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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这不是一本规范的学术论著，只是在古稀之年，将我几十年

来所思、所想、所为，择其要梳理一遍，如实地再现自己心路求

索的历程和印迹。所以，我接受妹夫的建议，将这本书定名为《心

路印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呈递的一份人生答卷，仅此而已。 

这本书收集的文稿题材不一，风格各异，时间横跨半个多世

纪。其内容，包括四川地方史研究、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战略与国家形象问题研究四个部分，这

个顺序基本上反映出我心路求索的路径和轨迹。不属于这几个部

分内容，又不忍弃之的“其他文稿”放置最后。这些文稿除个别

的几篇以外，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每篇文稿都有一个“故事”，但

我不可能将每个故事都陈述出来，只能用“题记”的形式略说一

二。文稿中涉及的问题，当时都属于“热门话题”，几十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现在都成了“历史”。

除了四川地方史研究资料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之外，很多理论研究

文章只剩下“方法论”的意义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除了个

别地方之外，文章都是“原装”的。这便于读到此书的人能更真

切地了解那个时代。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文稿中的引文（特别是

经典著作的引文）版本不一，而且多是旧版本，这次整理时我已

无力调整，只好保持“原貌”。这点，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我的处女作是一篇微型小说，题为《同志之间》，发表于《西

南文艺》1955 年 1 月号。从文学艺术的价值来看，毫无保留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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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这篇东西却是我心路求索的第一个印迹，如实反映出一个

踏入人生不久的少年朦胧的人生追求，可视为我人生起航时的宣

示。故放置第一篇，权当“自序”。 

屈原有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一

直努力地按屈原说的去做。我还有两句座右铭：“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这

几十年，虽说没做什么大事，倒也心安，因为我尽力了。 

在整理这些文稿的时候，我思绪万千，似乎又回到了那“激

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又看到了那“热火朝天的场面”。思绪中有

欣慰与自豪，也有愧欠与内疚。回首我心路求索的历程，我忘不

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忘不了组织的栽培之情，忘不了同事与朋友

们的支持之功，忘不了妻子的默默奉献之爱。说实在的，出版这

本文稿的动因主要是基于感恩与回报。 

因此，这是一本献礼的书。今年是我母亲诞生 100 周年，2014

年是我父亲诞生 100 周年，我想将这本书献给他们，也是儿子向

父母的一种交代。在他们生前我没能很好尽孝，权当某种补偿。

其次，我想将这本文稿献给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1988 年 3 月我出任社科

系主任（不久改为人文科学系），1993 年 12 月至 2001 年 11 月担

任人文社科学院院长。十几年来，我一直将这个岗位看做阵地上

的一个哨位，自己就是守卫阵地的一名尖兵。这个阵地给我提供

了为大家服务的机会，也搭建了我成长与发展的舞台。因此，我

对学院有深厚的情感。看到学院的发展与成就，我深感喜悦。2013

年是学院建院 20 周年，这本小册子权当一份薄礼，献给步入成年

的学院。此外，我还想将这本书稿作为纪念留给我的家人和学生，

我希望大家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在美好的时代谱写绚丽人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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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说的是，如果其他朋友偶读此书而有所启示的话，那会让

我倍感欣慰。 

对这本文稿我本无出版奢望，只想整理出来作为纪念留存。

感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邓淑华院长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感

谢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郭蜀燕社长的关心和支持，感谢责任编辑

谢应成主任的辛勤劳动，使这本文稿能够付梓出版。我由衷地说

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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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启程之自白： 

同 志 之 间 

这篇稿子写于 1954 年 8 月，发表于《西南文艺》1955 年 1

月号。当时我在巴蜀中学读书，还没有入团。这是一篇微型小说，

情节和人物自然有虚构的成分。这个并不精彩的故事，实为我心

路启程之自白。 

 

张风琴是我们支部的团员，读了半期后，因腮腺发炎住院，

就一直没有来过学校。我到医院去过几次，现在她已经开完了刀，

不几天就可以出院。可是下个星期就要开始大考了，张凤琴半期

没有上课，又没有参加总复习，怎样参加大考呢？再说她的功课

也不太好，学校不会叫她留级吧？每当我想起这个问题，张凤琴

那小小的眼睛、圆瘦的脸庞便浮现在我的面前，而她自己也很怕

留级。严格地说，一个团员不应该留级，可是我是支部书记，需

要负起责任来呀！ 

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甚至有时为此头痛起来，要帮助她是

困难的，半期的功课不好补，何况又没有老师来指导。想来想去，

最后，青年团员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持了我，使我下定了决心：绝

对不能让她留级，组织同志们帮助，给她将功课补上。 

下午我找到总支委员，给他讲了我的意见。总支委员支持了

我的想法，并对我讲青年团员在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同学

学习。最后他握着我的手鼓励地说：“孟良同志！大胆地去做吧，

把团员同志们发动起来，我相信你会成功的！”从此我就增加了一

股新的力量，下定了帮助张风琴的决心。 

在支部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我的建议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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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爱说爱笑、爱蹦爱跳的李秀芬，她最高兴。她说：“现在就

