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航空工业上电　蒲毅

公元 1101 年 7 月 26 日，苏东
坡不断被贬，颠沛流离，从海南走到
常州，一病不起，再也起不来了。弥
留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
生无恶，死必不坠。”

他的意思是，我这一辈子没做亏
心事，不会下地狱。

一个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灵魂就
这样消失在 12 世纪元年。他挥洒才
情，笔下写就无数千古风流人物，在
900 年后一天，时间证明，他自己才
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法国《世界报》
在全球范围内评选 1001 年到 2000
年间 12 位世界级杰出人物，苏东坡
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被授予“千
古英雄”称号。

多少王侯将相，多少富贾名流，
他们赢得了天下，却输给了时间。苏
东坡死后 916 年，散文家祝勇，沿
着苏东坡颠沛的人生路径和留在故宫
博物馆的字画，重新还原了这位伟大
诗人风雨飘摇的一生，出版了《在故
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他说，千古风

流人物，他最想写
的就是苏东坡，

不是写一篇，而是一本书，以表达对
他的敬意。书中写道，每个中国人的
心中，都萦绕着苏东坡的诗句，比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比如“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比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
擎苍”；比如“枝上柳绵吹又少，天
涯何处无芳草”；比如“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比如“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更不用说“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有孤
独，有相思，有柔情，有豪放，有挫
败，有挣扎，有苦涩，有洒脱，他的
文字，几乎包含了我们精神世界的所
有主题。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
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相遇。

祝勇选择了苏东坡一生的十个侧
面，按照时间和空间顺序，用散文的
笔法，符合逻辑的情景再现，高超的
书法和绘画解析能力，为我们再现了
1000 多年前苏东坡的高贵精神世界。

王国维在 20 世纪评论说，至夏
商周三代以下，最伟大的诗人只有四
个 ：屈原、陶渊明、杜甫和苏东坡。
这四人中，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苏东坡，
他死后近一千年，再无出其右者。

有些文化素养的中国人，苏东坡
的文章大多能顺手拈来。但每一首诗，
写的背景，他本人遭受过什么样的

人生际遇，遇到何人，所经
何地才写出这样的诗句，过
去我们确实很少深究，我们更
喜欢背诵一些诗句，而祝勇的
作品，可以让我们跟随他的笔
端走进苏东坡的生活和内心世
界，再与熟悉的那些诗句联系
起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更
加生动、真实、有血有肉的苏
东坡。

苏东坡年少就名满天下，
但他真正的文学和艺术高度却

是在他官场失意，被贬黄州两年以后
才到达的。《梦溪笔谈》作者沈括与
朝廷一些奸佞之臣一起，收集苏东坡
文字和话语中的点滴，并引申为反对
朝廷的证据，由此写进中国文字狱历
史的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暴发，
苏轼被捕入狱。他中年以后的日子从
此是在不断地被贬中展开的。不幸中
的万幸，宋代一朝不杀文人，所以有
罪的文人都只是被贬而没遭杀身之
祸，否则我们将永远无缘与那些美丽
的诗歌、绘画和书法作品相遇。

苏东坡被贬黄州，在那里，因
为没有收入，随身携带的钱财都用光
了。他就在当地开荒种地，开荒的那
块地在东边，他学白居易，把那块地
叫东坡，将自己名号改为“东坡居士”。
苏东坡的名号是因为被贬而来。1082
年，苏东坡 45 岁，那一年注定要被
载入历史史册。在黄州栉风沐雨种地
已是“尘满面，鬓如霜”的农民苏东
坡在那一年先后写下《寒食帖》《念
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
壁赋》，一举确立了中国书法和诗词
的新高度。

除了诗歌和书法，苏东坡的绘画
也引领了宋代的美学和流行风，极简
主义风格的兴起，中国画的范式都受
苏东坡的影响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
他始终热爱生活，说起茶、茶具、茶
文化，都离不开苏东坡 ；他也是美食
家，今天我们吃的东坡肉、羊蝎子，
其根源都来自于苏东坡；诗人都喜酒，
他留下很多酿酒制酒的配方。

