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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杭州做了三年刺史。他为官清廉，一身正气，淡
泊名利。任内兴湖筑堤，引水灌田，没有拿过一分不该拿的
钱。所以卸任离开时，感觉非常坦然。

过了一段时间，白居易在整理行囊时，发现了两块小石
子。原来，当年在杭州游览天竺山时，他觉得这两块石子特别
好看，就捡回作纪念。顿时，白居易发觉自己做了一件“很不清
白”的事，对不起天竺山，对不起杭州。倘若每个游客都带走那
里的山石，哪还有天竺山的秀美？山石虽然不值钱，但取之却
玷污了自己的名声，这和贪赃没什么两样。于是，白居易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写下《三年为刺史二首》：

其一：“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惟向郡城中，题诗十余
首。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其二：“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
蘖。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人
们把这两首诗称作白居易的“检讨诗”。

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期间，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非得在
当地购买外，从不索取任何其他物品。他为杭州疏治西湖，筑
下白堤，“政平讼简，贫民有犯法者，令于西湖种树几株；富民有
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历任多年，湖葑尽拓,树木成
荫。”当他离任回家后，在自省往事时，没有提自己为杭州老百
姓做的诸多好事，而是想起自己做错的一件事。事实上，天竺
山的风化石片很普通，并非名贵之物。但白居易想到的是：如
果每个游人都带走两片天竺石，那么，天长日久，天竺山又会变
成什么样子呢？这不就破坏了大自然之美？破坏自然之美，抵
得上贪污“千金”！ （据《西安晚报》）

白居易的“检讨诗”

1935年春节，遵义会议刚刚确立毛泽东为全党的领导核
心，后勤部门想多弄点鱼、肉庆祝一下，但部队有十几万人，谈
何容易？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而
已。但他舍不得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
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菜”。此后每到春节，毛泽东首先会
想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炊事员、警卫员、机要员、秘书、司机
等，工作再忙他也要亲自一一慰问。 （据《天津日报》）

毛泽东：捐出“年菜”给伤员

吴贻芳是第一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女性，1979
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
她也是第一位女子大学的中国女校长，终生未婚，把全部身心
都奉献给了挚爱的教育事业。

1955年 3月，吴贻芳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于 1955年 4
月当选民进南京市委会首任主委。1957年 3月，吴贻芳又当选
民进江苏省委会首任主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逐渐恢复组织活动，南京
民进也组织成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机关各种学习会、
报告会、座谈会比较多，机关工作人员记录整理材料的工作比较重。

吴贻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多方联系，通过金陵女子
大学的海外学子购买了一台收录机，邮寄给了市委会。吴贻芳
说，这是送给市委会机关工作用的，以后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时，
将重要报告进行录音，回来以后能原汁原味地进行学习传达，
还能放给基层会员听，大家整理材料也方便了。不久，吴贻芳
又给省委会机关送了一台收录机。这给当时的机关工作以极
大的便利，也引来了兄弟党派机关同志的羡慕，一时传为美谈。

吴贻芳赠送给南京民进的收录机，至今仍然能正常使用，
目前存放在位于南京钟山风景区松风阁的“南京市民主党派之
家”内，默默地诉说着先生的高尚情怀，激励着后人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据《人民政协报》）

吴贻芳赠送收录机

战略相持阶段，坑道发挥了巨大作用。当表面
阵地被敌人占领，我军退守坑道时，通信联络主要靠
步谈机，其最大困难是天线的架设问题。志愿军通
信官兵创造了埋地天线，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

1952年 6月中旬，当敌人攻占我 190.8高地阵
地时，我第 39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
内，后面部队以为坑道内没有我们的人，不准备夺
取该阵地。退守坑道的这个班有 1部步谈机，正当
大家情绪低落，丧失突围的信心时，步谈机员徐福
才沉着冷静地说：“大家不要急，我想办法与上面联
络！”经过多次尝试，他将天线埋入地下，与外界恢
复了联络。后面部队立即反击，依托坑道与敌反复
争夺 8昼夜，最终夺回阵地，救出被困人员。

这是志愿军通信兵首创的经验：即在我表面阵

地被敌占领后，步谈机天线不出坑道口，依然能与
上级指挥机关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志愿军司
令部通信处得知此情况后，专门召开座谈会，写出
专题总结发给各军遵照执行。

