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体育解说员或体育记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
在某俱乐部效力过就可称“名宿”。所以经常出现现役运动
员被称“名宿”的可笑场景，比如“巴萨名宿梅西”这类称
谓。这种误用的原因在于不懂得“宿”字的本义。

“宿”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人睡在室内的席子上。《说文
解字》云：“宿，止也。”意思是夜晚在家里休息卧止。因此

“宿”的本义就是住宿、过夜。
《诗经·周颂·有客》是周天子宴客之歌，其中有“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的诗句，住一夜称“宿”，住两夜称“信”，那么
“有客宿宿”则是住两夜，“有客信信”则是住四夜。

由此可知，必须隔夜才能称“宿”，比如“宿醉”指昨夜喝
醉，隔了一夜，到今天酒还未醒，又比如“宿雨”指从昨夜一
直下到今天的雨。“宿”从而引申为隔年的、前一年的，又引
申为积久的、前世的，等等。

因此，就体育界而言，“名宿”一定是指退役的著名运动
员，犹如说从前是现役、如今已经过了现役的运动员。体育
界之外，“宿”的引申义可用来形容长久从事某项工作的人，
比如“宿将”指久经战阵的将领，“宿儒”指长期钻研儒家经
典的人。

有人反驳说“名宿”之“宿”指星星，那么“名宿”就可以理
解为体育明星。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首先，“宿”是星座之
名，比如“星宿”“二十八宿”，不能单独用来指一颗星星。其
次，“宿”当作星座之名，实际上仍然是从其本义而来，东汉学
者刘熙在《释名·释天》中解释说：“宿，宿也，星各止宿其处
也。”最后，古代、现代汉语中都没有“名星”一词，某个领域内
有影响力、有名的人物只能称“明星”。

（据《天津日报》）

政府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
但“政府”一词的本意并非如此。

在唐朝，封建社会各种体制已经成熟，国家政权机构发
展确立了负责中枢政务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是：负责决
策的中书省，负责审议的门下省，具体执行的尚书省。三省
长官共同行使宰相职权，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这些长官日
常办公的地方叫“政事堂”，号称“政府”。“府”是官署的通
称，亦即百官会集之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李林甫
领礼部尚书，日在政府。”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云“政府”
即政事堂。这大概是“政府”一词的最早出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政府”一词早已演变成为国家
行政机关的代名词了。

（据《天津日报》）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是一位待人随和的谦谦君
子，虽然他名气很大、职位很高，但一点都不拿架子，与他相
处过的人都会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梅贻琦校长主政清华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
清华校友中，既有名声显要者，也有年级晚、地位低者，但梅
贻琦先生对待他们一视同仁：无论地位高还是地位低者来
找他，他都同样热情接待；校友们请他去餐叙，无论是达官
显贵还是普通校友，他都欣然前往。

蔡麟笔是 1947 级的清华校友，见梅校长对待校友不
分贵贱一律平等相待，心中很是感慨，便问梅校长：“何以
对毕业同学不计名位一律看待呢？”梅校长回答说：“师生
的感情是很自然的，是有因缘的，各个人的际遇不同，环
境有异，年纪低，年龄小，当然不会像高年级的同学一
样。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
是师生，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那还能算师生吗？那是
商贾的行为。”梅贻琦的这一席话，令蔡麟笔十分感动，他
回忆说：“当时在座的有刘崇鋐、查良钊、包国华多位，听
罢全默然久之。”

（据《联谊报》）

裴李岗，河南新郑市西北部一个普
通的村庄，看似平平无奇，地下却蕴藏着
近万年前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奥秘，将
我国的农业史提前至 8000年前。

通体磨光，弓背内曲，背面略厚，向
下渐薄，这件锯齿石镰距今 8000 年左
右，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锯齿石镰，被
称为“中华第一镰”（如图 1），出土于裴
李岗遗址。

石磨盘是用一大块砂岩琢磨加工而
成。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磨
盘盘底四条对称的柱形短足，是在厚石
板上细细琢磨出来的，加工难度极高。
石磨盘配合石磨棒使用，堪称中国最早
的“谷物脱壳机”（如图 2）。

这是一件陶罐，也是一件“酒壶”
（如图 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
究员李永强介绍，8000年前的裴李岗人
已经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

猪具有生长快、成熟早、繁殖能力强
等特性。对已从事定居农业的人们来
说，无疑是最适宜饲养的家畜。这只萌
萌的猪头，裴李岗遗址目前仅此一件（如
图 4）。杜平安介绍，这表明当时猪已被
驯化饲养，并被作为艺术品加以表现。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宝贝”远不止
这些，走进新郑市博物馆，一件件石铲、

