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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真 理 的 力 量 感 召 人
——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向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人物小传
王向明，男，1957 年生人，中共党员，现任中

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

获评首届全国高校百名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全国

“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并两次入选教育部全

国高校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教学示范片。

王向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学与研

究，30 多年来，他一直工作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教学一线，承担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年均教学工作量在 200 学时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

风气为之一变，经济发展更

加平稳，这显著提升了青年

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

性，增强了学生对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体验和自信

午后一点半的中国人民大学，原本
安静的逸夫会议楼第一报告厅隐隐传来
一阵激昂的歌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
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
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记者推开两道隔音门，偌大的报
告 厅 满 满 当 当 ， 坐 满 了 300 多 位 学
生 。 一 位 男 生 一 边 鼓 掌 一 边 悄 声 介
绍：“这是王向明老师的思想政治课，
今天的主题是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
学方法论》。”

从 1 点到 4 点，整堂课一直在欢声
笑语和问答互动中度过。“只要学生认
真听三五分钟，我一定会抓住他的注意
力。”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王向明信心十足地说。

思想政治课要关注“抬头率”

高校思政课可能是不少老师和学生
最怵的课程。王向明今天的大课更难

上：上午 9 点到 12 点，下午 1 点到 4
点，他要讲马克思主义，而听课的全是
商学院研究生。如何调动学生兴趣？他
提前两三天就开始准备。

“这几天热播的电视剧 《人民的名
义》，不少人在追剧吧。大家都在猜，
是谁通风报信放走了丁义珍？其实不
用看到后面，我们就能看出某些人狐
狸尾巴了，比如祁同伟。知道为什么
吗？”王向明这一问，同学们兴趣大
增，都竖起耳朵等着答案揭晓。

“大家还记得在祁同伟为侯亮平接
风唱 《智斗》 前的聊天吗，他大谈几
千年的历史都是秦皇汉武一类的英雄
创造的，从来都见不到老百姓。”王向
明一笑，“这不就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
义 的 英 雄 史 观 吗 ？ 有 着 这 样 的 世 界
观，就不难理解祁同伟为何如此崇尚
权力，甚至不择手段了”。

讲到这里，王向明充满激情地朗读
了列宁的著名文章《纪念欧仁·鲍狄埃》

（《国际歌》词作者）中的一段话：“全世
界的无产阶级，无论走到世界的任何一
个角落，都可以凭借着《国际歌》熟悉的
曲调，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而《国
际歌》的歌词，最好地诠释了人民创造
历史的唯物史观。”他生动风趣的讲解，
引来学生们阵阵掌声

“我不怕学生提出问题，就怕他们
冷漠、不感兴趣。”王向明说，教授思
想 政 治 课 ， 教 师 一 定 要 考 察 “ 抬 头
率”，把学生从看手机、玩电脑等状况
中“争”过来。

王 向 明 积 极 倡 导 “ 体 验 式 教 学
法”等教学方式，他会在 PPT 中剪辑
相关电影素材吸引学生，让学生组织
毛泽东诗词朗诵演唱会，以及自办刊
物展示评比等。学生乐在其中，不知
不觉就了解认可了课堂传授的知识。
王向明主张，教授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定要注意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和社会
生 活 实 际 ， 不 能 总 是 用 概 念 解 释 概
念，“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生动而鲜活
的”。

“处处留心皆学问”

一堂课听下来，记者发现，王向明
对许多历史事件、经典原著极其熟悉，
张口就来，就像在介绍着自己的一位老

友。看似随意的课程，背后是经年累月
的积累。

“人们常说‘文以载道’，教师课堂
授课是‘言以载道’。努力提高语言能
力，是教师不可或缺的基本功。”王向
明是云南人，讲好普通话困难不小，最
早的时候连“北航”、“北韩”都说不分
明。他每天对着字典纠正口音，反复听
自己讲课的录音，纠正不良习惯用词，
甚至请语言老师专门辅导朗读。课堂
上，他那播音员一般的朗诵总是能博得
同学们的掌声。

要把思想政治课讲得像百家讲坛
一样好听，王向明在理论基础上下了
30 多 年 的 工 夫 。 他 给 自 己 制 定 强 制
读书计划，最多时一年读了 300 多本
相关书籍。在人大读博期间，导师对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求极严，
促 使 王 向 明 花 了 大 力 气 学 习 和 背 诵
经典。

即便已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有了
长期教学经验，每一次上课王向明也不
敢懈怠。“站在讲台上的教师呈现的是一
种鲜活的生命状态，心随所致、情随所
至，必须根据教学需要随时加入最新素
材，才能使每堂课生动精彩、常讲常新。”

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做有心人，所谓
处处留心皆学问。“比如我看 《人民的
名义》，听到祁同伟的英雄史观，立刻
就觉得这一段是讲唯物史观的好材料，
以后用得上。”王向明说。

不少同学反映：“王老师的课用真
理的力量感召人、用真挚的情感打动
人、用人格的力量感染人、用生动的形
式吸引人，这样的课，我们真心喜欢。”

