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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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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５０周年，５０年来，红旗渠精神已经成为一个“精神符号”，成为
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看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可以将其概括为

以下四点：一是红旗渠精神是一曲人性的赞歌。红旗渠的修建是林州人民对真善美追求的完美诠

释，它是林州人民求真务实精神的结晶，是造福后代的伟大善举，是设计之美、力量之美、造型之美

的集中展现。二是红旗渠精神是对信仰的力量的证明。从精神层面来看，红旗渠的修建满足了林

州人民千百年来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需要，正是这种精神需要，成为林州人民战胜千难万险的强大

精神支柱，从而成就了其伟大壮举。三是红旗渠精神体现了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源自于中国共产

党为林州人民谋利益的决心和信心，源自林州人民自己的争取，用自己的壮举赢得了尊严。四是红

旗渠精神是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红旗渠记载了林州人民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它见证了林州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留给了世人难以忘却的历

史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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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红旗渠主干渠通水５０周年，５０年来，红
旗渠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创造的一个精神符号，已成为中国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

展的关键时期，红旗渠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学

界对红旗渠精神进行的研究较多，但从人学视角对

其在当代的价值进行探讨的较少。本文拟从马克思

主义人学的视角谈谈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价值，以期

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红旗渠精神是一曲人性的赞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从大

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一类是精

神。人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但从解决人的生

存性矛盾来看，人的精神属性似乎更加重要。因为，

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物质性的需要，这就需

要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

界。”［１］（Ｐ２２９）人为什么能够与自然界相对立？这是因

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儒家讲世界上的事物有

三项，即天、地、人。其中，人是根本，离开了人其他

两项就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曾写道：“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

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

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

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

无。”［２］（Ｐ２２１－２２２）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无”，不是指

不存在，而是指没有意义。意义是相对于人而言的，

离开了人，意义也就不会存在。中国儒家早就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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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问题，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围绕人来进行。

天地之间莫贵乎人，人是价值世界的中心。人与自

然之间矛盾的解决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自然为

本。林州人民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出发，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创造了人间

奇迹，正是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体现。马克思认为，

人要在实践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两种尺

度，即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他说：“动物也生产，

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

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

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

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

的规律来构造。”［２］（Ｐ１６３）

这里所说的人所“固有的尺度”就是指内在的

尺度、主体的尺度；这里所说的“任何一个种的尺

度”就是指外在的尺度、客体的尺度。“客观世界走

着自己的道路”［１］（Ｐ２３１），就是说它有自己运行的规

律，只有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事物，人

们的实践活动才能获得成功。马克思关于人改造世

界的“两种尺度”的思想，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实际上，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正是体现了真、善、美

的要求，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

所谓真，是指按照客体的尺度去改造客体，就是

指符合客观规律性；真就是真实、真诚，真实、真诚是

人性之根，做人之本。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去改造自

然界，就是真实、真诚；相反，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去改

造自然界，就是不真实、不真诚，不真实、不真诚就不

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真实、真诚是主观符合客观，是

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客体，是主体客体化的

过程，这个过程是真实、真诚不断实现的过程。自然

界虽然没有意志，但也是最真实、真诚的。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里所说的“常”

就是真实、真诚。四季运行，春夏秋冬，该来的必然

到来，就是真实、真诚，就是科学性，就是规律性。人

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

基础上，这叫做“主客体相关律”，这种相关不是虚

假的相关，而是真实的相关，虚假的相关是没有认识

客观规律，硬要去改造外部自然。１９５０年代有人曾
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无限地夸大了人

