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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两个故事，诠释何为良师高徒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79 年前，白山黑水那位让敌胆寒敬服的英雄

关山远

在中国文化中，师生关系很特殊，正好读明史
时读到张居正与老师和学生的故事：他的一生恩
师顾璘，他的得意门生于慎行，两个故事，均非寻
常，不由思考一个话题：

何为良师？何为高徒？

一

先说顾璘的故事。
顾璘是江苏吴县人，从小就是著名的才子，也

是个有性格的才子，21 岁中了进士，开始进入仕
途，当河南开封知府(从四品)时，得罪了大太监刘
瑾的亲信、镇守河南的权阉廖堂，给打入锦衣卫
狱。看过电影《绣春刀》的都知道，锦衣卫狱是个很
可怕的地方，但顾璘确实清白，出狱后，贬为从五
品的广西全州知州。但牛人总是不怕挫折，顾璘最
后做到了正二品的南京刑部尚书。一个历经世态
炎凉、人生经验丰富的沧桑男子。

1537 年，明嘉靖十六年，顾璘任从二品的湖
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和河南小部分)巡抚，遇
到了一个比他更牛的才子。

这个才子时年 13 岁，从小就有“神童”美誉，他
在前一年通过童试，考取了秀才，这次来参加乡试
考举人。以他的才华，“中举”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明
清两代，“中举”可了不得，意味着有了做官的“正途
出身”。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里有个“范进中举”
的故事，起初人人都瞧不起范进，但他一旦中举，亲
戚邻里包括他那个势利的岳父，都去奉承他。

顾璘见到这位神童，欣喜若狂，但是他做了一
个决定：不让他中举。

这个神童，就是张居正，日后他成为有明一代
最牛的人之一。张居正，1525 年生于江陵县(今属
湖北荆州)，时人又称之“张江陵”。朱东润在《张居
正大传》中写道：“这时居正的声名，在湖广已经很
大，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和平常的形式不
同。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原有中举的希望。但
是因为湖广巡抚顾璘底主张，这次却没有成功。”
顾璘是怎么考虑的？《张居正大传》中说：

“他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便会自
满，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这是对于居正的不
利，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
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些
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
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这是御
史的事，一切请你斟酌罢。’这次居正的考卷，很得
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欣赏。陈束极力主张录取，但
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竭力拒绝，居正竟没
有录取……”

神童张居正的少年中举之路，就这么给切断
了。三年之后，他 16 岁，再次参加乡试，顺利中举
了。恰好此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张居正到安陆去
拜见他，顾璘很高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把
自己腰间围着的犀带脱下来，赠给张居正。中国古
代官员穿的衣服、束的腰带，根据官阶品位，有着
严格限定。在明代，一品玉，二品犀，对于 16 岁的
张居正来说，这是珍贵的赠品，更珍贵的，是顾璘
的赠言：

“上次你本来就可以中举，因为我的原因，耽
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但是，我希望你要有远
大的抱负，要做伊尹，要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年
少成名的秀才。”
伊尹是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曾辅助商汤灭

夏朝；颜渊即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终生未
做官，但后人对其品德推崇有加，被后世尊为“复
圣”。顾璘对张居正的期望，是他成为一个“伊尹+
颜回”式的伟人，既能建功立业，又有高深学问和
高尚品德。

顾璘留张居正吃饭，还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

告诉儿子：这个是荆州张秀才，“他年当枢要，汝可
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

他的预言很准确。但这位经历过官场大风大
浪的高级官员欢喜之余，仍然有些隐忧：张居正
16 岁中举，还是太早了点……

二

再说于慎行的故事。
于慎行是山东东阿人，从小就是个又聪明又

勤奋的孩子，17 岁便考中举人(比张居正晚一
年)。他的性格中也充分具备山东人的执拗与实诚
之特征，中举后，主考官对他特别青睐，就提议：在
鹿鸣宴(类似于今天高考发榜后的谢师宴，但更有
仪式感)上，为你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何等锦
上添花的美事。但于慎行说：冠礼乃人生大事，需
要父亲知晓并同意，他不知道此事，所以，谢谢了。