做真诚的共产主义传播者

王向明从教 30 余年，从“60 后”
教到“95 后”，学生们总有各种问题

“考”他。
曾经有学生问：“王老师，您这一

辈子甚至儿子、孙子都可能见不到共
产主义实现，那您为什么还要相信它
呢？”

王向明的解释很朴实：“共产主义
其 实 是 思 想 、 制 度 和 实 践 ‘ 三 位 一
体’的有机统一。为共产主义奋斗，
首 先 要 在 思 想 和 价 值 观 层 面 上 认 同
它，先努力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

直接引用了 18 岁的马克思 《青年在选
择 职 业 时 的 考 虑》 一 文 中 的 一 段 名
言 ， 以 “ 选 择 最 能 为 人 类 福 利 而 劳
动 ” 作 为 共 产 主 义 价 值 观 的 直 接 描
述。而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
则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式表达。
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立足当下，一
代一代地努力实践，才能让社会不断
进步、更加美好。

王向明很喜欢提问题的学生，“这
说明他还在认真思考”。

王向明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最
大的效用，就是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他常说，一个
懂 得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人 至 少 是 一 个 乐
观、积极的人，因为相信唯物主义，
你就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而掌握辩
证法，就会积极地去努力改变一切不
如意的现实，这将有助于年轻学生理
性看待挫折。

王向明自己的人生就是如此。两岁
时，王向明患上小儿麻痹症，至今走路
腿脚还有些不便利。他的求学之路异常
艰辛，在 1978 年被云南中医学院中医
临床专业录取。

1983 年，已在本科期间入党、33
门考试课平均成绩 94.4 分、毕业实习
全优的王向明留校任教。没想到当年
中组部发出通知，要选拔一批优秀大
学毕业生作为后备干部。原本应该担
任医学专业课老师的王向明被选中，
担任了校团委副书记兼校德育教研室
主任，开始了他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生
涯。1986 年，自感缺乏专业理论训练
的王向明报考了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
教育第二学士学位班，后来又报考了
人 大 的 相 关 专 业 博 士 并 毕 业 后 留 校
任教。

要做一盏照亮学生的明灯，王向明
坚持充电。每天晚上 11 点以后，是他
的阅读时间，通常要到深夜一两点才休
息。虽然累，但王向明感觉教学的互动
更加顺畅了。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风气
为之一变，经济发展更加平稳，这些都
显著提升了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自觉性，增强了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的体验和自信。“政治清明让我和
同事们讲课更有底气。”王向明说：“做
一名思想政治课老师，就应该理直气
壮、生动地传播共产主义理想。”

陕南茶痴
蔡如桂

在陕西汉中秦巴山区的茶园里，总会出现一位坐着轮椅

的老者，被当地人称为“茶痴”。他就是今年 77 岁的蔡如

桂。老人在茶区家喻户晓，是茶乡最受欢迎的专家和茶农致

富的好帮手。

汉中市目前有百万亩茶园，这里出产的“汉中仙毫”是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3 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

得绿茶类唯一金奖。这些都离不开守望秦巴山半个世纪的茶

业开拓者蔡如桂。

1966 年，蔡如桂从安徽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汉

中偏远的秦巴山区镇巴县蚕茶站。当时整个汉中地区茶园面

积不足万亩，亩产不足 20 公斤。为了改变现状，蔡如桂住

进了茶农家里，全身心投入制茶研究，一干就是 50 年。当

同期分配去的 30 多名大学生陆续离开深山时，他却将妻子

从条件优越的南方城市劝调至镇巴安家落户。

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他培育的新茶荣获陕西省唯一的

优质茶叶奖，他研制的“秦巴雾毫”获得国家星火计划成果

奖。2008 年，蔡如桂退休了，但他没有离开茶叶。他创办

了汉中茶叶研究所，指导各地茶农栽培技术，参与研发茶叶

专用肥料，出版 《茗饮之道》 等 6部茶业专著。

半个世纪里，蔡如桂坚守大山深处，足迹踏遍汉中茶

区，在他的带领下，茶业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目

前，该市茶园面积达到了 113.1 万亩，年产量 5.1 万吨，年产

值 67.6亿元。

本报记者 李树贵 通讯员 赵 晨摄影报道

图① 汉中市南郑县远山眉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加工厂，蔡如桂（左二）在指导员工制作茶叶。

图② 蔡如桂（左一）在查看茶叶生长情况。

图③ 蔡如桂（中）在教授员工辨茶。
③③

②②

①①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在家庭和事业难以兼顾之际，儿子选择“舍小家为大
家”，坚守在高铁建设工地；在自家和亲家难以割舍之间，
父亲选择“舍自家为亲家”，奔赴千里，替子尽孝，全心照料
亲家公。中铁十一局桥梁公司职工邵鲁现和他父亲的事
迹广为传播，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父亲重情重义热心
肠，儿子爱岗敬业讲奉献，都是好样的！”