是我们团员起作用的时候了，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一个同志掉队；

我们要帮助她。我建议支部组织一个小组去帮助她，一个人帮助

一科。我愿意帮助她的地理。”谁都知道李秀芬的地理课学得最好，

得的尽是四分、五分的，几学期来地理科代表一直都是她；马老

师还经常表扬她呢。我听了高兴地说：“对！李秀芬同学说得对，

我们自愿报名来参加这个帮助小组！”随着大家就热闹起来；功课

好的团员都纷纷报名，愿去帮助张风琴。顿时我就开了一个名单：

代数——李建亮，几何——彭冲，语文——李清…… 

“可是谁帮助她的物理呢？”我看了看单子上没有人帮助她

的物理，因为在座的团员物理课学得都不太好，何况一个人也不

可能帮助两科呀。 

“我看王桦的物理课学得好，虽然他不是团员，但他一定会

帮助张风琴的。”马和说。 

我沉思了一下：“回头我找王桦谈一谈。”这样，帮助小组就

算成立了。大家选我当组长。接着开始讨论时间问题。经过大家

充分讨论以后，认为这个学期不行了，因为还有四天就大考了，

帮助补习来不及。大家建议要我和教导处商量商量，放暑假后再

帮助张风琴补习，开学后让她补考。散会后，我高兴地走到教导

处办公室，可是李主任去学习啦。我走回教室，看见王桦正和几

个同学打扑克，我过去轻轻地对王桦说：“走！我俩出去谈谈！” 

我和王桦肩并肩地走到大操场，他吞吞吐吐地说：“孟良！找

我什么事？是不是关于我入团……”他这时脸红了，虽然他没有

说下去，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关于王桦入团的事，我们支

部已开过两次会，大家都认为王桦别的什么都好，就是帮助同学

这方面做得不够。“这是对他的一次实际考验呀！”我默默地想。 

“我们请你帮一下我们的忙！你愿意吗？”我直截了当地说

出了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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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我能办到的事，那我当然愿意。”王桦这时笑了，每

一个愿意进步的同学，一提起给青年团办事，都是这样高兴。 

“可是我还不是……”王桦低下了头。我立刻了解了他的意

思：“王桦同学！这就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呀！”他愉快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我找到了李主任。向他说明了我们的决议与要

求。可是李主任却说：“不行，教务会议已经决定她留级了！”我

热烈的情绪一下就降到了冰点以下。我红着脸和李主任争辩说：

“李主任，你要知道我们是团员哪！我们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来，

绝不能让我们的一个同志留级。只要你答应开学后让她补考，我

们保证她不会留级，她一定会补考及格的。” 

“这个……”李主任慢腾腾地说。 

我看见李主任快动摇了，迅速插嘴说：“李主任，我代表团支

部和同志们向你保证：她一定可以全部补考及格的。” 

这时李主任望着天花板，好像在想什么，半天才说：“好吧！

回头班主任会议上商讨一下，明天再答复你！” 

我回到班上以后，找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大家都很着急。特

别是李秀芬，她生气地嚷着：“这不行，简直不照顾实际情况。走！

我们去跟教导处讲理去！”我赶快阻止她，说这样不是办法。大家

商讨了一会，才决定先找班主任黄老师去谈一谈。 

在黄老师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出我们的要求

和保证。黄老师那长瘦的脸上露出了几丝笑容；很明显，他对我

们很满意。可是他也并不十分高兴，因为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不在

黄老师，而在李主任。最后他说：“等会我找李主任谈一下，我一

定支持你们的要求。”我们高兴得差一点要跳起来。如果是在其他

地方，我们一定会蹦很高，可现在是在老师的办公室呀！我们尽

量压抑住年轻人狂热的感情，伴随着愉快的脚步声，走出了老师

的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在老师办公室里，我正式得到教导处的通知：



 

