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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意见，毛泽东说，我们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

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现在

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

能发。发出这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 11 月 29 日

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

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第四点意见，毛泽东说，“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

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

看，还有什么题目。

此外，毛泽东还谈了一些事情，要邓小平告诉总理。毛

泽东说，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

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

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

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

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当天晚上，邓小平

打电话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总理。

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吴冷西等同志改写给赫鲁晓夫的

贺电，然后邓小平加上王任重、张平化和康生，一起议论

修改。在议论过程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稍微详细

一点好，一种意见认为简单明了说两段就行了。后来邓小

平要吴冷西把大家的意见集中一下，根据大家的意见起

草两个不同的稿子，一长一短。下午再讨论，讨论完毕再

送毛泽东。

13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

论贺电稿的修改等问题。

毛泽东说，原来北京起草的稿子太长不好，但现在搞

得太短也不好，还是稍为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

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毛泽东基本上同意第一个稿子，就是稍为详细一点的

那个稿子，并且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开头的地方加了“亲爱的同志”几个字。原来

稿子的开头只是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

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接下来第一段就

是“在你 70 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长寿”。

毛泽东在“在你 70 寿辰的时候”之前加了“亲爱的同志”。

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电报是一个和解的

电报，而且使他能够发表。

同时，毛泽东在最后的地方又加了“让帝国主义和各

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

这么一句。

修改以后，毛泽东要我们马上电发到北京，请刘少奇

和周恩来再过目，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这

个稿子发出。因为赫鲁晓夫的 70寿辰是 4 月 16 日，在长

沙定稿的时候已经是 4 月 14 日。这个贺电必须在 4月 16

日前发出。同时毛泽东还要邓小平告诉总理，贺电发出以

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的文章，任何反修文

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

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

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

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

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

还是坚持团结的。

毛泽东说，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

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

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

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毛泽东还谈到，要准备赫鲁晓夫召开兄弟党国际会

议，我们一切要从坏的方面准备。最坏的准备是他片面地

召开国际会议。不管中苏两党会谈是否达成协议，不管筹

备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他硬是秋天召开国际会议，对我们

采取“集体措施”，开除我们，公开分裂。所谓公开分裂就

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过去情报局

对南斯拉夫那样，像后来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那样。我

们要做这个准备。

毛泽东说，如果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我们要考虑

坚决不参加，但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手，万一需要参加怎么

办。我们说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 5月，还提出两三年

以后再开国际会议。虽然我们这样提了，但是我们还是要

准备万一他提前开，万一他不顾是否达成协议硬要开，我

们要考虑参加会议同他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准备

一个纲领草案，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同他针锋相对。让各

国共产党看看，他的纲领是什么纲领，我们的纲领是什么

纲领，要货比两家。这样，即使会议破裂，对我们也有利。

因此我们要准备两手。

议论完了以后，毛泽东请大家一起吃晚饭。邓小平在

晚饭前指示立即把贺电稿发给北京。后来总理来电话，说

刘少奇和他都同意毛泽东在长沙修改过的稿子。这样，贺

电在 16 日凌晨用明码电报发到莫斯科（当地时间正是 15

日夜），16 日晚上新华社广播，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

电的全文。

4 月 15 日，毛泽东接见由阿尔及利亚国家指导部顾

问马利克·本·纳比为团长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文化司司

长本·科比为副团长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全体

成员。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说，现在还在试

验过程中，最后做结论是以后的事情。帝国主义说中国政

府要崩溃，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

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说是不能保证我活几

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

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

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

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两位也不在了嘛。世界

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未完待续）

本报讯 （记者 黄耀辉） 日前，市第

一曲剧团收到了三家中央部门联合送来的厚

礼———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

建设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该奖项全国有 96个

剧团获奖，我省仅 3个。

“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真不容易，要靠剧团

全体演职员脚踏实地才能干出来。”市第一曲

剧团团长夏天海说，评选活动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主

办。申报这样一个奖项要符合很多硬指标，一

是建团三年以上，二是全年累计演出不少于

320场次，三是必须承接当地戏曲送农民、戏

曲进校园的任务，四是剧团必须三年以内有

省级优秀剧目，并且受省委宣传部推荐全省

巡演，五是剧团无违法行为。申报资格由当地

宣传部、文广新局、政法委、纪委联合把关并

负虚假责任，每个硬性指标缺一不可。

市第一曲剧团由企业家夏天海于 2011年

筹资成立，结束了我市作为“曲剧之乡”多年来

没有专业曲剧团的尴尬局面。成立 7年来，剧

团不忘“服务农民、扎根基层”的宗旨，积极创

作演出，恢复了多部经典剧目。2014年创编现

代戏《天下父母》，荣获 2014年“中共河南省委

宣传部优秀剧目奖”、2015年“河南省许昌杯第

六届黄河戏曲大奖赛银奖”、“2016文化遗产

日———河南曲剧九十年优秀剧目展演奖”、全

国反邪教优秀剧目奖。2016年新编古装戏《亲

娘后妈》，荣获 2016年“河南省濮阳杯第七届

黄河戏曲大奖赛银奖”。2017年新编反腐倡廉

历史剧《贤妻廉吏》被市纪委评为优秀剧目在

全市进行巡演。2016年，国家财政部对市第一

曲剧团补助经费 30万元，全省独此一家。

近年来，市第一曲剧团深入基层，按照河

南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开展“中原文化大舞

台”巡演 320余场，戏曲文化送农民 480余

次，戏曲进校园 400余次，选拔、培养优秀曲

剧人才 60余人。“每到一地，剧团都深受群众

欢迎和爱戴，有些群众看见演员们自己做饭，

并且饭菜简单，就自发为剧团送来肉、蛋等食

品以及液化气等。遇到这些情况大家都非常

感动，哪场戏演不好都是上对不起党委政府，

下对不起广大百姓。”夏天海表示。

由于表现突出，剧团在 2011年被河南电

视台评选为“文化工作先进单位”；2012年被

河南省委宣传部评为“优秀文化表演团队”，

被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聘为长期合作伙伴单

位；2018年又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授予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

