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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人志士历来把“明德”“立

德”，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

基本要求。老子曾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

普。”孟子也曾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毛泽东指出 ：“我们

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

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

生。”他撰写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等著名篇章，被称为共产党人

的“道德经”。这些著名篇章教育和激励了

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以“愚公移山”精

神战胜和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一大

批在海外学业有成、才华横溢、生活优越的科学家毅然返回祖国，投身到建设

新中国的历史洪流。1950 年初，朱光亚在归国途中联合 51 名旅美留学生起草

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

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在创造“两弹一星”伟业的 23 位

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 21 人是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他们不仅用智慧和血汗

创造了“国之重器”，并且熔铸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钱学森曾说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

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个人仅仅是沧

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这集中代表了新中国创业者和

建设者们的高尚情操，成为中国精神的永恒基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才能志存高远、坚定理想、磨砺意志，以昂扬的奋斗精

神砥砺前行 ；才能淡泊明志、勤俭养德、克己奉公，筑起思想上的坚固长城，

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袭 ；才能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昂首奋进，汇聚起全中

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

们应当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为己任，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

把中国精神阐释好、传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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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院，农民大大小小的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那里的医生医治的。当时

我们家隔壁就是大队合作医疗站，同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发生在那里的许

多事情，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时医生来源比较复杂，有一直在农

村生活的老中医，有从城镇医院下放来的西医，有部队复员回来的卫生兵，

也有普通的农民，有一点知识，再通过一些关系，就当上赤脚医生了。

这些医生的医术水平有高有低，但是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为农

民解除病痛的初心和本真之心，始终不变。比如，从城里下放来的医生，

一个人待在农村，生活艰苦，有时候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回一趟家，但只

要听说队里有人生病，二话不说，把回家的事情就丢开了。也有的医生水

平并不高，但是为农民治病的积极性很高，有人病重或者行动不便，不管

路途多远，哪怕顶风冒雪，也会及时赶到。就这样，他们以善良真诚的意念，

美好端正的心思，心系农民疾苦，无怨无悔地为农民医治疾病。他们用真

情温润了艰苦生活中的农民的心，也给我这个年轻还不太懂事的城里人上

了生动感人的一课，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非常渴望当个赤脚医生。

所以，在离开农村几十年以后，我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赤脚医生

万泉和》。过了三十多年，才写赤脚医生，这恰恰说明，这些虽然普通但

是用真情真心为农民服务的人，他们一直就在我

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小说塑造了

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甚至很笨的赤脚医生，他自

己并不想当医生，他知道自己水平不够，想要逃

脱，但是当时的农村条件很差，没有人来为农民

看病治病，农民们就死死拉住他不放，他们跟他

说，你不当医生，谁来管我们，我们怎么办？善

良的万泉和不忍心看着农民束手无策地被疾病折

磨，一直努力坚守在那个岗位。这就是明德，这

就是真情温润人心。

我还有个想法，我要多多了解现在的新农合，

农村医疗发生的变化，农村医疗现今的模样，我

内心非常渴望去了解去书写，渴望用自己的真情

和文学人物的真情去温润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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