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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社长

任何时候，人都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新中国 60 年的光辉历史，就是一部高尚精神生长、传承和发扬的历

史。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在探索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之路，成就了伟
大和辉煌，其间筚路蓝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曲折。在这个波澜壮阔的
进程中，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中涌现出许多勇于开拓的人，敢于承担的
人，甘于奉献的人，勤于创造的人，他们用聪明才智、鲜血汗水，披荆斩
棘，开拓前进，成为时代的先锋。正是他们表现出的崇高精神，不断丰富
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也激励着一个伟大民族在伟大复兴之路上昂首挺
胸，破浪前行。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周年。经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中
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
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活动自５
月中旬启动以来，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广泛参与，纷纷通过各种形式
提名推荐候选人。7 月 20 日至 8 月 10 日，根据提名情况确定的 150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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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和 15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群众投票。20天时间内，群众
参与投票总数近 1 亿。在投票评选的基础上，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组委会
评审组专家投票等程序，最终评选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和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书系》就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不同年代各行各业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代表的事迹的忠实记录。收入本丛
书的人物，他们的一生或轰轰烈烈，或平平凡凡，然而，他们都曾让一代
代中国人感动、振奋、欢笑、流泪。
黄继光生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某团一名通讯员，在上甘岭战役

中，黄继光所在部队受阻于零号阵地。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开始
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冲锋。不久，他身负重伤，弹药耗尽，但他拖着受伤的
身体顽强爬向最后一个敌方火力点，最后跃身而起，张开双臂，直扑上
去，用胸膛堵住疯狂扫射的枪眼，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他牺牲时年仅
21 岁。战友们后来发现，他胸前背后的伤口周围没有血迹，这证明他跃
起之时，生命已临尽头，生理常识已很难解释他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这跃
起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石油短缺，钻井工人王进喜全身心投入到为祖
国找石油的工作中，为结束“洋油”时代而顽强拼搏。一次打井时突然发
生井喷，必须用水泥处理。当时没有搅拌机，王进喜不顾腿伤带头跳进泥
浆池里用身体搅拌，被人们叹为“铁人”。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他病逝时
年仅 47岁。

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1950 年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
祖国。为了发展国防科研事业，他隐姓埋名，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的理论方案，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研制与试验工作。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最终被癌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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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夺去了生命。
1980 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关键时期。这时中国女子排

球队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 5次蝉联世界冠军。国际赛场上五
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国歌一次次奏响的场景，让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团
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一时间响彻神州大地。

生于 1982年的文花枝是“80后”年轻人的代表。2005年，她在湖南
一家旅行社当导游员。一天，她带的旅游团遭遇车祸，车上二十多人伤
亡，文花枝是伤得最重的一个。当营救人员几次想把坐在第一排的文花枝
先抢救出去时，她大声说：“我是导游，后面是我的游客，请你们先救游
客！”文花枝最后一个被解救，因延误了救治时间，不得不接受左腿高位
截肢手术。游客称赞她是人品的“导游”，是职业道德的“导游”。

2008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年初，特大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了
南方大部分地区，大年三十下午，河北唐山宋志永等 13位农民自费租车
奔赴灾区湖南郴州，每天起早贪黑、踏雪履冰，为抢修电力的工地扛器
材、搬材料、抬电杆，一干就是半个多月，被当地媒体誉为“唐山十三义
士”。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他们又作为志愿者奔赴灾情最重的北川县城，
与解放军官兵一起抢救生命。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62岁、最小的 19岁。
……
回望过去，一个个名字灿若星辰，闪耀在历史的天空，其光芒穿透岁

月的积淀，燃起人们生活和理想的激情。
那么，为什么这些身处不同年代的人物，具有如此永恒的魅力？
我想，这是因为本质上他们的精神是相同的。李长春同志在“双百”

人物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双百”人物虽然身处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不
同岗位，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
是：忠于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坚持理想，艰苦奋斗、敢于胜利，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简而言之，就是在他们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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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中体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理想主义就是将
个人远大志向融入崇高的社会理想，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社会价值的实
现，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永远保持积极、健康、向上的
进取状态和革命激情，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
自己的一切聪明才智。革命英雄主义就是为了实现理想和目标敢于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矢志不渝、一往无前，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

有了革命理想主义，我们才能拥有永恒的追求；有了革命英雄主义，
我们的追求才能不断得以实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无论怎么发
展、怎么变化，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只能大力弘扬、大力倡
导，只能不断丰富、不断升华，绝不能丢弃，绝不能背离。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代，依然呼唤
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这也是我们编写出版这套书的主旨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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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1937—2006）
江苏人，九三学社社员。

生前系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计算机
应用专家。王选主要致力于文
字、图形、图像的计算机处理
研究。自 1975 年开始，主持
研制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
系统，其成果的产业化和应
用，取代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
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
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王选主持
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被
公认为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
命，他被誉为“当代毕昇”。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曾获得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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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中国

开明进步的家庭

1937 年 2 月 5 日， 上海衡山路一条老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里， 传出一

