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田会议会址原是廖氏宗祠，
初建于 1848年，又称万源祠，红军
进驻后改为曙光小学。踏进四合
院青石大门，进入宽敞的用鹅卵石
铺路的前院，再进入一道红色木
门，就是古田会议会场旧址。6排
学生桌椅陈旧而整洁，会场中心圆
柱张贴着纸质的“中国共产党万
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
义”“反对逃跑主义”等标语。上面
架着一块黑板，黑板上方中央排列
着马克思和列宁像，会址的三合地
有好几处斑斑黑迹，听说这是会议
期间因天气寒冷代表们烤火取暖
所留下的痕迹。

曾汉辉介绍：“当时，120多位
代表挤满了大厅，其他人只能席地
坐在天井的地上。大家讨论热烈，
全然忘了天气寒冷。因为过于专
注，用于取暖的火炉熏黑了地板，
大家也浑然不知。”

我们的思绪一下子回到 1929
年那个冬天。天寒地冻，大雪纷
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
表大会就在这个小四合院召开。
正是在这团炭火旁，代表们聆听了
毛泽东阐述建党、建军思想，会议

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
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
中国共产党建军纲领，《决议》被称为

“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从此，军魂融入血脉，军旗跟着
党旗走，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跃上了
历史舞台，从苦难走向辉煌。

古田会议召开后的第 7 天，
毛泽东在离古田会议会址不远的协
成店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
用诗一般的语言坚信中国革命的到
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
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
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
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正确的思想一经群众掌握，就
会产生无穷的力量，甚至可以改变
历史的走向。人员还是那些人员，
武器还是那些武器，一支军队却脱
胎换骨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
领导下，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古田
出发，一路西进，北上，东征，南下，

“风卷红旗过大关”，不断在斗争中
发展壮大，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打出了一个
红彤彤的新中国。

福 建 省 龙
岩 市 上 杭 县 古
田 镇 社 下 山 西
麓 ，一 座 飞 檐 翘
角 、白 墙 青 瓦 的
古 建 筑 坐 东 朝
西 、庄 重 古 朴 。
参 天 古 木 掩 映
处 ，“ 古 田 会 议
永 放 光 芒 ”八 个
红 色 大 字 格 外
耀 眼 。 这 里 便
是 闻 名 遐 迩 的
古 田 会 议 旧
址。90 多年前，
这 里 燃 起 一 簇
驱 逐 暗 夜 的 篝
火 ，照 亮 了 一 支
军 队 扭 转 命 运
的拐点。

走进古田会议纪念馆，闽西
苏区地图、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
田会议决议案的雕塑、写着红军

“六项注意”的包袱布、刻在石头
上的红军留款信等，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

1929 年 1 月 14 日，为打破湘
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发动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
力 3600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
领下，冒着风雪撤离井冈山，以期
出击赣南，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同时牵制敌人对井冈山的大举进
犯，进而粉碎“会剿”。

红四军挥师闽西，开启新的
征程。至年底，成功地在赣南闽西
地区开创了一片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随着根据地和队伍的
不断发展，红军队伍成分日益复
杂。很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参加
红军后，把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不
良习气带到红军中来。单纯军事
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个
人主义及形式主义等各种非无产
阶级思想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
在红四军建立党的领导、实现政
治建军和提高战斗力。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
力从福建长汀到达福建连城新
泉。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红四军进行了为期 10天的正
规军政整训。毛泽东领导的政治
整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
即开展调查会、思想政治教育运
动、组织纪律教育。新泉整训是
红四军首次大规模、规范化的全
军集训，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度
化、规范化的首创。

在新泉整训中，红四军广大官
兵通过深入学习和讨论，深刻汲取
了此前由于前委领导削弱导致军
事行动受影响等教训，对加强党的
领导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
对记者说，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建
设历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大大增
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
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
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为随后
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雨后复斜阳
谁持彩练当空舞

