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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晋绥、晋察冀、晋冀鲁
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艰苦卓绝的
革命斗争中锻造而成的，集中体现
了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全民族
抗战时期，部分在华西方记者、学
者和军事外交人员深入太行、吕梁
地区进行考察采访，亲身经历和亲
眼见证了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的
生成过程。这些在华外国人对太行
精神 （吕梁精神） 的认知和解读，
为我们当下正确理解太行精神 （吕
梁精神） 的内涵与价值提供了另一
种视角。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坚定
捍卫者。《泰晤士报》 记者哈里森·
福尔曼是带着“共产党果真像政府
当局描绘的那么坏吗”的问题进入
晋绥根据地进行考察采访的，但是
最后他不但没有发现任何点滴的证
据，所见所闻反而让他认识到“边
区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的民主主
义特征’”。美国花旗银行原北平分
行经理马特尔·霍尔也曾下决心去

揭露晋察冀政府中的丑闻和官员的
胡作非为，但他不仅连一个“敲诈
勒索”的事例也未能找到，而且看
到“那里的人民吃得穿得都很好，
他们正在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为
打败敌人作出努力，他们的政府是
他在中国见到的‘最近乎民主的政
府’”。美军观察组成员戴维斯在发
给美国国务院的 《共产党人将会接
管中国吗？》 备忘录中也清楚地写
道：“除非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改革
方面走到共产党那样的地步⋯⋯否
则在相对的几年内，共产党将成为
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坚定
地维护和保障民众切身利益的事
实，让在华外国人普遍认识到，中
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
身上，而非国民党。

广大民众积极地支持和参与根
据地的建设。马特尔·霍尔在华北
考察时发现，“尽管日本人修筑了无
数碉堡，却没有真正把农村控制在
他们手里”。福尔曼曾实地观察过一
次八路军对日作战，他发现当地老
百姓在战斗停止后，拿着礼物上前

线慰劳八路军。“他们都穿着最好的
衣服，带着一篮篮的水果，大捆的
蔬菜、南瓜、胡桃和鸡。有一个人
拖着一只趑趄不前的山羊。几个老
太婆迈动束缚过的小脚，一步一挨
地走着⋯⋯”福尔曼在《北行漫记》

（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中描述了这
样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他认为，这
十足地说明了生活在日本人枪杆下
的人们对八路军抱着怎样的看法。
美军观察组成员雷蒙德·卢登在考察
中也发现，“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
据比比皆是，而且是显而易见，使人
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
而事先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
样广大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自
己掌握的政府能够得到民众的积极
支持，使民众能够参与发展工作，这
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如
在华外国人所看到的，抗战时期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虽遭到
日军围攻，但依然能够存在和发
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民众的
坚定支持和无私奉献。

根据地民众英勇顽强地抗击侵

略者。深入敌后根据地的外国人看
到，敌后军民不仅没有被敌人的

“扫荡”所吓倒，而且勇敢机智地与
敌人进行斗争。民兵在田地里走
动，肩上扛着来复枪，手榴弹挂在
屁股后面，预备临时应对作战。农
民依靠地雷、手榴弹等拙劣武器抵抗
日军。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中有这
样一段话：“不在这些原始武器的效
率，而在它所反映出来的人民的战斗
精神。一个人须有莫大的勇气，才能
对敌人的可怕的近代武器想出这些
微不足道的抵抗方法来。”1945 年 1
月下旬，美军考察组成员艾斯·杜
伦在冀中军区目睹了九分区副司令
员魏洪亮指挥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
情况。当时，魏洪亮的妻子带着吃奶
的孩子和群众与杜伦被疏散到地道
里，为防止暴露目标和地道口，魏洪
亮的妻子用奶头堵住啼哭的小儿子
的嘴，结果孩子被活活憋死。经此一
役，杜伦极为感动，称赞冀中军民是
抗日英雄。敌后根据地军民这种誓
死抵抗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在危亡
之际所勃发出来的强大凝聚力。正

如《纽约时报》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
坦所称，在根据地考察的外国人“看
到了敌后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
勇的（应为‘地’——编者注）工作与
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
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 晋
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军
民掀起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艰苦卓绝斗争，是太行精神 （吕梁
精神） 生成的客观现实基础。在华
外国人在考察采访中不仅被这种事
实所感动和教育，改变了自己已有
的错误认识，而且他们把这种事实
以新闻报道和政策报告等形式传播
到国内外，教化了更多不明真相的
国内外民众，纠正了因国民党消息
封锁与故意丑化而形成的错误认
知，对引导国内外民众正确认识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特地位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
党建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教授）

抗战时期在华外国人观察、走访太行、吕梁军民，认定——

“共产党将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
王峰

巍巍太行，赫赫吕梁。在抗日
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晋
绥革命边区首府在吕梁，这里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抗日的最前
线，也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百团
大战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全民族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太行吕梁儿女前仆后继，为中国革
命 的 胜 利 “ 养 兵 十 万 ， 牺 牲 一
万”，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
战，在抗日烽火硝烟中熔铸形成的
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不仅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的太行、吕梁儿女接
续奋斗，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闪亮精神坐标。

