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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坚持晨读，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规律和

生机。每天早上，不用闹钟，不用妻子唤醒，在五点

半之前，我的生物钟会自动把我唤醒。

一边煮粥，一边读书，五谷的甜香和书卷的清

香，陶醉着我的耳目和身心。身处闹市，却静若蓬

莱。

前一段时间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为沽

名钓誉，不为附庸风雅，只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了

解人类，开阔自己的视野，让人生开启一段新的心

灵旅程。

一个人用四十年写了一部书，不仅丰富了自己

的人生价值，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进程，这个人就

是卡尔·马克思。

读《资本论》，我钦佩马克思洞察社会的敏锐

力，更钦佩他在颠沛流离中的坚忍和执着。

1815年，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的特里尔。他的父亲

是当地的一名律师，家道殷实，可以说马克思是含

着金汤匙出生的人。马克思23岁就成为普鲁士历史

上最年轻的博士之一。

1843年，马克思与相恋七年的燕妮小姐结婚，这

一年秋，新婚的马克思夫妇离开德国，来到法国巴

黎筹备创刊《德国年鉴》。

从1842年至1844年，马克思完成了世界观的“两

个转变”：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

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批判继承唯心主义哲

学的基础上，在与革命工人接触的过程中，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层次的思考，资本主义的种

种弊端渐渐暴露在他的思维之中。如何从理论层面

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建立一种更适合社会发

展进程的新制度，马克思深深地思考着，认真地探

索着。

彼时的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言》《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一系

列政治著作，也为《资本论》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因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丑恶，因为宣

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制度，从此，马克思被所有

国家的资本主义当局列为“异类”。

从1845年1月马克思在巴黎的家里遭警察驱逐

开始，马克思一生遭遇了数不清的驱逐和迫害，颠

沛流离，穷困潦倒，但却矢志不移、坚持写作。

为了心中的理想和目标，马克思把父亲留给他

的六千法郎遗产几乎全部用来资助革命。革命和办

报让马克思荡尽家财，在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如

果我得不到任何方面的资助，我就完了。我妻子的

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1849年8月底，马克思带着他的家人来到伦敦，

并且在那里安顿下来。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

在大英博物馆查阅大量资料，每天像苦行僧一样，上

午九点第一个走进图书馆，晚上七点最后一个离开，

先后阅读有关书籍1500多种，记下的各种笔记100多

本。

然而，贫困，这个缠绕他一生的敌人，将这位矢

志不移的拼命三郎常常拖拽到泥沼之中，也让他遭

遇了失去亲人的彻骨之痛。

因为付不起房租，多次搬家；因为付不起医药

费，他1岁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和8岁的儿子埃德加

尔，先后被夺去了生命；中年的接连丧子之痛，残酷

地折磨着这位伟人的心灵。

身心疲惫的马克思在痛定之余，毅然没有中断

自己的写作。

生活的异常窘困却依旧困扰着马克思。为了还

账和吃饭，马克思不得不把衣服拿去典当。没了衣

服，没法出门，却还得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无奈之下，

马克思只好给恩格斯写信：给我寄上几英镑，我还得

去典当行赎回我的衣服，否则就没法出门了。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伟人———恩

格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出生于大企业家族的

恩格斯，颇具经营才能，在与马克思结为革命战友

后，一边要与马克思一道共同战斗，一边还要通过经

营实体来资助马克思的调查与写作。

伦敦梅兰特公园路莫丹娜别墅1号，在恩格斯的

资助下，马克思于1864年迁居于此。而《资本论》的写

作也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这样描述彼时的岳

父：“《资本论》的作者，每天早晨喝完一杯黑咖啡和

读过报纸之后，就进入书房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

两三点钟。他经常忘掉吃饭的时间，而且总是几乎

不等咽下最后一口饭，就又回到书房中去了。”

1867年9月中旬，《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

式出版。很快，这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

规律，提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巨著，被世界工人阶级奉

为“圣经”。正如一位工人活动家所

说：“《资本论》是我们的剑，是我们

的铠甲，是我们进攻和防守的武

器。”