20 多岁的时候，于慎行就成为皇帝的讲官
(这个职务一般由胡子一大把的资深学者担任)，
有一天，皇帝拿出宫中珍藏的历代字画，让讲官们
在上面题诗。于慎行的字写得一般，他就作好诗，
口述后请同事代写。皇帝一看，这诗好，字也好。于
慎行如实回答。皇帝很欣赏他的诚实，题写了四个
大字“责难陈善”赠他，意在鼓励这位年轻官员平
时多给皇帝指出缺点提出建议。

于慎行字“无垢”，一生道德人品，都在追求无
垢的境界。这方面，充分体现在他如何处理跟恩师
张居正的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皇帝年仅
10 岁，大小事均由张居正做主。因此，张居正一度
成为大明朝最有权力的第一人，他得以大刀阔斧
地推行改革，拯救大明于危难中，实现了“中兴”。
但权力太大，并不是件好事，张居正变得独断专
行，刚愎自用，也为自己死后遭受清算、差点被开
棺鞭尸埋下了祸根。这段大起大落过山车般的历
史，正是典型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
看他楼塌了”之命运悲剧，也是对人性最好的检
验。

于慎行是张居正最欣赏的学生，但他无疑也
是“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典型。

张居正专横，引发反弹。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
专恣不法，结果被下狱谪戍。朝中官员都害怕张居
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
看望刘台。张居正倒不是心胸狭隘之人，这事忍了。

但首辅大人忍无可忍的事来了：他的父亲去
世，按明朝规矩，官员此时必须尊制守丧，所谓“丁
忧”，但张居正正在权力巅峰，怎舍得辞职放下一
切回江陵老家待上两年多时间？但如果不辞职回
乡，又有违孝道，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怎么办？
张居正熟悉律令，就指使门生提出“夺情”，即因特
殊原因国家强招本应丁忧的人为官。皇帝批准了
这份“夺情”的申请，结果举朝大哗，不少大臣纷纷
上书，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酿成了著名的“夺情事
件”。

张居正很恼火，以粗暴手段来对待反对的官
员，但他发现：自己的得意门生，于慎行，也是强烈
反对者之一，张居正怒了。一时下朝的时候，张居
正截住于慎行，劈头就责问：“子吾所厚，亦为此
也？”(见《明史于慎行传》)，意思是：你是我的学
生，我历来待你不薄，你为何也要跟着那群人胡闹
来为难我？于慎行从容答道：“正以公最厚故耳。”
正是因为您对我好，我才会这样。

沉溺于权力欲望之中不能自拔的张居正，哪
里会细细琢磨学生的心里话？暴怒之中，拂袖而
去。

张居正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在过世前十
天，还被加封为“太师”，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
前受封此职之人。但风云突变，张居正迅速被污名
化，张家被抄家，张氏一族，从天堂跌落地狱，时人
避之不及，但此时于慎行又挺身而出，冒着触发皇

帝雷霆之怒的风险，为张居正鸣不平，他写信给平
素与张居正有私怨、此次奉命如狼似虎般前往江
陵查办此案的侍郎丘橓，“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
下，颠沛可伤……”请丘橓念及张居正 80多岁的
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幼子，不要过于苛厉，给他们留
下活命的机会。

在于慎行带头的努力下，皇帝让步了。张居正
没有沦落到死后被鞭尸的惨境，他的家人，也没有
被赶尽杀绝。

三

在今天，再读顾璘与张居正、于慎行与张居正
的故事，深切感受到：为他人着想，不仅需要善良，
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中国古代强调“天地君亲师”，师生之情，是古
人在血缘与婚姻之外最为看重的亲密关系，尤其
在古代官场，师或生，皆是极其重要的人脉资源。
我们能在史书中，读到师生互相利用甚至狼狈为
奸，读到师生恩断义绝甚至反目成仇，但也能够读
到师生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还能读到像顾璘对于
张居正这般苦心孤诣，读到于慎行对于张居正这
般真心实意。

