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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感悟

杨世忠

　　一、经过

２０１３年７月，校工会组织两个团队，分别对西线和北线两个方向开展教师暑期
社会实践调查活动。我是西线团队的负责人。这个团队共２０人，由各院系教师和
工会干部组成。调查活动经停地点分别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晋陕交界的黄河壶

口瀑布、陕西省延安市、陕西省榆林市、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和鄂

尔多斯市。行程６天。
在大寨，我们参观了当年中外国家领导人的居住地，登上了虎头山，考察了当年大

寨人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成效，参观了大寨民俗馆和陈列馆，拜谒了陈永贵、贾进才

和郭沫若的安息地，走进了大寨人居住的窑洞，与贾进才老支书的遗孀宋丽英老人拉

家常，与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和昔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座谈。夜晚，有的团员还与大

寨村民一起在广场上跳舞。

在壶口，大家于黄河东侧近距离观看并拍摄咆哮的瀑布自北向南跌宕而下，领略

柔弱的河水在遇到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气势。

在延安，我们参观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驻地杨家岭和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大

学校史馆，走近了延河，住进了窑洞，目睹了延安周边山坡的绿化成效和现代化建设中

的市容市貌，与延安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座谈，共同回顾学校的历史并探讨地方高校如

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车行黄土高原，听导游沿途介绍陕北的历史、民情与风俗，实地观察人类对黄土高

原、蒙古高原的油气开发与山区水土保持和绿化情况。

在榆林，现场考察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女民兵连治理毛乌素沙漠的补浪河基地。当
看到昔日的荒沙野地变成今日的１０万亩绿洲时，大家无不对创业者们的丰功伟绩肃
然起敬。榆林是塞外的小北京，不仅街道尚留明清古风，而且素有“大漠边城”的汉唐

历史，站在镇北台城墙上向北眺望，已看不见昔日毛乌素沙漠的黄色汪洋，只见绿色大

地上点缀些露头黄沙。市水务局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榆林地区

的水土保持和绿化建设情况。

在鄂尔多斯高原，我们参观了成吉思汗陵园、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和东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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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经鄂尔多斯新机场返回北京。

　　二、感悟

１大寨的感悟
感悟之一：领导者的胸怀决定组织的事业发展高度。老支书贾进才当初如果没有

胸怀，容不下陈永贵这个外乡人，也不给他施展才华的平台，就没有了大寨人后来的创

业辉煌和举世闻名。同样，陈永贵要是按照老一套的规矩，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也就不可能让郭凤莲这个从外村嫁到大寨的媳妇来担当铁姑娘队队长，也没有了郭凤

莲带领大寨人致富奔小康的后来。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寨人今天对老支书贾进

才的崇敬不减当年，为什么大寨人在做旅游纪念品生意的时候争先恐后地要将游客介

绍到老支书的遗孀宋丽英的小店那里。

感悟之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害死人。毛泽东主席当年提倡“农业学大寨”，如

同号召大家“工业学大庆”一样，其实质是要学习大寨人和大庆人立足于自己的脚下，

以“在灾害面前不低头、困难面前不服输”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苦干加巧干，赢

得改造自然、改造环境的胜利。因此，学大寨最重要的是学大寨精神，而不是形式。注

重形式的东西总是长久不了的。把领袖人物的指示当作“圣旨”，注重轰轰烈烈的贯

彻形式，是中国式官僚主义的典型特征。所以，反形式主义总是要与反官僚主义相联

系。当年大寨之兴，既是因为有了领袖的号召，更是因为有了各级干部的大力推动，甚

至于重形式、轻实质地过度推动；后来大寨之衰，不仅由于大寨的带头人在政治领域的

沉沦，更是由于大寨模式本身的局限。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用人拉

肩扛、垒石筑坝造梯田（地）的方式来治理，确实是改善大寨人生存发展环境的有效方

法，可是，一旦将这种方法或模式不讲条件地进行全面推广，而且再夹杂着谁要是不积

极造梯田谁就是不认真学大寨，甚至于就是在政治上不紧跟毛主席的因素，便是形式

主义盛行，使得有些地方的森林遭砍光，有些地方的湖泊湿地被消灭、生态环境受破

坏，相当多的引水渠里没有水，单一作物低效益，使大寨模式注定难逃厄运。２０００多
年前孔子就说过“欲速不达，过犹不及”的话。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此不屑一

顾，热衷于形式主义，热衷于把一件上级领导指示的事情往过头里做，大有不把事情做

死就不罢休之势。任何事情，即便是真理，只要往极端方向推，就一定会弄砸。

２延安的感悟
感悟之一，中国共产党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政党，不仅其宗旨是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其生命也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坚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还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决策制度，只要