故事得从儿子邵鲁现说起。1990 年出生的邵鲁现
大学毕业后，进入位于江西鹰潭的央企中铁十一局桥梁
公司工作，成为一名高铁建设者。在这里，他遇到了心仪
的鹰潭姑娘吉予侬，两人很快相恋并谈婚论嫁。2016 年
9 月，刚领完结婚证没多久的邵鲁现被公司派往河南许
昌，为郑阜高铁项目筹建三个制梁场，并担任项目部党工
委专职副书记。为了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邵鲁现无法尽
情享受热恋时光，义无反顾地日夜奋战在项目工地。

2016年11月，邵鲁现抽空回鹰潭补办了婚礼，此时，
妻子已经怀孕，岳父吉苏华却查出肺癌晚期。一边是如火
如荼的高铁项目建设，一边是病重的岳父和孕吐严重的妻
子，有腰伤的岳母根本照顾不过来。夜深人静时，邵鲁现
捂被流泪，甚至动了辞职念头。国家建设和小家困难间如
何平衡？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父亲邵新运。

接到儿子电话时，邵新运正在烟台工地上扎钢筋，一
个月能拿到 5000 多元。听完儿子的请求，邵新运只说了
一个字“行”。邵新运说，儿子建设高铁是在给国家作贡献，
不能耽搁，他要去帮儿子一把。随即，邵新运辗转 1000多
公里来到鹰潭，扛下了照顾亲家吉苏华的一切事项。在鹰
潭市人民医院病房里，老邵买了一张铁床，睡在亲家公旁
边，每天给他喂饭擦洗、端屎倒尿。那股细致、热情的劲头
让同房的病友一直以为吉家找了个专业护工。

有了父亲悉心照料，岳父病情趋稳，邵鲁现也全身心投
入工作。邵鲁现所在项目部三个制梁场共承担了郑阜高铁
总长43.6公里1352多榀箱梁生产任务，在他和同事们的连
日奋战下，短短3个月，项目部便顺利完成了建场、生产。

舍小家都是为国家——

这 对 父 子 好 样 的
本报记者 王轶辰 通讯员 徐严郭

河南滑县王淑香夫妇：

用行动传递好家风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初见王淑香时，61 岁的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短旗
袍和黑色裤子，发髻挽在脑后，优雅地走来。正是这个看
似柔弱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坚守孝悌、传递好家风的事
迹，传递出巨大的正能量。

“老人是家里的根，把根护好，才能让树长好。”王淑
香这样说。

王淑香夫妇退休前分别在河南省滑县发改委和气象
局工作，虽然工资收入有限，但两人毅然决然地扛起了
家庭的重任。婆家兄妹四人，王淑香夫妇不仅承担了弟
妹上学及成家的全部费用，而且还要负责照顾老人。王
淑香的公爹年迈多病，平日里到处求医，后来在安阳肿
瘤医院确诊为癌症，医生断言，老人没剩多少时间了，
但王淑香夫妇精心陪护照顾，从未有半句怨言。或许是
他们的孝心有了回报，老公爹竟然多活了 10 多年。之
后，婆婆患上食道癌，王淑香夫妇又尽心尽力陪护了 3
年，直到老人安然离世。

尚俭是王淑香家庭的风气，也是这个家族的高尚品
质。王淑香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常常教育她们姐
妹 5 人勤俭持家，诚实做人。家里老人去世，王淑香家拒
绝大操大办。她说：“父母一辈子为人节俭，丧事简办，这
是他们最后的心愿。”

好家风代代相传。近年来，农村盛行“女孩出嫁要车
要房要彩礼”的攀比之风，但王淑香家里却从没出过这种
事。2008 年，王淑香的大女儿郭娇与丈夫办理了结婚登
记，没举办婚礼，没要嫁妆，也没向婆家索要半分礼金。
2016 年，二女儿郭朝于结婚，丈夫来自四川农村，王淑香
本来有心理准备，但看过他的家庭环境后，心紧紧揪了一
下：“平时总是提倡节俭，可是没想到女婿的家庭状况这
么窘迫。”最终，王淑香还是同意了女儿的婚事，不向男方
要一分钱彩礼。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和谐的现象，而传统文化的精
髓就在于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王淑香热
衷于传播传统优秀文化的原因。从 2008年开始，王淑香
夫妇搭建传统文化学习平台，致力于传播社会正能量。

2015 年，全国第三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
大会定于在郑州召开，王淑香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主
抓大会后勤保障。因筹委会经费紧张，王淑香、郭守彪
夫妇主动要求住在一个学校的废弃宿舍里，没有床，他
们就睡在地上。白天，筹措经费，协调来自全国的各类
物资；晚上，来到学校餐厅，用学生们的剩饭填饱肚
子。整整两个月，他们没有吃上一顿完整的饭。最终，
全国第三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大会如期举办，
来自全国的 750 多位与会代表出席会议，王淑香也终于
松了一口气。

王淑香夫妇家的小院是河南省国学文化促进会滑县
联络处，也是 200多名义工的集结地。在这里，不大的院
子被分成 3 间会议室，义工们开展仁爱助学、扶老济困、
免费施粥等各种慈善活动，数万人受益。正如王淑香夫
妇所言：“人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