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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雪莲般圣洁的品格
——重温方志敏的《清贫》

洛布

王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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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翻阅昔日收藏的读物时，看到

方志敏烈士的短文《清贫》。从第一次通

过小学课文学习这篇短文算起，已有近四

十年，但是静下心来重温这篇短文，字里

行间洋溢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革命

精神，依然在心中久久回荡。逐字逐句品

味文章，先辈的光辉形象以及其留给后人

的宝贵精神财富，让心灵再次受到深深的

洗礼和震撼。

《清贫》是方志敏烈士于 1935 年 6 月

26 日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以简洁朴实

的语言，叙述了自己被俘后国民党士兵搜

身时的情景，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

和舍身为公的高尚情操。这篇不足千字

的自叙式随笔，没有华丽的语言，却表达

了极为深刻的内容，是烈士在狱中用生命

谱写的不朽之作。

“ 我 从 事 革 命 斗 争 ，已 经 十 余 年 了 。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

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

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

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的事业。”透过字

里行间，依旧能够清晰地看到方志敏烈

士那颗洁白无瑕犹如高山顶上雪莲般圣

洁的灵魂。抚摸着无声的文字，深感烈

士的英灵穿越时空回荡在山谷间，先辈

的话语如响彻天地的雷鼓，叩击着今天

生活在祥和幸福中的幸运者的心灵——

不忘清贫，珍重清贫，方能坚守共产党人

的初心使命。

清 贫 ，与 贫 苦 、贫 困 近 义 ，也 称“ 清

苦”，但它指贫穷而不失节。方志敏的《清

贫》，不单指物质生活贫穷，更是指淡泊名

利。蕴含着只有保持“清贫”的生活态度，

才能不为物质利益所诱惑，清正廉洁，坚

守节操的思想境界。作者用“清贫”这一

词作为文章标题，既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

容，更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恪守清贫为美德

的政治品格。

追昔扶今，伴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茁

壮成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千百年来

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

地上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书写了人类发展

史上的伟大奇迹，辉映着百年大党的初心

使命，极大地振奋了中华人民的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为我们逐梦新时代、奋进新

征程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力量，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在今日之中国，方志敏烈士所处的那

个积弱积贫、贫瘠落后的时代早已成为了

历史的尘埃。然而找到一条路不容易，走

好这条路更不容易，且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

廉贪一念间，荣辱两重天。站在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的腰包鼓了、衣食

无忧了，物质生活富足了，可是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就可以舍弃“清贫”，就可以放任

奢侈。“清贫”在共产党人的词典里，不是

贫穷，而是一种精神，是简单朴实的生活

形态和清醒自觉的生活行为，是精神生活

上清高淡泊的态度和追求，更是党员干部

拒 腐 防 变 的 根 本 保 证 。 君 子 忧 道 不 忧

贫。非淡泊无以明德，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 。 想 想 近 些 年 来 查 处 的 那 些“ 老 虎 ”

“苍蝇”，尽管他们改变的因素各有不同，

但都有一个共性的根子，那就是因为没有

经得起“清贫”关，私欲膨胀、利欲熏心；都

是因为把不住矜持不苟的道德底线、守不

住舍己为公的政治本色所致。这些活生

生的反面案例，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把

尺子，无时无刻不在警醒着我们要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自觉强化自我约束

力，坚决抵制物欲横流的诱惑，过好权力

关、金钱关、人情关，经受住各种考验，抵

御住各种诱惑，始终坚守远离贪腐、洁身

自好，永葆共产党人甘守物质清贫、追求

精神富有的特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而当

官，不为发财而当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为官之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

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

官。”面向新时代，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

时刻昭示着我们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努力争做忠诚干

净担当的好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前所未有的壮

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坚持自我革命，驰

而不息深化纠正“四风”，推进作风建设的

落实落地，其核心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深化“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

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在人民。”这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最大靠

