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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编者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语出屈原的《离骚》，诗人以诗言心、以诗明志：
既然选择了忠于祖国，就要全力以赴，奋斗终生。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是社
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勇气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广
大科技工作者凝心聚智，砥砺奋进，我们必能早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成世界科
技强国。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题目运用古诗名句，
彰显文化底蕴。

①《求是》杂志 2021 年第 6 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
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创新从来都
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豪情。”

开篇点题。由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努
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
中心和创新高地》引
出诗句“亦余心之所
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的讨论。

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典出战国时期楚国
诗人、政治家屈原的《离骚》，其大意为只要是我崇尚和追求的真
善美，即使为之九死一生也不后悔。屈原，原名芈平，是我国著名
爱国诗人、“楚辞”的创立者，著有《离骚》《天问》《九歌》《九
章》等千古传颂的经典名篇，李白曾给予“屈平辞赋悬日月”的高
度评价。作为屈原的代表作之一，《离骚》全诗篇幅宏伟、想象瑰
奇、文辞华丽、韵律优美、情感真挚，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的完美结合，鲁迅盛赞其“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介绍名句的出处及释
义。

③《离骚》是屈原结合楚国政治现实和自己不公遭遇而作的政
治抒情诗，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其
深厚的家国情怀滋养世代子孙。屈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博闻强识，
志向远大，曾任楚国三闾大夫等职，精通治国和外交之策，推崇“美
政”，因楚国君王听信谗言而遭排挤，被流放汉北、沅湘流域。尽
管时运不济、怀才不遇，屈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始终为理想“上下而求索”。屈原在诗中以
“重华之证”“帝阍之拒”“求女之败”为象征，呈现自己坚持不
懈追求“美政”理想的艰辛历程和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当屈原无
法实现理想也无人理解时，曾打算离开楚国远行，但这又与其爱国
的初心相矛盾，最后他悲愤交加，“从彭咸之所居”，以投水自尽
殉其“美政”理想。

《离骚》对后代的影
响一：蕴含强大的精
神力量，其深厚的家
国情怀滋养世代子
孙。

④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古代不少仁人志士都
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理想和毕生追求，留下许多
长传不衰的名言警句。如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位卑未
敢忘忧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
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激励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前赴后继、接力奋斗。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立
大志”，还强调“持志”，即立志后坚定不移。古代士人把“持志”
作为讲究气节的原则、为人处世的底线。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认为军队的将领可以更换，但一个人的志向不
可改变，丧志则气节不保。为此，许多士人哪怕身处困境，也不肯

《离骚》对后代的影
响二：中国历代知识
分子有浓厚的家国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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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自己的志向，正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⑤“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知识分子是社会的
精英、国家的栋梁，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古往今来，
历朝历代先进知识分子总能担当道义、述学立论，立时代潮头、发
思想先声，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
而不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广大
知识分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⑥以科技工作者为例，钱学森“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黄旭华为祖国“深潜”一辈子，黄大年“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他们的科技之路反复表明，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体现在学术造诣上，
更要表现在家国情怀上。只要胸怀大我、奋斗不息，就没有迈不过
去的沟坎，没有攀登不上的高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优秀科
学家淡泊名利、潜心钻研，把强烈的爱国情、报国志融入党和国家
的科技事业之中，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重要技
术领域从全面落后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阶段，深海、
深空、深地、深蓝等战略高技术领域积极抢占制高点。人才强则国
家强，国运兴则人才兴。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得到强
有力的人才支撑。

《离骚》对后代的影
响三：知识分子是推
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重要力量。

⑦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发
出“矢志不移自主创新”的新号召。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科
技创新。“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这不仅需要志向高远，更要
意志坚定、愈挫弥坚。“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新时代
科技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朝着“余心
之所善”，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迎难而上、久久为功，
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乘科技之骐骥，驷创新之玉虬，
我们必能早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成科技强国。

总结全文，号召勉励。

来源：2021 年 11 月 22 日 《光明日报》 作者：陈超凡

【时代警语】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这不仅需要志向高远，更要意志坚定、愈挫弥坚。“士不可

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要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朝着

“余心之所善”，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迎难而上、久久为功，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

发展的制高点。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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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下面一段文字，下列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诗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古代不少仁人志士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人生理想和毕生追求，留下许多长传不衰的名言警句。如孟子的“ ”，
文天祥的“ ”，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范仲淹的“ ”，
顾炎武的“ ”等等，激励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前赴后继、
接力奋斗。
A.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C.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D.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立大志”，还强调“持志”，即立志后坚定不移。古代士人把“持

志”作为讲究气节的原则、为人处世的底线。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认

为军队的将领可以更换，但一个人的志向不可改变，丧志则气节不保。为此，许多士人哪怕身

处困境，也不肯放弃自己的志向，正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请结合本文，谈谈你

对这段话的理解，不少于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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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陕西省大荔县城郊中学 常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