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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

【释义】自己想要立身求进就要先让别人立身求
进，自己想要做成事就要先成全他人成其好事。

【感悟】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

道德境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中提到仁的理

念有 109次之多。孔子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

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

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后世

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囊括了孝、弟

（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理念。其

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

一。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亲亲而仁

民，仁民而爱物”，并把仁同义联系起来，提出要为

“仁”的实现而献身，即“杀身以成仁”的观点。唐代韩

愈进一步升华了仁爱思想，提出“博爱之谓仁”。北宋

大儒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命题。

南宋朱熹认为仁是“爱之理，心之德”。“仁爱”思想是

儒家文化超越时代局限的精华所在，孙中山说仁爱

“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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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波所说的毛泽东说“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

了”，其实有误。1959年 2月，根据毛泽东多年的请求和做工

作，他已放弃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推

荐，人大讨论，经过投票选举，交给了刘少奇。而这次毛泽东放

弃的是中央工作的领导权，他退居二线。

6月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6月 28日至 7月 24日，刘少奇

就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

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

题。

回到北京以后，8月 1日刘少奇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

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如果不

去，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

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

也当不成了。

他说，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敌人已经改变了同

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

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

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

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

性更大。

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

用毛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提出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

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

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

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

条去搞呢？以后不要强调了。他批评第二个十条讲的“两个依

靠”靠不住。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不要经过基层组织。

他批评第二个十条上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

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讲得不对，讲反了。他批评第二个

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

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

既然刘少奇对第二个十条不满意，提出要修改，而且指定田家

英随他去广州参加修改。于是 8月 5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

开会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改由刘少奇负责。并决定成立

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7月 29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北戴河。

毛泽东到北戴河前，已经做好了沿黄河考察的准备，这次

到北戴河又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

当天，毛泽东就题写《湖南日报》报名给张平化写信。

平化同志：

《新湖南报》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

北日报》相一致。现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

写。如可用，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为）宜。请你酌定。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同一天毛泽东还为《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题

写了报名。

30日，苏共就我 28日复信回信，断然拒绝我们的劝告，赫

鲁晓夫是下定决心要开分裂会议，时间定死了，参加会议者也

定死了。赫鲁晓夫孤注一掷，使形势急转直下。

8月 1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的报头“解放军报”和

“思想战线”发表。

3日，毛泽东为找《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林克写信。

林克同志：

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我又要找一部

《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

是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毛泽东

八月三日

8月 4日，田家英将随刘少奇到广州起草“后十条”，临行

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

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

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当天，毛泽东召集邓小平、彭真等开会（刘少奇和周恩来未

到北戴河。刘少奇准备南下广州修改“后十条”，周恩来准备住

院做手术），讨论苏共来信。

毛泽东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 28日

发出的信，他 30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

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没有什么

国际会议和他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

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

就行了。

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中央成立“四清”“五反”

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主持。当日，

刘少奇带田家英赴广州。田家英在从北京往武昌的专机上，把

8月 4日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

说话。

6日上午 6时 10分，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略越

南的声明稿作了批示：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

新考虑。

毛泽东

八月六日上午六时

（未完待续）

不去追逐耀眼的光环，不在炫目的舞台

上抛头露面，很少进入新闻媒体的镜头，40

年来尽管历尽生活的坎坷，却始终痴迷汝瓷

烧造技艺而无悔，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默

默钻研技艺。40载坚忍的守望，也使他成为

我市推动汝瓷大众化消费的先驱者，用“汝

瓷茶具、餐具、酒容器推广第一人”来称谓

他，应该丝毫不为过。他就是朱金奇。

“三个月干不好，还让你三姐来接班！”

这是 40年前，朱金奇接父亲的班时，父亲撂

给他的一句话。这句话，朱金奇铭记在心 40

年不忘，也成为他痴迷汝瓷的最大动力。

朱金奇祖籍郏县安良镇，自祖父朱书连

起就跟着我市清末知名的民间艺人和企业

家李少初做工，传到父亲朱富林时，陶瓷施

釉技艺已经非常成熟。1956年，周恩来总理

希望河南恢复生产汝瓷，临汝县汝瓷一厂、

二厂相继成立，朱金奇的父亲朱富林作为杰

出的民间陶瓷艺人被选进临汝县汝瓷一厂。

朱金奇姊妹 7 个，尽管在家中排行第

四，却是第一个男孩，因此命运发生了重大

转机。1978年底，当时只有 18岁的朱金奇接

了父亲的班，进入设在蟒川镇严和店村的临

汝县汝瓷一厂，成为一名学徒工。一生严谨

求实的父亲尽管很疼爱他，在工作上却一点

也不“怜惜”他，送给他一句硬邦邦的话：“三

个月干不好，还让你三姐来接班！”

