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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经典语句解读（三十一）

136.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弟子规》

【释义】别人有短处，千万不要揭露；别人的隐私，千

万不要宣扬。

【感悟】短处莫揭，隐私莫传，这是与人为善的表现。

137.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
———《弟子规》

【释义】称道他人的善行，就是行善；别人听到你的称

赞，会愈加想着勉励自己。

【感悟】称赞别人，是种美德，赞美是人际交往的润滑

剂。

138.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

———《弟子规》

【释义】宣扬他人的缺点或过失，就是在做恶事；痛斥

别人太过分，会给自己招来祸患。

【感悟】揭人短处，祸藏其中。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

短。

情风文人
2018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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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是我市历史名人，“中华民国”第三任国务

总理。他是中国警察制度创始人。赵秉钧故居位于临

汝镇临西村，在2017年11月被申报为汝州市文物保护

单位。

近日，记者来到赵秉钧故居，青砖、木窗、白墙……豫

西小院的气息扑面而来，现存的赵秉钧故居已按照原汁

原味、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吸引了不少人到此参

观。

宋小亚 摄

赵秉钧现存故居
修缮完成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独自回到阔别三

十年的母校———河南省临汝师范。母校雍容

屹立于汝州市体育场对面，相比三十年前，体

育场周围人来人往，街景也繁华多了。进入校

门，一切安静下来，那熟悉的书香味道、青葱

绵延的小路和树木掩映的教学楼，均一如往

昔。学弟学妹步履匆匆，亦若当年青春的我

们。

我们八五级二班的教学楼依然在，教室依

然在，只是教室门口换上了一块一九班的牌

子。教室的窗户封了一层铁网，窗台曾经是我

们放碗的地方，一个摞着一个，一摞挨着一摞，

满满当当的。午餐或晚餐时候一到，我们箭步

上前，拿碗直冲食堂。真可叹，那时每人都练成

了一双鹰眼，那么多碗，一个都不曾拿错过！原

来的宿舍楼，不知什么时候加高了一层。宿舍

前面的篮球场，似乎晃动着三十年前我和延

峰、红伟、新强等球友一起打球的身影。

打着球，吹着牛，做着梦，不知不觉就升

入三年级，到了我人生转变的一年。初中毕业

时，想早一点参加工作，为父母分忧，我报考

了中师。彼时，中师录取分数线极高，只有非

常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中三，学校宣布选拔

优秀毕业生参加全省中师升大学考试，一旦

考上，就由师范生变成真正的本科生了。不安

于命运现状的我，虽说毕业后就有铁饭碗作

保障，还有前两届师兄们无一人上榜的惨痛

先例，我还是决定把握机会，挑战自己！

自此，我几乎利用了所有时间来学习。早

上天不亮就起床了，晚上坚持上晚自习，就连

最爱的篮球，也放下了。每次路过球场看到曾

经的队友，尽管眼神艳羡内心挣扎，但还是加

快了脚步，总有个声音激励我：要抓紧一切时

间，学习！学习！学习！

为了帮我节约时间，同学们轮流替我排

队打饭，连碗也不让我洗。“我们先去打饭，你

多看会儿书，十分钟后你再去……”“吃完赶

紧走，碗我们刷好给你带回去……”漫步曾经

的校园，三十年前的同窗话语似乎破空而来，

入耳回绕，心里顿时涌起股股暖流。那时，我

的几个室友为了保证我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也取消了每晚熄灯后例行的“宿夜卧谈”。可

