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过拜师礼后，学生要按先生的要求，将手放
到水盆中“净手”。“净手”的洗法是正反各洗一次，
然后擦干。洗手的寓意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
希望学生能在日后的学习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净手净心

将手放水盆中清洗
希望学生去杂存精

开笔，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形式
的称谓，俗称“破蒙”，古代读书人只有开笔破蒙
后方可入学读书。这是开学礼的最后一道程序，
包括朱砂开智、击鼓明智、描红开笔等。

“朱砂开智”也叫朱砂启智或朱砂点痣，由先
生手持蘸有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
红痣。因为“痣”与“智”谐音，寓意着孩子从此开
启智慧，目明心亮，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击
鼓明智”意在通过击鼓声警示，引起学生对读书
的重视。“描红开笔”就是学生在先生的指导下，
学写人生的第一个字——“人”，寓意做学问首先
要堂堂正正地立身。

完成这一系列仪式之后，就算是正式开学了。

开笔礼

学写第一个字“人”

正衣冠

读史忆人 典 故

■ 拾遗 ■

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
写进党章，在全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
导的。但在党的幼年时期，解决好把马列主义与中
国革命相结合的问题非常困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实
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
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
正确的理论原则，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最宝贵的历史结论，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
作为党的指导方针，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
得一致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七大党章还第一次把党的纲领作为
有机部分写进党章，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概括为党
的三大作风。新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
自身建设提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高度。

七大的选举，是党成立以来从未有
过的。七大选举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对
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
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
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
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
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
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
会。三是不要求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
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
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
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

根据这些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
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
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七届中央委
员会包括中央委员 44名，候补中央委员
33名。这个领导集体，由各个地方、各个
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所组成，是用
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具有坚定理想信念，
具有极其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空前团结、
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形
成，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进而成立中华人民
共和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
了极为重要的领导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强全党在
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
利召开创造充分的思想条件，党中央还
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考
虑到七大上还有很多议程，所以将决议
放在筹备七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
这个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
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
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
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
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这是党成立
以来有关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

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
的大会，也是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
次大会，为党的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
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极
为深远的影响。

（据《学习时报》）

正确制定党的政治路线
B

党的七大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 24年来，
特别是六大后 17年以来党的各项工作和经验教训，
分析和研究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考察
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
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
总结，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线，这
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
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
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以放手发动群众、壮
大人民力量作为基本途径，以党的领导作为核心保
证，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为奋斗目标。

不仅如此，党的七大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
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
业化的宏伟任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
侵略者，之后又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建
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
七大确定的这条政治路线及其行动纲领为全党所遵
循，同时通过全党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组织起
来，贯彻执行七大所确定的各项政策和战略部署。
这就为争取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为完成打败日
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一艰巨任务，提供了坚实的
重要保证。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最为完整的新党章

C

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体

为什么党的七大是“极其重要”的一次大会
最近出版的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指
出：党的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
大会。可以说，“极其重要”的表述非
同一般。七大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中
国人民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
后胜利；大会后 4 年零 3 个多月，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
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喷薄而出
的红日，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
在七大致闭幕词中讲到，这次大会通
过了三件大事：一是决定了党的路线；
二是通过了新党章；三是选举了党的
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极其重
要”就集中体现在这三件大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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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
两种命运中作出决策

A

在七大开幕之日的 1945年 4月 23日，德
国柏林已经能够听见苏联红军的炮声。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
战争也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这时的
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光明的
路，一条是黑暗的路；中国也面临着两种命
运，一种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一种是黑暗
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这是一个光明的中
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
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
的中国，这是一个老中国。是要一个新中国
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摆在中国人民
的面前，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七大
的任务，就是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
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
命运。

在中国面临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两种
命运的关键时刻，七大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这
就是：“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建设一个独立的、
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争
取光明的前途，这个重大决策的作出，实际上
解决了中国革命发展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
题。这也是七大成为一次极为重要大会的历
史背景和具体方位。

D

古代的教育并不普及，所以对入学年龄的要
求也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甚至二十岁入学都有先
例。东汉的《大戴礼记·保傅》称，“古者年八岁而
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也有个别神童入
学较早。《旧唐书》记载，“药王”孙思邈便是“七岁
就学，日诵千余言”。明代魏校《庄渠遗书·谕民
文》还提到，“凡为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岁至二
十岁未冠者俱要送入就学”。

