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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留喜老人，做事麻利、为人敞

亮、胸怀天下、勇于担当，是被后代视为

“山神爷”的一位智者。他用毕生的执着

获得了巨大成就和荣誉，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底

气、骨气、志气和勇气。所以，义务栽树

几十年，最终是在栽好第36212棵树的时

候，双手牢牢拄着一直陪伴自己的铁锹，

安然、安详、安静地眺望着茫茫森林，心

无挂碍地辞别了人世。

人，能站着活，但能站着死吗？显

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结局，包含着无限丰富

的情感和无比深刻的思想。

这个桥段并不突兀，是因为宋老师

父一直很明白：“人呐，欠了债，是要还

的。不然山神爷会不高兴。他会想，你把

我的儿孙都砍了，我也不能让你的儿孙好

活呀！”虽然这是一句与年幼的兆成貌似

逗乐的玩笑，却意味深长地揭示出人与大

自然之间的哲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崇尚“吃

水不忘挖井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的思想，突出的是个“礼”字，即，

对赐予我们生存保障的力量，要心存感

恩，心存敬畏——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

类社会。同时，还崇尚“乘人之车，载人

之忧；衣人之衣，怀人之愁”，突出的是

个“义”字，即，做人要讲情义、道义和

大义。当五千年文明，将“礼”与“义”

融合起来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

一个价值共识便形成了，这就是“惪”

（德）。文字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

行为能够“外得于人，内得于心”，也

就是能获得他人与自己良知的共同认

可，才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

老宋师傅是单身老人，却一直受到

三道沟林区所有人的尊敬。不仅国家发

放的养老金让他衣食无忧，还受到了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顾家成员悉心地照顾

和爱戴。因而，他感恩新中国、感恩共

产党，同时也感恩关照他、敬重他的所

有工友。于是，他把早年国家建设中所

欠大自然的“债”，自觉自愿地扛在了

肩上。种树，在他心里，是“还债”，

也是报恩，更是为了自己热爱的这片山

林和祖国有更好的未来。

当优秀的“林三代”陈兴杰决定

到广深打拼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孩

子，什么是家呀？家，就是让你扎根的

地方。”由此，观众会立刻联想到，是

因为家乡和国家富强，我们才爱她；还

是我们爱国爱家乡，国家和家乡才能富

强？这是选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

层面的第一个词和个人层面的第一个

词，二者的辩证关系，以及对每个人的

心灵拷问，就在宋老师傅的无私奉献

中，得到了回答——无论遇到怎样的灾

难，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与自己的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这才是真正“与国脉相

通”的伟大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