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的书及其心路历程
●牛鸿贺

144.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势服人，心不然，理

服人，方无言。

———《弟子规》

【释义】对待家中的婢女和仆人，贵在自己品行端正，以身

作则；虽然品行端正很重要，但是慈爱宽厚更可贵。仗势逼迫别

人服从，对方口服心不服；以理服人，别人才会心悦诚服再无话

说。

【感悟】品行端正，以理服人。要以身作则，不可以势压人。

145.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

———《弟子规》

【释义】果真是仁德之士，大家自然敬畏他；因为他直言不

讳，不会阿谀谄媚。

【感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众人眼中里有根秤，人品如

何，自有世人评说，职场之中切忌自夸。

146.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

———《弟子规》

【释义】能够亲近有仁德的人，是无限美好的事情；这会使

我们的德行与日俱增，过错天天减少。

【感悟】近朱者赤，德行日进。多与优秀的同事接近，自己也

会有很大的提高。

147.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

———《弟子规》

【释义】不肯亲近有仁德的人，就会有无限的祸害；奸邪小

人就会乘虚而入并影响我们，导致整个人生的失败。

【感悟】近墨者黑，百事皆坏。在职场应远离“害群之马”。

148.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

己见，昧理真。

———《弟子规》

【释义】不能身体力行勤于实践，只是死读经典，纵有知识，

也只是增长自己华而不实的浮夸习气，这样成了什么人！仅仅

是身体力行，却不肯读书学习，就容易任由自己的偏见引导着

去做事，事理的真谛也就蒙昧不清了。

【感悟】学与行，不可偏废，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实践和学

习，得两手抓。

149.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慕彼，此

未终，彼勿起。

———《弟子规》

【释义】读书的方法，须注意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确实

都要做到。做学问要专一，不能这本书没读完，又想着那本书，

这本书没有读完，另外的书不要开始读。

【感悟】要做学问，贵在专一。不论学习或工作，忌讳心态不

专，走马观花，好高骛远。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经典语句解读（三十三）

·连载·

习近平谈扶贫：

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荫王振芳 范随州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回家的妹子

美如玉！”大年初二一大早，市民李先生就在

微信朋友群里发了个大红包，欢庆这一天回

娘家的人们。

当天是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儿有带着丈

夫及儿女回娘家拜年的习俗。回娘家的女儿

必须携带一些礼品和红包，分给娘家的小孩，

并且在娘家吃午饭。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如今，人们回娘家也有了新变化，不

似以前那样守在家里过，而是携手亲人一起

去旅游、到饭店聚餐。

温泉镇汤王街古镇庙会人气爆满。这不，

市民陈女士这天先是携儿带夫与娘家人一起

去温泉镇逛庙会，哪里料到车到温泉镇官庄

村就已行不动了，这妥妥离庙会会场还有五

六里的节奏，什么特色小吃、高空杂技、非遗

展演、梦幻花灯，全成了泡影，陈女士只看见

远处黑压压一片人，和一长溜儿被堵的车，陈

女士只好折返回市区，来到煤山公园，发现那

儿也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凡，陈女士和家人一

起涌入了煤山公园的人海中，在旋转木马前，

还让丈夫陪着孩子坐了旋转木马，自己在一

旁赶紧拍照留念。

家住东关的段先生选择和家人一起自驾

游。段先生说，过年家人难得聚齐，仅是在家

叙叙旧、话话家常，觉得不过瘾，现在生活条

件好了，就想着和家人一起到外面转转。在和

家人商量后，段先生决定和家人一起去张家

界游玩，朋友调侃他：“去了恁就对着看吧。”

