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初期，宁夏各个部门
的工作都处于接管整顿和创建
阶段，国民经济尤其面临严重
的困难，亟待从解决迫切问题
入手逐步展开。银川市军管会
随后成立的宁夏省党委和人民
政府，在全力抓好没收官僚资
本的基础上，深入清匪肃特，摧
毁保甲制度，稳定物价，巩固社
会秩序，经过艰苦的工作，创办
了首批国营企业，大力恢复和
发展生产，广泛厉行节约，使其
逐步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
力量。

宁夏档案馆馆藏宁夏省总
工会全宗一件“宁夏省工人迎接
国庆节生产竞赛总结报告”中，
记录了宁夏解放一年来开展的
首期劳动竞赛——1950 年宁夏
工人同西北各省工人一样，以实
际行动迎接第一个国庆节和宁
夏解放一周年，有领导、有组织、
有重点地展开了从 9 月 11 日到
11月 11日为期两个月的首期生
产竞赛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真
正感到当家做主的地位和自
豪。首期劳动生产竞赛，对于扩
大企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保
障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供应急
需具有重大意义。

1950年 8月底，宁夏省总工
会召开了银川各厂工会主任，生
产委员座谈会，研究、讨论了各
基层工会如何领导生产竞赛的
方法，号召各厂工会，团结动员
职工群体，密切配合党政搞好生
产竞赛，并保持这次竞赛中所获
得的成绩。

银川市造纸厂、人民机器
厂、人民电厂、印刷厂、修理厂、
皮毛厂、制药厂、军服厂，平罗县
的新华瓷厂，9家企业均根据本
单位的具体情况，以克服困难，

提高产量，改进质量，降低成本
为目的，定出了竞赛计划。当各
厂党政订出生产计划后，各工会
即召开委员会讨论生产计划，并
研究如何动员职工，保证完成任
务步骤。

新华造纸厂根据厂党制定
的生产计划，先以口头与黑板
报传出了生产竞赛的消息，给
全场职工以精神动员，指出了
职工努力的方向,在会员小组会
上，大胆放手发扬了民主，让全
体会员讨论了任务，委员们先
订出自己的任务做样子，然后
帮助会员定出了组、个人的任
务；电厂的机务组保证要美观
坚固，不浪费材料，不发生危险
地安装好南门至北门间的高低
压线路；造纸厂全体会员保证
完成并超过行政所给的任务，
不忘记学习，要认识 30 至 60 个
生字。在竞赛后，总结检查了
工作，各厂工人们都一一实现
了预计。

印刷厂 8 月份每人每时平
均排字 1636 个，竞赛中提高到
1667个，最高到 1743个；军服厂
每部机器缝成衣由日产四套提
高到 7 套，以前不能以厂养厂，
现在可以维持现状了；新华瓷厂
5月份生产的瓷器被土匪抢劫一
空，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未受影
响，日产碗由 8月份最高 400个，
增至 780 个，生产效率提高了
64%；造纸厂原计划造纸 3200
刀，实际完成了 3351刀，超出竞
赛计划 4.72%，并且省煤 1499
斤，机油 57斤，成本降低 18.2%，
并给事前有计划的纸厂、瓷厂等
在定员定额定质定量上打下了
基础，使生产走上了有计划的生
产，建立了成品入库，检查制度，
节省了人力。

造纸厂的造纸组全组团结
友爱，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
退，在竞赛中因机器坏了耽误任
务一天半，在抢修机器的夜里，
他们很关心机器的修理，曾三睡
三起准备上工生产，在造纸组工
作精神的影响下，带动了其他组
也提前一天完成任务，在全场七
个生产小组中被评为模范组；机
器厂的铁工组，在全组工友的细
心钻研下改进了生产工具，计划
剁八分之五生产螺丝 500条，标
准工时是 54 小时，结果只用了
14小时。

在生产中工人们发挥了高
度的主人翁精神，涌现出劳动
模范都站在生产战线的最前
面。造纸厂推水淤组史文汉经
常完成行政上所给的任务，在
一月竞赛中数量质量是全组之
冠；印刷厂浇字部主任王广生，
工作埋头苦干，竞赛中仿造了
模壳子装铜模子用，节省了 8万
元，浇字由竞赛前每小时平均
615 个增至 982 个；人民机器厂
的工友申长江也实现了他的保
证节省煤由解放前的日烧 700
斤，减至 500斤，在竞赛时，日定
标准 470 斤，他
只烧了 450 斤，
一月内共节省
煤 600 斤，比解