石斧、锯齿石镰、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
具保存完好，陶罐、陶壶、陶勺等炊饮工
具种类齐全，见证着先民们当时已脱离
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
农业时期。

如今，一幅8000年前热闹的农耕图景，
正依托丰富的考古材料被不断还原——

先民们用石铲翻土松地，丰收之时

用石镰收割，收获的谷物用石磨盘、石磨
棒分离穗粒，加工成粮食，吃不完的粮食
放入陶壶酿成美酒……

近万年沧海桑田，农业生产生活方
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中国农民
对丰收的希冀从未改变。对田野的爱，
对丰收的盼，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
延续。 （据新华社）

理论遗产。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是我们党最早正
确认识农村农民问题的主要代表。从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最大
国情出发，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实
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
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制度的彻
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
本任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
市道路；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建
党建军的首位，以克服农民和小资产
阶级的各种局限性以及错误思想对革
命队伍的不良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毛泽东把对农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作为重要一翼，走工农业并举
的工业化道路，都体现了他从这一基
本国情出发认识解决中国问题的前后
连贯性、一致性。

毛泽东对农村农民的正确认识和
解决，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善于对农村农
民问题深入思考和调查研究。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天然或自
动发生，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人主动
自觉地运用调查研究等方式方法才能
实现。回顾毛泽东开拓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调
查研究始终伴随其中。毛泽东一生写
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而关于农村农民
的占了极大部分。收录《毛泽东农村
调查文集》中 1926年至 1941年 9月的
文章就有 17篇之多。毛泽东在农村调
查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
不是在它的先头”等重要论述，大大推
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革命遗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
命，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着眼解决农村农民问题，贯
穿这两场革命始终。第一场革命反帝
反封建斗争，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消灭
封建土地制度，这场革命至 1952年底
完成。第二场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现农业

集体化。土地改革任务完成后，党“趁
热打铁”，到 1956年底，就基本实现以
土地为中心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
其后经过曲折探索，至 1962年形成了

“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的相对
稳定体制。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
占有量很小的国家，由土地等生产资
料私有造成的土地兼并，以及资源、财
富集中于少数人而带来的两极分化，
历来是中国王朝更迭及发生革命的根
本原因。社会主义改造及公有制为主
体的经济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杜绝
了两极分化的发生。和我们同时代成
立的一些大国，物质技术基础在当时
远比我国雄厚，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却
被远远抛在后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
的，但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包括农村农
民在内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大变动，有
的到现在甚至连实质性的土地改革还
没有进行，无疑是其重要原因。

现代化遗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使中国由农业
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
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兴起，毛泽东逐渐
产生了先搞合作化、后搞机械化的农
业现代化设想，并投入格外多的精力，
具体指导着农业合作化这场农村的巨
大社会变革的进展。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逐步明确提出包括农业
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
标。党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先后进
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奠
定了制度基础、物质基础，积累了丰富
经验。

新中国的工业化及现代化事业，
是在一穷二白、物质技术基础极为落
后的情况下起步的。西方国家现代化
的资本积累，充满战争、贩奴、殖民、掠
夺等血腥罪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
的现代化道路，所需资金只能靠自身
积累。仅在“一五”期间国家用于经济
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就高达 766.4
亿元，折合黄金 7亿多两，全部基建投
资的 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 88.8%

用于重工业建设。这在当时算是天文
数字的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广大农村
及数量巨大的农民。

同时，毛泽东认识到，我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
时并举，这样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
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
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而
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
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他
甚至这样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
说，农业就是工业。”这一思想后来形
成农、轻、重为序的战略思路。在这一
思想指导下，我国传统农业开始了向
现代农业转变的历程。农业机械化迅
速推进，化肥及农用电力快速增长，全
国土地灌溉面积大幅增加，为后来乡
镇企业崛起初步奠基的社队企业不断
发展，特重大水利工程不断上马，大江
大河的治理及一般洪水灾害得以初步
控制，以及我国粮棉等农作物产量大
幅度提高等等，都是党和人民推进我
国农业现代化取得的重要成果。

