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以“新时代的中国：与世

界携手让河南出彩”为主题的外交部河南

全球推介活动主题非常明确，凸显中华文

化、中原特色。

汝瓷不仅是中原的，更是中国的，使

用汝瓷的特质语汇表达中华及中原文化

的精髓，这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寻

起。《易经》起源于中原，被称为中华文化

中哲学中的哲学，而易经的核心及表现形

式，非乾坤图莫属，于是本人于2012年设计

的极具王者之气的“手把乾坤，心怀天下”

的“乾坤茶组”便顺利入列。

中岳嵩山系中国汉文化中五大名山之一，

以天地之中而名闻天下，嵩山的素材可谓不可

或缺，于是设计、制作、修改再修改，一座嵩山

造型，佛教名山，以汝瓷的材质给予巧妙表达，

且功能为收纳器，寓意胸怀广阔，笑纳天下客。

提中国不能不提武术，提武术绝对不

能少了少林寺。而少林武术，如何以喜闻乐

见的形式让人接受，且富有朝气与活力，于

是，活泼可爱寓示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

“少林小子”便纳入我设计团队的视野。

“洛阳牡丹甲天下”，祝愿中国吉祥富

贵于世界的牡丹花元素，被设计队以纸巾

托、名片夹的形式，以牡丹花外形为素材制

作的水果沙拉冷餐具，牡丹印象让功能性

与艺术性完美融合于活动现场。

中国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为世人所

向往，是中国人永远的乡愁，一个农家生活

中的木桶造型作为食签筒，一个由汝瓷与

竹木材料混搭制作的多层食盒很容易让人

勾起对过往历史的美好回忆，于是，这两件

作品成为现场的抢眼之物。

说起中国的服装，首推旗袍，所以，以

旗袍造型制作的花插让人耳目一新。

还有方圆中正的茶洗，暗含着中国含

蓄内敛，世界大国的处世哲学及外交思想。

从接受任务到设计制作、交货到一次

验收成功，前后用了3个多月，90余天，一段

既快又慢的日子，一段既苦又乐的日子，一

段既有失败又有成功的日子，将永远载入

汝瓷的历史。 （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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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瓷艺展新姿（下）

好
山

好
云

好
地
方

●
张
军
平

摄
于
玉
皇
山

·连载·

65.真知即是行。

———王阳明《传习录》

【释义】真正明了知就是行。

【感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像要想知道苦瓜是什么

滋味，就一定要先自己吃，自然就会明白滋味了。

66.去欲存理。

———王阳明《传习录》
【释义】去除私欲，留下真理。

【感悟】一般的人都有私欲，要在私欲产生之前多加防范，并在

私欲萌芽时克制之，这是每一个公务人员特别应该注意的。

67.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

———王阳明《传习录》
【释义】教导孩子们多读书，以开发他们的智力。

【感悟】读书的意义在于开阔视野，涵养素质，这是人类文明建

设的风帆。

68.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情定省

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
谨饬否？ ———王阳明《传习录》

【释义】居家时爱亲敬长方面，是否松懈疏忽而失情真意切？在
温情定省的礼节上，是否身体力行而无所欠缺？在街上行走时，是否

步履谨慎而没有放荡不羁呢？

【感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教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

都要符合道德规范，有不足要改正，无者则加勉。

69.无欲故静。

———王阳明《传习录》

【释义】没有欲念自然就会静。

【感悟】做人做事没有私欲才能大公无私。静，不是不做事、无作

为，而是本着公平正义之心去做事做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语句解读（十八）

情风文人 2018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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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们全家到汝州南关原高中居