的主观能动性，一些地方弄虚作假，虚报产量———亩

产几万斤等，结果导致“反主体性效应”，受到客观

规律的惩罚。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

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

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

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

果又消除了。”［３］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实践证明：

真实、真诚是林州人最基本的素质。在１０万修渠大
军中，只有一个工程师和５０名技术人员负责设计、
施工，他们虽然土法上马，工具简陋（农民水利技术

员路银用洗脸盆、麻绳、皮尺等土法技术测定了数百

公里的渠线），但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阻挡他们求真

的脚步。完全可以说，红旗渠是林州人民求真务实

精神的结晶。

所谓善，是指按照人“应该”的要求去做。人性

问题看起来是一个事实判断，是善或恶的一个事实

陈述，其实它是一个价值判断———应该是什么、不应

该是什么。《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其实，

人性不是本善，而是向善、追求善。林州人民修建红

旗渠的行为符合人性善的要求，它符合林州人民最

根本的利益，得到了林州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是一个

造福后代的伟大善举。红旗渠是林州人民的“生命

渠”“幸福渠”，在林州人看来，修建红旗渠就是当时

最大的善行。人性有善也有恶，但善的力量能够战

胜恶的力量，穷山恶水不利于林州人民的生存发展，

林州人利用向善的力量战胜了恶。善是人们前进的

巨大力量，只要人性向善，人类社会就不会停滞不

前。这里有必要区分“能够做”与“应当做”的问题。

如果说“能够做”是一个“科学”问题，那么“应该

做”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伦理问题，“能够做”的不

一定是“应该做”的。譬如，按照科学技术的现实发

展，“克隆人”从技术上来说早已不是什么难题，但

从价值上来看我们不能去做；现存的核武器能够把

世界摧毁几遍，但我们决不能使用它。这就是人性

善的作用。没有人性善的规制，人类就会滑向恶的

深渊，最终会走向毁灭。对于人性善的东西，我们应

大力弘扬，宣扬红旗渠精神就是在弘扬人性善的东

西，这对今天的社会尤为重要。

所谓美，是指按照美的规律去改造世界。爱美

之心，人皆有之。对好的事物，人们就会称赞，而对

恶的东西，人们就会贬弃。好的事物，就是美的事

物，自然之美、身体之美、建筑之美、心灵之美等，都

是美好的事物。对美的追求是人性的基本要求。红

旗渠符合林州人民的审美需要，干、支渠总长１５００
公里的红旗渠是太行山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当年

的林州人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红旗渠会成为人们参

观、旅游的景区（现在每年接待游客３００万人次），
但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意识，是深深埋藏在林州

人民潜意识中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遵循美的

规律改造自然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凡有人类实践

活动的地方，美的规律都会渗透其中。马克思所说

的“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是人类实践活动所遵循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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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普遍的规律。红旗渠亦是如此，她是林州人

民费时１０年精心打造的一件美的作品，这个作品穿
越时空，动人心弦，体现了美的魅力。不要说美只是

美学家们的事情，也不要说农民不会创造美、欣赏

美，其实，美就在生活中、就在实践中。红旗渠这幅

美丽的画卷不是画家关在屋子里就能描绘出来的，

而是林州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红旗渠之所以能够

震撼人的心灵，原因就在于她的设计之美、力量之

美、造型之美。红旗渠的美体现了林州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也体现了林州人民美好的心灵。

红旗渠精神是人性中真实性、真诚性的流露，是

人性善的力量的张扬，是人性中对美的追求的显现，

体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所以说，她是一曲人性的

赞歌。

人的普遍性决定人性的普遍性。黑格尔在《法

哲学原理》中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他是人

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

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一。”［４］《荀子·不

苟》篇言：“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５］人之心、

人之情、人之理是相通的，可谓人同此心、人同此情、

人同此理。如此推论，千千万万的人之心、情、理，就

是一人之心、情、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人性普遍

的、永恒的追求，红旗渠精神首先是一种中国精神，

如今早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

超越国界的东西必是合乎人性的东西，是人们对真

善美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的赞歌是“国

际歌”，她跳动的音符和流转的旋律能打动所有人

的心，这就是红旗渠精神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历久

弥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６］（Ｐ４）做任何事情，只要站在人的

立场、人民的立场、人性的立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凡

是违背人性的东西，都是人民所厌恶的，如果执拗地

去做，必然会招致失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红旗渠精神是对信仰力量的

证明

　　列宁曾经指出，自然界不会自动满足人，人决心
以自己的行动改造自然界，而要改造自然界必须消

除影响我们目的实现的障碍。在蜿蜒起伏的太行山

上修渠引水，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林州人民抱定了改

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使林

州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红

旗渠修建过程中，８１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２００多人因修渠而受伤，在１０年中，１０万修渠