防止两极分化遗产。新中国成
立后，党和毛泽东在土地改革完成
后，即趁热打铁实现农业集体化，在
遇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重大挫折
后不断调整，在 1962年使分配规模退
回到 1956 年初级合作社按小队经营
和分配（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
本核算单位是小队不是大队）的水
平。他坚决不同意退到一家一户生
产经营的包产到户，其根本考虑，就
是担心出现两极分化。这也成为毛
泽东当时的政治底线。他说，一搞包
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
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
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
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
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另一方面是破
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
户、五保户。鉴于历史局限，他把包
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看作是走社
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分水岭，对多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或
允许包产到户，他多次从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进行严厉批
评。毛泽东以特殊方式提出的防止
两极分化重大课题，我们至今仍在回
答和解决的路上。

精神遗产。包括我国农民在内的
中国人民历来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
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但近代以
来，中国反动统治者腐朽无能和丧权
辱国，使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精神长期
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张扬奋发。但当农
民被党及领导的农会组织起来后，就
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展现的革命精
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
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
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
的路上迅跑。”这是党的“敢于斗争，不
怕牺牲”精神在组织起来的农民身上
的初步表现，中国农民在精神上开始
从被动转向主动。在党和毛泽东的领
导下，这种完全不同于过去旧式农民
斗争的新式农民运动高潮迭起，从一
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赢得了
我们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其间
构筑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沂蒙精
神、大别山精神、老区精神等，不仅反
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也
反映了作为这场革命的主体力量——
中国农民新的精神面貌，落后的农村
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先进基
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些
精神不断得到新的弘扬。在新中国的
广大城镇和乡村，一扫旧社会的污泥
浊水，党与人民鱼水情深，人与人相互
关心、相互帮助，风气淳朴，夜不闭户、
道不拾遗……至今仍被人们所怀恋和
津津乐道。所有这些都化为推动新中
国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牢固的执政基础遗产。中国共产
党执政，经历了由建立各农村革命根
据地的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过
程。党和毛泽东以为人民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赢得了包括
中国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
拥护。农村和农民成为党执政的坚强
后盾和牢固基础。在党和毛泽东的领
导下，我们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扩展到我国各个地方，使党的领导直
达基层。

毛泽东时代虽然成为历史，他的
丰功伟绩及创立的科学理论，打下了
党长期执政坚不可摧的根基。毛泽东
创立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
们党执政的重要思想理论基础，是包
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
柱。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思想和精
神的“元要素”，已经深深融入我们民
族文化的血脉之中。我们党后来创立
的理论成果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
展。毛泽东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出包括
农村农民等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的重大课题，以及预言箴言，永远需
要我们后人以高度的智慧深入思考、
高超的能力加以解决。

（据《学习时报》）

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
的 50 多年间，我们党对农
村农民问题的思考和处理，
与 毛 泽 东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包
括解决农村农民问题的巨
大成就，也发生了严重曲
折。这构成了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继续探索中国
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解
决好“三农”问题的基础。
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是正确
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处理改
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留下毛泽东留下
农村农民问题丰厚遗产

“名宿”不能指称现役运动员

“政府”本意指房子

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住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一
天，在逛书店时，他发现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如获至
宝。很快将东京书店和东京图书馆中有关甲骨文字以及金
文的书籍，全部都翻阅了一遍。

接下来，郭沫若又访遍了日本所有的甲骨收藏者，把看
到的甲骨藏品都拓印下来，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那一
时期，读甲骨文、抄甲骨文、钻研甲骨文，成为郭沫若每天雷
打不动的功课。每天吃饭的时候，他也会把骨片一块块地
摆在饭桌上，让全家人辨认，那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候。

1930年 1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由上
海联合书店出版。这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著述，把甲骨
文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一经面世，即大获好
评。接着，他又相继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
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
一系列甲骨文专著。其中，《卜辞通纂》将“卜辞之精粹者”
分 8类编排并作考释，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新体系，“在甲骨
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郭沫若兴奋之余，作诗一
首：“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
蕞尔一邑震寰宇”。

郭沫若晚年又组织编撰了 13 册《甲骨文全集》，收入
41956片甲骨，不仅对数千片甲骨文进行逐条释文考释，而
且对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分期断代诸方面都有
独到的创见。唐兰评价甲骨文研究时说：“自雪堂导夫先
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
时之盛。”雪堂是罗振玉，观堂是王国维，彦堂是董作宾，鼎
堂是郭沫若，这就是鼎鼎有名的“甲骨四堂”。

（据《人民政协报》）

郭沫若痴迷甲骨文

梅贻琦心中的平等观念

从“铲铲盘盘”中看 8000年前的丰收图景

1939 年，毛泽东和延安杨家岭农民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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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壶”（图3）。 萌萌的猪头，裴李岗遗址目前仅此
一件（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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