住，当时的高中大门口挂牌“临汝县五七

大学革命委员会”。校门口大门外侧有东

西两块黑板墙，对应成扇形状，上面书写

标语“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迎门是大礼堂

的北山墙，有两条砖铺路，东向南通往教

室、政教处、试验室、操场。西向南通往总

务室、文教局招待所、医务室、食堂。一幢

幢教室之间约50米的采光距离，中间砖铺

小道，两边种植苹果树和松树，环境宜人。

政教处门前是大铁钟架，铁钟是炮弹筒改

造而成，雄浑响亮的钟声整个南关西街都

能听到。政教处后面是枪械库，白天民兵

和学员训练，夜晚枪支存放此处。在我的

印象里，枪支可以玩耍，但是没有人偷，老

师的宿舍白天没人也不用锁门，校园里可

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五七大学当时尽管在文革后期，但批斗

已经不火热，只是开会喊口号，不针对某一

个人，遣返外地的教师陆陆续续又重新回到

这个久违的大院，人们握手拥抱，默默无语，

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老师们

相对放松，学习的风气渐浓。就在这一年的

秋天，诗人郭小川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你真

是这样静静的吗？全世界都在喧哗，哪里没

有雷霆的怒吼，风云变化，请听听人们的胸

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五七大学是

临汝教育变革前的一丝曙光。学校开办有果

林班、师训班、电影放影班、文艺班。校领导

有王明理校长，张宏书记，高山部长，副校长

有张传智等人，师资力量比较优秀，任课的

老师基本上是文革前毕业的本科生。对我印

象较深的是张传智老师，他是湖北人，当时

教我认识了电子管。其他有王泉水、郭万坤、

程遂兴、邢锦章、杨翠凡、李西亭、陈克义、孟

祥礼、贾大拙、吴东阶、张仁忠等人。化肥厂

的一个阿姨是工宣队代表，还有军代表，当

时的五七大学驻有部队，约有一个连，驻扎

时间一年半左右。

我父亲当时任果林班班主任，果林班

理论课由徐老师任教，他从杨楼公社调回

县城，学生主要上实践课，开设的地点在西

十里园艺场，我随父亲在此边学习边玩耍

两月有余，学生住在园艺场的西北角，从宿

舍到食堂要步行大约三里地，中间要经过

园艺场的实验站，它是一个类似城堡和炮

楼的建筑，在我们印象中很是神秘。1976年

的元旦前夜，和父亲、陈克义老师在食堂吃

过饭，我嚷嚷着要去看电视，进了电视房，

当时正在播放毛主席的词二首，《念奴娇·

鸟儿问答》和《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词二首一遍遍重复播放，大约有一个小时，

回到宿舍，我父亲靠记忆力书写了词二首，

第二天元旦全体师生学习词二首，到现在

我还能完整地背下来。

文艺班由张仁忠任班主任，另聘请剧

团演员任教，张仁忠老师多才多艺，书法、

弦乐、声乐都拿得出手，一米见方的宋体字

只需一个大木制三角尺测量距离，然后一

气呵成。他教学生唱样板戏，翻跟头、练基

本功。学生的毕业汇演是现代戏《沂蒙颂》，

条件虽然简陋，但布景、唱腔、舞美设计有

板有眼，像模像样。电影放映班最是热闹，

是我们小孩子们的最爱，高中大院最后面

的两排瓦房，有十几台汽油发电机配小型

放映机，学员们先学发动汽油机，虽然都用

力拉，但恰到好处的才能发动着，老师和学

员们都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放影机，放映的

大多是苏联黑白电影，每个公社轮流培训，

结业时在学校操场、大礼堂和南关西街轮

流放映彩色故事片《创业》《海霞》《决裂》

等，现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师训班开办了两期培养了约100人，

任课老师有我父亲和邱景俊、陈克义、杨

翠凡、沈永伟、王泉水等,有文化课讲汉语

语法修辞逻辑，阅读主讲毛主席诗词和

所谓的法家人物诸如少正卯、商鞅、王安

石、韩非子等。王泉水老师拿一个紫砂壶

不用讲义侃侃而谈。印象最深是一个学

员将结婚写成解婚，老师讲课批改离婚

岂不写成捆婚，引得学员哄堂大笑。还有

政治课，政治课是学习大峪邮电所投递

员王天祥的事迹。白天学习讨论和干农

活轮流进行，晚上看电影。

五七大学最悲惨的一页，是上海籍老

师赵一矿的自杀事件。他当时居住在大门

口临街东面的单身宿舍，死亡原因我不太

清楚，他的骨灰存放在政教处，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期才由他的家属领走。

临汝县五七大学虽然是文革特定时代

的产物，但它教、学相结合，为当时的临汝

县培养了一些人才，尤其是师训班为各公

社、大队培训的老师在那个年代可谓雪中

送炭。教学内容和方法尽管具有局限性，但

这是时代使然，不能苛求于前人。

回忆临汝县五七大学
●牛鸿贺

当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1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5日就印发毛泽东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来信上批示：“送交小

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

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

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

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

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

问题和教育问题。

他对作序讲得很简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

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

谈话大量的是涉及当时正在激烈开展的“批

判”运动、教育革命等。

毛泽东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

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为

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

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

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

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

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

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

好。”

关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

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

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

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

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

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

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

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

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

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

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

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

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

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

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

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

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

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关于哲学研究，毛泽东说，希望搞哲学的人

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

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从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心在政治

不在读书。就像战争时期专心军事一样，他正专

心于政治斗争。读书没有开始就停下来了。

12月22日，毛泽东召集彭真、康生、杨成武等

人谈话，再次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

官’”。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海瑞罢官》争论的公

开表态，而且是当着彭真的面，讲给彭真听的。如

果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过去毛泽东没有打招

呼，这次就是正面打招呼了。

23日，毛泽东应彭真的要求，同他单独进行

了谈话。彭真向毛泽东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

现。毛泽东表示：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

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

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

一议。

24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武昌。

当天，专列途经南昌。毛泽东住南昌滨江招

待所。

毛泽东在南昌重读了当年在江西写的《长冈

乡调查》。毛泽东在该文上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

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

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

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

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

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

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

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

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

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

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

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

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

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

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

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的世界观。

（未完待续）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

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

病。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上的讲话

“探照灯”“隐身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意见是我们最好的镜子。只有织

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

身。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上的讲话

“晴雨表”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

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风向标”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

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未完待续）

习近平总书记的
八个“治党妙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