山，是对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的认识，持

续改进党群干群关系，始终践行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

“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清贫，洁

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

许多困难的地方！”在朴实无华的言语中，

折射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革

命气节，同时也是方志敏烈士一生的写

照，更是无数共产党人清贫、洁白朴素生

活的彰显，这种品德和精神激励着我们在

新征程的接续奋斗、砥砺前行中，倍加用

心珍崇、代代弘扬传承，永远保持一颗高

山上雪莲般纯净圣洁的心灵，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

国网湖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人，从美丽的东湖之滨来到广

袤的雅江之畔建设云端电网工程，他们承建的标段位于海拔 4000 多米

的日喀则市拉孜县境内。

夏季高原的夜黑得晚，将近十点才彻底黑下来；工人早晨顶着朝

阳出门，晚上踩着月光归来。端午节这天，参建同事们依然奋战在高

原之巅，大家商定要早点收工。

为了节省往返时间，将精力全部投入施工中，工人们中午在工

地上用餐，碰到三个藏族小朋友在河边嬉戏。他们把粽子分给这

些小朋友，手把手教他们解开粽叶外面的细绳，再剥开粽叶，看到

白 白 的 粽 子 ，小 孩 子 黝 黑 的 脸 庞 上 显 出 惊 诧 的 表 情 ，咬 上 一 口 粽

子后又绽放出天真的笑靥。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粽子吞了下去，

下 巴 上 还 沾 着 几 粒 糯 米 ，似 乎 没 有 尝 够 粽 子 的 滋 味 ，又 朝 工 人 的

兜 里 瞄 了 几 眼 ，工 人 们 把 包 里 的 粽 子 都 拿 出 来 递 给 他 们 ，看 着 他

们欢快地跑开。

远离故土亲人，加之周围莽莽群山环抱，工友们业余时间稍显清

寂，传统节日赋予他们更多内涵和意蕴。而端午节，也许因为与湖北

有更多交集和渊源，对于湖北参建员工来说更觉亲近。

夜幕降临，工人们提前收工回到项目部欢聚一堂，同为湖北籍的

厨师特意多做了几道家乡菜，大家一起品尝老家菜肴，在浓浓的乡音

中谈论故乡过节的习俗：赛龙舟、挂艾蒿、包粽子、饮蒲酒……浓浓的

乡愁在餐桌上弥漫。

“现在，微信视频拉近了咱们与家的距离，想亲人了掏出手机便可

以视频……”一位稍微年长的师傅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过去出远门

建设工程，过节时只能给家人打打电话，却见不着家人的模样，多少有

点失落。如今科技发达，在网络上既能听声又能看到对方，真好！

说话间，厨师端上来几盘蒸熟的粽子，这些粽子身上裹着一层粽

衣，像是一个胖子穿着紧身的衣服鼓鼓囊囊，肉似乎都要从衣服里跳

出来一般。

“吃粽子喽……”不知谁吆喝了一声，大家抓起粽子，剥开粽叶，一

股股清香在餐桌上飘散。早在端午来临之前，项目部就计划组织工人

动手包粽子，可由于包粽子所需的食材在当地不易凑齐，计划泡汤了，

厨师就从市场上订购了现成的粽子。

会餐当天，项目部还把参与工程建设的几名藏族同胞请来一起欢

度节日，藏汉同胞手拉手一起欢唱《难忘今宵》，现场其乐融融，相信在

高原过的端午节，一定会永远铭刻在每个人心中！

做出回林芝的决定是很艰难的。二

十七年了，林芝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但

我始终没有勇气回去。我于 1995 年进藏，

在林芝待了仅仅三年。林芝是我的“兵之

初”，是我军旅的出发点。我的青春梦想，

我的新兵锐气，全都留在了林芝。

我 们 驾 驶 的 小 车 行 驶 在 拉 林 高 等

级公路。网上说，拉林高等级公路是世上

最美的景观大道。平坦宽阔的四车道，从

“日光城”拉萨到“雪域小江南”林芝，一路

风景尽收眼底。达孜，墨竹工卡，日多，熟

悉的地名一一闪过，快得来不及多看几

眼。让我极为震撼的是，曾经翻越海拔

5018 米的米拉山要两三个小时，现在是一

条 5 公里的米拉山隧道，只需十多分钟就

穿过了……

拉林高等级公路与之前的 318 拉林段

公路几乎平行，很多地段可以看到蜿蜒在

山梁上的旧路。那些从来不需要想起，永

远也不会忘记的点滴往事，伴随着拉林高

等级公路两边的旖旎风光，又一次闪熠在

我的心头。

1995 年冬，我们在拉萨教导队结束集

训，第一次下林芝。负责接送我们的是原

115 医院龙处长，他千辛万苦才租了辆“彩

漆”满身的中巴车，之所以是“彩漆”，是因

为擦刮太多，被油漆涂得五彩斑斓了。“彩

漆”中巴车似乎比我们这些进藏不久的新

兵还要缺氧，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 318

拉林段公路上颠下跳，“呜呜、呜呜，噗嗤、

噗嗤”地直哼。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一