 ·5·

特别是爱说爱笑、爱蹦爱跳的李秀芬，她最高兴。她说：“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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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我能办到的事，那我当然愿意。”王桦这时笑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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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跟教导处讲理去！”我赶快阻止她，说这样不是办法。大家

商讨了一会，才决定先找班主任黄老师去谈一谈。 

在黄老师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心平气和地说出我们的要求

和保证。黄老师那长瘦的脸上露出了几丝笑容；很明显，他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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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张风琴下学期补考。我听了非常高兴，心里是很激动的。大

叫了一声“太好了”就奔出了老师办公室，急着去告诉同志们，

连对老师的起码礼貌都忘了。 

在学期结业式那天，我和李建亮、彭冲、王桦等八位同学开

了个会。这一天，张风琴的病已经痊愈了，也参加了，并且黄老

师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们具体讨论了怎样帮助张风琴的问题。 

“我看咱们这样吧：每天补习两科，下午天热可以不必补习，

只在上午补习。每人具体计划一下个人的教程，我们争取三个星

期教完，留一个星期补习。我们要对同志负责呀！”李秀芬又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大家对这一积极的建议表示同意。并且具体划分

了补习时间：星期一——代数、语文；星期二——几何、地理；

星期三——动物、历史；星期四——政治和物理。 

张风琴今天很高兴，她激动地说：“同志们，谢谢你们的好意，

我特向组织保证：我一定好好学，决不会使你们失望。”最后黄老

师讲话，他说：“各位同学，你们的热情使人很感动，我相信你们

会成功的。如果遇到什么困难，要多多商量，多来学校找老师帮

助。”今天黄老师的脸上呈现出愉快的笑容，很显然，他今天特别

高兴。 

暑假的第一天，适逢星期一，我们的补习功课便开始了。当

然，这一天的工作是试验性的。 

吃完早饭后，我就到张风琴家去了，当我到了她家的时候，

李建亮正在给她补习代数。我从门缝中望进去，看见李建亮坐在

靠窗的椅子上，张风琴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张风琴拿着钢笔在写

什么，李建亮挥着手，指指这，动动那，有趣地讲解着；张风琴

的眼珠瞪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李建亮，仔细地听着。“我们

的同志真行哪！”我心里有了一种自豪的滋味。 

“报告教员同志！”我故意调皮地喊道，“我可以进来吗？” 

“啊！是支书吗？”李建亮看也没看一眼，“进来吧，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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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的坐着吧，不许打扰我们。” 

“当然啦！”我就静静听着他的讲解。有时也插上两句。 

我一看表，九点多了，赶快喊道：“行了，停止吧我的教员同

志，时间不允许你再讲下去了。”李建亮打了个呵欠：“教得怎样？

孟良！”我高兴地说：“太好了，讲解得很清楚，简直和老师讲的

一样。”张风琴也说：“这一节我完全整懂了，请你布置作业吧！”

“好！你就做后面那五个题吧！”李建亮又说：“我昨天用了一个

钟头的时间来备课。”“对！很好。”我鼓励地说：“这就是你的成

绩呀！”“还需要改进。”他谦逊地笑道。 

这时候，李清闯了进来，他满头大汗，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说：“支书，我迟到了吗？”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不禁笑了起来：

“正好，没有迟到。” 

“事情是这样的，”他解释说：“吃了早饭，我妈非叫我到粮

食代销店去买米不可，我说有任务，她可生气了：‘什么任务不任

务，中午你别吃饭！’我没有办法，只有去买，路又远。我恐怕迟

到了，回来把米搁下赶快就跑来了。”张风琴给他打了一盆洗脸水，

还凉上了一碗开水。李清洗完脸以后，我看了看表，说：“好了，

开始教课吧，李清！”李建亮半开玩笑地说：“李清，好好教，我

们这个学生很听话。”又转问我：“孟良！我可以走吗？”“当然可

以。”我正经地说：“下午通知一下小组的同学，在这里开个会。” 

李建亮走了以后，李清就开始讲语文。李清讲起来更有趣；

他圆胖的脸上，忽儿大笑，忽儿严肃。他讲得那么有条理、有节

奏，连我都听入了神。张风琴随着他的欢笑和严肃，仔细地倾听

着。 

下午的小组会上，我表扬了李建亮和李清准备得好，教得也

很好。大家都愿意向他俩学习。开完会以后我们就在张风琴家里

玩了起来。我们受到热情的招待。她妈妈高兴地说：“你们太好了，

叫我怎样谢你们呢！”又指着张风琴说：“小琴，可得好好学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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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可对不住同志们哪！”我们在那里打扑克、下棋、唱歌、跳