放前节省了 7500 斤，节省的主
要原因是给锅炉勤上水，烧过
的煤渣筛过再烧，一点不浪费。

在生产竞赛的过程中，党政
领导干部明确了依靠工人群体
搞好生产竞赛的思想，各厂都选
出模范组，这些组在各厂的经常
生产与生产竞赛中都起了决定
与带头作用，大胆的把任务交给
了工会，各厂工会也做了教育工
人和发展会员等工作，职工觉悟
进一步的提高，造纸厂工会协同
行政给工人做了棉衣，并发展了
11个会员。

刚刚获得解放的宁夏，经
济落后，百废待兴，各级党组
织担负起了领导各族人民建
设新宁夏的重任。宁夏首期
劳动竞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砥砺奋进
的艰苦创业精神，反映了工人
阶级以翻身做主人的姿态积
极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的
昂扬斗志，诠释了在中国共产
党的带领下群众具有的伟大
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
团结精神。

1950年的宁夏劳动竞赛
滕鲁平

（作者单位：宁夏档案馆）

西藏拉萨西郊河畔，静静矗立
着一座三棱形的高大纪念碑——川
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纪念碑旁，青
松挺拔。

站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筑路精神直击
人心。67年前，11万名筑路军民怀
着“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的信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卧冰
雪、斗严寒，用简陋的施工机具，在
青藏高原上修通了川藏公路和青藏
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
历史，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解放西藏初期，毛泽东同志号
召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1954 年 5 月，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
委的慕生忠带领 1200名驼工，人手
一镐一锹，从青海格尔木向世界屋
脊发起冲击。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里收藏着这
样一把铁锹：前端的铲头锈迹斑斑，
后端的木把已断裂腐朽。这是修筑
川藏公路时，战士们使用的工具。
此外，筑路军民手里的工具还有铁
锤、钢钎和十字镐。

“二郎山的绝壁上，战士们把自
己吊在近乎垂直地面的半山腰，一
人扶着錾子，一人挥舞铁锤，以每公
里牺牲 7 人的巨大代价，硬生生在
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西藏军区
军史馆讲解员李辰说。

修筑青藏公路时，慕生忠曾在
铁锹把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他
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
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
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在雀儿山工地，年仅 25岁的张
福林被一块巨石砸中，倒在血泊
中。连队指导员安排医生抢救，他
却说：“我伤得很重，恐怕不行了，别
给我打针了，为国家省一针吧！”

西藏八宿的怒江大桥旁，一座
孤独的老桥墩静静矗立，往来车辆

经过时，总会鸣笛致敬。据十八军
后人介绍，工兵 5 团一位战士修桥
时过于疲惫，不慎掉入了正在浇注
的桥墩中，成了永恒的纪念碑。

桥墩对岸的岩壁上，一幅《排长
跳江图》石刻画清晰可见。据介绍，
当年十八军 162团一个排在怒江沟
炸山开路，因谷狭难以躲避炸出的
飞石，待完成炸山任务时只剩下排
长一人，其余全部牺牲。排长悲伤
不已，纵身跳入奔腾的怒江，追随战
友而去。

雪山见证，这是两条用鲜血和
生命铺筑的天路。

1954年 12月 25日，川藏公路与
青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穿越世界
屋脊的两条公路，宛如洁白的哈达，
将雪域高原与内地紧紧连结在一
起。全长 4360公里的公路沿线，为
筑路而牺牲的 3000多名战士，化为
天路上永恒的丰碑。

沐浴着高原的金色阳光，川藏
青藏公路纪念碑熠熠生辉。碑文写
道：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
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
天险。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
桥四百余座。五易寒暑，艰苦卓
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
永垂青史……

几十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川藏、
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
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
路”精神。

如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青
藏铁路、沿线机场，还有通乡的油
路、通村的硬化路，构筑起便捷、高
效的进出藏立体交通网。

“以川藏、青藏公路等为交通
纽带，西藏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
珠说。

（新华社拉萨4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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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般兵器”的说法源于“十
八般武艺”，并不见于中国古代正规
史书，只在笔记杂文、小说戏曲中有
所提及，且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明代有人认为，十八般武艺指
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
戟、鞭、锏、挝、殳、叉、耙头、锦绳套
索和白打。但白打指的是拳术，不
是兵器，因此所推出的兵器只有

“十七般”。
《水浒传》第二回提到十八般武

艺，有矛、锤、弓、弩、铳、鞭、锏、剑、
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

京剧《打渔杀家》中介绍的大
十八般武艺是刀、枪、剑、戟、斧、
钺、钩、叉、镋、棍、槊、棒、鞭、锏、
锤、抓、拐子和流星；小十八般武艺
则是手撑子、小攘子、拦马橛、虎头
钩、双手带、二人夺、铁尺、杆棒、梢
手棍、三截棍、七节鞭、金镖、银镖、
毒药镖、弩弓、袖箭、五色飞蝗石和
紧背花装弩。