学生送干肉芹菜 老师回赠《论语》和葱

古代新生入学也有“开学礼”

在中国古代，“入学
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

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
并论。新生入学会有隆重的“开
学典礼”，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
净手净心和开笔礼等环节。

“

古代开学仪式的第一课即是“正
衣冠”。古人认为:“先正衣冠，后明事
理。”入学时，新生要一一站立，由先生
依次帮学生整理好衣冠。然后，学生
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恭立片刻后，才
能在先生的带领下进入学堂。

先生帮学生整理衣冠
恭立后才能进入学堂

步入学堂后，先要举行拜师礼。学
生先要叩拜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双膝跪
地，九叩首；然后是拜先生，三叩首。

拜完先生，学生向先生赠送六礼束
脩（xiū）。脩，就是干肉，一条干肉为一脡
（tǐng），十脡为一束，束脩，也就是十条干
肉。所谓六礼束脩，指的就是古代行拜
师礼时，弟子赠与师父的六种礼物，分别
为干肉条（感谢师恩）、芹菜（勤奋好学）、
莲子（苦心教育）、红枣（早早高中）、桂圆
（功德圆满）和红豆（红运高照）。

老师在收下束脩后，回赠《论
语》、葱（聪慧）等礼物，同时带领弟子
齐诵《大学》首章，象征担下“传道、授
业、解惑”的重责大任。

行拜师礼

拜孔子神位后拜先生
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

明代儒生服“襕衫”。（扬州考古出土实物）

古代孩子几岁入学？
7至20岁之间都可读小学

与现代将学生分“快慢班”一样，古代不少时
候也存在这种情况。如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
1114年）十二月，颁小学条制，立三舍法，在国子监
实行“三舍升补法”，班级分“外舍”“内舍”“上舍”
三种。新生入学后皆分在外舍，考试成绩好的升
入内舍，内舍生考得好的升入上舍。

“三舍法”后来还被推广到地方，一度成为当
时全国小学教学的管理模式。设“快慢班”，对小
学生进行分等，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三舍
法”遭到反对，并没存在多久。

古代小学分“快慢班”吗？
宋朝有“三舍法”但存在不久

现在学生身着校服，古代学子也要穿“学生
服”。“青衿”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明清
时的秀才便全部着青衿。青衿，亦写作“青襟”，并
非是明清时才流行的“学生服”。早在先秦时，青
衿即已在学子中间穿开。《诗经·郑风》里《子衿》，
诗中主人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就是穿青衿的郑国
学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故《毛诗注疏》就此
解释:“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

此外，“襕衫”也是古代的学生装，这是唐宋时
开始在学子中间流行的服装。襕衫是一种长袍，
上衣与下裳合而为一，由秦汉时的深衣改变而
来。从明初起，学子便着襕衫。（据《厦门晚报》）

古代学子有“校服”吗？
青衿和襕衫是古代学生装

1917 年，26 岁的胡适留美
归来，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
教授，当他踌躇满志在北大讲
台用英文朗诵荷马史诗时，辜
鸿铭毫不留情地予以嘲讽，说
胡适的英文是英国下等人的口
音。他对胡适倡导的新诗和白
话文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
蝴蝶’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
你为‘黄蝴蝶’了。”“按白话
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往
哪里走’。”

胡适于 1919 年 8 月 3 日在
《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上以笔
名“天风”发表一篇《随感录》
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
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
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
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
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
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
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
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
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
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
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

“久假而不归了”。
当胡适把《每周评论》给辜

鸿铭看时，辜鸿铭把那张《每周
评论》折成几叠，装在衣袋里，郑
重其事地向胡适说，你在报上毁
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
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
告你。

1935年 8月 11日《大公报·
文艺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记辜
鸿铭》，回忆了辜鸿铭的两件趣
事。1922年 10月 13日夜，胡适
在老同学王彦祖的家宴上与辜
鸿铭相遇，辜鸿铭说：“去年张少
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
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
’，下联是什么？”胡一时想不出
来，问道：“想不出好对，你对的
什么？”辜鸿铭自豪地说：“下联
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接着他
又考胡适：“你懂得这副对子的
意思吗？”胡适说：“‘菊残犹有
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
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
呢？”辜鸿铭说：“是清朝的大
帽。”引得哄堂大笑。