何谓“苦心孤诣”？顾璘不是去打造一个神童
的神话，不是去炮制一个“13 岁中举”的传奇，而
是以高度的责任感，来为大明朝培养一个真正的
人才。所谓“少年不能顺，中年不能闲”，顾璘是一
个人生经验极其丰富的过来人，太了解“伤仲永”
的悲剧故事，在开国气象不再、时局岌岌可危的当
下，急需用人。他不愿意看到一个天资过人的栋梁
之材，因少年得志而浮躁傲娇，因得意忘形而放弃
磨砺，最后沦落为唐伯虎那样的风流之辈，空有一
身才华，却最终在勾栏瓦肆、醇酒妇人中消磨一
生。

顾璘初遇张居正，正是后者冉冉上升、光环耀
眼之际，顾璘毅然决定让他晚三年再中举，打磨一
下他的锋芒，销蚀一下他的自得，阻挠一下他的顺
境。对少年张居正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一课：毕
竟，人生多坎坷，一个人，实质不可能永远一帆风
顺，何况在大明朝云谲波诡、凶险重重的官场，如
果对人生顺境充满不现实的期待，缺乏千锤百炼、
咬牙坚持的心理预期，那会死得很惨。顾璘此举，
还告诉张居正：一个人，不是光有才华就行的，要
坚强自律，内省不足，方能披荆斩棘，坚强前行。

从常人的理解，顾璘此举，很可能是吃力不讨
好，并不一定为当事人理解，甚至误解：谆谆教导
不就行了么？何必取消人家中举资格呢。但这恰恰
是顾璘的苦心孤诣，一个杰出的人生规划师。好
在，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他得知实情后，感动不
已，许多年后，他身居高位，更能理解顾璘的苦心：
“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让心感公之知，恩以死

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何谓“真心实意”？于慎行坚持在任何场合，

都讲真话。讲真话，特别不容易，甚至会给自己
带来灾难。张居正权倾天下时，因为“夺情”一
事，于慎行讲了真话，无疑让张居正大为恼怒，
以师生之谊逼问于慎行，但于慎行的逻辑是：正
因为你是我的恩师，正因为你平素厚待我，所
以，我必须要提醒你，此刻舆情汹汹，你若看不
清形势，一意孤行，会让自己失去民心。遗憾的
是，此时的张居正，已经被权力麻醉，不再是站
在顾璘面前、一番话后热泪盈眶的 16 岁少年
了。

张居正死后惨遭清算，完全出于皇帝旨意，
谁都能看清楚风向，下面执行者，手段愈残酷，
愈能显示自己忠君，比如荆州江陵地方官，早几
年在张居正回乡时，长跪迎接，恨不能变成孙
子，如今听说皇上要抄张居正的家，京城抄家的
人还没来，他们就先动手了，把张府老幼妇孺关
进黑屋，断粮断水，任其自生自灭，等京城的人
赶到，打开黑屋，惨不忍睹：已经活活饿死十七
口，其中有三名婴儿。京城办案人员更残酷，张
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咬破手指写下
血书后自杀：“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
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丘侍郎就是丘橓，张居正当权时，他不被重
用，如今正好找到泄愤机会。相比之下，于慎行
的人品，不知比他高了多少。在“夺情”事件中，
于慎行因为说真话，也受到张居正打压，但在墙
倒众人推、不推不正确的时候，于慎行没有附
和，也没有沉默，而是大声疾呼，为张居正鸣不
平，为张氏族人求宽恕。因为张居正是他的老
师，更因为他坚持自己的逻辑：张居正于大明有
大功，虽不符他生前众人吹捧之盛誉，但也没有
他死后你们骂的这么差。这个意思，他在给丘橓
的《与邱侍郎书》中写得非常明确：

“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

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
实也。”

“皆非情实也！”五个字，真是一针见血！
老师对学生，最看重的是“成长”；学生对老

师，最看重的是“回报”。顾璘作为老师帮助张居
正成长，于慎行作为学生对张居正的回报，不同
寻常，令人感佩，可贵之处，是无私，他们只为张
居正着想，没有丝毫个人利益。

这就是良师。这就是高徒。张居正是幸运
的。

四

张居正也是不幸的：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学
生，明神宗朱翊钧。这对师生，堪称失败的老师、
失败的学生。