敬的班主任张宇乐老师，也几乎天天足不出

教室，见我就关切地说：“不会的随时问我，多

做几道题，低分远离你！”一时间，班里的学习

氛围格外浓厚起来。受此关爱支持，处此良好

环境，我更加如饥似渴，争分夺秒。

很快，就到了校内选拔考试的日子。说起

这场考试，还有一个小插曲令我记忆犹新，至

今仍警醒我做任何事：务必枕戈待旦，不能信

马由缰。当天，我和俊功早早赶到考场，看到

时间尚早，我俩就在校园里溜达起来。当年我

们穷学生没有手表，溜达嗨了就忘了时间。当

意识到该进考场的时候，已经开考半个小时

了。学习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因迟到而前功尽

弃……一边自责，一边快跑，我们匆匆进了考

场。所幸，虽浪费了一段时间，但我们居然出

奇冷静，心想绝不能放弃，这样失败了太丢

人。也许斗志被激发出来，也许复习得不错，

考试竟然相当顺利。学校当年选拔上了四名

同学，我们班就占了三个，我和喜才、俊功都

被选上了。这固然拜废寝忘食挑灯夜战所赐，

但我知道，如若没有吴东营校长激励，没有张

宇乐老师琢育，没有同学们襄助，只怕一切都

是枉然。

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我在老家西关小

学当了一个月的实习老师后，接到去郑州参

加高考的通知，内心既欢喜又紧张，马上赶时

间复习功课。那时的参考资料不多，除了课

本，我看的最多的是《河南教育》杂志，经常做

里面的习题。当教师的二爷爷特别支持我，每

每拿到最新的《河南教育》，都会特意给我留

着，等我回家时拿给我做。至今难忘的是，那

次全省师范选拔考试，做到最后一道大题时，

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忽然，我想到这道题

似乎与前阵子在《河南教育》上做的一道题有

相似之处。一瞬间，我灵感滚滚，奋笔疾书，在

最后十分钟答完考卷。

去郑州参加全省师范选拔考试，还得感

谢我们学校的李二光书记。那天，他亲自带队

送我们到郑州，其他学校自行前往考试的学

生非常羡慕。作为一个农村子弟，我第一次进

省城，感觉一切特别新奇，纵然特别想出去转

转，但校内选拔考试的前车之鉴，让我不敢有

丝毫的懈怠。李书记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

考试结束后，他带我们在附近闲逛了一圈，请

我们吃拉面，那是我第一次在大饭店吃饭，而

且是省城的饭店。大半碗面条在汤中若隐若

现，面汤上闪几点晶亮的油花，香菜和牛肉片

随着筷子的搅动而沉浮，轻轻吸一下鼻子，那

味道至今难忘。回来的路上，李书记还带我们

游览了中岳庙、少林寺。我们欢呼雀跃，心中

对李书记万分感激。

那年秋天，我收到河南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尽管全省录取比例是1:100，但我终究通

过努力如愿以偿。我的好同学喜才也收到大

学通知书。一年有两个中师学生考上大学，

不仅实现了我个人的梦想，也实现了临汝师

范大学生“零”的突破。后来，我一直把学习

当作人生的乐趣，和喜才如愿取得了博士学

位。不负韶华，不负手足。三年的师范生活，

充实而美丽。那个青春岁月，我们相遇在师

范，结下深厚的友情。虽然之后各奔天涯，但

回想往事，心里总是暖暖的。难能可贵的是，

我和师范时代的“好哥们”海波、韩彪（江湖

人称“彪哥”）至今仍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我

们三个当年形影不离，一起逛街看电影，一

起喝酒侃大山，互相鼓励。现如今毕业三十

年了，我在外工作不常回家，海波和彪哥坚

持常去我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得空回去，我

也会去探望他们的家人。三十多年的手足之

情，真金不换。

今年是我们师范毕业30年。在这30年

里，我一直以师范为荣，“德高为师，学高为

范”，尽管我最终没走上讲台，但始终铭记于

心，不懈努力，不断进取。我时刻不忘自己是

临汝师范毕业的，而“厚德 进取 明礼

创新”的校训一直影响着我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岁月如花，一路芳华。以师范为起点，赋

