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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成周刊

Grow
up

学习世界史
可怼“杠精”之无知

在我们身边，可能会有这么
一些“杠精”，他们对我们祖国所
取得的每一次进步、每一项成就
都嗤之以鼻，总喜欢拿它和某个
国家做比较，比如，近些年中国
国产动漫取得骄人成绩，他会说

“比得过日本动漫吗？”国球乒
乓傲视世界乒坛，他说“也不看
看足球，能跟巴西队比吗？”
2020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
100 万亿，他说“能跟美国比
吗？”中国治理荒漠化取得重大
进展，他说“比得过瑞士的蓝天
白云吗？”……这样的抬杠看似
理直气壮，实则愚昧无知。

人类历史表明，每个国家和
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不
同，文明发展的进程有快有慢，
有强有弱，有的走向衰亡，有的
依然繁荣，但都有各自的特点和
长处。今天饱受战争之苦的伊拉
克，是世界上最早产生人类文明
的地方；还在与饥饿做斗争的非
洲，比中国更早地掌握了人工冶
铁技术。没有发明车轮的玛雅，
照样能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金
字塔；直到16世纪都没有发明
文字的印加，并不妨碍他们把帝
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天赋会
有差异，但人类文明从来没有

“全能选手”，有的只是因地制
宜，奋力挣脱黑暗的共同经历。

世界历史，教会我们秉持平
等与尊重，摒弃傲慢与偏见。

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它的
高光时刻。公元前6世纪，中国、
印度和古希腊的智者们如群星
般闪耀之时，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的先民还处在蒙昧之中；1453
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了东
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西亚文
明的势头如日中天，此时刚完成
郑和下西洋壮举的明朝国威犹
存，然而接下来引领世界历史发
展方向的却是刚刚走出黑暗中
世纪的欧洲！历史不讲“天道轮
回”，与其望洋兴叹，不如就此反
思——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才是
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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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中国

共 产 党 建 党 100 周

年。3 月 5 日下午，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参加他所在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一切向

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

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

去，不能忘记为什么

出发。

历史对我们有什

么用？今天，我们为什

么要强调学习党的历

史？

其实，只要正确

总结和认识历史，历

史对后人就有了启示

和借鉴的功能。纵观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写下的是奋斗，探索

的是规律，启示的是

当下，烛照的是未来。

学习它，不仅有用而

且有大用。它能够给

我们提供无穷的智

慧、丰富的营养和前

行的强大力量。只有

深入了解这段历史，

我们才能更深地爱党

爱国。

中国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从
“董狐直笔”到“太史公曰”，再到“鉴
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的史学一直在昭示着它的
明鉴作用。中国人也有着强烈厚重的
历史感，人们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自
我：君主效法尧舜，大臣自比诸葛，武
将则追踪岳飞。浩如烟海的史籍中，
潜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和精神
财富。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
起，历史学被赋予了传承民族记忆、
厚植民族精神的特殊使命。梁启超在
《新史学》一书中提出：“史学者，学问
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
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
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

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也就是说学习
国史，能够增强国民的民族认同感，
激发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近代
中国饱受外来侵略，面临生死存亡的
时刻，国史曾自觉承担起补国民精神
之“钙”，治各种“软骨病”的责任。苏
武、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
……中国历史上一个个妇孺皆知的
英雄，成为昏暗时刻中国人心中的一
盏盏明灯。

近些年，有些人罔顾历史真实，
公然篡改中华文明的起源，试图再去
证明早已被扔入故纸堆的“中国文明
西来说”，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的民
主革命，甚至丑化人民英雄，这种历
史虚无主义的做法是新时代的精神
缺钙，当为世人所不齿。

青少年是一个“拔节孕穗期”，
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
期。可是总有同学在这个关键时期
或只埋头于习题的操练，或沉醉于
游戏，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抗挫
折能力差，缺乏对祖国和人民的深
情大爱。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
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是全
体中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也是青
少年成长最好的营养剂。百年党史
波澜壮阔，厚重丰实，蕴含着我们党
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
伟大的政治品格，蕴藏着催人奋进
的无尽动力。

从浙江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
新时代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一路
披荆斩棘、栉风沐雨，这段可歌可泣
的奋斗历程犹如导航的灯塔指引着
我们前进的方向。井冈山、延安、西柏
坡等革命圣地，五四精神、长征精神、
抗战精神等革命精神，都是一个个坚
定信仰、磨砺品格的生动教材。我们
不会忘记，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怕
笼罩下依然选择入党的徐特立老先
生；不会忘记令日寇闻风丧胆，被害
时胃饿得变形，里面除了尚未消化的
草根和棉絮，连一粒粮食都没有的杨
靖宇将军；不会忘记面对敌人严刑逼

供，拒不交出地下党情报，写下遗书
教子“以建设新中国为志”的女英雄
江姐……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这是无数革命先辈用宝贵生命揭示
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灾难深重的
旧中国，从建党之日起便自觉承担起
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崇高使命。立
党为公，心系百姓是中国共产党不断
成长壮大的执政密码。新中国成立
后，无数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大我”而
不惜牺牲“小我”，涌现出了王进喜、
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大批英雄
模范人物，他们无私无畏、艰苦朴素、
敬业奉献，心中只有党和人民。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这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是人类减贫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是我们党
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真实写照。

重温党史是为了知来路，明去
向，不忘本忘祖，传承红色基因，与时
代同呼吸共命运。我们要从党史中汲
取依靠人民、感恩人民、造福人民的
深切情怀，敢于接住历史的接力棒，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学习中国史，专治精神“软骨病”

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汲取前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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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上海市嘉定区，外冈游击队纪念馆的“小小讲解员”带领参加活动的学生代表参观纪念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