苏东坡做官求真务实，勤政爱民。
他疏浚西湖，修建苏堤，为了西湖大
部分水域的开阔清澈，使西湖长治久
安，又在堤外湖水最深处立下三座平
行石塔，留下了“苏堤春晓”和“三
潭印月”的西湖美景。他还在杭州创
办最早的官办医院，在瘟疫来临时捐

献秘方，救助了杭州市民。民间传言，
在瘟疫过后，老百姓为感谢苏东坡，
知道苏东坡喜欢吃红烧肉，都纷纷将
自家的猪肉拿到官衙门口，堆积如山，
苏东坡就用自家的秘方做成红烧肉送
到西湖的工地上给劳工吃，东坡肉从
此扬名天下。

1056 年，19 岁的苏轼与弟弟一
起进汴京科考，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
欧阳修。欧阳修被苏轼的文章折服，
科考第二名进入官场，从此开始他
宦海沉浮与悲观离合的人生，人们用
8341 这组数字来概括他的一生。“8”
是“八州太守”，“3”是“三部尚书”，“4”
是“四处贬谪”，“1”是“一任皇帝
秘书”。苏轼的一生达则天下，退则
田园。祝勇说，中国历史上的文人艺
术家，论个人际遇，很难找出比苏东
坡更惨的。纵览苏东坡的文字能够感
知尖锐的疼痛，却没有怨言，他相信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彼岸，只
有良莠交织的现实。他给予那个时代
的，比他从时代中得到的多。他在《寒
食帖》中写下过千古绝句 ：“卧闻海
棠花，泥污燕支雪。”饱经忧患的苏
东坡的一生，“泥污燕支雪”何尝不
是他自己的写照。

苏轼的老家在四川眉山，政府为
推进旅游业建起了三苏祠，笔者曾三
次进入参观，印象中，陈设简陋，游
人极少，三次都没能留下太多印象。
今年 8 月，一位朋友在微信中分享的
图片里，三苏祠依然冷清，凋敝。看
完祝勇的书，我想，如果三苏祠能够
重修，当以祝先生书中的细节重构苏
东坡的纪念馆，加强苏东坡文化研究，
讲好苏东坡的故事，真正用内容和文
物呈现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把苏东坡
伟大的一生再现出来，与他在中国历
史文化中的地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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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云起时 心有大江流
|| 徐旺

|
我还记得同第一批、第二批

前往贵州支持三线建设的老军工
访谈的场景。刘金雄老人回忆过
往，嘴角总会不自觉地扬起微笑
与敬畏。

一位老师傅，会因为自己小
小的失误，连夜加班最后弥补错
误，赶上了进度，仍然会蹲在角
落，一人默默落泪，不停责备自
己“让时代的列车在自己这里晚
点”；一个普通的检修工人，当注
意到灯泡爆炸点燃飞机清洁油盆，
引发的飞机后舱起火燃烧时，奋
不顾身，用双手拖起高温燃烧的
油盆，用前胸贴着火焰，一点点
匍匐前行，拿生命保住了全场唯
一的飞机，也铸就了“烈火金刚”
的自己。“绝对不能让时代的列车
在我们这一站晚点”，就是这样一
句简单却充满张力的口号，成为
了他们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他
们用行动捍卫着属于自己的尊严。
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荒芜中的
艰苦与奋斗，历史下的信仰与坚
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大概永远
不知道将要到达的地方是什么样，
但是满怀信心，广袤天地，大有
可为。所以，他们从繁华的城市
走向了贫瘠的山村，从封闭落后，
一步步走向新的荣光。从荒草没
膝的群山深处，披荆斩棘，最终
书写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伟大篇章。

他们就是这么一群人，给三
线精神定下了艰苦卓绝的基调的
同时，又用团结互助的革命友谊
为他们自己构筑了一个“大家”。
三线情怀与精神从他们这一辈起，
逐渐内化进每一个人的平凡的生
活中。一代代航空人也从此在这
里安家，成为前辈的传承与创新
者，他们的举止谈吐，虽然早已
模糊了当年三线精神的模样，却
在无形之中表露了更多。他们对
于工作、生活的选择与坚守，不
止来自于国家，更多的是自我的
选择。