在伟大斗争中铸就的
精神品质

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是在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的实践中淬炼升华的。在革命、
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太
行、吕梁儿女以舍身为国的勇气，
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谱写了
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
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
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
在哪里灭亡！”这首由冼星海谱写
的二部合唱曲 《在太行山上》 将我
们带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抗战岁
月 。 1937 年 ， 全 民 族 抗 战 开 始
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太
行山区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首
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奇袭阳明
堡，在太行山区，八路军打破了日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敌人的
嚣张气焰。在晋西，依靠吕梁山这
一天然屏障，以吕梁为核心地带的
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成为保卫延
安、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和后勤
保障基地，是延安通往各解放区的
重要交通枢纽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
重要依托地。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
吐血花。”在全民族抗战的八年
中，太行、吕梁儿女竭力支持军队
和党政机关，帮助根据地度过了最
艰难的时期。仅14万人的武乡有9
万多人参加各类抗日团体、1.46 万
人参加了八路军，2.1 万人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吕梁人民把自己的 3
万余名子弟输送给八路军主力部
队。1940年到1945年，吕梁40万
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交纳公粮
675 万公斤。著名抗日英雄李有

年、陈正孝、崔三娃、段兴玉，支前模
范张秋林、刘能林、任万生等无数太
行、吕梁儿女将个人的生命和财产
置之度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至
高原则，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谱写
出一首首民族独立的英雄赞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家百废
待兴的局面，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
面貌，太行、吕梁革命老区的人民
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精气神，
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太行
革命老区，涌现出了一批以李顺
达、申纪兰等为代表的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人大代表。

改革开放后，太行、吕梁老区
人民不甘落后。1979 年，吕梁市
离石县的赵家山大队搞起了联产承
包责任制，开启了包产到人到户的
实践。这种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创举，为解放山西农村思
想，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
农村经济，闯出了一条新路。太行
山区的锡崖沟人为了走出大山，带
领乡亲们脱贫致富，历时 30 年，
用 生 命 和 鲜 血 修 通 了 “ 挂 壁 公
路”。这一时期，太行、吕梁儿女
赋予了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新的
时代内涵。

在脱贫攻坚战中，太行、吕梁
人民没有向贫困低头。2020 年之
前，在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中，山西就有两个，分别是吕梁
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太行吕梁
儿女坚定“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
对不起这块红色土地”的决心，取
得脱贫攻坚重大胜利。吕梁 10 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1439 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5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充分体现出太行、吕梁儿
女自力更生的精神品质和久久为功
的坚定信念。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鲜活样本

在抗战烽火硝烟中淬炼升华的太
行精神（吕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
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历久弥新，永不过
时。

忠诚信念坚如钢。坚定正确的理
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事业
的忠诚，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面对来势汹汹、装备
精良、疯狂叫嚣“一个月拿下山西，三
个月灭亡中国”口号的日本侵略者，太
行、吕梁儿女迎难而上，以血肉之躯主
动出击抵抗日寇，于民族危亡时刻彰显
了誓死保卫家国的坚定信念。据不完
全统计，全民族抗战期间八路军晋绥军
区指战员牺牲1.3万多人，晋察冀军区
指战员牺牲7.1万多人，晋冀鲁豫的太
行区和太岳区将士牺牲1.3万多人。他
们为了抗击侵略者，不畏牺牲、前仆后
继，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中国共产党
人和中华民族恢弘的抗战太行史诗。

军民同心浓于水。坚持执政为民
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密切联系，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军
民同心、血浓于水的精神。在抗日战
争的艰苦年代，太行、吕梁儿女与八路
军并肩奋战，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支
持了伟大的全民族抗战。面对侵略日
军，太行、吕梁群众团结一心，积极抗
日。百姓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
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老棉
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
上战场⋯⋯在百团大战中，有近 6 万
民兵参战，共参战 580 次。他们尽己
之力积极投身抗战，发挥游击战术的
优势与八路军共同抗敌，取得了多次

胜利。也正是这样一种军民齐心的浓
浓军民情推动了太行根据地的进一步
壮大，使太行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成为
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力量。

艰苦奋斗显本色。艰苦奋斗是太
行精神（吕梁精神）的鲜明底色，不管
是在与强敌抗争的战争年代，还是改
天换地的建设时期，抑或是脱贫攻坚
的决战阶段，太行、吕梁人民都努力锤
炼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
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坚
守党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优良作风。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年
代，日寇将太行根据地重重包围，严重
的自然灾害更是让八路军本就困难的
生活雪上加霜。面对“几乎没有油吃，
没有纸，战士没有衣和鞋袜，工作人员
冬天没有被盖”的艰难局面，八路军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提出“白天多干事，
晚上少点灯”的要求，以身作则，自己
坚持“一张纸用四次”，并带领太行、吕
梁全体军民开荒种地，一边战斗一边
生产，勒紧腰带渡难关。艰苦的条件
没有浇灭太行、吕梁军民的革命斗志，
他们热情高涨，冲锋在前，不断发展壮
大根据地势力，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取
得了抗战胜利。千沟万壑的自然环
境、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孕育了太
行、吕梁儿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的英雄气概，他们共克时艰，书写了太
行、吕梁的传奇故事。