至于为什么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还能沟通联络，
不但通信处的同志不理解，就连北京的技术专家也不
敢相信。坑道通信的经验在前线全面推广后，专家们
又经过反复研究探讨，才从科学理论上找到了答案。

1952年春，彭德怀在志愿军总部的一次会议上
指出：“朝鲜打仗，一是打后勤，一是打通信。”彭德怀
的评价使全体通信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抗美援
朝战争中，通信官兵机智果敢，群策群力，确保了作
战指挥的顺畅联络，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通信工作
经验。 （据《解放军报》）

埋地天线发出神奇电波

1950 年 10 月 25 日至 1951
年 6 月 10 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连续进行 5 次战役，将以美
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

“三八线”附近，稳定了朝鲜
战局，迫使敌军接受停战谈
判。在此期间，志愿军通信
官兵发扬光荣传统，战胜通
信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奇缺
以及敌机狂轰滥炸等重重困
难，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独
特的通信方法，完成了通信
联络任务。

1950 年 10 月 25 日，志愿军第 40
军第 120 师、第 118 师在云山东侧的
玉女峰、两水洞及温井进行的战斗，
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第一次战役，我军主要趁敌分
兵冒进之际，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
灭敌人，制止敌进攻。战役中，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我第
39 军已经包围了进占云山的美骑兵
第 1 师第 5、第 8 团时，立即决定以
第 39 军为主，歼灭美骑兵第 1 师为
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彭德怀认
为，要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我其
他军务必更加猛烈地攻击自己当
面之敌，能歼灭的要坚决歼灭，歼
灭不了的，也要紧紧地咬住敌人，
使之不得增援云山。彭德怀向参
谋长解方交代了他的意图，并令其
迅速下达命令。

解方受命后，立即起草电报，但只
写了几个字就搁笔了。战机稍纵即
逝，这样紧急的命令，用无线电报下达
已经来不及了，而有线电话又不通，
解方决定亲自用短波报话机与各军指
挥员通话。他对着话筒说：“我讲老
吴他们的事，你们明白吗？”对方都回
答说：“明白，请讲。”解参谋长接着
说：“他们的工作是主要的。你们务
必做好自己的工作，能完成的要坚决
完成，完不成的也不能放手，决不能
给‘胖子’添麻烦。明白吗？”对方都
回答：“明白，请放心！”完全用暗语说
不明白，用明语又怕泄密，解方采用
这种“打哑谜”的办法，用隐蔽的语言
下达了彭德怀的命令。通信内容涉及
部队番号时，就用“老吴”“老李”“胖
子”等指挥员的姓名或“雅号”来代
替，涉及地名时就用“离‘老吴’东面
或者西面多少里”来代替，达到了番
号及地名保密的目的。

命 令 下 达 完 只 用 了 几 分 钟 。
各 军 坚 决 执 行 这 一 命 令 ，迅 速 发
起 猛 攻 ，打 了 出 师 朝 鲜 的 第 一 个
大胜仗。

报话机打起了哑谜
第一次战役后，志愿军通信官兵认识到无线电

通信要提高时效及加强保密，必须充分完善无线电暗
语通信。于是编制了新的暗语和代号，使密语内容由
原来2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为了加强保密，在战术
范围使用地名代号，在战役范围则采用地图坐标加密
的办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无线电信号通信。

1950年 11月 27日，第二次战役的西线反击作
战中，在德川、宁远之战获胜后，为乘势而上，尽快
形成合围之势，彭德怀紧急电令第 38军以主力向军
隅里方向进攻，以一部向军隅里以南的三所里进
攻，迂回堵击军隅里、价川逃敌。

从德川到三所里至少 140华里，受领任务的第
113师虽已人困马乏，却依旧急速前行。敌机频繁
临空侦察，若按惯例走走藏藏或是昼伏夜出，便无
法按时到达三所里。第 113师决定利用部队深入敌
纵深后方、敌机不易辨别敌我的条件，丢掉伪装，轻
装前行。同时，为防止被美军无线电技术监听、暴露

行军意图，遭到敌人围攻和轰炸，第 113师关闭了电
台，实施无线电通信静默。第 113师日夜兼程，终于
在 28日晨赶到三所里地区，顺利完成了直插任务。

该师到达三所里地区后，立即架起无线电报话
机与志愿军司令部电台联络。一接通，他们就向志
愿军司令部发了 3 条暗语：“我师已进至三所里”

