
会学科组成员和中国书法协会会员，朱仁夫
的一生都写满了“向上”。

年过八旬手抄《共产党宣言》，他说：衷
心不是口号。今年 4月，一部《觉醒年代》上

映，引发全民热议。电视剧有一幕，是陈望
道先生在翻译第一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
时废寝忘食，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着粽子
吃得满嘴是墨，闻到了真理的“味道”……

看到这一幕，电视机前的八旬老党员，
退休教授朱仁夫坐不住了，他激动得在电视
前踱来踱去，“这种触摸到真理，看到希望的
感觉刻画得太振奋人心了！”今年是建党百
年，看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诞生的这一
幕，一个念头从他心中闪过：“我要用浓墨小
楷抄写《共产党宣言》献给党！”

从念头的产生，到一本泛着墨香的线装
本面世，朱仁夫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抄
写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排版布局，
选择什么样的字体。因为是线装本，又是抄
写划时代意义的经典本《共产党宣言》，方正
的楷体最适合不过。第一版，朱仁夫选择了
写蝇头小楷，一面 144蝇头格，因为字体太
小，前期的抄写工作进展缓慢。写到3000字
左右的时候，已经耗费了半个多月，朱仁夫
担心按这个速度赶不上建党 100周年，索性
就推翻重来，这次选择了一面 108格稍大字
体的宣纸。但即便换了稿纸，抄写起来仍不
轻松。2017年，朱仁夫曾因肺癌做过手术，
这之后医生都劝他要休养身体。为了抄写

《共产党宣言》，他坚持每天上午两小时，下
午两小时坐在书桌前，在申报国家课题任务
间隙里完成每天400余字的抄写任务。选择
用小楷繁体字抄写，必须一笔不苟，既要注
意力高度集中，又要久坐两个多小时，眼睛
疼都是次要的，朱仁夫说最难受的是肺部常
有压迫感传来，有时呼吸都困难了，他就停
一会，站一下，然后又继续抄写。

两个月，22000余字，204页，朱仁夫就是
这样怀揣着对党和国家最诚挚、热烈的感恩
之情，一笔一划写就了这厚厚一本《共产党
宣言》。结稿那天，他和老伴找遍了岳阳大
街小巷，却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装订线装书的
地方。所幸，朱仁夫教授的老伴原来就在学
校档案室工作，凭着工作记忆，两位老人在
家里叠稿、钻孔、引线，将其线装成册。“我很
自豪，《共产党宣言》有600多个版本，但这是
唯一的宣纸小楷手写本！”朱仁夫说。

现在这本手抄线装本已赠送给学校，作
为建党百年的献礼。在灰蓝色的扉页上，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金色小楷熠

熠生辉，翻开第一页，上面刚劲有力地用方
正楷体手写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
灵，在欧洲游荡……”

2007年，是朱仁夫本应退休的时间。按
理说，教师这个职业充满着劳累与艰辛，也
是时候应该歇一会儿了。可当时的朱仁夫
正带着三位年轻教师，主持着名为《香港设
计史》的国家课题，他不能、也不允许自己停
下研究的脚步。

直至2010年，该课题顺利结项。已经过
了退休的年纪、也完成了国家课题，总该可
以歇息了吧？朱仁夫仿佛是一个不知疲倦
的求知者，之后他不仅接受了学校的返聘，
又申报了一个文化部课题。这次的课题是
他与四位年轻教师一同进行的，连番与年轻
老师的合作，一边研究一边帮助青年教师成
长。2016年，已经 75岁高龄的他，再一次申
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书法交流
史》，他身体力行诠释着“学无止境”四个字。

确诊肺癌之后，躺在病床上朱仁夫教授
依然不“老实”，他说：病痛不是阻碍。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本就不易，艺术设计方向的研
究更是难上加难。课题既要有前瞻性，又要
体现独特研究价值，需要查找大量资料，进
行多次删改。一段文字的心血可能是几天
甚至一周，发现新问题往往研究到深夜。脑
力与体力的消耗都很大，年轻人都会头晕眼
花，更不用说这位年迈多病的老人了。

久劳成疾。2017年，朱仁夫的研究“搬”
了个地方，换到了医院的病床上。长达八个
月的时间里，病痛折磨与药物反应双重夹
击，却消磨不掉他的意志。病床上继续埋头
记录自己的研究，空闲时间继续翻阅资料，
他是个“不老实”的病人，更是个顽强的学
者。“小车不倒，继续推”，老一辈的俗语正由
朱仁夫进行着演绎。

现在的朱仁夫身体还不是很好，却仍在
继续他的研究。为何如此拼命？“我是终身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师，我终其一生就
要为国家做事，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尽
力！”朱仁夫坚定地说。