“从历史中走来，在时代里发
展，红色基因一直在延续。”红军烈士
后代钟鸣说。每每忆往昔，看今朝，
展未来，他总是希望满怀。

古田会议因战而起、为战而
开，为的是红军打胜仗、革命得胜
利。新时代、新使命，人民军队踏
上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新征程。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这里领
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这
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称为“新
古田会议”，与 1929 年的“古田会

议”前后呼应。
如果说古田会议要解决的是

一支迷茫的军队“朝哪走”，那么古
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解决的，则
是处于历史关头的人民军队怎样

“再出发”——牢固立起“四个带根
本性的东西”，着力抓好“五个方面
重点工作”，鲜明提出“军队好干部
五条标准”和大力培养“四有”新时
代革命军人……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随
着整风整训的深入，新的时代百舸

争流，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力备战打
仗，国防和军队建设发生历史性变
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一路栉风沐
雨，一路开新图强，一路砥砺奋进。

古田军号永远嘹亮。如今，三
军将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整
行装再出发，开启了强军兴军新的
伟大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阔步迈进。

（据《光明日报》）

新古田会议 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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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协成店。

海 新 报
SHI HAI XIN BAO

072021年1月27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 冯涛 编辑/美编 韩瑞利 校对 吴倩

排列三

全国中奖情况

4315注
0注
57注

1040元
173元

100000元

玩 法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体彩开奖公告
第21019期

排列三 2222
排列五

5555 2222
2222 5555 2222 5555 9999

排列五

奖 级

直 选
组选 6
直 选

全国中奖情况

0注
24注
71注

0元
11468元
3000元

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体彩开奖公告
七星彩第21009期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9999 7777 9999 0000 8888 8888 ++++ 5555

500元
30元
5元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92注
24665注
848589注

本期奖池奖金：146073351.56元

1948 年春，时任中共中央财政
经济部部长的董必武在地方视察工
作，外出时，董必武和警卫员都是骑
马出行。这一天，董必武下乡视察
工作，司机班老段开来了吉普车。
大家恳切地对董必武说：“董老，您
就乘车去吧！”

董必武平静地看着大家说：“车
先停下。”然后，他接着说：“我今天事
情不急，想考考你们的算术成绩。假
设咱们那 3匹马，每匹每天吃 25斤草
料，它们一年能吃多少斤？”大家有的
心算，有的笔算，都准确地算了出来。

董必武又说了第二道题：“假设
吉普车跑 1公里路用 3两汽油，每天

跑 50公里，一年要用多少油？”此时，
战士们明白了董必武出题的用意。
其中一名战士说：“首长，我们明白
了——汽油又缺又贵，坐车比骑马
消费大得多。”

董必武严肃地说：“我是管财经
工作的，我也好，你们也好，都必须精
打细算。能节约一个铜板和一滴油，
前线就多一分胜利的保证，人民就减
轻一点负担。吃苦耐劳，艰苦奋斗，
不图个人安逸享受，这是我们党的好
传统、好作风，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
应有的革命本色呀！丢了它，就很难
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据《天津日报》）

董必武：舍车骑马

从 2020年开始，关于如何丢垃
圾的问题就成为了大家高度关注的
焦点，如今临近年关，家家都需要大
规模地洒扫拂尘，垃圾的处理问题
又一次成为朋友圈中的热点话题。

古人有没有垃圾管理？史料有
载，早在商代，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
初具规模，生活生产垃圾数量可想
而知。当时，对垃圾管理是非常严
格的，甚至可以说到了残酷地步。
《韩非子·内储说上》写道：“殷之法，
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灰，就是垃圾，
如果居民把垃圾随意倒到街道上，
一旦被抓住，是不问情由，一律受断
手的惩罚。处罚之严厉，自然收效
极好，为了一堆垃圾被断手，毕竟是
得不偿失的事情。可见，残酷处罚
之下，就有了警示作用。

这种严酷的惩罚一直沿用，但
在收效甚大的同时，也让民间怨声
载道。到了秦朝，更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汉书·五行志》上写道：“秦连
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
在脸上刺上记号，并且抹上擦不掉
的墨水。这样的处罚和断手相比，
似乎轻了，至少手还在，但脸上的记
号就成了耻辱。走到哪儿都是一个
典范，看，这就是乱丢垃圾的下场。