父亲的这句话让他倍感压力，也使他暗

下决心要干出个模样。那时候，汝瓷烧造技

艺还没研发出来，厂里在全力以赴恢复汝瓷

生产技艺的同时，还生产瓷碗、面盆、瓦罐、

瓦缸等普通的民用陶瓷用品。从父亲那里得

到真传的朱金奇勤学苦练，“3个月的时间，

别人在大黄碗上施釉，需要施两遍，我一遍

都成了，3个月后终于顺顺当当接了父亲的

班，半年后就转正了。”

然而，朱金奇的人生似乎注定要经历太

多的磨难。1983年 6月 6日，他被调往临汝

县汝瓷二厂，之后又辗转进入梨园化工厂。

到了 1994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朱金奇从

汝州市汝瓷厂下岗。为了生计，他从禹州市

神垕镇贩卖瓷器，后来开过饭馆、做过包工

头。生活的异常艰辛磨炼着这位要强的汉

子，每每劳作之余，与汝瓷失之交臂的无奈

和遗憾深深纠葛在他的内心。

2007年，在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工程

承包纠纷最终胜诉后，朱金奇决心重新回到

割舍不下的艺术追求中去。经过多方协调，

他租用别人的厂房开办起了自己的汝瓷小

厂，并在市区西环路北段第一次树起了“金

冠汝瓷”的门店招牌。

创业艰难百战多，当时的整个汝瓷产业

都处在市场化的早期摸索阶段。朱金奇同其

他汝瓷创业者一样，面临着技术研发力量薄

弱、产品知名度低、市场开拓难等困局。直到

2010年底，这个严冬的坚冰才被打破。

当年底，致力于汝瓷产品大众化消费探

索的朱金奇，接到了南京一名客商的大订

单，“整整 3400套汝瓷茶具，这是我当时接

到的最大订单。这一次的订单产品，我像招

呼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动手去设计、烧制，

把好每一道工序，白天忙一天，晚上还要守

在窑旁，根本都睡不着，也不想休息。正是这

一次的成功完成，才使我随后接了很多千份

以上的大订单。”

汝瓷茶具的批量订购，使得朱金奇陷入

了深深的沉思：汝瓷在北宋一直作为皇家用

品而与民间隔绝，正因为如此，金兵入侵才

导致了汝瓷烧造技艺的失传。如今保持汝瓷

传统工艺和传统器型固然重要，但开发适合

老百姓消费的新产品同样不容忽视。

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研判，8年来，金冠

汝瓷从批量生产汝瓷茶具到汝瓷餐具的研

发，走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成功之路。他的

团队研发的汝瓷茶具涵盖了天青釉、月白

釉、豆绿釉等所有汝瓷品种，包括 20余种器

型。他的汝瓷餐具系列产品不仅进入寻常百

姓家，更是进入了国内外众多文化界名人的

家庭和收藏者的专柜。

在汝瓷产品大众化消费领域越走越宽

的朱金奇，如今又瞄向了更远的地方，汝瓷

酒具、酒容器的研发迅猛发力，目前已开发

出 10余个酒容器品种。5月 25日下午，记者

在他位于双拥路的门店看到，一款名为“福

禄坛”的汝瓷酒容器，融汝瓷技艺与实用器

皿为一体，器皿上的人物线条古朴流畅，神

态活灵活现。“这个汝瓷容器，可以盛 6公斤

白酒，酒盖包上红布后盖上，不仅可以保持

白酒的酒精度不下降，同时汝瓷还可以降解

酒里面的有害成分，同时汝瓷本身又有艺术

观赏和收藏价值，可谓是一举三得。”

成功来之不易，本应弹冠相庆，朱金奇

却异常冷静，他深知，不管是研发传统器型，

还是大众化器型，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至为

重要，企业最终的竞争，应该是核心技术的

传承、研发创新的竞争。因此，他的两个儿子

已经与他一起走在了技术创新的大路上，尤

其是大儿子朱亚辉如今已是清华大学非物

质文化遗产人群研修班优秀学员，成为中国

非遗新生代的优秀代表。

而朱金奇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培养更多

的优秀汝瓷技术人才，进而培养出更多的汝

瓷大师，推动整个汝瓷产业做大做强。

谈到未来的汝瓷研发思路，这位处事低

调的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语速低缓却充满力量：“汝

瓷艺术应该属于大众的，它不仅成为高端消

费品，更应该成为一切消费者都能够消费得

起的大众化产品，这也是倡导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艺术大众化的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我