会儿走走，一会儿停停。一旦停下，龙处

长便拿着一根长长的铁摇把，下去用力摇

动汽车。我们这十几个入伍才三四个月

的地方学员、新兵蛋子，根本不知道体谅

老兵，更不知道“拍马屁”，任由龙处长上

上下下地跑。龙处长也完全不在意，还坐

在中巴车的引擎盖上给我们介绍医院的

基本情况，笑眯眯解答大家的提问。

那天早上八点出发，下午四点多才到

松多吃午饭。几间铁皮房子的餐馆孤伶

伶地伫立，屋子里面黑黢黢的，进去了好

一会儿才看清屋内陈设，几张脏兮兮的桌

子和凳子。但我们已饿得前胸贴后背，再

矫情的人也不敢矜持。我已不记得吃了

什么，只记得每上一个菜都瞬间风卷残

云。龙处长还不忘见缝插针给我们做思

想工作：再吃点，当兵的人要不怕困难，不

怕脏累。更要饿也饿得，吃也要吃得。

而我再也见不到龙处长了。次年他

爱人小孩来队探亲，因林芝山路险峻出车

祸，一家三口全部遇难，心疼之极。之前

总觉得领导就应该是龙处长那样，亲切，

随和，爱兵护兵，没有官架子。后来见过

太多“官架子”领导，才知道龙处长是多么

好的领导。

我也见不到陶建琼了。陶建琼是当

年跟我同坐“彩漆”中巴车一起前往林芝

的。2003 年，她和爱人休假，需到拉萨乘

飞机离藏。因乘坐的车车速太快，在墨竹

工卡县撞上货车，他们夫妻双双遇难。当

时她才二十多岁，还没有小孩。得知她遇

难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同校三年，在同一科室又共事三年，

既是老乡，又是同学加战友，而她却这样

走了。

龙处长、陶建琼，还有很多很多像他

们一样的战友，都是因为当年西藏公路的

曲折艰险，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西藏这

片土地。如今走在宽敞平坦的拉林高等

级公路上，让我怎能不想起他们？让我怎

能不心疼？

眺望远处起起伏伏的旧路，想起了太

多太多的过往。我第一次休假是收到“父

病重”的电报。因当时通讯落后，根本不

知道父亲病重成什么情况，心急如焚地请

了假，急急买了第二天一早国营大巴车车

票往拉萨赶。然而大巴车在白雪皑皑的

雪路上颠颠簸簸，早上八点出发，到了半

夜十一点多却坏在了米拉山下，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当了一夜的“山大王”。直到第

二天司机徒步去找修车师傅修好车才继

续前行。四百多公里路程，整整坐了四十

个小时的车。

拉林高等级公路在米拉山不远设有

一个服务区，我们停下来休息片刻，顺便

去了一趟洗手间。在内地看起来普通得

不 能 再 普 通 的 卫 生 间 ，却 彻 底 震 惊 了

我，—间间独立隔间里面，有干净整洁的

坐便器或者蹲便器；一排长长的水龙头，

竟然放出了热水；水池正面的墙上，还有

一个能吹暖风的干手器……这让我想起

以前在 318 拉林段公路途中方便时，大巴

车一停，女的自动往山上去，男的自动往

山下走，以独特的方式解决生理问题……

太多太多的回忆。二十七年，西藏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见识了它的落

后，见证了它的成长，参与了它的发展。

它今天的飒爽英姿，旧貌换新颜，让我发

自内心的骄傲和自豪。

曾经遥远的拉林长途，现在四个多小时

就到达了。下车来，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松多不再是过去的松多，工布江达也不再是

当年的工布江达，八一镇更不是昔日的八一

镇。道路宽了多少，城市大了多少，高楼立

了多少，我真的无法计量。我含泪望着熟悉

而又陌生的八一镇，曾经对这个地方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的我，如今却有些恍然。那条曾

经最繁华的“香港路”，在众多高楼密林里是

否黯然失色？那家曾经最喜欢的老字号小

吃，是否还有原来的味道？尼洋河的风，是

否还唱着旧日的那首歌？

到林芝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笑盈盈的龙处长和高挑的陶建琼，

他们站在八一镇的街头迎接我。我飞奔

过去，与他们紧紧相拥。我的心是如此激

动，是如此温暖。我的唇角噙着笑意，犹

如游子归家。他们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

林芝欢迎你归来。

是牦牛的勤

格桑花的纯

揉搓出的血肉

是雅鲁藏布江水的清

雪域阳光的净

锤炼成的骨骼

灯光在夜校探索

文艺团唱着新歌

书包跳上孩子们的双肩

老阿妈舒展眉头

同心苑的领路人

阿旺次仁

搬迁百姓的命运

一次次碾压他的心脏

干起来

忘却时间的陀螺

有困难要笑着迎

有泪得挺住

没什么击得过同心同愿

人是不肯躺平的路

路是不肯停下的丰碑

再回林芝
朱雪梅

端午仲夏，时清日长，

艾粽清香，忆汨罗江。

楚风传家，诗书继长，

天涯咫尺，勇者无疆。

余心所善，九死未悔，

路漫修远，上下求索。

天道酬善，万物酬勤，

万般皆苦，唯有自渡。

新冠肆虐，阴霾苍茫，

凝力齐心，扬帆起航。

岁月风平，人间芳华，

天圆地方，端午安康！

端午有感
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