和他们聊天，让我不禁开始
反思，社会实践之初，我对于三
线精神的理解是否正确。最初三
线建设时期，第一代三线人艰苦
奋斗，航空报国的情怀固然是三
线精神内核，那些艰深刻苦的故
事比比皆是，然而，这些新一代

航空人的经历，让整个三线精神
变得更加真实而完整。和“车工
大王”孙刚大哥聊天，对于过去
的艰苦，他总会带着风趣与幽默，
去调侃流逝的岁月，看不到任何
岁月沧桑，言谈中流露的却是对
于生活乐观豁达，满是期待满足。
三线的情怀与精神，在他的身上，
更增添了一份从容。在别人的眼
里，早已是航空工业首席技术工
程师的他，是国家栋梁之才，而
他自己却把所做的工作和事业比
作一棵树，始一而终地不断攀爬，
接近顶端罢了。他专注于工作中
的每一个细节，即使是零件上的
一粒毛刺，也要不遗余力地打磨
干净。日日夜夜，一站就是 10 个
小时，在车床工艺平台，与人请教，
探讨工艺问题。工匠精神的真实
体现大概是如此。

在某型教练机上天的那一刻，
参加研制的胡从波站在跑道边，
飞机从他面前滑跑，原本估算滑
行距离至少 800 米，才能拉升飞
起，刚过 500 米的线，就一跃而
起。那一刻，包括胡从波在内的
13 人无语凝噎。也在那一刻，胡
从波笃信了一件事，可能自己这
辈子就和它绑在一块了。从细微
入手，日积月累。一架飞机从构想，
到电脑里，一根线条，一条曲线，
甚至一个公式，把它描绘出来，
到最后把飞机建造出来。伟大就
是被这样无数平凡的瞬间铸就。

当你去问这些航空人，“您
理解的三线精神是什么？”他们
大多会一阵迟疑。或许，他们就
不曾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来
自五湖四海，理由各不相同。但
是在他们的身上，你总可以在举
止之间，捕捉到那种持续不变的
精神。他们和老一辈三线人一样，
恪守了艰苦奋斗的本分的同时，
在工作与生活中，一点一滴灌溉，
衍生出了属于自己的三线精神的
定义。他们无法讲出这些精神，
却用一个又一个平凡却充满力量
的事迹，潜移默化地塑造和传承
了三线精神。

坐看云起时，心有大江流。
三线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也随着
时代的变迁，融进了每一个人的
生活瞬间。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
空宇航学院博士生）

在“行走的课堂”里根植航空报国理想
|| 卢一亭　何彩俪　徐晓阳

为了能让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内
心根植国防文化的精神基因，建立航
空报国的伟大信仰，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在 7 月组织师生开展了“军工记
忆——无悔青春铸魂航空梦”暑期社
会实践，成为从学校航空特色出发，
将行业红色资源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围绕学生、
关照学生、服务学生，通过实践育人，
文化育人，真正发挥协同效应激励青
年学生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
民族的事业中去，积极引导广大学生
爱上航空，在不远的将来，努力成为
一名航空人！||

航空报国，我们的根是一样的

谈起开展这次活动的初衷，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团委副书记李君介绍说：
“去年 5 月，我有幸被派往航空工业挂
职锻炼。11 月，我前往贵飞才知道当
年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无怨无悔背井
离乡，扎根山区建造飞机，只为‘祖
国需要我们’。也就在那一刻，航空报
国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今年 3 月，我
邀请范月民老先生来学校讲述三线军
工人的故事，1 个小时的讲述期间，掌
声连连，听完故事后很多学生声泪俱
下，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从此，我萌
发了用行业‘红色资源’教育学生的
念头。4月，经过与学院领导商量方案，
并且与航空工业文化中心领导迅速达
成共识。5 月初形成团队，计划也从
原来的贵阳单线拓展到沈阳、西安三
线并行，内容从开始的考察感悟拓展
到陪伴采访，得到校团委、研究生院、
教务处等大力支持。经过前期 4 次培
训、6 次小组会议，7 月我们出发了，
相处 11 天，每次见面都像一家人，每
次交谈都热泪盈眶，每次话别都依依