朱翊钧登基时只有 10 岁，生母李太后属于
“虎妈”一类，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老师，当然
要选最好的，非张居正莫属了。朱翊钧对张居正
也非常信任，“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老师也尊
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
不直呼其名。无论是君臣，还是师生，均是难得
的佳话，但为何张居正死后，朱翊钧却差点把张
先生给开棺鞭尸了呢？

说来说去，还是师生之谊，在封建皇权之下
的变异。作家熊召政在长篇小说《张居正》中曾
写过这么一段：

“朱翊钧长吁一口气，叹道，‘张先生铁面宰
相，何等了得，然也——— 难逃一死。’

“张鲸听出皇上的话中含有几分幸灾乐祸，
他揣摩皇上对张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既敬重
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顾
命大臣，十年来把个混乱溃败的朝政治理得井
井有条，憎恨的是张居正对他要求太严，特别是

万历六年的那道《罪己诏》，让他脸面丢尽；依赖
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十年来不仅事无巨
细一一施教于他，而且替他排除所有的艰难险
阻，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移山心力；忌惮的是张
居正独揽朝纲功高盖主，如今天下官员，都议论
他这位太平天子，之所以能够端居廊庙四海威
服，就靠着张居正这位铁面宰相……尽管张居
正严守臣道，对他礼敬有加，但他在张居正面
前，总是小心谨慎，像一个生怕做错事情的小媳
妇。处理朝政，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但每签发
一道圣旨，他又怅然若失——— 皆因张居正的票
拟，他不敢擅改一字……如今，这位宵衣旰食不
苟言笑的宰揆，眼看就要油干灯灭撒手而去，皇
上在悲痛之余，有几分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中
事……”

张居正死了，朱翊钧解脱了，再没人管教他
了，他从一个勤奋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懒惰的皇
帝，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党
争持续，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而东北，崛起了努
尔哈赤。大明朝可谓千疮百孔，却没有张居正这
样的强人来力挽狂澜了。明神宗死后仅 24 年，
明朝灭亡。

自古帝师难为。帝师从来只敢教皇帝如何
当皇帝，却不敢教皇帝如何做人。因为“君权神
授”，皇帝从来就被视为道德模范，何需人教？但
恰恰悲剧的是，许多皇帝品德都有问题，品德有
问题却君临天下，注定了封建王朝的悲剧。像朱
翊钧，品德是大大的有问题，他恨张居正“威权
震主”，借清算他来显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权力
的人，对人不对事，他任性到凡是张居正赞同
的，他都反对；凡是张居正反对的，他都赞同，张
居正苦心推进的改革，全部废止……所以，这个
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实质上自毁长
城，几乎推倒了张居正的一切努力成果，令人扼
腕长叹。

朱翊钧品德差，还在于他身为皇帝，拥有天
下，居然还是个贪婪的财迷。比如，他强征矿税，
是他在位期间的一大硬伤，使明朝逐渐走向衰
亡。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写道：朱翊钧为什
么要抄张居正的家，是听了诬告“金宝万计，尽
入张府”，“这两句，注定张宅抄家的命运。明朝
的法律，抄家只有三条：(一)谋反，(二)叛逆，及
(三)奸党。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不管他，
查抄底诏令下来了。许国说：‘无令后世议今日
轻人而重货’；这才是一针见血之言。”

事后，朱翊钧很郁闷：抄了张家，并没有抄
出多少财宝……

轻人而重货——— 张居正培养了这么一个皇
帝学生，确实失败。但这能怪张居正吗？著名学
者韦庆远著在《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
政局》一书中揭示：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
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

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
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

五

历史最终为张居正正名，明神宗朱翊钧死
后两年，朝廷给张居正恢复了名誉。《明史》盛赞
他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
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梁启超更评价他
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于历史有大贡献，但正如《暮日耀
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书中所言：他是
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但他同时也存在“失误、失
律和失德”。他的光芒，掩盖了“失误、失律和失
德”，他听不进于慎行真心实意的劝诫，也没有
顾璘式苦心孤诣的点拨。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顾
璘，只有一个于慎行。