舞……尽情地欢乐。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所有的功课都教了一些，起初功课很容

易，同志们讲得很清楚，也好懂。可是以后的功课越讲越难，有

些都忘了，讲起来也不好懂了。有些人思想上起了波动，有些失

望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赶快召集大家开会。 

会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纷纷发言，都说如何困难之

类的话，我提醒大家：“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团员哟！” 

“对！我们是团员，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我们要克服困

难呀！”李秀芬说，“就拿我教的地理来说吧；老师讲过的我也多

半忘了，地名、铁路、出产等很复杂，但我保证张风琴的地理能

考及格。” 

她的发言好像大炮阵营中的第一发炮弹，连着的炮弹纷纷发

出；同志们精神又振作起来，都向组织提出了保证。 

我看到大家此时热情，当然高兴，但我想到一个人备课究竟

没有大家在一起好，因此提议：“我看大家在一起备课好不好？这

样可以互相研究。”大家一听都赞成，就规定每天晚上在张风琴家

里集体备课。 

两个星期又过去了，大家一直都是集体备课，效果很好，大

家情绪很高。一直到把功课教完，没有一个人发怨言。 

功课正式讲完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和张风琴到文化宫去耍。

大家坐在柔软的草地上，往复地谈着我们热情的希望。张风琴简

直高兴地要跳起来：“同志们，谢谢你们了，今天我特别愉快，我

可以和你们一起升级了。以前我们心里很害怕，被困难吓住了，

恐怕留级。可是现在，我再次向组织保证：我还要复习，一定随

班升级。”跟在她话后面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示出同志

间的真诚友谊。这天晚上，我们尽情地歌唱，把我们欢乐的心情

都唱出来。一直到那里人都快走完了的时候，我们才跨着轻松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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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步伐走出文化宫。 

功课讲完后，我们通知张风琴：让她好好复习，两天以后我

们测验一下她的成绩，因此我们又把重点给她提示了一下。 

测验结果，成绩比较令人满意。除了物理三分，语文和代数

五分，其余全是四分。当我们在一起耍的时候，大家都很快乐，

独有王桦低头不语；我已八分猜透了他的心思。 

晚上我到他家，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孟良！你看团员

同学教的课都很好，可就我教的是三分。”我说：“三分不是已经

及格了吗？”他低头不语，根本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忽然他说：

“孟良！我还要帮助她！”“对！”我笑了笑，鼓励他：“应该这样。”

从此以后，王桦又常到张风琴家，给她重点补习。 

愉快而有意义的暑假结束了，学校开学的第二天就是张风琴

补考的日子。大家都关心地告诉她：不要慌，好好考。补考物理

的时候，王桦一直站在考试场门口。这时大家知道：王桦的心是

激动的、不安的。一直到张风琴出来，他走过去问：“怎样！考得

好吗？”张风琴望着他那焦急的样子笑道：“看把你急的，一切都

很好，题很容易，大概都答对了！”这时王桦才放心地笑了。 

我看到王桦这种帮助同学的热情，很高兴，因而想起了他入

团的事。暑假里我已两次向总支汇报过，并在支部会议上通过，

已经拿到总支批去了，可是现在还没有回音。 

开学的第三天，我们一连得到两个喜讯：一是张风琴升级；

另一个是王桦被批准入团了。大家无不快乐，全班同学也来祝贺。

因此我们决定开个庆祝会。这天，我们邀请了总支委员，黄老师

以及班上部分同学，我们把会场布置得很漂亮，以表示我们快乐

和庆祝之心。 

在庆祝会上，我快乐地讲道：“同志们，我们——青年团员，

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使我们的同志随班升级了。我们克服了困难，

显示了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的胜利！”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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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可对不住同志们哪！”我们在那里打扑克、下棋、唱歌、跳

舞……尽情地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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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步伐走出文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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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我又提高嗓门说：“今天我们组织中又增加了一员，王桦

投入了组织的怀抱，这又是我们的胜利！希望同学们向王桦学习！”

雷鸣似的掌声经久不停。随后张风琴、王桦都表了态：感谢同志

们的帮助，表示今后要更努力的求进步。黄老师也讲了话，他对

我们的成绩表示祝贺，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最后总支委员作报告，

他说：“同志们，我代表总支向孟良同志以及你们支部全体同志的

成绩表示祝贺，并提出表扬。希望你们同志间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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