不舍。学生问我‘为什么我们觉得他
们如此亲切’，我回答道‘那是因为军
工人的信念里有航空报国，南航的精
神里也有航空报国，我们的根是一样
的！’”李君这段讲述不仅再现了实践
过程，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南航真正
肩负起弘扬军工特色文化，孕育更多
杰出国防军工人才的使命担当。

根植传统，
紧密结合航空特色的育人配方

教育专家、南航马克思主义学院
平旭院长在解读南航军工行实践活动
的真正要义时说道 ：“作为一所诞生于
抗美援朝烽火中的新中国首批航空高
校，南航在 65 年筚路蓝缕的历程中，
因航空而生，伴航空而长，依航空而强，
长期的办学传统和深厚的军工行业背
景，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
红色文化教育资源。在梳理教改思路
中，我们深刻认识到 ：航空报国精神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航空军工
行业的生动体现，也是南航长期以来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素和一以
贯之的特色主线。”新形势下，南航更
好地开发利用好宝贵的行业精神资源，
为学生精心烹制教学“佳肴”，使思政
教育的“配方”更新颖，“工艺”更精
湛，让学生从鲜活的案例、生动的故
事、丰富的活动中乐享有温度、有触感、
有质量的教育，因此学生从中得到心
灵的滋养、思想的启迪，使得传承航
空红色文化基因，弘扬和培育航空报
国精神落到实处。

践行航空报国使命，
航空梦激扬青春梦

南航一直以来把航空军工文化教
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重要内容，不

仅努力推动航空报国精神进课堂，还
积极开辟社会实践第二课堂，利用寒
暑假组织学生到航空院所、国防企业
开展现场教学，让学生们在行走的课
堂里学习航空人无私奉献、拼搏创新
的精神，传承航空报国使命，根植航
空报国的理想。南航的同学们在英雄
罗阳的塑像前、在深山大川的“三线”
车间里、在现代先进航空装备研发生
产的现场，了解了中国航空工业从无
到有、从“望尘莫及”到“同台竞技”
的艰辛探索与执着创新，领略了一代
代航空人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
感知慷慨献身、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受到浓浓的军工文化气息浸染和熏陶。
通过所见、所闻、所悟，引发了思考，
深化了认识，升华了体会，触动了心灵。
一篇篇发自肺腑的实践心得，昭示了
同学们对航空报国的感悟和理解，表
达了践行航空报国使命，以航空梦激
扬青春梦的情怀和畅想。

有备而去，
让祖国壮丽的航空事业更加辉煌

南航创新开启航空报国理想的行
走课堂，拓展传统思政教育的空间，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到了学生
的认可和欢迎，更发挥了实践教学的
育人效用，彰显了以文化人、以文育
人的教育思想。平旭院长说 ：“返校后
参与实践的同学还将在带队老师的指
导下对实践学习的收获进行总结，通
过举办军工文化展览会、报告会、新
媒体推送等方式，把一代代航空人对
祖国航空事业忠诚与奉献的故事传播
出去，让航空报国精神的影响像空气
一样弥漫校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在南航落地生根。今天带领大
学生走近航空工业，是为了明天信仰
坚定、精神纯粹的毕业生们为祖国壮
丽的航空事业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贵阳分队在贵飞总装分厂合影

仰望罗阳不忘精神

沈阳分队在沈阳所合影

西安分队在试飞中心与歼 8 合影

沈阳所退休干部为学生动情讲解

军工记忆——无悔青春铸魂航空梦

泥污燕支雪
——读《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有感

2017 年暑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中国航空工业文化中心共
同开展“军工记忆——无悔青春铸魂航空梦”暑期专项社会实践。
团队 45 名师生奔赴沈阳、贵阳、西安三地，探访、志愿服务老军工、
知名校友，参观老厂区，在行走中领略一代代航空人“国家利益至上”
的价值追求，感知慷慨献身、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受到浓浓的军
工文化气息浸染、熏陶，真正发挥了实践教学的育人效用。实践中，
同学们怀揣着一颗热忱的心，为老军工精心编排文艺演出，帮助军
工人拍摄全家福……