自古至今，良师难得，高徒难得。

本报记者胥舒骜、刘硕

79 年前的 2月 23 日，在东北茫茫雪原之中，
一位身材魁梧的大个子背靠寒树，用呼啸的子弹
拒绝了日寇的劝降，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组织农民暴动、远赴他乡革命、领导抗日武
装、壮烈牺牲殉国……杨靖宇短暂的生命如闪亮
的流星般划过，照亮了当时日本侵略者阴霾笼罩
下的东北大地，也成为无数人心中永不磨灭的精
神丰碑。

青年立宏愿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 年出生在河南确山
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回顾他的成长轨迹，一直
与革命有关。1923 年，马尚德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
业学校并受到马列主义的感召，一个本来可能成
为技术工人的青年逐渐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26 年，马尚德在家乡加入了共青团，在轰
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之中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7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河南、上海、东北……怀揣着革命宏愿，马尚
德辗转多地秘密从事革命运动。“我要出去一趟，
也许几年也不能回来。”这是马尚德 1928 年临行
前和家人的告别，谁知这一去成为永诀。

“那时我的父亲不到两岁，我姑姑才出生 5
天。因为全家经常东躲西藏，爷爷给姑姑取名‘躲
儿’。”杨靖宇的孙子马继民说，“但是我可以理解
他，他的决定是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都会做出的
选择。”

1929 年，马尚德被党组织调任中共抚顺特别
支部书记。他化名张贯一深入抚顺煤矿，恢复重建

被破坏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同侵占中国煤矿的日
本矿主进行斗争。一系列的罢工震动了抚顺，他也
因此被捕入狱并受尽酷刑，皮鞭、老虎凳、烙
铁……他几度濒死，但都没有屈服。

在河南和东北等地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杨靖宇共 5 次被捕入狱。“监狱没有熄灭革命的火
焰，反而成了祖父钢铁般意志诞生的摇篮。”马继
民说。

“虎”啸震山河

在长影集团出品的电影《杨靖宇》的预告片
中，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化身猛虎，与化作群狼的
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这一场景让很多人为
之动容。该片主创人员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艺术
化的处理方式，表达后辈对杨靖宇英勇杀敌伟大
精神的崇敬。

“杨靖宇这头‘猛虎’不简单。”吉林省委党史研
究室征研处干部孙太志说，面对日寇的围追堵截，
杨靖宇将山地游击战法发挥到了极致，是名副其
实的“山林之王”。他根据深山老林的地形，构建起
了一个个秘密宿营地，储备必要的粮食、药品等物
资。以密营为依托，杨靖宇的部队在长白林海中神
出鬼没，经常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杨靖宇胸怀宽广，个人魅力很强。”吉林省磐
石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秋虹说，杨靖宇坚持“中国
人不打中国人”的原则，把义勇军、山林队、土匪乃
至伪军都团结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抗联的力量不
断壮大。

为了团结人民，杨靖宇提出了“灯芯理论”。他
常指着油灯告诫抗联干部，党是灯芯，群众是油，
灯芯离开了油还能亮吗？党和人民间的鱼水之情，

巩固了抗联部队的大后方。
“杨司令的部队军纪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村民非常尊敬他。”磐石的耄耋老人孙世东说，
根据地群众冒着“通匪”被杀头的危险也要给抗联
送粮食。

磐石破围剿、强渡辉发江、痛击邵本良……在
这看似绝境的环境中，杨靖宇带着部队取得一个
又一个的胜利；磐石、那尔轰、河里……抗联建立
起一个又一个根据地。1936 年 7月，“河里会议”
召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和第二军合并为东北
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侵略
者称呼杨靖宇为“满洲治安之癌”，但也不得不承
认他是个铮铮铁汉、当世虎将。

热血明壮志

吉林省靖宇县原名濛江县，之所以改名，是为
了纪念在濛江三道崴子壮烈殉国的杨靖宇。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将位于自己后方的抗
联部队视为心腹大患，采取军事“讨伐”、经济封
锁、“集团部落”、拉拢诱降一系列阴毒招数，并提
出“专打杨靖宇直属部队、不打红军小部队”等口
号收买人心。在这软硬兼施的手段下，抗联第一路
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率部投敌。