这个方法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
用，但也让人同时心生畏惧。

到了周朝，随着城市日益发展
壮大，相连的“环保机构”和“公共厕
所”也应运而生。最早的史书记载
着专门的清扫机构是《周礼·来官》，
书中写道：“狼氏下兵六人，胥六人，
徒六十人。”这些人，就是负责清扫
城市街道，保持整洁，也就相当于现
代的环卫工人。不过，当时的规章
制度比现在更严格。而在周朝出现
的“公共厕所”，也有着严格规定，并
且设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如果管理
不力，导致恶果，将受到与扔垃圾者
同样的处罚。这样，谁敢不尽其
责？谁敢以身试法？

到了盛唐时，城市的繁华可想而
知。对垃圾管理更是严格。据《唐律
疏议》中写道：“其穿垣出秽污者，杖
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
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
污之手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
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由此
可见，管理不当，街道卫生受到污
染，不但当事者受罪，管理者也难逃
其职，两样领罚。这样，被罚者一生
铭记，管理者再也不敢坐其职不尽
其责。 （据《海南日报》）

古人的垃圾管理

朱裳一生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勤
政爱民，政绩卓著，是明朝著名的清官。

朱裳执法严明，不避权贵。他
出任河东巡盐御史时，发现锦衣卫
左都督钱宁长期派人买卖私盐，从
中牟利。钱宁是皇帝的亲信、宦官
钱能的养子，当时没人敢管他，而朱
裳却毫无畏惧地依法惩处了他。

朱裳为人刚正，敢于直言。中
宫宦官黎鉴假借给皇帝进贡之名，
从山东聚敛财物，刚直正派的监察
御史王相巡按山东时，发现了他的
罪行，上奏弹劾他，结果反被黎鉴诬
陷，被收监治罪。朱裳得知后，十分
气愤，决心为王相翻案。他借巡按
山东的机会，查明了王相被诬陷的
事实。为此，他同时上了两道奏折，
一是为王相申冤，一是弹劾黎鉴，列
举了他八大罪状。最后，虽没能使
王相官复原职，却使王相免于一死。

明武宗是位极其昏庸的皇帝，
重用宦官，不理朝政，挥霍无度，在
奸臣江彬怂恿下游山玩水，此事遭
文武百官反对，明武宗不仅不听，反
而下诏南巡。众臣纷纷上书阻拦，
明武宗大怒，竟下令罚 107人在午门
前跪 5天、146人受廷杖，想以此堵住
朝臣进谏。朱裳从外地巡按回京，

听说此事，冒死上书，力谏明武宗
“正心、讲学、戒游佚，近君子远小
人”，并大胆地要求皇帝下“罪己
诏”，向黎民百姓谢罪。在当时那种
环境中，朱裳敢于冒死进谏，其忧国
忧民的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

朱裳廉洁自律，始终过着简朴
的生活，他以清贫为乐，年轻时，自
号“安贫子”，这也成了他的绰号。
朱裳当官后，还一直让妻子亲自烧
火做饭。饭菜也十分简单，很少见
荤腥，同僚为此送他一个“长斋”的
绰号。他听了之后，索性将自己的
号改为“安斋”。妻子生孩子时，朱
裳穿一身旧衣，亲自下厨做饭。接
生婆来了，认为他是仆人，还吆喝他
做这做那，当接生完了，从朱裳手中
接过接生费时，才知道他是布政使
大人，感动得直落泪。

朱裳父亲去世，他回家守制。此
时，他家中仍是“草舍席门”“一如寒
士”。他为官几十年，没为家里添置
一亩地、没有翻修过一间屋，却常常
尽其所有周济乡邻，救助穷苦之人。
人们敬佩他的人品和清廉、爱民、正
义、敢言的风骨，在家乡为他修了一
座“无愧亭”，并立数块石碑表彰他的
功德和业绩。 （据《天津日报》）

“安贫子”朱裳和“无愧亭”