与爱相随
|| ||航空工业沈飞　付潇怡|

|
“我们这一生

注定会得到很多很
多爱，这让我们变
得强大而温柔。”
伴随着《莉莉和章
鱼》一书登上国内
各大畅销书榜，封
面上的这句话成为
本书的最强广告
语。爱很复杂，它
既自私又无私，既
不能无条件的付出
又不能无底线的索

取。可无论爱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情绪，
是欣喜还是悲伤，最后都会成为你的
盔甲。这是《莉莉和章鱼》教给我的，
这是一本关于宠物的小说，莉莉是一
条 12 岁的腊肠犬，而章鱼，是它头
上的一个章鱼型的肿瘤。

主人泰德跟莉莉在一起生活了 12
年，他在发现莉莉头上的肿瘤后想尽
一切办法挽救莉莉的生命，可最后还
是无能为力。这应该是一部悲剧，但
读完整部小说，我并未感受到痛苦或
绝望，反而从心底涌起一丝温暖。莉
莉虽然被它的肿瘤打败了，但它却帮
助泰德战胜了一个个“章鱼”。无论
是情感失利，还是工作不顺，莉莉始
终陪在泰德身边，感激着泰德对它的
爱，给泰德温暖的陪伴与鼓励。

我曾养过宠物，在与它们的接触
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动物能让你
感受到最直接的爱。“因为你做了好吃
的给我，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那
个怪人为什么对你那么刻薄，不要紧，
有我在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我最亲爱的
伙伴，我会冲他大叫把他吓跑！”“不
要忧心忡忡的，快跟我下楼疯狂的跑
一圈吧！把一切都忘掉，我们总能想
出办法！”“好吧，如果你还是不开心，
那就抱一抱我吧，我想大家都挤在一
起就会温暖许多，开心许多。”许多

时候，你付出的爱并不能得到回应，
但当你有了宠物，你会发现它们不会
挑剔你的长相，嘲笑你的品味，只要
你爱它，它就会永远追随你。你可以
被无条件地信任，永远不用担心被背
叛，这会使人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与安
全感，愿意去包容，去尝试，去承担。||
生命是如此美好，偶尔的不如意是不
会消除旺盛的生命力对生活的希望。
当面对苦难与挫折时，要站起来面对
它、迎接它，而不是逃避它、畏惧它。

至亲与挚友给予的爱，需要用心
体会，用心经营。就像泰德的妹妹，
永远在开导他，安慰他 ；愿意大半夜
开车来接泰德和莉莉去看病的特伦
特，永远是他们最忠实的依靠。

即使参加工作这么多年，我妈妈
依然保持着每天跟我通电话的习惯，
我们无所不谈，在她那里我总能得到
最好的帮助与指引。我可以在她面前
展现出我的脆弱，而她永远是我最坚
强的后盾。慢慢的，我发现随着她年
龄的增长，已经不能再帮我分担坏情
绪了，于是我学会了报喜不报忧，不
是为了欺骗她，而是因为爱她而选择
变得更加勇敢坚强。我也要丰满自己
的羽翼，去守护我爱的人才行。

但我也很清楚，无论是至亲挚
友、还是你的宠物，总有一天会离开
你，但他们带给你的爱却不会因此而
消散。我的第一只小狗离我而去的时
候，我曾伤心地哭了一个下午。后来
有人开导我，它只是成为了我的守护
神而已。是啊，所有爱过我们却离我
们而去的事物，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
到我们身边，在冥冥之中带给我们力
量。这力量会产生乐观的情绪，也会
是强大的后盾，足以帮助你打败一切
“章鱼”。

拥有接收爱的能力和给予爱的意
愿，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不忘过去、
不畏将来，活在当下，做一个温柔又
强大的人，让我们心中有爱，勇敢前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