将永远在大众化汝瓷产品研发的道路上不

断前进。” 郭营战

朱金奇：低调而奢华的汝瓷艺术大师

近三十年的汝瓷作品设计实践，我深感将中国传统

文化嵌入汝瓷作品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早在 2009年，我参与起草《汝瓷国家标准》，与朱文

立老师等专家讨论汝瓷的分级与分类标准时，我特别提

出了汝瓷艺术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虽然文化这个概念很宽泛，甚至至今，一些文化学

者、大家仍各执一词，各说各的“文化”，但对于陶瓷艺术

品创作者来说，创作一件作品所想要表达内心感受，或需

要鉴赏者得到什么感受与领悟应是明晰的，至于鉴赏者

有什么领悟与感受，与鉴赏者的学识修养、所处的文化、

社会及经济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认为一件好的作品，作者要表达的与鉴赏者所领

悟的、感受的如果一致，那么作品与鉴赏者就产生了共

鸣，就有了沟通，那么作品的价值就得到了最直接的体

现。

弘宝汝瓷有件作品是一个典型的鼎的形状：下承瑞

兽足，中部浮雕二龙戏珠图，二龙在天，活灵活现，鼎之双

耳两条象形龙扶摇直上，上盖顶部有瑞兽卧伏，似要一跃

冲天；盖中部有象头装饰，象征吉祥；龙象征权威与至尊，

是一件寓意吉祥，较有特点的作品。烧制出来后，研发小

组给作品命名为“二龙鼎”“龙鼎”，按说这也符合作品的

起名规则。但作品上市后，三个月竟没有销售出一件，仔

细研究一下，作品釉色一流，釉质一流，造型也比较大气，

寓意又好，问题出在哪里呢？让人有点费解。

忽有一天，我们有灵感呈现：换个名字吧，就叫“平步

青云鼎”，二龙飞翔在天，符合“平步青云”的本意。令人意

想不到的是，自从“平步青云鼎”定名后，居然供不应求，

笔者也更加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平步青云鼎”的故事，已深深融入笔者的设计理念。

（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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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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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建校 80 周年
校 庆 献 词

今年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校庆 80

周年，我作为当年“鲁艺”的学员，倍感

高兴。“鲁艺”自建校起，培养了大批文

学艺术家，创作了大量中外著名的文艺

作品。她是党的文学事业发展中一座光

辉的里程碑，为党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功

不可没的贡献。

我是当年“鲁艺”文学系学员，毕业

后到党中央的《解放日报》工作，当文艺

栏编辑。我遵循“鲁艺”的教导，在毛主

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指

导下，推介了大批表现工农生活、塑造

工农形象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贺敬

之和他的《白毛女》、西戎和他的《吕梁

英雄传》、李季和他的《王贵与李香香》

等。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全国

著名的名家、大家。我做的这些工作得

到了中央的肯定，1956 年中央知识分

子会议后，我被评为中央高级知识分

子。

回顾“鲁艺”所创造的这些具有

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文学作

品，是毛主席文艺思想培育的成果。

而当年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

务”和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社

会主义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是一脉相承的。

纪念校庆，展望未来，我愿和同志

们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繁荣社会

主义文艺而努力奋斗。

我能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几十年

来，为文艺工作挥洒汗水，辛勤耕耘，是

党和“鲁艺”教育培养的结果。我那本

《亲历延安岁月》（2016 年陕西人民出

版社出版）一书写了我在“鲁艺”学习、

成长的篇章。我在“鲁艺”度过了辉煌的

青春岁月，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为

此，把我几十年来阅读、珍藏的书籍送

回“鲁艺”。今天的“鲁艺”领导同志对此

非常关注，为书建窑洞以阅览、收藏，名

为“黎辛书屋”。

北京“鲁艺”校友会 80周年校庆的

工作繁多，任务也重，刘嘉绥等各位同

志辛苦了，谨向你们表示慰问和谢意。

黎 辛
2018年 4月

注：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 1938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

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

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

黎辛，汝州人，1920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第四期和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第三期。1942年后历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编

辑，新华社随第二野战军记者，中南《长江日报》副总编辑，中南局文艺处长、中

南行政委员会代理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成员，中宣部第二届党委副书记，中央宣传部文艺局负责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