“民主党派”这一称谓，正式提出最
早见于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
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
告中多次提到“民主党派”。这一称谓
也得到了民主党派自身的认同。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出席会议的党派有：中国共产党、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
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
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此后，这些党派进行
组织调整和修改党章，以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1949 年 11 月,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
进会合并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同年 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认
为“历史使命已完成”，宣告解散。
1957 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
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由此，“民主党派”这一称谓遂
专指除中国共产党以外，接受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性质的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

（据中国政协文史馆）

“民主党派”称谓的由来

1923 年夏，林语堂从德国莱比
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回国，
经胡适推荐，被北京大学聘为英文系
教授。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悄然
分化，以鲁迅、周作人为核心的“语丝
派”，和以胡适、陈源为首的“现代评
论派”各自为阵，频频论战，口诛笔
伐，言辞激烈。留学欧美的林语堂加
入文学社团“语丝社”，与鲁迅并肩作
战，很出乎人们的意料。

1925年 5月后，北京女子师范大
学风潮持续发酵，为反抗校方封建专
横治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担任女
师大英文系教授的林语堂紧随鲁迅
先生，为进步青年呐喊助威，支持他
们的正义行动，甚至与学生一起走上
街头，同军警搏斗，为此眉头上还留
下了伤疤。

章士钊、杨荫榆下台后，林语堂
在《语丝》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附和周作人

的观点，提出“费厄泼赖”（fairplay的
译音，原意为公平竞争，这里有“不穷
追猛打”的意思），只针对思想不攻
击个人，“不打落水狗”。 12 月 29
日，鲁迅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
该缓行》（刊于 1926 年 1 月 10 日《莽
原》创刊号），对林语堂提倡“费厄
泼赖”精神，“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
攻击”，以及周作人的打落水狗即
是打死老虎，“也是不大好的事”的
言论，提出委婉批评。文章从“论

‘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
列”“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
而打之不可”“论不‘打落水狗’是
误人子弟的”“论塌台人物不当与

‘落水狗’相提并论”“论现在还不
能一味‘费厄’”“论‘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等六个方面，把

“落水狗”比作失败的敌人，在冷峭
尖利的讽刺中，层层剖析，环环紧
扣，深刻阐述了“费厄泼赖”应该缓

行、必须痛打落水狗的论点，强调
不能手软，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
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
或在水中”。

林语堂读了鲁迅的文章后，意
识到自己的认识远不及鲁迅来得深
刻、透彻，于是以《论“费厄泼赖”应该
缓行》第三节小标题“论叭儿狗尤非
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的题意，
绘制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叭儿狗》的
漫画，发表在 1月 23日《京报》副刊。
画面中，鲁迅头戴毡帽，八字胡，身穿
长袍大氅，手持长竿，站在河边，痛击
正在河中拼命挣扎的一只落水狗，并
在左上部题写“凡是狗必先打落水
里，而后从而打之”，形象而直观地反
映了鲁迅“痛打落水狗”的思想。

3月 10日，林语堂又撰写了《泛
论赤化与丧家之狗》，与鲁迅的《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形成前后呼
应，旗帜鲜明地鼓吹“痛打落水狗”主

张。一个星期后，“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执政府枪击请愿学生）发
生，林语堂和鲁迅分别写下《悼刘和
珍杨德群女士》《记念刘和珍君》，
痛斥反动军阀的残暴行径，表达了
对烈士的敬佩和悼念。林语堂后来
还陆续撰写了《讨狗檄文》《“发微”
与“告密”》《释疑》（后改题为《打狗
释疑》）等文章，嘲讽那些所谓的

“学者”“绅士”为“文妖”，积极配合
鲁迅对北洋军阀及其“正人君子”
们的斗争。在《释疑》（1926 年 4 月
19日《京报》副刊）中，林语堂指出：

“狗之该打，此人类皆同意。弟前
说勿打落水狗的话……现在隔彼时
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
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
打落水里而后从而打之’之话。”在
思想和行动上响应并支持鲁迅一以
贯之的斗争精神。

（据《北京青年报》）

林语堂绘制“鲁迅打狗”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