是使党员、党员干部和普通的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把党看成是“自己人”，看成是实

现自己切身利益的希望所在，党就无往而不胜，任何艰难困苦、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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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反之，如果群众把共产党看成是统治者、官老爷、拥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那么党的

生命就堪忧了。国民党没有败在日本人的武力征服之下，而是败在充分接收和享受了

抗战胜利果实之后；苏共没有亡在１４国武装干涉、德国法西斯入侵以及强大西方阵营
的武力威胁之下，而是败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崩溃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上。从

这个意义上说，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如果不能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的本色，不能帮助人民群众实现其所追求的利益，不能取信于

民，则必然要被人民和历史毫不留情地抛弃。

感悟之二，无论执政党如何表明自己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根本利益或共同利益的，只要在实际行动中与民争利，就会失信于民。唯有自力更生，

在努力解决自己生存问题之余还能帮助群众解决生计，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红

军长征到了陕北，各路人马汇集到贫穷的山沟，根据地的物产本来就不丰饶，人民群众

仍然处在普遍的贫困之中，一下子要供应那么多的军队和党政人员的衣食住行，负担

肯定超重，即使打土豪、分浮财也不是长久之计，指望外部援助更不靠谱。斯时，毛泽

东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军队不仅完全做到自食其力，还

有余力帮助政府和群众，南泥湾精神直到今天仍然不过时。有人以为南泥湾精神就是

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对！南泥湾精神是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精神，它与

最崇尚自由开放的美国人的自立自强精神具有相通之处。陕甘宁边区的市场经济与

商品交易在共产党到来之后更加繁荣，并且还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正是最

好的说明。

感悟之三，别看延安山沟小，却能容纳大天地。首先，它是中国当时实行民主最彻

底的地方———穷人不受歧视，妇女不受压迫，人人生来平等，人民组织起来当家作主，

老百姓敢说、敢唱、敢批评，知识分子献计献策、八方来归，国际友人来去自由、采访公

开。这种将人民组织起来的有序民主，在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盗匪猖獗、人

民各逐其利、一盘散沙的社会背景下是真正的民主。其次，它是中国当时政府最清明

廉洁的地方———干部没有森严的等级和衙门习气，时刻受到党组织、群众组织和党外

人士的监督，行政人员秉公办事有章法可依，人们的收入差距小，心理距离更小。基于

当时刚刚掌握政权的行政执法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很难想象会出现或容忍不久前出现

在延安街头的城管踩踏商贩头颅的事件。再次，人们来自五湖四海甚至大洋彼岸，没

有听到当地人瞧不起外地人并排斥外地人、南方来的红军和外来干部瞧不起陕北红军

和当地干部的故事，大家为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齐心协力把救国救民的事业推向

前进。

感悟之四，延安的精神及组织的文化，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军队从小到大、由

弱变强的文化基因。美国作家斯诺在１９３６年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时候就前去采
访，他利用采访所得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一个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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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的奋斗经历和他们的理想。在书中，他大胆地预言，中国的未来属于奋斗中的共

产党人。当时，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比起国民党及其军队、比起已经入侵中国的日本

帝国主义不知要弱小多少，斯诺竟然做出那样的判断，这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夺人眼

球，而是他有比较、有亲身的感受、有理性的思考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历史证明

了斯诺判断的正确性。斯诺判断的依据并不是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和军队的装备、人

数战斗力，而是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是共产党和

军队组织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

办红军大学，到了延安，不仅办抗日军政大学，而且还举办了综合性大学———延安大

学。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

人的”（《毛泽东选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共产党的军队区别于中国其他政

党军队的根本特征就是具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为解救天下劳苦大众、为了全体人

民的共同利益、为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战。当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战

士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为什么而奋斗而作战的时候，这个党、这支军队就有了灵魂，

组织的文化基因就形成了。

感悟之五，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生存与发展不可分离；发展是硬道理，生存同样

是硬道理。没有先进政党的生存发展，就没有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未来。在延安革

命纪念馆，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联想。那是一幅红军将领身穿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制服

的大照片。从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国民党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以后，直到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双方血腥厮杀了整整十年。十年的仇人变成

