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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

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

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

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地去讲

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

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

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

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

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

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

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

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

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

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

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

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

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

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

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

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

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

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

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

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

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

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

党员有两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

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

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

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现在我希

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

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

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

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桌子上的表，

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

育很大。

毛泽东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

说过吧。99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

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

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

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

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

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

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毛泽东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

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

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议是两种不

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

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

人，有的还没有加人中国国籍，怎么办？他

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

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

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

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

危险。

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

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

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

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

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

夺取政权。

毛泽东再三说，我讲党的路线斗争问

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

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

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

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

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泽东：对高岗、饶漱

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泽东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又说：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

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

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泽东鼓励大家：

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决定去南昌。当

天上午10点多钟，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

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坐北京带来的

吉斯小轿车，由他的司机老张驾驶，到长沙

市东郊的大托铺机场专列停车处。华国锋、

卜占亚去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

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

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专列不到下午1点离开了长沙。

汪东兴送走毛泽东后，又回到住地，把

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

午1点半钟，汪东兴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

昌是2点钟。

毛泽东分别谈话和集体谈话后，华国

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感到毛泽

东的谈话全都是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重

大问题，应该及时整理出来。

9月1日上午。为了便于保密，华国锋、

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一起到韶山

滴水洞。在不让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参加

的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将毛泽东的先后谈

话进行汇集整理。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

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将材料刻印五份。据

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回忆：1972年，中央

以12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

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就是在

这个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未完待续）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旧址纪念馆位于大峪镇

同丰村马鞍驼组。1995年在该村村民于培周家的

旧房屋窑洞的基础上翻新、建设，2011年建党节

前夕经过重新规划、布置后开馆。

大峪抗日根据地位于箕山南麓，是嵩山山

脉向南延伸的余支，包括大峪镇全境、陵头、米

庙、焦村等乡镇一部分山区、丘陵地带，面积达

200平方公里。该地区北连嵩山，南下伏牛山，东

控平汉铁路，西扼平汉线，极具战略价值，境内

平均海拔达700米，山脉20余座，沟壑纵横，山高

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战略要地。

1944年秋，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挺进豫

西，以箕山、嵩山为战略支撑点，广泛发动群众，

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大峪人民与八路军一道并肩作

战，共同抗击日伪军数十次严酷

“扫荡”。1944年9月底，八路军豫

西抗日先遣支队挺进大峪地区，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皮定均等支

队领导派党锋等地方工作队人

员在马鞍驼的于培周家落脚并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并于11月份

在这里建立临汝县抗日县政府，

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

的反“扫荡”斗争和轰轰烈烈的

“倒地”运动。

1945年3月，河南区党委、河

南军区进驻大峪山区，以大峪山区为中心，率领

河南军区6个支队与日伪军浴血奋战。王树声、戴

季英、刘子久、皮定均、徐子荣、陈先瑞、张才千、

刘昌毅、熊波涛、郭林祥、王诚汉、孔祥帧、张清

杰、党锋、封中斌、王子波等数十名我党我军高级

领导干部在大峪战斗生活过，同大峪人民结下血

浓于水的深厚感情。

临汝县抗日县政府配合军区部队完成了战

略展开任务，为豫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该馆占地500平方米，共有窑洞4间，

房屋1间，资料图片100多幅，实物100多件。

据《汝州市革命老区发展史》

提线木偶源于秦汉，

兴于元、明、清。它是集

说、唱、表演、音乐等于一

身的传统戏剧。汝州提线

木偶制作的材料主要是

纸或较轻的木料。木偶的

形象多是一些动物或历

史人物，表演方式采用布

景后悬丝表演。建国后，

汝州提线木偶一度绝迹。

近年来在汝州市小屯镇

吴岭村76岁民间老艺人孙如和弟弟孙占科的努力下，根据其祖先传承的技

艺，重新整理，精心改编，在继承祖先的传统技艺以外，推陈出新，让这一民

间技艺观赏性更强，也使得这项民间技艺发扬光大、重放光芒。

2016年传统戏剧类项目“吴岭提线木偶”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定为第三

批汝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心柠 整理

汝石，原产于汝河上游山上，散见于汝河

河床上。因石上图案酷似梅花又称梅花石、梅

花玉。在宋代，汝石已与汝瓷、汝帖并称为汝

州三宝。有史记载，早在魏晋时期，汝石已被

列为贡品进献朝廷，成为帝王和文人士大夫

把玩的珍品，足见其身价的高贵。

汝州四周多山，奇石美玉甚多，其中图

案石就有荷花石、牡丹石、竹叶石、菊花石等

等，然而何以独独把梅花石选定为汝州三

宝，冠以汝石的荣誉称号呢？世上奇石千姿

百态，绚丽多彩，但是再美的东西如果只是

好看，没有文化内涵，没有灵魂，也只能赏心

一时，悦目一时，难以永久传世。因为中国传

统文化讲究的是“以物载道”“托物言志”“借

物传情”。就像汝瓷一样，因宋朝皇帝信奉道

教，崇尚“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老子（混

元）一气化三清”，而汝瓷的釉色正好吻合了

时人崇尚道教的天青色，所以把汝瓷尊为百

窑之首，其实就是以物载道，托物言志的产

物。

同样，因汝石的图案是梅花，而梅花的

品质，在传统中华文化中最合乎文人士大夫

看重的气节、操守、骨气。“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做人不

可有傲气，而不能没有傲骨”，这些自强不息，

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梅花具备的品质，也正

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灵魂，是中国精神的基石。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在几千年的历史流