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用的兵器都不
尽相同，要想以十八般兵器全部概
括是不可能的。（据《天津日报》）

何谓十八般兵器

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
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这首诗可视为 74 岁的陆
游向 21岁的小儿子陆聿传授“阅读
法”，即要从书本和实践中获取知
识，也启迪每一位读者读书做学问
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

纵观陆游一生，无论仕途多么
坎坷，他勤读不怠的态度从未改变，
并留下约 250首与读书有关的诗，其
中诗题中有“夜读”二字的高达 67
首，正如他在《冬夜读书》所言：“挑
灯夜读书，油涸意未尽。亦知夜既
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
正如此。”1165 年，40 岁的陆游在
《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写
道：“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
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
似儿时。”该诗首联自叹为“碌碌无
奇”的“腐儒”，只喜有古人的遗书可
读，尽管诗笔平平，则蕴含他有不屑
与世浮沉，坚持得自“通编”的“济
世”理想之意。

淳熙四年（1177年），53岁的陆游
在成都写了一首《读书》七绝：“归
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
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
言。”这首诗如同陆游的学习体会，
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读

书、苦学的情景，又表明他读书学
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无他求的可
贵精神。

陆游 63岁时作的《冬夜读书》：
“退食淡无味，一窗宽有余。重寻总
角梦，却对短檠书”，67岁时作的《五
更读书示子》：“床头瓦檠灯煜爚，老
夫冻坐书纵横。暮年於书更多味，
眼底明明见莘渭”，70岁时作的《读
书》：“平生爱客如爱书，力虽不逮意
有余。

而 75岁时作的《冬夜读书示子
聿》：“圣师虽远有遗经，万世犹存
旧典型。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
雷一灯青”，77 岁时作的《自勉》：

“臂弱传钞少，心烦记问衰。读书
犹自力，爱日似儿时”，81岁时作的
《读书示于局郁郁遹》：“读书则未
置，忍饥讲虞唐。古言不吾欺，岁
晚於汝食”，84岁时作的《读书至夜
分感叹有赋》：“老人世间百念衰，
惟好古书心未移。断碑残刻亦在
椟，时时取玩忘朝饥”，85岁时作的
《读书》：“少从师友讲唐虞，白首襟
环不少舒。旧谓皆当付之酒，今知
莫若信吾书”等，则进一步彰显朴
素的读书生活与爱书情怀贯穿了
陆游一生。

（据《福建日报》）

陆游读书不停歇

1894 年 10 月 28 日，叶圣陶出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贫寒家
庭。1911年中学一毕业，便到苏州
甪直镇当小学教师养家糊口。

叶圣陶在小学任教期间，将所
写小说投给《小说丛报》《礼拜六》
《小说海》等期刊，篇篇皆能刊出。
小说内容大多显露了写实主义倾
向，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娱乐文学。

由于在学校受到排挤，1921年
他离开了甪直镇小学，先后到上海
公学、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
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
创作和文学活动。期间，商务印书
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隔
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
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

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
灾》出版，足见他的创造热情有多高。

1928 年，叶圣陶的长篇小说
《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后，
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国
现代文学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
一，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的里程
碑。《倪焕之》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

这个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
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
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
教育与启迪。

那时，创造社、太阳社一群作家
正在与鲁迅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
争论，并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
混战时刻，《倪焕之》的问世，无疑给
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
堪称“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
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争论的叶
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
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
述了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
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
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
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
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
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
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
《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茅
盾高度肯定叶圣陶完成了一项“扛鼎
的工作”。 （据《人民政协报》）

叶圣陶的扛鼎之作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
总长，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
主政北大期间，求贤若渴，向全国
聘请一流学者任教授与讲师。一
时间，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梁漱溟、
周作人、刘半农等都来到了北大，
北大可谓大师云集，人才济济。

一段时间后，蔡元培发现，北
大作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学生众
多，仅有大师是不够的，还需要背
后默默奉献的校工，后勤补给这块
的任务特别繁重。清晨，校园的第
一声钟由一个校工敲响。只要是
上学期间，无论刮风下雨，敲钟的
校工准时到岗。每天如此，从来没
有缺席过。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学
校需要烧煤取暖。烧煤的校工早
起晚睡，保证按时供暖。学校的电
工，他们不仅在学校维修，教授家

里的电灯、电话出了问题也找他
们。还有那些打扫卫生的校工，他
们每天往往是披星戴月……在北
大，最辛苦的人就是这些校工。

蔡元培要让普通劳动者──
校工也要活得有尊严、有奔头、有
希望。所以他决定给校工涨工
资。消息传出，在北大校园惹起了
争议，有些教授认为校工的工作没
有技术含量，应该拿低工资。