予我们生命的馨香。无论离开多久，学校那一

方净土，都是心灵的慰藉。每当遇到困惑，我

都会回到学校来，寻找上学时的自己，洗去所

有的纷繁复杂、得失名利，静下心来，思索自

省。这些年，我每年都会回母校一趟，看望老

师，聆听教诲。每次同学聚会，不论身在何方，

不论路有多远，我都会参加，因为我怀念曾经

青春的我们。

毕业后这三十年，当初青涩的我们早已

为人父母，甚至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纪了。

感恩师范，友谊永驻。下一个三十年，让我们

这些资深美女、帅哥们继续约起来，一个不能

少！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特赋诗一首：

弹指梦萦三十年，汝河负笈夜无眠。

师生情重悬如月，直照初心愈洁虔。

有一只鸟，从空中飞过。须臾，又返回来。但已是凤

凰涅槃，浴火重生。

这，就是日子。

没有谁能够留住时间，但付出努力的人总能够把握

时间。2018年的最后一轮夕阳，记录着曾经美好的过往；

2019年的第一缕曙光，将寄托我们重新开启的希望。

年末岁首，总是会触动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诸如

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困惑、工作的难题、理想的幻化、道

路的曲折等等。但无论如何，一年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已

经走到了尽头，让我们漫卷案头的千头万绪，抛开烦忧，

稍作停歇，舒展一下疲惫的翅膀，携着那颗洗涤过的灵

魂整装待发，向着充满希望的2019年奋进吧。

在曾经走过的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里，我们与读

者引吭高歌、倾吐心声、抒发情意，这里已成为大家交流

感情、感悟生活、探讨事实、分享心得、关注民生的平台。

这里有牵挂，有祝福，还有淡淡的相思；这里到处洋溢着

和谐温馨与快乐。

回首过往，在我们艰辛的采访写作过程中，有建议，

有批评，有感谢，有感动，这些都是最最真诚的关心和呵

护。最朴实的话语，却有着最温暖人心的力量。这期间工

作的艰难、辛苦、委屈，瞬间消散。这些热切的关心、期

待，激励着我们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作品来回馈给这些可

爱的读者。

你们的认同，就是最好的证明。

冬去春来，数不清岁月更迭；花开花谢，握不住日月

旋转。一年的光阴，滴在时间的长河中，泛不起一丝涟

漪，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意味着一段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一个梦想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梦想的开始……