变中，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

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但都挺过来了，走过来

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

中华儿女培养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

的中国文化，有强大的精神支撑。”

寒冬季节，百花凋零，万木枯萎，然而在

冰天雪地中，一枝寒梅，傲雪独放昂首挺立，

她那不畏严寒、自强不息的精神，怎不令人

肃然起敬、心情激荡呢？这不正是我们的民族

精神吗？大禹治水有这种精神，愚公移山有这

种精神，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这种精神，八年抗

日战争有这种精神，中国“两弹一星”研制有

这种精神，红旗渠建设有这种精神……正是

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正能量，

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走过了波澜壮

阔的五千年，而且这种精神，还会继续支撑着

中华民族勇往直前地走下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思想一

直占着主导地位，是文人士大夫修身、处世、

做人的根基和准绳，而梅花的品质在儒家和

道家中也无处不在。儒家讲仁义、诚信，而梅

花年年岁岁都在寒冬腊月应时而开。“已是

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毛泽东），“墙角

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万木冻欲

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齐己），“梅蕊出人意，冒寒闻雪花”（黄庭

坚）。看，梅花是多么诚实守信，矢志不渝啊。

道教文化中最核心的思想是：“利万物而不

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

争”，梅花不是吗？“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毛泽东），“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

春”（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

乾坤”（王冕）……这种有利于人而不与之争

功的品质不也正是道教文化推崇的最高境

界么？

难怪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仁人志士

那么爱梅、赞梅、咏梅、画梅，陆游诗曰：“何

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看，梅花

已成诗人的化身了。

正因为如此，有梅花图案的梅花玉、梅

花石被命名为“汝石”，汝州三宝之一，就是

理所当然，实至名归了。

所谓宝，应是能长久传世的经典，习近

平总书记说，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中

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这

不正是汝石（梅花玉）的写照吗？

情风文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经典语句解读（四十一）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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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

要把它保护得更好。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

择好发展产业。我们强调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

不是不要发展了，而是要扭转只要经济增长不顾其他各项事业发

展的思路，扭转为了经济增长数字不顾一切、不计后果、最后得不

偿失的做法。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
话》（2014年3月7日）

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这是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

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

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4
日)

许多民族地区地处大江大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

开发资源一定要注意惠及当地、保护生态，决不能一挖了之，决不

能为一时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要把眼光放长远些，坚持加强生

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严格执行节能减排

考核“三管齐下”，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保护好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9月28日)
要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跨越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

在福建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4年11月1日、2日），《人民日
报》2014年11月3日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

大，可以放开手脚大开发、快发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

或接近上限，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了。人民群众对清新

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

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

《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十八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
244页

从生态环境看，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雾霾频频光临，生

态环境急需修复治理，但环保技术产品和服务很不到位。我国城

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但差距也是潜力。总之，这些潜在

的需求如果能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成

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2月9日)

（未完待续）

183.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
己之不足也。

———吕不韦《吕氏春秋》

【释义】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

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以礼相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

【感悟】尊重有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我们每个人都要虚

心向别人请教，不要总是自以为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学习中，

都要勤于问、善于问。只有不断问，才会提高，才有收获。

184.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

———管仲《管子》

【释义】有志之士不倦怠他的学习，所以才能成为圣人。

【感悟】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古人早就领悟了知识的妙处，而

且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我们应

该珍惜今天的时光，不断地刻苦学习，以勤奋读书来改变自己的

命运，用刻苦实干成就自己的事业，使生命丰盈而充实，使人生变

得绚丽多彩。

185.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

同归，古今一也。

———管仲《管子》

【释义】对当今有疑惑不解的事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

则可以考察过去。万事的本性、途径、方式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

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感悟】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都会给我们相应的启示或经验，问

题在于你是否能认真地去思考和总结。有时候，一个简单的道理

足以给人意味深长的生活启示。有心人会抓住生活中重要的细

节，积累经验，总结教训，这就是所谓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186.不览古今，论事不实。

———王充《论衡》

【释义】不研究历史和现状，对问题的看法就不会准确。

【感悟】读史使人明智。就是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把理

解历史当作把握人生的一把钥匙。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自觉的。

读史就是人类思考自己过去的活动，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并自

觉把握人生的现在和将来。

汝石与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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