蔡元培力排众议，他说：“虽然校
工没有文化，但他们投入了同样的甚
至更多的时间成本。北大光有大师
是不够的，还有背后默默奉献的这些
校工，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工资涨了
后，校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热情
特别高。另外，蔡元培每次迈进学校
大门，他都会摘下礼帽，向迎接他的
校工们鞠躬致谢。（据《天津日报》）

蔡元培：给校工涨工资

20 世纪 30 年代初，瞿秋白在
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与鲁迅先
生并肩战斗。瞿秋白夫人杨之华
在《忆秋白》中写道：“秋白就在这
短短几年中（1930年 8月至 1934年
1 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
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把自己
的心血放进新文学中去。”后来，茅盾
有诗说：“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
各千秋。”诗中的“瞿霜”就是指瞿秋白，
可见瞿秋白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的
重要贡献。

尽管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瞿秋白也不失幽默。在瞿秋白与
郑振铎之间，曾发生过以印章代贺
礼的趣事。

瞿秋白是多面手，治印水平很
高，在文化人圈子里很有名气。当
时，郑振铎要跟商务印书馆元老高
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婚礼要按

“文明结婚”的仪式操办，双方父母
都 要 在 结 婚 证 书 上 加 盖 私 章 。
郑振铎考虑到自己母亲没有私章，
于是想到瞿秋白，想请他刻一方
印。郑振铎给瞿秋白写了信，表达

了这个意思。没想到瞿秋白回了
他一张“秋白篆刻润格”：石章每字
2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
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 2元。牙
章、晶章、铜章令议。瞿秋白开出
的润格是 50元。

郑振铎一看傻了眼，找你刻个
章应急，秋白你怎么能还明码标价
呢？算了，不找你了，于是转而托
茅盾刻了一方备用。

不料婚礼那天上午，有人送来
了一个大红喜包，上面写着：“振铎
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
元。”落款是瞿秋白。

郑振铎打开喜包，没看到钱，
乃是三方青田石印章。一方是给
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一组
对章，边款上分别刻了两个字：“长
乐”。新郎新娘都是福建长乐人，
而长乐两字又暗含祝新人长久快
乐之意。郑振铎喜出望外，然后仔
细算了一遍：三枚印章共 12个字，
每字两元，共 24元。因急件加倍，
成 48 元。再加边款两元，正好是

“贺仪五十元”。（据《人民政协报》）

瞿秋白的幽默

清代诗人高鼎《村居》中的“儿
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无疑是名头最响的有关放风筝的
诗句。诗中的“纸鸢”，即风筝，古
时称“鹞”、北方谓“鸢”。关于风筝
起源的说法有多种，既有斗笠说、
树叶说，认为风筝的出现是受被风
吹起的斗笠、树叶的启发，还有帆
船、帐篷、飞鸟说等。观点虽不一，
但风筝很早便出现在中国，则是毋
庸置疑的。

古人发明“风筝”最初主要是
军事需要，承担侦察、通信甚至求
救的功能。唐段成式笔记小说《酉
阳杂俎》续集卷四引《朝野佥载》
说，六国时公输班（鲁班）“制木鸢
以窥宋城。”《南史》卷八十“侯景
传”也记载了风筝承担“无人飞机
传递情报”的功能，梁武帝萧衍大
清三年，侯景作乱，武帝被困于梁
都建邺（今南京），内外断绝，有人
献计制作纸鸦，将皇帝诏令系在其
中，当时太子简文在太极殿外，乘

西北风施放风筝向外求援，不幸被
叛军发觉射落。

唐宋时期，风筝逐渐从军事用
途转变为娱乐工具，且随着造纸术
的发展，纸糊的风筝逐渐增多。唐
代诗人高骈的《风筝》说：“夜静弦声
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其中的

“弦声响碧空”说明唐代的风筝带
弦，放飞之后可鸣发悦耳的声响；南
宋诗人陆游笔下的风筝则尽显闲适
和童趣：“竹马踉蹡（踉跄）冲淖去，
纸鸢跋扈挟风鸣。”清代文学家孔尚
任曾为无风放风筝而焦虑不安：“人
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

不过，清代文学大师曹雪芹则
赋予放风筝另一项功用，即借花红
柳绿之时，通过风筝把过去一年的
不顺、晦气放飞出去。在民间，流
传这样的风俗：看见别人风筝落
下，一般人都不会去捡，因为那是
别人的晦气，捡了就等于收了别人
的晦气。

（据《西安晚报》）

古代风筝功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