基层文化建设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该荣誉每

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全国服务农民、服

务基层文化建设”中成绩突出的文化单位，以

推动城乡基层文化建设。

中宣部等部委表彰我市第一曲剧团

市第一曲剧团在寄料镇周庄小学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

5月 9日至 18日，“汝州陶瓷艺术作品展”全国巡展吉

林省梅河口市文化馆站展览开展。

本次展览的汝瓷、汝陶、澄泥砚作品共 128件，均是国

家级、省级陶瓷艺术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典

作品，代表了当代汝陶瓷作品的最高水平。“汝州陶瓷艺术

作品展”全国巡展不仅是汝州陶瓷艺术与祖国各地的一次

深度艺术交流，也是“中国汝瓷文化之乡”汝州市与全国各

地文化的一次大融合，对提升汝州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将

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此展览是国家艺术基金 2017年度资助项目，展览的各

个环节，特别是作品的文化高度，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

项目评审专家的充分认可。 来源：汝州城事微信公众号

“汝州陶瓷艺术作品展”
全国巡展吉林省梅河口站开展

作者简介：

王振芳，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弘宝汝瓷艺术总监。

范随州，工艺美术大师，汝州市陶瓷协会名誉会长。

荫王振芳 范随州

千年绝唱———汝瓷之简

道家有句名言叫大道至简，汝瓷之美之所以能征

服皇家贵族、文化精英，正是因为其极简的风格。

简是一种智慧。汝瓷之简，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简

介、简洁、简练。她的简是高级形式的复杂，越高级的东

西越简单，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汝瓷

正是以其简单的形式，阐释了人间最复杂的美。

就陶瓷设计与制作来说，越简单越难。如何用最简

单的造型，既充分展现其实用功能，还要有丰富的内

涵，是自古至今陶瓷设计制作的难题，就汝瓷经典器型

《梅瓶》《玉壶春瓶》来说，自宋朝以来，历史名窑均为这

两个造型，但变来变去，除高矮胖瘦有所区别，具有时

代特征及地域特征外，并无太大变化，可见其创新之

难。

汝瓷之简是一种化境。中国书画的最高境界，在于

留白，中国诗词的最高境界在于充分的意境与想象空

间。汝瓷的单色釉既是一种优势，更是一种挑战，优势

在于其色调之简，挑战在于单色表现之难。汝瓷作品之

美在于一种直逼内心深处的共鸣，但又似乎不好找出

其恰当的表达语言和方式。有人说，汝瓷的出现，改变

了人们的欣赏习惯，确立了艺术陶瓷美学的典范。也有

人说，一个家庭存藏有粉彩、斗彩等花花绿绿的瓷器，

说明这个家庭爱瓷。而家里藏有汝瓷，说明这个家庭懂

瓷。姑且不说这种论断的对错，但这足可说明，汝瓷所

传达给人的不是表面的美，而是内涵丰富的内在美。

作为一个汝瓷艺人，没有天性的灵感，很深的艺术

造诣，没有数十年的坚持，没有出神入化的历练，是不

能达到汝瓷之简之美的化境的。

汝瓷之简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生活是一种深刻的

智慧，却也融于简单平和之中，汝瓷给人的印象一定是

专注于心智生活、精神生活，看淡物欲、善于独处、品味

孤独，把真善美与人生之平淡生活融为一体，波澜不

惊，而又惊世骇俗。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这应是对汝瓷的写照。 （六十七）

弘
宝
汝
瓷
作
品
：
清
雅
壶

10.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孟子》
【释义】物品各有差别，这是它们

的实际情况。

【感悟】不要追求千篇一律，而要
求同存异。

11.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论语》
【释义】见到利益能够想想是否

合乎道义，遇到危难敢于献出生命。

【感悟】在孔子看来，理想的人格
应该把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

的优点集于一身，并精通礼乐。当然，

孔子也觉得这样的标准有点太高了，

只能退而求其次，能够见利思义、见

危授命、困而不失其志，就不错了。

12.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耻近乎勇。 ———《礼记》

【释义】好学习就近于智慧，努力
践行就近于仁义，知道羞耻就近于勇

敢。

【感悟】《礼记·中庸》告知我们调
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间

关系的“五达道”，而调节这些人际关

系靠什么？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

慧，因而就有了“三达德”。三达德，就

是智、仁、勇。孔子的“好学近乎知，力

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是儒家对知、

仁、勇“三达德”的一种阐发。

13.以从俗为善，以财货为宝，以

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
———《荀子》