“敌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请示我师任务”。
彭德怀看到后，断定截断敌退路是这次战役获胜的
关键，于是采取了越级指挥的果断措施，使用无线
电通信向第 113师下达命令：“要你部坚决截断敌退
路”，整个联络过程不到 5分钟。与该师联络结束
后，志愿军司令部即与第 38军军部沟通联络，通报
了第 113师的情况，并要求军主力迅速向该师靠拢，
通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彭德怀对这次战役中
通信联络保障很满意。解方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
时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从指挥意义上讲，无线电
信号通信（又叫无线电暗语通信）起了重要作用。”

“隐身”直插 暗语传令

在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中，有一种通信保障方式
被形象地比作“救火车”式通信。所谓“救火车”式
工作方法，即工作过程如同救火车在大街上奔跑，
全线开绿灯，谁也不能阻拦。

1951年 1月 25日开始，敌人趁我军休整及补给
困难之际，再次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我军组
成东西两线战役集团，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于
1951年2月11日开始实施战役反击。发起反击当天，

彭德怀定下决心：拟令东线战役集团先打横城之敌，
后打砥平里之敌。他要征求邓华的意见，而此时，志
愿军司令部对下有线电话不通，无线电话因战役反击
未打响不能使用，电报又长又急，按正常程序拍发来
不及。于是，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根据解方指示采用
了“救火车”式工作方法来解决。从彭德怀发电，到
邓华“同意彭总决心”的回电，整个过程未超过 30分
钟，保证了战役命令的及时下达。

疾驰的“救火车”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玩了雪，吃了饭，喝了茶，自然是需要“造作”一下。我们现代
人常常会在雪天弄点噱头发个朋友圈，有人在雪地里练瑜伽，有人穿
着汉服去故宫，也有人躺在雪地里模仿偶像片拍照……古人雪天里
的“造作”自然很特别，堪称是行为艺术。

比如在宋代，有一个人叫王江，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一带流
浪。别看他是个流浪汉，在当时可是有不少粉丝，像苏东坡、苏辙这
样的士大夫都是他的忠实粉。除了粉他放荡不羁爱自由以外，这个
叫王江的还有一个特异功能，那就是在雪天里，他会用雪将自己埋起
来，然后再用一身热气将雪融化掉。雪融化后，王江一点事都没有，
继续一边喝酒一边流浪。据传，当时见过此场景的人，都大为震惊。

可能这还不算雪天里最奇葩的，明末文人张岱在雪天除了自
己去湖心亭看雪，并且写了篇小作文外，他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
是在《夜航船》这本书的卷一里，开了个栏目叫“天文部·雪霜”，专
门收集有关雪天的奇葩段子。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柳絮因风”

“踏雪寻梅”“映雪读书”“啮雪咽毡”等，这都是比较正常的，其余
的一些段子，只能让我们现代人表示震惊了。

比如“欲仙去”这个段子，说是越人王冕，在大雪天的时候，也
不怕冷，赤脚去登炉峰，四顾环视后，大叫一声：“天地皆白玉合
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与王冕一样喜欢修仙的还有“神仙
中人”，文中称晋王恭曾经披着一件鹤毛大氅在雪地里走路，孟旭
见到后，对他进行商业吹捧：“哦！您真是一个神仙！”

还有一个叫铁脚道人的，他既不怕冷，也不怕拉肚子。一到
雪天，他就爱赤脚在雪中走路，高兴的时候，还会大声朗诵《南华·
秋水篇》，随后就摘一些梅花放进嘴里咀嚼，感觉有点干的时候，
再弄点雪一起咽下去。对此，他解释道：“我要将这寒香沁入心
骨！这样我就像梅花一样香，像雪一样洁净啦！”

刷完了古人在雪天里的朋友圈，必须给古人点个赞，他们实在是太
会玩了！但对于古人的种种“会玩”，我们现代人还是要保持清醒理智，
只品古意，不能一味模仿，毕竟我们不像冰墩墩那样拥有超能量呀！

下雪了 古人的朋友圈是这样的

每年的冬天，我们都会看到许多形态不同的雪，尤其是今年冬奥会，各项竞技比赛更是打
开了我们的“冰雪新世界”。作为现代人，赏雪的流程自然是拍照拍视频发朋友圈，那么脑洞
大的古人在雪天又会做什么呢？我们不妨从朋友圈穿越进古画与古籍中，与古人一同欣赏这
飘落了千年的大雪。