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王守其和周邈清的第五个孩子降临人世。 在此之

前， 他们本不想要这个孩子， 因为照顾和教育四个子女已经够辛苦了。 不

料这时周邈清的妹妹生病去世， 她和娘家一起忙里忙外， 错过了去医院手

术的最佳时机， 孩子就这样幸

运地来到了人世。

王守其思忖半晌， 给小儿

子取名 “选”， 除了按辈分名

字中要带 “辶”， 王守其大概

希望这个坚持要来世间走一遭

的小生命， 能够在遇到人生的

岔路口时， 选择正确的道路。

他和妻子当然没有想到， 这个

名字 ， 日后竟响遍了整个中

国。

王选的祖籍是秀丽富饶、

人杰地灵的江苏无锡， 父亲王

守其聪敏好学 ， 考上了上海

“南洋大学”， 即现在的上海交

通大学， 毕业后在一家工程贸

易公司谋职， 从会计一直做到

总会计师。 王选的母亲周邈清
全家福 左起：王选、二哥、大哥、母亲、

父亲、二姐、大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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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出身无锡书香门第， 自幼接受民主进步思想， 曾在北京著名的教会学校

贝满女中读书， 因为与王守其从小定亲， 周邈清没有读完高中便中断学

业， 嫁到了上海王家。

1937 年王选出生后不久， 抗战爆发， 父亲任职的公司业务受到很大

影响， 一家人生活顿时陷入窘境。 所以， 在王选关于父亲的记忆里， 印象

最深的是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 上海的苏州河上有座著名的大桥

“外白渡桥”， 是贯穿南北的交通要道。 上海沦陷后， 桥上挂起了日本膏药

旗， 有日本宪兵把守， 中国人必须对着旗子三鞠躬， 才能过桥。 深受侵略

之苦的王守其对日本鬼子极为痛恨， 不愿受这份屈辱， 几年不走外白渡

桥， 宁愿绕远从其他桥过河。 王守其还教育子女不要买日本货。 有一次，

王选的大姐看日本铅笔便宜， 就买了几支， 父亲发现后大发脾气， 把铅笔

丢到火里烧毁， 还狠狠训斥了女儿一顿。 这些都使他幼小心灵受到最早的

爱国启蒙教育。

在王选的眼中， 父亲最大的特点是做事严谨认真， 奉公守法， 慷慨侠

义， 在左邻右舍中有很好的口碑。 母亲则慈爱宽厚， 善于持家， 对新鲜事

物和社会进步抱着开明和拥护的态度。 他们都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看得很

淡， 更注重对孩子们进行品格教育和素养熏陶， 给他们买了数百本 《幼童

文库》、 《小学生文库》 和 《中学生文库》。 在漫长而炎热的暑假， 每天吃

过午饭， 母亲便把客堂里的地板拖干净， 铺上几条凉席， 王选和哥哥姐姐

们各捧一书， 或躺或卧， 尽情徜徉在书的世界中， 流连忘返。

京戏是王选一家最主要的娱乐爱好， 周末的晚上， 父母常带王选和哥

哥姐姐们到剧院去看京戏。 日子久了， 便从看热闹变为学着唱。 初中时王

选已经唱得有模有样了。 一个晚上乘凉， 姐弟四人合唱了一出全本 《打龙

袍》， 王选唱的是主角花脸包公。 京剧这门古老的国粹艺术， 成为伴随王

选一生的爱好， 给了他无限的乐趣和慰藉。

在和谐温暖、 开明进步的家庭环境熏陶下， 王选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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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 既有父亲一丝不苟、 严谨认真的风格， 又洋溢着母亲善良诚

实、 宽厚谦和的人格， 更重要的， 是从小树立了追求进步、 爱国奉献的人

生观。

求 学 生 涯

1942年， 5岁的王选进入当时上海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上海南洋

模范学校， 开始了求学生涯。

小时候的王选个子不高， 眉清目秀， 圆圆的眼睛透着一股聪慧和灵

气， 他性格活泼， 好运动， 但身体文弱， 所以偏爱技巧性的游戏。 最拿手

的是 “打弹子”， 或是比赛进洞， 看谁瞄得准； 或者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

路线， 看谁弹得远。 王选一有时间就在泥地上和同学们 “开战”， 渐渐练

就了一身 “绝技”。 再就是用硬纸板拍毽子、 踢小皮球、 打乒乓球。 这些

户外活动很好地培养了王选和同学间的友谊。

1947年， 小学五年级的王选获得了一个 “重要荣誉”。

一天， 教导主任陈有端先生在班上宣布， 要评选一名 “品德好、 最受

欢迎的学生。” 课堂上立即热闹起来， 经过一阵讨论， 最终， 王选以压倒

多数的高票获得了这项荣誉。 数十年后， 王选获得 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时， 才意识到小学的这一荣誉对自己一生的重要性， 他说： “平

生经历告诉我，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 首先要做个好人。 青少年时代就应

努力按好人标准培养， 只有先成为好人， 才能做有益于国家、 有益于人民

的好事。”