段先生来到景区，发现人并没有朋友猜想的

那么多，自己不仅收获了美景，还收获了美丽

心情，一家人还高高兴兴在景区留了影。

朋友圈里，我市许多景点也都是人员爆

棚。市民张燕说，自己本来想和家人一起去风

穴寺，朋友圈里发的照片场面那是一个壮观，

排着队也挤不进去的节奏；自己的老乡大老远

跑到硕平花海后，车被堵在了景区外边；朋友

圈里的中大街庙会，花灯好看，美食好吃，可照

片显示又是摩肩接踵。张燕就和家人商定在晚

上九点趁人少的时候去中大街逛庙会。

杨先生平日就是个工作狂，初二这天又因

为单位安排值班，就选择守在单位上班，只能

让妻子带着孩子一块儿回娘家。好在妻子通情

达理，理解并支持自己的事业，也算是给杨先

生一点儿安慰吧。

除了出去旅游的，饭店也是亲朋好友聚

会的必选之地。初二这天，市区饭店开门营业

的不是很多，但是凡开门营业者，都是生意火

爆。市民李先生中午在齐淇渔锅就餐时，就发

现就餐人数要比平时多出许多。饭店老板说，

如今人们生活富裕了，过年亲朋好友聚在饭

店，把酒言欢，家长里短，比在家里做饭要方

便多了，这也是过年饭店生意火爆的原因之

一。记者了解到，金博大里面的喜虾客、香香

羊火锅、汉斯特烤肉，同样是人员爆满。

市民刘珍是一个注重传统的人。这天，刘

珍和丈夫孩子带着汤圆、麻花等礼品来到娘

家，吃了个团圆饭，长辈们还给晚辈们备了压

岁钱，晚辈们祝愿长辈们幸福安康，说了许多

吉祥话，一家人其乐融融，场面温馨，最后还

照了全家福，给这一天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娘家

的方式虽然也有了新变化，但不变的是一家

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画面，不变的是亲

人之间的浓浓亲情，以及姑娘对亲人的深切

思念。

龙泉窑位于浙江省龙泉市，是宋

代以来青瓷的著名产地，宋代的五大

名窑之一的哥窑就产生于此。

曾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到北宋

时期已日渐衰落，犹如强弩之末，取而

代之的则是驰名中外的浙江龙泉窑，

而且后来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之势，是宋代以来青瓷著名产地。

龙泉窑自五代、北宋就已经形成

了自己的地方风格，南宋时达到历史

高峰，制作精美绝伦，不仅烧制成粉

青、梅子青的釉色，而且在胎土的选

择和配制，窑炉的改进及烧窑指标的

提高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以其

造型丰富多样，变化多端，做工精细，

而为人称道。龙泉瓷和汝瓷同属青瓷

系列，除了自身特点外，也有许多相

似之处。

关于哥窑有许多文献记载，如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七修案稿续

编》《浙江通志》《处州通志》《龙泉

县志》等，特别是《七修案稿续编》

对哥窑器物特征有具体描述：

哥窑和龙泉窑皆出古处州龙泉

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各

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

也，生二弟兄所陶者为龙泉窑，以地

名也。其色紫青，浓淡不一，其色皆铁

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

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为最贵。

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而《浙

江通志》、《地处州府志》对生一、生二

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

在河南汝州盛产汝瓷的严和店

村，旧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父母之

墓，生一、生二原为汝瓷传人，宋室南

迁时到南方谋生。浙江龙泉所载章生

一、章生二是否与汝州所传章生一、

章生二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已不可考

究，但龙泉青瓷与汝瓷有许多相似之

处，可以证明两个青瓷品种应有某种

相互学习的地方。 （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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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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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窑与龙泉窑

●小言

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

城楼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还举行了焰火晚会。

但空军的直升机预先停放在天安门与午门之间，

以备情况紧急时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抵

达预定的指挥位置。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

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天安门城楼安置了电台，与

情报部门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国庆节刚过，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

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

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措施。会上，林彪传达了毛

泽东不久前的讲话：“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

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

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总理在会上提出了落

实的意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原则协议，两国政府随

后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中

方估计，这次谈判可能对缓和紧张局势达成某些

协议，也可能是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的烟幕。

毛泽东明确指示，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必须于谈判开始前紧急

疏散。

1969年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政

治局在京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驻京部队机关

指战员。接见之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出

发之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周恩来、黄永胜、吴

法宪等人说：“我先走一步。你们转告林彪同志，他

也要尽快离开北京。恩来，你也早点离开中南海，

出城进山。我到了武昌就给你打电话。”