上下级，红军易帜改名，归入国民革命军系列，这个弯好难转！仔细想想，如果为报仇，

共产党与张杨联手，杀蒋介石打中央军，未尝不可。那样的话，共产党的生存状况虽然

能得到一时改善，但是难于得到根本改善，谈不上日后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鹬

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军队之间大规模的相互残杀，只会令早已吞并了中国东北、

正在华北滋事的日本军队受益。清朝亡明的历史一幕，很可能以新的形式再度重演。

所以，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救敌魁、泯恩仇、改旗帜，才有了后来的发展与今天。

人们不难从１９７２年的中美走近、１９７８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一国两制”构想和港澳
回归等等历史性事件中，看到当年的陕北路径。

３榆林的感悟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榆林军分区和人民武装部的组织下，一支由农村青年妇女组

成的女子民兵连开进了补浪河沙丘地区，她们一边进行军事训练，一边治理沙漠，成为

当时抑制沙进人退、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面旗帜。今天，女民兵们当年生活战斗过的地

方已经成为一片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绿洲。１０万亩根植于黄沙之上的林地里，已是道
路纵横，人烟不绝。圈养的羊群和生长茂盛的农作物给定居于此的人们带来财富和安

稳的生活。我们没有能够看到补浪河治沙示范基地的投入产出账目，无法从经济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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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评估这种半军事化治理沙漠的成效，但有三点可以肯定：第一，此地确实做到了人

进沙退，生态环境改善，变不毛之地为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绿洲；第二，这种治沙模式来

源于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和南泥湾精神，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云南、新疆、黑龙江等边

疆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和建设农场有相似之处；第三，这种模式不是一家一户的移民甚

至小规模的群体移民能够做到的。

由此联想到，在我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范围内，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
是人烟稀少甚至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向沿海地

区和大城市集聚，在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这些地区带来巨大

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道路交通拥挤，房地产价格飞

涨，由于生活和工作空间狭小而带来的竞争与焦虑加剧，功利意识大大强过规则意识

而导致混乱等等。学界公认中国国家政权的产生源于夏禹。夏王朝是建立在上、中、

下游诸部落分工协作共同治理大江大河而获得成功的基础之上的，中央财政的形成也

是从那时开始的，即“禹铸九鼎，任土作贡”（《尚书·禹贡》）。中央政府不仅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调度和使用财政资源，而且可以对人口的增长和迁徙进行引导。在

对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分析与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对于在全球范围内都属

于稀缺的自然环境、国家自然保护区、城市附近的生态涵养区等，要停止移民并制止非

法移民；对于可供开发的秃山野岭和荒漠化地区，则利用行政与经济的综合手段以及

市场规律进行引导，鼓励人们去开发并改变那些地方的生态环境。

４鄂尔多斯的感悟
感悟之一，机动胜固守，交往胜闭关。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战

争不断。农耕民族对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高于游牧民族，社会分工更细，文明程度更

高，人口众多，生存环境也更优越，但是在军事上，除了汉武帝与隋唐少数时期以外，农

耕民族基本上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即便修筑万里长城也很难挡住塞外游牧民族的

铁蹄。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究其原因，就是机动胜过固守，交往胜过闭关。成吉

思汗效仿狼群战法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纵横欧亚大陆，一是靠部队的机动性、组织

性和战斗力强———每个士兵配备数匹善于奔跑负重的蒙古马，携带干粮轮番骑乘，昼

夜兼程数百里，使其可以大范围机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的气

候环境，集生产与战斗为一体的生活方式使其训练有素。二是靠每占领一个地方就打

开其商贾通道，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人员、物资、文化的往来与交易。中国农

耕民族历朝历代耗尽人间财力而修筑的万里长城，最后是在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血

脉为一体的康熙皇帝时期才废弃的。

感悟之二，资源型城市如果不能完成产业转型就会随着资源的耗竭而衰亡。鄂尔

多斯高原位于黄河几字弯的中央，历来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来回拉锯的地

方。这里夏天牧草丰美，为成吉思汗所青睐。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气候条件有利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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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斯羊的生长，盛产素有软黄金之称的羊绒（开司米），鄂尔多斯羊绒产业因此而兴

起。在地表资源所孕育的羊绒产业方兴未艾之际，其地下的煤炭资源和天然气资源又

被开发出来。一时间，鄂尔多斯成为拉动内蒙古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基础设施建设和

房地产开发也拉开了架势，尤其是康巴斯新城区的建设更是大手笔。举债发展的方式

和升温过快的房地产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许多工程停了下来。

其实，只要地下的资源开发源源不断，财务方面控制好，鄂尔多斯发展前景依然可期。

真正的危机是在当地资源耗竭殆尽或被其他非当地资源替代以后，如果在那个时刻到

来之前还不能把城市建设成为宜居之地并完成产业转型，城市的衰败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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