1948 年， 王选以全班第二、 男生第一的成绩从小学毕业， 被保送升

入南洋模范初中。 初中部设在上海西郊的七宝镇， 所有学生必须住校， 一

周才能回家一次。 学校生活条件十分简陋， 没有电， 晚上教室自习点的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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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灯， 宿舍里是亮度更差的煤油灯。 几十个学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 不

论寒暑， 每天清晨都要集体出操， 伙食也比城里差得多。 但小小少年是不

知愁滋味的， 王选觉得这恰恰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他和大家在宽阔的空

地上尽情地踢小足球， 在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中捉迷藏， 把自己完全融

入了集体。 后来王选经常对青年人说： “在这种集体生活中， 性格孤僻、

自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 而这些缺点恰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

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 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正。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荣

格有一个公式： I （我） +We （我们） =Fully （developed） I （完整的我），

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 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价值。”

初中三年， 王选最大的收获是喜欢上了数学， 而引领他进入神奇的数

学殿堂的， 是 60 多岁的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 他总结了一套独具魅力的

教学方法， 边讲课边配上各种手势和口诀， 十分生动； 他还教给同学们许

多巧妙的速算方法， 使王选一生都记得并经常使用。 王选很快对数学着了

迷， 到初三时， 他已不满足老师的教学进度， 开始自学新的内容， 学期中

间， 他就把整个学期的习题全部做完了。 后来王选报考大学时， 志愿填报

的全部是数学系。

1949 年 5 月， 上海迎来了解放， 王选的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

哥很快也加入了青年团， 他们经常给全家人讲一些革命道理， 在王选心中

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951 年， 刚满 14 岁的王选提交了入团申请， 成为班

里唯一一名团员。

1951 年， 王选被免试保送南模高中， 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天平路 200
号。

一上高一， 王选就忙坏了， 因为全班五十多个同学， 只有他一名团

员， 所以他既是团支部书记， 又是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担负起发展团员

的重任： 找人谈话、 写材料、 开会、 过组织生活……从高一到高三， 班上

团员发展到十多人， 大多数都是王选介绍的， 团支部也是在他的努力下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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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来的。

由于王选工作出色， 高一那年被评为全年级唯一的优秀团员， 同学们

佩服地称他 “社会活动家”。 从小学五年级被选为班长起， 直到大学毕业，

王选足足当了 12 年学生干部。 他不认为这会耽误学习， 相反， 他主张学

生在校期间要有一些当干部的经历， 因为这会使人懂得以身作则， 为别人

着想； 懂得诚恳待人， 虚心接受各方面的批评， 还可以提高组织和表达能

力， 这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质， 使人终生受益。

虽然高中生活让社会活动占去了大部分精力， 但是由于基础扎实， 王

选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五名。 1954 年夏， 王选以优异的成绩，

如愿考取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事业的第一块基石

1954 年， 17 岁的王选身穿白衬衫， 脚穿黑布鞋， 怀着青春的憧憬从

上海来到北京。 石狮、 华表、 拱桥、 古木、 湖光、 塔影……北大美丽的校

园景色一下子闯入王选的眼帘， 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那一刻他仿佛就已

认定， 自己将在这片圣地度过一生。

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 主张要把办学重点放在基础课上， 因此， 王

选一入学， 就受到名师的精心教导： 江泽涵先生教解析几何， 程民德先生

教数学分析， 丁石孙先生教高等代数……这些名师有的经验丰富、 治学严

谨， 有的教学方法独特， 自成体系， 在他们的指导下， 王选打下了扎实的

数学基础。

上大学后不久， 王选被选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 后来又担任了系分团

委副书记。 他和中学时一样， 认真负责地投入到工作中， 热心地为班级和

同学们服务。 1955 年， 大学二年级的王选被评为北大优秀生、 北大青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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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 积极分子， 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高的荣誉， 每班只有一两个学生

获得。

人的一生虽然漫长， 但关键时刻有时只是几步， 走的路不同， 命运会

截然相反。 大学二年级下学期， 王选就遇到了这样的关口。

在此之前系里是不分专业的， 同学们上的是一样的基础课。 三年级开

始分成数学、 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 学生要在大二下学期确定读什么

专业。 专业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

许多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数学和力系专业， 而不愿问津当时在我国还十分

“冷门” 的计算数学。

王选却另有想法， 他想， 越是古老、 成熟的学科， 越是完整严密的理

论体系， 越难取得新的突破； 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 越不成熟， 留

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 发展前景就越大。 关心时事的王选还注意

到 ， 1956 年我国制定的
“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

划 ” ， 把计算技术列为

“未来重点发展学科”， 周

恩来总理也在不同讲话中

强调， 计算技术是我国迫

切需要的重点技术 。 他

想，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

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

系在一起， 才有可能创造

出更大的价值。

这是王选一生中第一

次重要抉择， 体现出他与

众不同的远见和洞察力， 1956年，王选（中） 与大学同学在北大西校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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