在那些艰难岁月里，艰苦奋斗的
太行底色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不惧困难、不畏风险、走向一个又一个
胜利的基石。

新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
动力

时 代 在 发 展 ，但 精 神 却 是 永 恒
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扎根于厚重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生成于革
命战争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其
精神内涵不断丰富，成为中华民族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中，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依然是激励
我们不怕困难、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

继续坚定对党忠诚的执着信念。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一个没有理想
信念的人是挺不起精神脊梁的。新时
代的中国已经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征程上的
我们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
要我们以“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姿态
保持战略定力。这个定力来源于对党
的信念和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信心。坚定这一信念，需要我们从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
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中国
人民的“定盘星”，是我们在诸多不确
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我们要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自觉做到“两个维护”，
以坚实的信念投身党领导的事业洪
流，书写出新时代的中国传奇。

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艰苦奋斗是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最鲜
明的底色，艰苦奋斗也是新时代值得
弘扬的精神品质。与过去艰苦卓绝的
岁月相比，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启示我
们，越是在条件好的时候，我们越是要
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征程如同逆水行舟，我们
要“直挂云帆济沧海”，就要在与激流
险滩的斗争中前行。支撑我们前行的
精神力量，就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
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基因。

青年强，则国家强。太行精神（吕
梁精神）能够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历史
的回响，更是面向未来的激荡。中国
的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精神
的传承主要靠青年。太行、吕梁军民
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勇气，百折不
挠、艰苦奋斗的意志，万众一心、敢于
胜利的豪气，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大
爱，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都是弥足珍
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最能激起新时代
青年共鸣的鲜活教材。新时代青年要
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滋养精神世
界，淬炼意志品质，鼓起奋斗精神，让
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太行山高，可以呼远。新时代我
们要继续传承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
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描
绘出新的壮丽画卷。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

太行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吕梁精神））舍身为国的民族赞歌舍身为国的民族赞歌
邢云文

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
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
文化资源为山西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2020年5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2017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吕梁革命老区考察调研，在参观位于兴
县蔡家崖村的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时殷殷
嘱托，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
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
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
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吕梁学院扎根吕梁大地举办高等教
育，以红色沃土滋养办学底蕴，用太行精
神 （吕梁精神） 照亮人才培养，近年来党
建工作稳步推进，事业发展富含生机。

以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凝练办学理
念。学校创办于1978年，始终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经过 45 年办学积淀，自
2010年升本以来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规模扩
张到内涵发展的有力转型。学校将太行精
神 （吕梁精神） 融入学校办学治校全过
程，持续打造红色文化研究高地、育人阵
地和传播基地。以“弘毅行知”为校训，
以“铸吕架梁，开物达用”为办学理念，
传承吕梁沃土红色基因，赓续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红色血脉，形成了以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立德、以大实践体系强技的人
才培养鲜明特色。

将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融入课程建
设。学校聚焦教育教学主阵地，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学校在大一年级开
设“吕梁精神与红色文化”全校通识必修
课，大二年级着力打造“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思政课程，创新“吕梁精神的内涵与
时代价值”专题教学，大三、大四年级开
设“吕梁精神+”专业课程。同时，贯穿大
学四年的“形势与政策”实现了“我要为
传承和弘扬吕梁精神作贡献”理念的全覆
盖。艺术系在党史学习教育背景下，搜集
整理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马可创作的 《吕
梁山大合唱》 相关资料，这部作品是迄今
为止唯一一部反映吕梁风情与生活斗争场
景的音乐作品，也是最能够体现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的音乐作品。此外，学校还编
写了 《红色吕梁故事》、《晋绥红色文化资
源育人研究》 等教材和专著，红色文化资
源融入课程的教学案例连续两年入选教育
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报告》。

用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盘活资源平
台。学校依托晋绥大地、革命老区的红色
资源优势，立项建设红色文化旅游多学科
融合学科群，成立吕梁精神研究中心、晋
绥研究中心、吕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研究中心、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与传
播中心等，设立吕梁学院红色讲堂，完成
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系列丛书 《吕梁精
神》 的编撰，山西红色文化研究智库入选
山西省重点智库。图书馆开通了以中共中
央党校思政教育视频课程为核心资源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政教育视频
数据库”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课程数
据库。近年来，学校以专题报告、理论文
章、社科项目和主题宣讲等形式，进一步
搜集、整理、研究和传播吕梁精神“对党
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内涵与价
值，不断彰显高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
力和引领力。

用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 浸润文化传
承。学校坚持用吕梁精神铸魂育人，组织
广大师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面深化党建“双创”
工作。干部以责任担当诠释对党绝对忠
诚，教师以立德树人标志性成果践行初心
使命，学生以听党话、跟党走，磨砺志
气、骨气、底气，学校以敢于斗争、善于
斗争直面风险挑战。如今，太行精神 （吕
梁精神） 已经厚植在每一名吕梁师生的心
田。

（作者系吕梁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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