大军共削平山头１２５０座，钻透涵洞２１１个，架起渡
槽１５２座，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一条“人工
天河”“水的长城”。“十年辛苦不寻常！”试想，如果

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求生存、谋发展的雄心壮志，

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遇到困难就败下阵来，

红旗渠就会变成一个“半拉子工程”。

无数事实证明：人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产生无

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修建红旗渠的时候，林州人民

虽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林州人民的精神世界是富

有的。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

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６］（Ｐ４１４）。事实一再证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

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６］（Ｐ４１５）。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主义太遥远，是不能

实现的幻想。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共产

主义遥远，革命战争年代连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看

到，无数革命先烈就能够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现

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反而认为共产主

义离我们太遥远了，这不是奇谈怪论吗？问题的关

键在于我们要真正做到把眼前的实际行动与远大的

理想目标结合在一起，不能把这两者看做是在空间

和时间上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而应把两者视为是统

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认为，必须

运用总体性观点来看待目标与现实行动之间的关

系，在他看来，眼前行动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关系，实

际上就是部分与总体之间的关系，部分不能离开总

体而独立存在，眼前的行动不与目标联系在一起也

就失去了现实性。只要我们用总体性眼光来观察事

实，我们就会发现，呈现于眼前的事实实际上都是趋

向于最终目标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最终目标决不

是与过程对立的抽象的理想，它本身就是真实性和

现实性的一个环节。譬如，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有的人就只记得市场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而

忘记了社会主义的逻辑。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

它本身并不是目的，不能因为看到市场经济带来一

些问题而丧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

信仰是人生的灯塔，指引着人前进的方向。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

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正是在

《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我已经
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也正

是在１９３６年，后来成为陶铸夫人的曾志在延安向毛
泽东汇报工作和请教学习问题时，毛泽东对曾志说：

·５·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５年

《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有时只读一两

段，有时是全篇阅读，每阅读一遍我都有新的启发。

１９７５年１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四届全国
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专程走到《共产党宣言》

中文版首译者、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同志跟前，问能

否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遍。

要知道，此时的周恩来已经病魔缠身，一年后就去

世了。

１９９２年，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说：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ＡＢＣ》。”［７］（Ｐ３８２）的确，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
候于里昂首次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的，正是《共产

党宣言》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都具有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他们能够历经磨难而

勇往直前。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说：

“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

战胜千难万险而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

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

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

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７］（Ｐ１１０）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

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的每一项工作。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

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

共产党员。”［６］（Ｐ２３）一位哲学家说过，一个人饿肚子

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了肚子，却发现自己

有无穷的烦恼。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不断追问自

己：农民饿着肚子时，我们可以号召大家为吃饱而奋

斗；但吃饱了肚子后，我们又要为什么而奋斗？这实

际上涉及到了人生的理想和信仰问题。１９６０年代，
１０万大军战太行，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解决
了林县缺少水源、人民饮水困难的生存困境；１９８０
年代，１０万大军出太行，大力发展建筑劳务，解决了
林县人的温饱问题；１９９０年代，建筑大军用挣回来
的钱发展乡镇企业，实现着“富太行”的梦想。如

今，林州人又提出，要精神立市、工业强市、和谐兴

市，使林州在富裕的基础上更加美丽。战太行、出太

行、富太行、美太行是林州发展的四部曲，这个过程

也是林州人民的理想不断升华的过程。

贯穿林州发展“四部曲”的主线是林州人的精

神和信仰。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来看，人的精

神属性虽然不是人的惟一属性，但唯有精神属性才

能证明人性是不争的事实。离开了人的精神，人类

的活动不仅会失去动力，而且会变得毫无价值。以

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比其他任何政党

都更加关注人的精神诉求。红旗渠的成功，从物质

层面上看，是满足了林州人民对水的需要，但从精神

层面来看，是满足了林州人民千百年来改变落后面

貌的精神需要，正是这种精神需要，成为林州人民战

天斗地的强大精神支柱。今天，随着人民群众生活

的改善，新的精神需求一定会出现。物质生活水平

越高，越不能忽视精神的需求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

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２０１３年“８·１９”讲
话中指出，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