程斌叛变后，立刻掉头攻打抗联部队，他熟悉
杨靖宇的作战风格，常带人连夜突袭，并捣毁了抗
联的多座密营。

敌人对杨靖宇恨之入骨，在 1939 年冬天发起
了规模空前的“讨伐”。为了保证大部队的安全，杨
靖宇率警卫旅转战濛江一带，并在枪伤尚未完全
康复的情况下多次分兵，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
把死的险境留给了自己。

1940 年 2月 18 日，杨靖宇身边仅剩的两
个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时牺牲，敌人随即调集
600多人的“讨伐队”进山“围剿”。

2 月 23 日，杨靖宇已经和敌人孤身周旋了
整整五天五夜，无数日伪军劝降，但他的回答只
有拒绝与子弹。那一天是正月十六，元宵节刚
过。

杨靖宇牺牲后，残忍的侵略者割下他的头
颅，剖开了他的腹部，看到的是一个饿得扭曲变
形的胃，胃中只有枯草和棉絮。侵略者不禁为之
叹服。

“这是怎样坚定的信仰和意志能战斗到这
一刻，这是怎样的魄力和勇气能折服侵略者！”
每次谈到这段历史，吉林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蒿
子湖密营纪念馆馆长吴艳滨都会热泪盈眶。

其实，面对逐渐恶化的抗战形势，杨靖宇可
以选择退守长白山，可以选择转移到苏联，日军
也多次向他诱降，许诺他担任“东边道大都督”。
但杨靖宇的字典中没有“屈服”二字，在他眼中，
就算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就在 35 岁那一年，杨
靖宇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诺言。

英魂永不灭

杨靖宇英勇就义后，遗首被日寇送至伪满
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邀功。1948 年长春解放
前夕，党组织派人找到了他的遗首。后来经过多
方努力，杨靖宇将军身首合一，安葬在通化杨靖
宇烈士陵园，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团体和个人
到陵园祭拜英灵。

杨靖宇的曾孙马铖明是天津大学的一名大
四学生，不久前，他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也走

进了许多杨靖宇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走访中
马铖明发现，杨靖宇的故事在白山黑水间代代
相传，抗联精神在这里开枝散叶，成为人们宝贵
的精神财富。

孙世东虽然已年过 80 岁，但每次听说有人
来访问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他都会
自告奋勇地为访客当向导。为了把历史故事讲
得更精彩，他走遍磐石的山山水水，写下数十万
字的小说，讴歌抗联将士的英雄壮举，手稿摞起
来将近一米高。

吴艳滨本是一名护林员，自从接触到抗联
故事后，他就被杨靖宇的英雄气概深深折服。通
过自学和在党校接受培训的机会，他成为抗联
史专家和“金牌讲解员”。担任纪念馆馆长以来，
他培训了一批讲解员，打造了一支传承抗联精
神的团队。

在吉林省通化县兴林镇，有一座个人出资
千万元打造的“河里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纪念
馆的主人刘福是抗联后代，他的爷爷刘义是抗
联的秘密交通员，曾亲手为杨靖宇传递过情报。
遵循着爷爷的遗嘱，在外经商有成的刘福回到
了家乡，“所有的经营收入，我都投入到纪念馆
建设中。”刘福说。

在靖宇县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望着曾祖父
牺牲时背倚的大树，马铖明眼中流出了泪水。王
德金告诉他，在靖宇县，抗联精神是“传家宝”，
每个人都是杨靖宇的传承人。

听着一位位传承人的讲述，杨靖宇不再是
马铖明心中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而是形象更
加鲜活的祖辈。“在和平年代，我虽然不能成为
革命英烈，但也要把曾祖父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马铖明说。

老师对学生，最看重的是
“成长”；学生对老师，最看重
的是“回报”。顾璘作为老师帮
助张居正成长，于慎行作为学
生对张居正的回报，不同寻
常，令人感佩，可贵之处，是无
私，他们只为张居正着想，没
有丝毫个人利益。这就是良
师。这就是高徒。张居正是幸
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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