肩负教书育人天职，牢记党员初心使
命。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更是
用爱心、耐心灌溉幼苗的师者。心怀初心，
以身许党，他们将心血灌注于事业，也成就
于此。 （田夏 邱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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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个政
党一刻也离不开精神的滋养”，在艰难的岁月里，
革命精神如同灯塔驱散迷雾，如同闪电划破夜
空，是革命英雄的舍生取义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希
望！怀念英雄、书写英雄是亘古不变的主题文
学，《革命者》这本书是对历史的真实呈现，也是
一首献给革命英雄的赞歌，更是弘扬革命精神的
一面旗帜。

黄炎培“十一歌者”的故事被写进了《革命者》
的序章里，从黄仁到黄励，从亲情到爱情，一百多
位革命者的真实一生被记录了下来：殷夫爱憎分
明的诗篇是他对自由生命的渴望，对革命的追求，
也让我体会到青年人的一片赤忱；红军老战士李
白对妻子孩子的遗言，让我感受到他对自己这个
小家的爱以及对国家人民的大爱;胡也频与丁玲
的爱情故事和遭遇更是让人动容……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不只是因为他们的信
仰和抱负，更是因为他们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都
有着质朴的情感、单纯的愿望，但他们却愿意用自
己的生命铸成革命的胜利、人民的幸福。“无尽的
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没有人是一座孤
岛，在战争面前、在国家危机存亡之际，是这些英

雄站出来保护了万千百姓。那么我们呢?正如《后
汉书》所言:“天地之功不可仓促，艰难之业当累日
月”，每一次全新的探索都不会轻而易举，每一项
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正处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我们有责任也
有义务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是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没
有真正体验过战争年代的艰苦。若是自由散漫，
正当青春之时就已暮气沉沉是万万不可以的。一
百年前的中国青年，每天想的做的都是拯救民族
和国家的事情，他们有远超出自己年龄的勇敢和
见识，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革命信仰。他们很多
人都是在最美好的年纪牺牲，没有亲眼看到黎
明。现在的我们离那段山河破碎的历史好像愈发
遥远，却在和平年代里整日沉迷于个人的得失苦
痛，早已无法体会什么是民族危亡，想象不到先烈
们是在怎样的残酷下斗争。那个时代绝不是某些
人向往和梦回的风花雪月，恰恰是暗无天日民不
聊生。当代青年在被生活琐碎所麻痹时，请清醒
过来，你脚下每一寸安宁的土地上都曾洒过热血，

“他们为谁而死?他们为我而死。”

新时代的我们要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
放飞青春梦想。“青春不单是风华正茂的年华，更
是为秋天收获做准备的时光”，诚哉斯言，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责任，而我们青春最好的底色便是不
忘初心、不断奋斗。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青
年们全力以赴，时代发展的广阔前景需要青年们
开拓创新。如果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
青春的辜负，那么我们定当努力提升自我价值，将
自身价值融入时代价值。在每一个日子里都会用
身姿舞动出青春最美的色彩。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党是照亮迷蒙的灯塔，
是划破黑夜的闪电，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带领人
民走向胜利的底气。而今，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在新中国成立72周年即将到来之时，读到这本书
不可谓不醍醐灌顶。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吾辈定
不负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努力，坚定理想、补充红色
营养，以“红船精神”凝聚前进的动力、荡起积极进
取的风帆，继而书写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自己
的光明未来。愿我们都能够不辜负李大钊先生的
殷殷重托，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国家，青春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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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沥血以歌唱，毋沉默以平庸
——读《革命者》有感

■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龙志丈

党史光照八韵
■ 离退休工作处 曹广庚

许国以心
身无半文忧天下，心怀大家舍小家。

面壁十年图破壁，倒海济世振中华①。

理念发轫
一八四零鸦片烟，浊浪排空南湖船。

北大不眠书馆夜，拜得导师是《宣言》②。

激扬独立
翠竹高擎红缨枪，割据罗霄闹井岗。
仗义南昌独立炮，长征直捣美蒋邦。

征途心史
半条被子铭心史③，领袖领诵长征诗。
越是向前越艰险，早有备份任驱驰。

赤旗颜值
赤旗何惧绞刑架④，红岩绣出五星花。
胜利高标上甘岭，华人体面大中华。

奋发图强
抗美援朝顶天立，春天故事纳富期。
两弹一星备无患，航母北斗配5G。

锐不可当
一带一路铸胆剑，建成小康催月圆。
举国抗疫赢大考，党聚民心势无前。

千秋光耀
雷锋日记树栋梁，南山美意贯山江。
扶贫攻坚千秋业，党照民心万丈光！

附注：
①语源青年毛泽东和“大江歌罢掉头东”。
②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读到《共产党宣言》，彻夜未眠。
③红军女战士宿湘西民居的故事。
④李大钊：“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写于2020年两节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