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

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精神上失去群

众，最后也要出问题。

不能在精神上失去群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论断。苏东剧变就是因为苏东共产党在精神上失去

了群众。一个不能在精神上代表群众、满足群众需

要的执政党，必然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进而失去执政

地位，这是铁的规律。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

们一定“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６］（１５４）。

要使我们的事业不停顿，首先是思想不能停顿；

要使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首先要有对理想的执著

追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在论述理想的时候

指出：“理想之为理想，正是因为它没有实现，因为

它超越了现实。”［８］（Ｐ８２）“理想只有在同我们保持一

定的距离时才会温暖我们的心。”［８］（Ｐ８３）我们的任

务，就是不断消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断为实

现理想而奋斗。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
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请孙正聿教授讲授辩证唯物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辩

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且认

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始终把思

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

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我们

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

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富

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９］

“革命理想高于天”是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说的

一句话，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理想信念的重大作用。

红旗渠精神告诉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重视信仰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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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红旗渠精神是人的尊严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一切都

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马克思指出：“尊严是

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

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

并高出众人之上的东西。”［１０］尊严是至高无上的、没

有其他的物质的价值可以替代的东西。康德说：

“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

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

替代，才是尊严。”［１１］费尔南多·莎瓦特尔在《哲学

的邀请》中论述了人的尊严的四个特征：“人的尊严

具体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每个人的神圣

不可侵犯性，意味着承认任何人都不能为了某种总

体的目的，而被其他人当做纯粹的工具来利用或牺

牲。因此，没有集体的人权，也因此没有集体的

‘人’，人离开了社会就不能存在，但是人也不应在

服从社会中完全消耗掉自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尊严’的第二个特征，即承认每个人都有权自

主地规划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褒贬标准，除了不能

侵犯他人同等的权利之外，自身的权利不受任何限

制。再次，‘人的尊严’意味着承认应该根据每个人

的行为表现、个人功绩和过失，而不是根据种族、民

族、性别、社会阶级等无关人的本质的偶然条件，受

到社会的相应对待。最后，‘人的尊严’还要求同情

他人的不幸和痛苦并提供援助，积极维持与他人的

共同生活与合作。一个有人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

没有人遭到遗弃的社会。”［１２］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人

的尊严观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人的尊严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

代，尊严有不同的表现。人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的认

同和尊重与人自身的处境和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

系。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了人的尊严的表

现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

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

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

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

最必需的东西来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

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

比奴隶制或农奴制给予的多一些。”［１３］如果说红旗

渠给林州人民带来了尊严，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

为林州人民谋利益的坚定决心与信心，从而能带领

林州人民战天斗地，奋战１０年，创造了人间奇迹。
第二，人的尊严要靠人民用自己的奋斗去争取，

而不是他人恩赐的。要赢得他人的尊重，首先要自

尊。没有自尊，就没有尊严。诗人雷抒雁指出：“尊

严可以拆解为两个意思：一是由享受尊严的主体所

持有的生活姿态，叫‘自尊’；二是由社会给所有社

会成员以平等的待遇和地位，叫‘尊重’。”［１４］瓜田

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说：“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过

马路的时候就不会闯红灯，不管当时有没有警察在

那里监督；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就不会往地上吐

痰、扔烟头，不管当时有没有市政管理人员在那里罚

款；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尊，他就不会往猪肉里注水，

往羊毛里塞砖头，更不会拐卖人口、图财害命，而不

管有没有人发现和惩罚。自尊是自己内心对灵魂的

拷问，是内心的崇高的操守对卑下的欲望的围剿。

有了自尊，一个握有权力的干部，就能抛开一大堆冠

冕堂皇的理由，舍弃掉往自己脸上涂粉的政绩工程，

专心给老百姓干点实事；在有人前来行贿的时候，脸

上发烧，有尊严地把来人赶出去。”［１５］可见，一个人

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红旗渠

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林州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晶。