15日，毛泽东到达武昌。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

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

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

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

的一种习惯。

16日，林彪前往苏州。

17日晚，周恩来与在京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

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

备疏散的决定。周总理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

定一些老同志在20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

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

一再嘱咐这些老同志一定要带夫人去。告诉他们，

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疏散工作很快落实。

18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

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

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

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

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

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

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

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

引起极大震动。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

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

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

局的大事，林彪竟事先没有报军委主席毛泽东批

准，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

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

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10月19日，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

的指示。即所谓的“第一个号令”。

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我拿

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

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

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

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

传阅件的信封要烧。

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

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

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

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

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

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

‘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

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

里没有说话。” （未完待续）

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我们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

地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重要性、紧迫性，

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

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6月23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7-8页

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要按照党中央

统一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

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

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

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

为重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

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保障体系，加大政策

倾斜力度，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难，确保深度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

会。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7年6月23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2页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

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

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

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

单行本，第23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要动员

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

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

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

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

单行本，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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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临汝县

高中教师，他有许多书在“文革”中已经被

毁，据他讲当时拉到县青年广场烧掉有两架

子车，保存下来的不足百本。最近我翻阅了

几本，我们无资格也无理由去评价这些书

本，其中有几本书对他的思想和他的人生及

工作方法影响颇为严重。

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老人家在

1957年3月讲的，我看了看发行印记，1964

年出版单行本，1964年12月郑州第 8次印

刷，足见当时发行量很大。这本书父亲看了

几遍？我不太清楚，但是用铅笔、钢笔、红色

铅笔先后标注不下五次,重点标注的内容有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大

约有五百万左右，一些极端反动的人大约

只有百分之一、二、三，知识分子的改造问

题、同工农相结合问题，关于整风和片面

性，文艺是放还是收，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

争问题”等。这本书对他以后十多年影响最

大，也最为深刻。或许在那个年代他比较迷

茫，他意识到了什么？他可能预测到中国社

会将发生变革。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

尊孔复古言论辑录》1969年11月编，1973年

10月增补。这本书是张传智老师和他共同

阅读的。与其说是反动言论辑录，不如说是

研究孔子的一本学术著作，全是大家名人

对孔子的评价和注解，有康有为、胡适、戴

季陶、孔祥熙、王明、陈立夫、钱穆、周谷城、

蒋介石和俄国茹科夫、贝科夫、美国赖德列

及日本盐谷温、室伏高信等国外汉学家对

孔子的评价，现在看来仍有很大的史学价

值。在当时的年代，是“克己复礼、传道、授

业解惑”还是“停课闹学”，是老师们永远解

不开的死结。

《马奔同志在地委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1979年8月15日）。我

父亲回忆当时的临汝教育界有十多人去洛

阳开会，讨论有十天左右，这篇讲话是对讨

论的总结，阅读讲话中提到了临汝县，临汝

县这次摘掉地富分子帽子,6211人，占90%。摘

掉帽子后的极大多数人都表示感激党，感激

贫下中农，至今没发现翻案，反攻倒算及其

他破坏活动。1979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

论是划时代意义的，从这时起国家真正进入

了改革开放。但是“左”的思想，“右”的行为，

对父亲并没完全消除，以至于影响到了姐姐

和我的人生道路，我的姐姐1978年8月考上了

临汝县高中，父亲怕姐姐毕业后考不上大

学，还要上山下乡，就让年龄不足13岁的她

去洛阳上了小中专，学历问题限制了她以后

的工作。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县高中文理分

科时要选文科，他不让，说学文科不“安全”。

父亲当时看的书是那个年代大多数知识分

子要看的书，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