辜鸿铭和胡适常常因为思
想、学术争得面红耳赤，针锋相
对，但是却没有影响二人的友
谊。胡适曾在《每周评论》发表
的《随感录》中说：“我看了这篇
妙文，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
说老实话，他真是一个难得的老
实人！”辜鸿铭去世后，胡适多次
写文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在
《记辜鸿铭》中说：“辜鸿铭向来
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
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
《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
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
而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据《人民政协报》）

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1939年 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
了育才学校，专门培养有特殊才能的
儿童。由于学校刚建成时间不长，教
室里还缺少大量的板凳，陶行知便请
来一个木匠给学生们打凳子。他对木
匠说：“我请你来学校，不光是做凳子，
还希望你能教会这里的学生做凳子。
当然，我会单独再付工钱给你。”

木匠听后有些为难地表示，他
从来没有教过这么小的学生，担心
自己教不好。陶行知安慰他道：“你
先把我教会，等我学会后，我们两人
一起教学生做凳子。”之后的一个星

期，陶行知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将
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学习做凳子
上。由于虚心好学，他很快就能熟
练地做出一把款式不错的凳子。接
下来几天，陶行知将全校的学生召
集到操场上，教他们学习做凳子。

时间不长，学校里的许多学生
都坐在了自己做的凳子上。除了做
凳子外，学生们还做了一些木头玩
具和简单的劳动工具。学生们出色
的表现让家长们非常高兴，他们对
陶行知的“第二课堂”非常赞赏。

（据《天津日报》）

陶行知：开辟“第二课堂”

1949 年，华罗庚辞去美国伊利
诺伊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回到北京，
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当时，一位名叫陆启铿的年轻人刚
从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华罗庚无
意中从他的毕业论文中发现这个
年轻人有数学天赋，便将其调到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
实习研究员，并收对方为自己的关
门弟子。

在教授陆启铿的过程中，华罗
庚不但将自己的全部所学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了对方，甚至有一次，他还
将自己苦心研究出来的数学成果全
盘说给自己的学生听，这在当时是
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做到的事情，然

而，华罗庚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
一位朋友私底下劝华罗庚不要

将自己的成果全部与对方分享，华
罗庚坦然地说：“如果想要成为一
名优秀的教师，除了将自己全部所学
毫无保留地教授给学生外，更重要的
是，你要学会培养超越自己的人，不
怕对方超越自己。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能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最终，在华罗庚的精心栽培下，
陆启铿不仅成为国际一流数学家，
还在多复变和数学物理领域做出了
大量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
国际瞩目的成就，而其中一些大的成
就，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华罗庚。

（据《天津日报》）

孙犁的短篇小说，在我国现代
作家中独树一帜。即使到了晚年，
他的文字依然精粹凝练，耐人咀嚼，
阅读时，尤其能感到与《聊斋志异》
的联系。

孙犁与《聊斋志异》确乎有着深
刻联系。据他自己说：“《聊斋志异》
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
续续读了若干年。”当年印刷业不发
达，一部书往往分成多册印制。孙
犁读的《聊斋志异》，是石印本，据他
介绍，竟然“八本十六卷”。这“八
本”，一般人家皆不全，只是这家几
本，那家几本散着，孙犁也只是“逮”
着哪本读哪本。“这样，错综回环，经
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志异》，
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由于长期浸润，孙犁对《聊斋志
异》一书，就有许多精彩判断。他首
先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
并且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已经“铸
为一体”。其次他认为：“行文和对

话的漂亮修辞，在《聊斋志异》一书屡见
不鲜。”并且认为：“非同寻常的修辞，是
《聊斋志异》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此外，孙犁认为：作者蒲松龄
“他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
之强，无以复加地简洁精炼，形成了
《聊斋志异》一书的精神主体。”尽管
《聊斋志异》中写记了大量狐鬼形
象，孙犁认为，这虽然是时代所致，
可蒲松龄突破了“时代和环境的藩
篱”。具备着深刻的时代意义。通
过深刻的观察体验，蒲松龄纳入自
己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
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在其
中，蒲松龄还“刻画了众多的聪明、
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孙犁甚至
认为：“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

回想孙犁作品中清新的女子形
象，我们可以见出《聊斋志异》对孙
犁的影响。孙犁的最终评价：这是
一部“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

（据《人民政协报》）

孙犁读《聊斋志异》

华罗庚：培养人才甘为人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