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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作者简介

王国兴，1928 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1947
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 1949 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

四野 51军政教处、空军第一预科总队、空军 2532部队任
政教干事、飞行教练员等职。 1958 年转业入中南矿冶学
院进修，先后就职于江西煤矿学院任机械教研组组长，萍

矿机械厂工程师， 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全国彩色电视机

研制会战设计组长，江西省科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研究员。此期间曾兼任江西省科协委员、中国科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兼江西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兼

职教授，江西财经学院硕士导师。曾多次获得江西省人民

政府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称号等荣誉。

20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在同济大学出版社、江西

教育出版社出版《赣江魂》《爱我江西》，在《瞭望》《经济研

究》等期刊发表《科学技术的综合评价》《经济运行的优化

条件》等百余篇论文和在《世界科学》等刊物翻译、发表数

篇英语论文， 其中作品多次获得国家和省市颁发的优秀

论文奖和成果奖。撰写的格言 2005年被选入于《求是》杂

志社红旗出版社出版的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优秀格言

选集》，撰写的箴言 2007年入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八

荣八耻箴言录》。 1956年创作发表的《桃子好吃树难栽》，

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歌曲创作二等奖。个人 1993年被
收入《中国当代高级技术人员大辞典》、1997 年《世界名

人录》等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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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中国成立的 60 周年是国人艰苦奋斗的过
程， 是我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一棵参天
大树不断成长的过程， 是中国巨龙从沉睡到腾飞
的过程，是令世界对我们从不理解到刮目相看、赞
誉有加的过程。 生长于这个伟大时代，我心底里时
刻想着一个去沉思、去歌颂、去呐喊的词语，这个
词语就是“中华魂”。

魂者精神也。国运决于民魂。我作为中华民族
的后裔，受幸于中华魂，有心用所思、所想、所为去
发扬中华魂，歌颂中华魂，使中华民族之魂这一首
灿烂、厚重的乐章更有活力。 于是，三十年前，我选
择了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蒙学课本《三字经》
题材，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去撰写《中华魂》。
1994年初，我将《中华魂》的第三章“发展成就”寄
给《瞭望》周刊，以试探社会对这种古老题材结合
全新内容模式的可接受性，结果令人鼓舞，《瞭望》
周刊于 1994年第 17期立即刊出， 继之有 《文摘

qia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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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解放军报》《教师博览》《江西日报》 等重要报
刊转载。 一些政府官员、刊物、学府对《中华魂》内
容的每一次引用和转载都让我感到愉悦和兴奋。
1994年以来，《中华魂》中如“囊中空、困一时、脑中
空、困一生” “民可怜、民可贵、民可畏、民可亲”“锲
不舍，持之恒，有志者，事竟成”“政无恒，唯向背，
民无常，唯损益。 不自由，人无腿，不民主，人无
嘴。 ”等在一些高校师生、政府官员中广为传播和
引用。 以书交友，这些年我也结识了很多学术、宣
传等社会各界朋友。 像当时的安徽丝绸研究所所
长何文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鹿耀世、南京大学
的宋家泰、苏州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费之雄、中国管
理科学研究院蒋国华、 沈阳军区政治部李青等阅
读后皆来信鼓励。 特别感人的是回归前的澳门《华
夏人》杂志社记者赵军“不远千里”来南昌对我进
行专访，并在《华夏人》杂志上撰文《请读二千五百
字，可知中华五千年—记王国兴先生的三字文“中
华魂”》。

《中华魂》部分内容，2005年被选入于《求是》
杂志社红旗出版社出版的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优秀格言选集》，2006年荣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八荣八耻”主题活动创作金奖并入编中共中央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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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出版社《八荣八耻箴言录》，获《世界华文诗词精
品博览》的“金钟奖”金奖和中国诗学创作成果最
高成就奖“李杜奖”（金奖），并收录于《中国诗家传
世大辞典》。 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过了多年后我
才知道。 像 2006年《中华魂》中内容被收录至中国
延安文艺学会书刊编辑中心《红色诗选》，在《中外
哲理名言》 一书中被评为优秀创作作品并作为格
言译成英语入编， 2007年被收录在 《全国优秀诗
词集》，2009年入编《精彩中国·诗词艺术卷》和中
国文史出版社的《中国六十年诗人大典》等。

我国古代西晋文学家左思， 构想十年写成三
百字的《三都赋》，使世人争相传抄，弄得“洛阳纸
贵”成为历史美谈。 《中华魂》虽不能与《三都赋》相
比，也经历了我的三十个春秋反复琢磨，不断地修
改，经常性地咬文嚼字。 虽本人能力有限，但在书
中始终追求着每个字、句、段的韵、神、准。 今日《中
华魂》能够全文出版发行，对我个人来说只不过是
犹如生命过程中闪烁出的一星亮点而已， 但更好
地传播《中华魂》，确是我在有生之年为努力弘扬
中华之文化、唱响中华魂的终极理想。