一年是一个新的契机，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会

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作为关注民生、反映民情的喉舌，

我们将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求新求实求活，深入

一线，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不断增强新闻的吸引力和

感召力，真实反映社会动态，传递民众信息，使之成为一

个探讨交流、内外互通的窗口，一个百家争鸣、溯本追源

的论坛。

一岁意味着稚嫩，也孕育着成长，我们在成长中倍

加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呵护、理解与支持，竭诚希望广

大读者及时对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共同耕耘这块属于

大家的沃土，共创一个民生天地，共守一座精神家园。

我们，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应该继续紧跟它的节拍，

坚定地一步一个脚印，记录着，思考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站在时光的

彼岸，回顾此岸的光阴，我们相信，每一场努力，都是一

次嬗变；每一次跨越，都是一次飞翔。

追逐着岁月的脚步，我们收获着2018；怀揣着轻盈

的梦想，我们期盼着2019。

对于广大关注和呵护我们的人来说，我们除了感

激，还有感动，因为你们，我们才拥有力量；对于那些与

我们执手同行的人来说，我们除了感激，还有感恩。因为

你们，我们执着进取，会百倍努力。

因为，我们正在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我的临汝师范岁月
2019 坚定前行

●李晓伟

●张占武

汝窑和钧窑同为北宋时五大

名窑，因时代相近，地域相连，原料

脉络相同，人员、工匠往来频繁，故

而自古有“钧汝不分”之说。两个窑

口的相同点是：

同一时代，同是官窑。官窑来

源于民窑，汝州民窑历史悠久，延

续时间长，产品丰富，且重装饰。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

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

年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

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更由于

徽宗信奉道教，自封道君皇帝，已

到入迷程度，而道教崇尚青色，北

宋后期，专设官窑制作汝瓷。钧窑

是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官

窑，当时宫廷设置“造作局”，竞相

制作各种奢华奇巧之玩物，搜罗

各种珍贵的花石树木，北运汴京，

史称“华石纲”。钧窑自民间择能

工巧匠，为宫廷烧制各种陈设品

和日用花盆等物，在河南禹州建

立了官钧窑。

汝窑与钧窑同属官窑，但钧窑

晚于汝窑，并有一段与官汝窑并存

的历史。

地域相连，原料相连。今汝州

市的大峪镇与禹州市毗邻，该镇有

宋金汝窑遗址多处，陶瓷史上著名

的东沟窑遗址就位于大峪镇的东

北隅，由越山进入禹州境，距钧瓷

产地神垕镇20公里，距禹州市区的

钧官窑遗址40公里，是钧瓷故乡的

近邻，所烧青瓷既有汝瓷风格，又

有钧瓷特色，可以看出两窑互为影

响的密切关系。东沟窑所烧的板沿

洗和神垕刘家门的同类器皿完全

相似，具有典型的宋钧特征，在天

蓝釉面上出现玫瑰紫色的斑点，釉

色有通体施青绿色釉，介于钧汝之

间。釉质纯净滋润，产品烧制恰到

好处。且都是里外满釉，底部有支

钉痕迹，也具有钧汝两窑共同的特

点。该窑址发现的宋金遗物显示，

器皿胎体较薄，制作工艺精细，造

型精美，釉色纯净，显得非常清秀。

特别是东沟窑所生产的钧瓷产品

可与禹州钧窑烧制

的产品媲美。经考古

调查与发掘，该窑出

土的豆青釉产品，器施满釉，釉层

细润，器底刷酱色护胎釉，垫饼支

烧，工艺精细。经国内外多家博物

馆文物保护科研中心检测，其胎釉

配方与钧瓷、汝瓷均有不同，其工

艺具有钧汝两窑共同的特点，可谓

典型的汝钧作品。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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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 窑 与 钧 窑（ 上 ）

荫王振芳 范随州

毛主席要我们把下面的情况如实讲给他听。

我们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街上大字报的情况和

社会上派性斗争的情况）全讲了出来。毛主席听得

很仔细，当我们讲到有的大字报的标题就叫“砸

烂×××的狗头”时，毛主席严肃地插话说：“人家

明明是人头，为什么说狗头啊？”我们说得很多，越

说越起劲，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站起来把有些人

在斗争别人时的动作和行为也做给他看。毛主席

看了这些动作之后，紧锁眉头，显得很不安，长时

间没有说话，后来才说：“谢谢你们啰，谢谢你们把

下面的真实情况讲给我听。”

我们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到部队一年多的

时间里干了些什么。讲了怎样下连队锻炼，给战士

演出，教唱歌曲，与他们一起挖坑道，给他们洗衣

服、补衣服、补袜子、理发等等。我们也为老百姓服

务，为他们排练节目、演出、理发等等。基本上成了

一支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他说：“农村里

缺医少药，农村妇女生孩子没有人接生，尤其是难

产，苦得很，有生命危险，你们跑的地方这么多，能

不能学点医啊？比方说，学会给人打针、接生之类

的事。”

我们感到有很大的难度，但我们很受感动。毛

主席时时刻刻想到的是人民。他是人民的领袖，和

人民心连心。只要是毛主席说的，我们还有什么不

可以去做的呢？我们表示了坚决照办的决心。

9月4日。毛泽东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然后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

毛泽东肯定了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肯定

了要解放一大批干部，批评对干部不能搞得很惨。

9月9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

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

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作解决各

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

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

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

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

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

况、长期分裂？”

三人议论，分析认为现在的情况，分裂的可能

性不大。张春桥说：“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

高威望，可以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

道。”

毛泽东摇摇头：“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

要多讲。”

毛泽东说：“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

开也是带偶然性的。”又说，“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

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

林彪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讲，我们发动

“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

主席的崇高威望，二是解放军的力量。

（未完待续）

①庭院 ②室内

③保安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