正是林州人民的艰苦奋斗使他们赢得了尊严。

第三，人的尊严在自己所创造的产品中体现出

来。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不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

精神的滋养。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中

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为什么思想能够给人带来尊严？这是因为，思想是

行动的指南。思想来源于物质，又超越了物质，能创

造出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

的行为是本能的活动，而人则能在自己创造的产品

中体现人的信仰、体现人性的美好、体现人的尊严。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

精神上把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

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２］（Ｐ１６３）

我们在红旗渠的背后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当年修

渠人的思想、修渠人的品质。现在出现的很多产品

质量问题，如桥塌、楼垮和食品不安全等，原因不在

物，而在人的思想、人的素质。１０万林州人民凭借
手工工具建造的红旗渠，至今已运行５０年了，却仍
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它是精神力量的胜利，是

思想尊严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

量。”［６］（Ｐ９３）“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

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６］（Ｐ４６）只有

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我们才会有尊严地活着。

　　四、红旗渠精神是中国人不能忘却

的历史记忆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１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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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维度来看，人的世界包括三个方面：前人的世

界、今人的世界和后人的世界。人是历史的产物，我

们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是从前人的世界走来，我们

身上流淌着先辈的血液。岁月如梭，时光如流。修

渠至今已经６０年，当年４３位特等劳模、２２９位甲等
劳模、４６０位乙等劳模大部分已经作古，但他们是时
代的英雄，他们所开创的红旗渠精神，将代代相传，

如今的“护渠人”大部分是修渠人的后代，他们喝着

红旗渠的水长大，骨子里流淌着红旗渠水滋润的热

血，胸腔里蕴含着永不褪色的红旗渠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

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

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６］（Ｐ１７１）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

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不觉的价值观。”［６］（Ｐ１７１）

林州人民继承了中华民族“穷则思变”“自强不息”

“艰苦奋斗”的优秀文化传统，完全可以说，红旗渠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农民智慧的结晶。

传统不是历史的“过去时”。否认传统的当代

意义与未来价值，其思想根源是把传统视为实体性

的存在，认为这样的东西是暂时的、有限的，把生成

某种传统的人与时代的消逝等同于传统的消亡。抽

象地反传统的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发展的强烈精神，

其实是不得发展的要领、不知传统的真谛。传统的

虚无主义和传统的绝对主义，都是割断历史的表现。

传统是前人创造文明的文化史诗，如何对待传

统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其实质是人类如何对

待发展的问题。当代人类生活与发展所遇到的各种

复杂问题，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是瞬息万变的，但就

其根本性和方向性来说，却是永恒的。一部思想发

展史，就是一部追寻传统、发展传统、丰富传统的

历史。

然而，要将好的东西代代相传并不容易。目前

在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来势凶猛，这股风否定我

们的历史文化，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的奋

斗史，否定我党的领袖人物和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

人物。

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谁控

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可

见，占有记忆、控制记忆、管理记忆，对我们来说是生

死攸关的。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中说：
如果能让中国的年轻人忘记他们老祖宗的教导，我

们就不战而胜了。清代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

灭其史。这一观点一再被历史事实所证明。面对

“前人世界”创造的奇迹，现在的年轻人总是在问：

这是真的吗？黄继光怎么能用血肉之躯堵枪眼？邱

少云身上着火了，怎么能一动不动？没有现代化的

工具，仅凭借血肉之躯、手工工具，１０万农民怎么能
建成干、支渠总长１５００公里的红旗渠？这些疑问
太缺乏历史意识和“现场感”了。“距离”是理解“前

人世界”的障碍，我们要理解历史、理解“前人世

界”，就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很多现在看来不可

能的东西恰恰是“前人世界”发生的真实的历史。

我们应怀着敬畏之心面对“前人世界”、面对不可歪

曲的历史。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红

旗渠记载着林州人民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它见证

了林州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开拓

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斗争精神，留给了世

人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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