然而，因为贫困和过度的劳累，

马克思的身体每况愈下。总共四卷

的《资本论》，除了第一卷的正式出

版外，其余三卷的写作越来越困难，

直至马克思去世，只留下了一堆外

人难以辨清的手稿。

除了要坚持完成《资本论》的写

作，马克思还要指导和参加

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严重

的身心透支都在摧残着这位

伟人的躯体。马克思在抱病

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寄给

白克拉的信中说：“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

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

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

1881年11月，马克思得了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

两个多月，而他的妻子燕妮也患了肝癌卧床不起，两

个人的房间相邻，却已经有三个星期不能相见。马克

思硬撑着走到燕妮的房间，两个人就这样紧紧依偎

着，连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彼此默默对视。当年12月2

日，燕妮去世，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却

从未把挚爱的妻子从拮据与辛苦中解放出来。两个

人唯一的财富就是彼此的爱与欣赏。

1883年3月14日下午两点多，恩格斯像往常一样

去看望马克思，最令他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躺

在安乐椅上已经永远地睡去了。写字台上，《资本论》

第三卷的手稿还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发出声响。

为了整理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其他三卷，63

岁的恩格斯直到去世也未最终完成。

马克思走了，恩格斯也在12年后追随马克思而

去。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资本论》，却如一

盏永远不熄的明灯，照亮着人类前行的道路。

《资本论》，一部共有4卷6册近300万字的鸿篇巨

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花费40年的心血完成的。《资

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提出

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同时

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阐明了资本

主义制度由它固有的内在矛盾所决定，必然为一个

新的消灭了剥削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所

代替。

1997年的一期《纽约客》杂志上评价马克思：“只

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他的书就值得阅读。”

作家萧伯纳评价《资本论》：“他获得了一本书，

所能获得的最伟大的成绩，是改变其读者的思想。”

1999年秋，英国广播公司BBC评出了“千年伟

人”，马克思排名第一。

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

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终身追随马克思，因为我是马克思的忠实粉丝。

由此想到，人类一切的智慧，都应该是我们终身

学习和追随的目标。

图为8月7日上午，实验小学美育

中心主任、辅导教师闫霞带领学生们

冒着酷暑在学校进行戏曲节目排练，

为今年的教师节表彰大会大型展演活

动做准备。

暑假是孩子们的放松时间，我市

各学校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暑期活

动，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假

期生活。记者日前从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了解到，该校成立的七彩光戏曲社

团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加班加点排

练了很多节目，如曲剧情景快板《七彩

梦大美汝州》、曲剧《乡间晨曲》，音乐

情景剧《爸爸去哪儿了》等，先后多次

参加大型展演活动，获得了很多奖项。

暑假期间，该社团照常开展活动，受到

了孩子们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宋小亚 摄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将困难的群众时刻挂在心里

他们用行动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

脱贫攻坚，党心所向，民心所依

向贫困宣战，这是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

向贫困宣战，这是立党为公的神圣使命

为了那份责任、嘱托和曾经的约定

看着深山里的群众生活慢慢好转

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永不放弃

淳朴的民风，朴实的话语

只要我们真心地付出，他们都看在眼里

我们不图回报

只希望困难群众早日脱贫生活好起

我们不图回报

抚摸着胸前的党徽只求对得起自己良心

加班加点从来不求休息

流汗流泪或是受尽委屈

老百姓的一个微笑就够了

就如同一杯美酒又似春风一缕

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我们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易地搬迁、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六改一增”

建设美丽乡村，成为脱贫攻坚战线上的一道靓丽

风景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面对党旗许下的铮铮誓言

使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

扶贫的道路任重道远

我们将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踏踏实实地走下去，直到胜利！

我是马克思的忠实
●郭营战

开心暑假
曲韵悠长

脱贫攻坚在路上
———送给汝州扶贫战线上的战友们

●王益民

《望庐山瀑布》
唐·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贾 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