作为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在一夜之
间爆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京冬奥会顶流，尤其是
冰墩墩，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可谓是“一墩难求”。
巧的是，此时国内多座城市大雪，于是买不到冰墩墩
的网友们便用雪堆起了冰墩墩，许多网友在评论区大
呼“有创意”。

其实现代人用雪堆冰墩墩这个举动才不是创新，
反倒是追了一把“复古”的潮流，因为在古代的雪天里，
古人们也会做这种充满童趣的游戏。不过他们堆的可
不是雪人，而是以动物为主，比如狮子。据《东京梦华
录》记载：“而富贵之家，遇雪即开筵，塑雪狮，装雪灯，
以会亲旧。”是的，你没看错，古人玩起雪来就是这么浮
夸，简单的雪人不堆，要堆就堆个雪狮子出来镇场子。

不仅是富贵人家喜欢堆雪狮子，就连宋代的皇宫
里也对雪狮子充满了兴趣。南宋的周密曾在《武林旧
事》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皇宫里赏雪堆雪狮的基本流程：

“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
灯、雪山之类。”宋代的皇宫里，不仅要堆起大大小小的
雪狮，还要给它们佩戴首饰，其中“雪灯”又让人联想到
北京冬奥会的“雪容融”，它是一种用雪制作的灯，与“雪
容融”挂着雪的红灯笼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起来
动静相宜。

到了清代后，古人们就不再只专注于堆雪狮了，他
们开始堆大象、堆骏马。清代的吴振械在《养吉斋丛
录》卷十四中记载：“冬日得雪，每于养心殿庭中堆成
狮、象，志喜兆丰，常邀宸咏。乾隆壬申、乙酉，以雪
狮、雪象联句。嘉庆戊寅，又堆为卧马二，东西分列，
有与内廷翰林联句诗。”当雪狮、雪象、雪马堆成后，
皇帝与宫中的翰林学士还要以此为题材来吟诗作
赋。光绪年间颜缉祜撰的《汴京宫词》中就有描述宫
中赏雪游艺的诗句，如：“瑞雪缤纷盛上天，堆狮持象
戏阶前。”

用雪堆吉祥物过瘾是过瘾，但终归是有些冷，一冷
就会饿，于是古人玩过雪后，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约饭。

有人约饭，自然也会有人上门蹭饭，重视礼仪的古
人，上门蹭饭总不能空大两手吧？在正常情况下，古人
上门蹭饭会带点好酒，或是一些点心吃食。

古人在雪天里还特别喜欢吃鱼。在故宫博物院和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分别藏有一幅团扇画，前者
名为《雪江卖鱼图》，后者名为《雪桥买鱼图》。在雪景
山水图中，买卖活鱼这个看上去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细
节给画面带来了生趣，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这是用来体
现文人与渔夫理想的精神世界，但也从侧面坐实了古
人在雪天喜欢吃活鱼的事实。不仅中原地区的古人
在雪天爱吃活鱼，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喜欢，他们会在
冬季冰冻的河湖上凿开冰洞，钩捕大鱼。在辽宁法库

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一种契丹族钩鱼用的鱼钩，钩尖甚
锐，钩身较长，并装有木柄，这便是用来“凿冰钩鱼”
的神器。

吃了肉，喝了酒，古人在雪天里也会喝点茶刮刮
油。然而脑洞向来大的古人怎么会那么老实地只煮
茶？是的，他们又搞出花样了。在古人眼里，正常的山
泉水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雪天风雅事的追求了，于是他
们把目标锁定为雪。

明代高濂曾在《扫雪烹茶玩画》中说道：“茶以雪
烹，味更清冽，所为半天河水是也。不受尘垢，幽人啜
此，足以破寒。”看来古人在雪天不仅要用雪烹茶，更要
取梅花、兰花、青松上的雪，感觉只要喝了这杯雪烹的
茶，就可以拥有雪的洁净、梅的傲骨、兰的高雅、青松的
正直，这分明就是我们现代流行的“概念茶”！

“冰墩墩”“雪容融”……还不够 妥妥堆出一座动物园

雪天仍然离不开“吃喝”二字

《绘高宗御笔甲午雪后即事成咏诗意图》清 董诰。

《堆雪狮子图》（局部） 俞明。

雪天容易出狂人
张岱倾情收集有关雪天的奇葩段子

（据《北京青年报》）
《雪江卖鱼图》（局部） 南宋 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