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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强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但他接受商洛学院
的建议，选择延缓退休，继续他的红色文化研究与推广。
而且，现在的杨增强比过去更专一，更成熟，更活跃，更耀
眼。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红二十五军走过的一些地方，出
现在商洛红色教育基地上，出现在商洛中学红色教育演讲
台上，出现在媒体直播嘉宾席位上……不论身处何处，他
都是为商洛红色文化而来。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时
刻准备着，将红色代码写进论文里，传播给大学生，展现到
整个社会中，让红色文化离大众更近一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老教师，跟杨增强曾经共过
事，他说：“花甲之年的杨增强仍然用他的勤奋努力，加速
度阐释着商洛红色文化，非常有意义。”杨增强则向记者透
露，他计划利用三五年时间，把商洛红色文化研究和推广
引向深入，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

“把工作当爱好，乐在其中。”40 年前，杨增强从陕
西师大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商洛学院。40 年来，无论

工作岗位如何变动，他一直没有离开三尺讲台，可以说
是桃李满天下了。他说：“作为高校教师，教历史照本
宣科有啥意思，得动动脑筋，得下功夫搞学术研究，得
把历史教活，得教会学生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
社 会 ，解 决 问 题 。”为 此 ，他 走 自 己 的“ 捷 径 ”，坚 持 阅
读。他向记者介绍，学历史、教历史，不能眼睛只盯着
历史文化典籍，而应广泛涉猎，把书读杂一些，阅读跟
历史相关的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学、医学
等方方面面的经典著作。他读书有一个窍门，就是拿
到一本书，总是要记住书名、作者，翻阅目录，仔细读序
言和后记，然后结合工作实际，精选研读有关章节。有
些中外经典著作，他多次翻阅，个别地方前前后后读了
几十遍，有的能背下来。

杨增强通过大量的阅读，让自己不断厚实起来、丰
满起来。他说，读是为了讲。在三尺讲台上，他始终将

“把学生教成什么样的人”放在首位。40 年里，他虽说没
有“挪窝”，却待过许多岗位，先后在中文系、科研处、党
委宣传部、历史系、人文社科学院、图书馆等部门工作。
他说自己是一块砖，放在哪里都要发挥作用。他不是一
生只讲一门课，而是根据学校需要，针对不同专业，讲授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毛泽东思想
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课程。不论讲什
么，他都始终围绕着“把学生教成什么样的人”决定教学
生什么，也就是通过历史教学，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他至今仍保存着引导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的互动资料。翻开英教
三班曹伟华的互动资料，上面写着：“杨
老师是灯塔，照亮了我人生的航向！”

相 对 来 说 ，学 生 觉 得 政 治 课 枯 燥
没意思。针对这一点，杨增强着力在
备课上突破，变枯燥为兴趣，变枯燥为
爱 好 ，讲 课 像 讲 故 事 ，从 而 吸 引 了 学
生。他的学生、西电马列学院院长李
刚 说 ：“ 杨 老 师 讲 课 声 音 洪 亮 ，有 磁
性。”学生朱自立说：“杨老师讲课是一
次 做 人 的 示 范 。 听 他 讲 课 是 一 种 享
受，是一次精神洗礼。”学生雷丹说：“杨老师总是在教
我们许多道理，总能给我们启发。”记者采访到的几个
学生普遍认为，杨老师把教书当作自己的爱好，把枯燥
抽象的思想政治课讲得生动有趣，他们不但爱听，也从
老师这里感悟到了把工作当爱好对自己的人生影响至
深，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

看似枯燥，杨增强却能让自己有趣的灵魂闪耀光芒，
感染学生。粗粗看上去，这是一种教学方法，而在杨增强
看来，这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爱。他说，让爱的能量流动，
才把无趣变为了有趣，才打动了人心。他说，他跟学生在
一起总是快乐的。

二

如果说杨增强的教学过程充满了爱，是用爱打动了学
生的话，那么，他的教研成果则是爱心的结晶。多年来，杨
增强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从研究红色歌谣、刘志丹，到
研究商於古道、商山四皓、商洛移民、商洛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文化意义，他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不
断突破。

杨增强说，搞研究、写论文，总是把对事实的考证
作为最重要的一环。他学历史、教历史，是一个搞历史
研究的人，史实更是灵魂、是纲。他还把他的历史研究
和记者的新闻采访联系起来，认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
天的历史，只有事实准确、客观、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
的考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杨增强不论是研究中
国历史，还是研究商洛红色文化，其治学态度都非常严
谨，力求尊重史实，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比如
对红二十五军的研究，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重走红
二十五军走过的地方，不但弄清了红二十五军当时的
情况，还获得了红二十五军对后世当地老百姓的影响，
使红色文化研究更深入，更具有现实意义。2018 年 7
月，他在河南省鲁山县调查时，接触到一个叫范钦宪的
人。范钦宪来鸡钟乡做生意时，发现这里的烈士墓散
落多地，便作出一个建陵园迁移零散烈士墓的大胆决
定。建好烈士陵园后，范钦宪还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住
在陵园里守陵。范钦宪的故事，更坚定了他研究红色
文化的信心。

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杨增强当下的红色文化研究和
推广奠定了基础。梳理不难发现，如果没有 40 年的教
学历程，没有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理解，杨增强就不可能
有今天的红色文化研究。用他的话说，就是“之前的研
究是现在聚焦红色研究的根脉”。换句话说，今天的红
色研究和推广，是杨增强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的
必然结果。

三

“红色文化研究是一种境界，一种责任。”杨增强说，
“我将不遗余力讲好商洛红色文化故事。”

据杨增强介绍，自 2017 年初商洛学院成立商洛革命
老区暨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以来，他们利用学校图书馆平
台，搜集整理了一万多册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类图书资
料，重建了商洛红色文化资料馆，发表了 20多篇红色文化
研究论文，完成了省科联项目《长征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机制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发挥了
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建成了红色印记展馆，为商州区
麻街地下交通站纪念馆建设提供了完整资料和布展方案，
为商州区北宽坪红色教育基地提供了完整的布展资料。
此外，还做了大量的工作。

近几年来，杨增强先后到商州、柞水、丹凤、商南等地
的学校举办讲座，讲革命史、党史、红军史。他通过讲述发
生在商洛的红色故事，让广大中小学生身临其境，深刻感
受革命前辈高尚的精神境界。徐海东、刘华清、陈先瑞、红
二十五军娃娃兵、袁家沟红军干妈、红二十五军七大传奇、
商洛军分区首任司令员孙光、革命英烈王伯栋和巩德芳等
商洛红色故事，在广大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达到了红色
教育目的。

把红色资料转化为资源、变成能量，是杨增强红色
文化研究的一大亮点。他说，商洛红色文化需要研究
的 地 方 很 多 ，如 果 只 满 足 于 现 有 的 资 料 ，不 进 一 步 挖
掘，资料变不成资源，不能向大众推广，就会萎缩红色
文化的生命力。而研究与推广需要一定的力量，需要
方方面面的支持。杨增强告诉记者，他把自己的余生
都交给了商洛红色文化的研究与推广，他坚信这是他
的使命，光荣而自豪。

让红色文化离大众更近一些让红色文化离大众更近一些
——记商洛学院教授杨增强

本报记者 张志宏 米子扬

商洛日报社 宣

9 月 13 日，爱心商家

商县十三花走进商州区北

宽坪镇广东坪村开展慰问

活动，为优秀党员和脱贫

户送上中秋月饼。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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