我是赣鄱大地一个地道的“江西老表”，所以
对于生我、 养育我成长的江西怀着浓烈的感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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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我一直关注着这片土地所发生的变化，这是一
片青山绿水、 自古以来物产丰盛、 人才辈出的土
地，近年来经济上正酝酿着再度的崛起，而《赣鄱
魂》作为《中华魂》中重要部分的出版，也是我对家
乡发展能尽的绵薄之力。

最后，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撰写 《中华
魂》的支持，特别是我的夫人吴靖，30年来不辞幸
劳，抄写、誊正，并提出修改建议，还有我的儿子和
儿媳们尤其是王方对书稿的修饰、 补充以及本书
出版、策划等做了许多工作。

王国兴
2010年 8月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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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赣鄱史

我先辈 在江西 石器时 就群居
注（1-1）

万年洞 繁衍起 粗砂罐 煮羹鱼
注（1-2）

山背村 养生息 采猎渔 种稻米
注（1-3）

百越族 商周期 刀火耕 制裙衣
注（1-4）

春秋有 青瓷器 贵溪出 纺织机
注（1-5）

战国用 铁农具 现粮仓 食粳米
注（1-6）

一、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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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冶炼 秦汉期 黄金采 葛乡煤
注（1-7）

汉灌婴 筑灌城 自西汉 设行政
注（1-8）

唐洪都 宋隆兴 南昌市 辛亥年
时西晋 增赣人 黄河民 大南移

注（1-9）

兴纺织 始于隋 鸡鸣布 丝麻衣
注（1-10）

唐设道 江南西 从此得 江西名
注（1-11）

章贡水 赣江汇 入鄱湖 赣鄱称
唐宋时 盛世期 贡国税 二之一

注（1-12）

中书省 元朝立 布政司 明代起
注（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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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明清 商业盛 江右邦 如涌云
注（1-14）

二七年 八月一 豫章城 扬军旗
注（1-15）

三一年 日寇侵 烧杀抢 人性泯
注（1-16）

四九年 五月天 解放军 入省城
注（1-17）

赣之史 二千年 赣鄱情 永搏拼
注（1-18）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赣
鄱
情

（二）赣鄱地

赣鄱位 东南区 陆之门 海之庭
注（2-1）

襟三江 带五湖 引瓯越 控蛮荆
注（2-2）

物生华 天赐宝 人多杰 地恒灵
东闽浙 界武夷 西潇湘 罗霄依

注（2-3）

南邻粤 接大余 北鄂皖 长江滨
土箕形 丘陵地 南部高 北部低

注（2-4）

南昌市 为省会 政与经 成中心
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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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文化 乡里情 昌傩园 国精粹

省之东 鹰饶景 省之西 宜新萍
注（2-6）

省之南 赣抚吉 省之北 九江城

江河长 达万里 鄱阳湖 冠淡水
注（2-7）

固体矿 超百余 近三十 国前位
注（2-8）

金属类 品较齐 有色多 黑色稀
注（2-9）

有植物 四千种 脊动物 六百余
注（2-10）

水之都 南昌市 药之都 樟树镇
注（2-11）

瓷之都 景德镇 钨之都 赣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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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墨 文港笔 连史纸 四砚珍
注（2-12）

香樟树 省树誉 杜鹃花 省花魁
注（2-13）

气候暖 雨充沛 日照足 短霜期
注（2-14）

赣鄱地 天钟情 赣鄱情 爱环境
注（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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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赣鄱景

赣江水 千斛玉 鄱阳湖 万顷碧
注（3-1）

豫章秀 十美景 滕王阁 孺子亭
注（3-2）

百花洲 苏圃春 东湖月 洪崖井
万寿宫 全塔影 佑民寺 青云氲
青山湖 烟波丽 艾溪湖 闪银辉

注（3-3）

登庐山 览奇秀 蟾蜍石 御碑亭
注（3-4）

仙人洞 会仙女 白鹿洞 闻歌声
含鄱口 看日升 五老峰 晚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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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浸月 烟水亭 黄岩瀑 银河倾
注（3-5）

赴三清 观绝景 秀女峰 巨蟒腾
注（3-6）

春早临 秀梅岭 八名刹 三奇景
注（3-7）

龙虎山 仙都会 井冈山 杜鹃林
注（3-8）

有圭峰 似丛玉 大余岭 十月梅
注（3-9）

石钟涛 令人惊 庐山雾 让人醉
注（3-10）

净居寺 听念经 白鹭洲 观帆影
注（3-11）

净土宗 为东林 龙宫洞 龙试水
注（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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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岩 石龛挤 郁孤台 行人喜
注（3-13）

龙珠阁 陶瓷女 高岭村 优瓷泥
注（3-14）

古遗址 修山背 万年洞 樟吴城
注（3-15）

赣鄱景 生态美 赣鄱情 写文明
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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