【释义】以已经形成的习俗生活

当作善，把财货当作珍贵的宝，以养

生作为生活中的第一追求，这就是平

民百姓的德。

【感悟】民德归厚是治国理政的
追求目标。在荀子看来，风俗习惯具

有强大的力量，符合老百姓从众的惰

性心理，以从俗为善、以财货为宝、以

养生为第一追求，这就是平民百姓追

求的德行。治国理政者一定要考虑，

化礼为俗方能达到让百姓日用而不

知的践行效果。如果深切理解老百姓

这种千古不易的德行追求，化礼成

俗、解其后顾之忧、成其养生之好，则

平民百姓也会靡然向善。

14.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
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
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政。

———柳冕
【释义】写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

倡导政教风化，其影响会表现在社

会治乱方面，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精

神风貌。所以文章的思想在君子的

心中即是志向，把君子的话写出来

那就是文章，评论君子的观点那就

是政治思想。

【感悟】柳冕是唐代倡导古文运

动的先驱。“文以载道”的“道”，指的

是道德、道义、正义和治国之道。文

章折射着社会的心理和意识，渗透

着浓郁的道德情怀。“文以载道”的

精髓在于以文的形式、内容、情操和

载体对人管束、制约、教化，以促进

社会的文明。杜甫说“文章千古事”，

意思是文章一旦写成，流传久远，关

系重大。三国时曹丕说得更明确：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

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文

以明道”，强调文章的使命意识。宋

代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

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

载的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

目的地。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

“道”的手段和工具。“文以载道”遂

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来源：厚德汝州微信公众号

在米庙镇郭营村有这样一位年轻人———他用巧手让一

个个在别人看来没有一点用处的树根“变”成一件件形态各

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品。5月 11日，记者根据村民的指引，来

到他家。走进院内，看到今年 33岁的钱晓强正手持刻刀，在

一个个树根上雕刻着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如上图）。

钱晓强戏称自己是“半路出家”，根雕和画画都是他的

业余爱好。21年前，小学毕业的钱晓强没有再继续上学，他

长大后先后到浙江、新疆和省内多个县市打工，在饭店做过

帮厨、新疆种过地，更多的时间是在建筑队打零工。

2016年 4月的一天，钱晓强和往常一样在村里闲逛，无

意间他在自家附近发现了一段质地较好的木材。拿回家后，

他花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用刻刀、磨石雕出一个鱼的造型。

邻居到他家做客时，对他的这个“鱼”赞不绝口。在邻居的赞

美声中，钱晓强开始了他的根雕之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钱晓强其实有自己的工作，他在自家附近的砖厂打工，

每天 120元的收入勉强能维持他和父亲的日常开支。

钱晓强的父亲钱立仁今年 83岁，母亲在 10年前病逝，

姐姐钱晓红定居新疆多年，一年才回来一次，钱晓强在 2013

年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特殊的家庭情况，让钱晓强不得不

在爱好和生活两者之间选择后者。

“平常有活时就干活，没事时，我才拿起刻刀雕刻。”钱

晓强说，近年来，他先后雕刻了娃娃鱼、凤凰、老虎、孔雀等

作品，由于每件作品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深受大家的喜爱，

也曾有多位客人慕名前来观赏和购买。

“我的每件作品都是纯手工打造，以香椿、桃树、荆条等

质地较好的树根和茎为原料，然后再用刻刀一刀一刀地将

原木刻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作品。”钱晓强说，由于自己雕

刻水平有限，他的作品一直卖不上价，过年时他还带一些作

品到风穴寺附近去卖。“都是看的多，买的少，最多时，一天

才卖了 300多块钱。”钱晓强告诉记者，他做根雕不是为了

能从中赚多少钱，完全是自己的爱好，有时家里存放的多

了，才会想到拿出去换些钱。

面对接下来的根雕，钱晓强说他准备进一步提高雕刻

水平，除了制备一套电动的雕刻工具外，还想出去学习，拜

访名师，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希望有一天能通过根雕来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于俊鸽 郭晓杰

钱晓强的艺术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