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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但
更是一位篆刻大师。所以，民间流传着
许多他与刻刀的故事。

有一天，一位专制刻刀的工人来到
齐白石家门口，询问他是否需要制作刻
刀。齐白石很爽快地回答说：“新制刻刀
我暂时不需要。不过我这里有几十把旧
刻刀，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帮我重新磨制
一下。”说完，他就从抽屉内拿出约 30来
把旧刻刀交给了工人。

第二天，刻刀送来了，磨得又好又
利，齐白石反复端详，赞不绝口。当他问
工钱费用的时候，那工人连忙说：“您的
这点活儿，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怎么
能算工钱呢？”齐白石说：“那怎么成？你
觉得不算什么，但我做起来不知道需要
多久呢！不给工钱是说不过去的。”两个
人不停地客套，就这样相持着。

突然，齐白石灵机一动，说道：“如

果你不要我的工钱，那就等我一下。”只
见齐白石走到画案前，铺开一张五尺宣
纸，拿起毛笔，饱蘸了浓墨，作起画来。
约一小时后，画作完成，齐白石熟练地在
画上落款盖章，并表示要将这幅画赠送
给刻刀工人。那位工人受宠若惊，连忙
摆手说不敢当，拒绝接受齐白石的画。
齐白石笑着说：“你付出的劳动，远比我
的劳动花得更多！”

几天后，那工人拿着画再次上门，
齐白石将画打开一看，惊喜地发现工人
已将画裱好，而且是全部挖绫装裱，裱得
非常讲究。原来，他此次专程前来是想
要齐白石在裱好的画轴上题个签条。于
是，齐白石很愉快地为他题了签条，工人
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一代大艺术家齐白石，对一位无名
匠人竟能如此深情厚谊，令人感动。

（据《人民政协报》）

在中国古代，虽然还没有现代
科技的辅助，但人们的智慧却能在
许多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创新，其中
一种令人称奇的就是密码锁。尽管
数字密码在现代社会广泛应用，但
古代的密码锁则更多依赖于文字和
符号。

有一种常见的古代密码锁类
型，是利用精黄铜打制的横式圆柱
体。这把清代的文字密码锁，长度
约 16厘米，锁梁长而粗，锁身有四个
小拨轮。每个拨轮上刻有不同的铭
文，从左到右依次是“除非神来，要
得巧开。老君下来，此锁为怪”。另
外还有“口、岳”二字刻写在锁身左
右两边。这款锁的设计寓意着锁身
如同山岳一般坚固，不易开启。

当主人想要上锁时，他会先在
四个拨轮的铭文中，挑选出一个字，
这样总共可以组成四个字的密码。
然后，他把这个密码记在心中，转动
拨轮打乱文字，使得这个密码更难
被破解。当需要开启锁时，他只需
再次旋动拨轮，让选定的字正对锁
梁。当四个字按照特定的顺序排
列，形成一句完整的句子，锁就会顺
利打开。

这种文字密码锁的设计，让那
些没有文化的小偷感到无比的棘
手。因为面对陌生的文字，他们可

能会产生敬畏的心理。尽管他们可
能会尝试一个字一个字地试，但这
样的工作量巨大，而且有各种各样
的排列组合方式，使得他们很难找
到正确的密码。

密码文字锁的文字选择，也体
现了主人的个性和兴趣。许多密
码锁上，就刻上了一些吉祥的词语
和诗句，既表达了主人的美好愿
望，又使得锁更具保护功能。这也
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创
造力和才华。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
密码锁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断演
变。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密
码锁的核心目的都没有改变：那就
是保护和安全。无论是利用数字还
是文字，密码锁都是一种精妙的防
卫机制，它需要主人的智慧和细心
来设置，也需要同样的智慧和细心
来破解。

古代的密码锁是一种深具文化
内涵和科技含量的发明。它既体现
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作为收藏
家，我们珍视这些古代的密码锁，不
仅因为它们的独特性和历史价值，
更因为它们所代表的那段历史和文
化的记忆。

（据《联谊报》）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著作的不同版本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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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上井
冈山创建了根据地，在这段时间
里，我党我军有了不少成功的经
验，但也有失败的教训。更严峻的
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打压下，不
少人对于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
并发展持怀疑态度。1928年 2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
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
决议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
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
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
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
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

“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
发动”。中国革命到底该如何前
行，这个重大的问题尖锐而现实，
急需得到回答。

1928年 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举办，会
上毛泽东作报告，总结了工农革命
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提出
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
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
务，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和胜利
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初步回答了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0
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
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案，该决议案
的第一部分便是《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阐述了
在四周强大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中，
小块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发展的问题，他指出，“这种
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

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
必有相当的条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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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革命的发动和准备、全国革命
形势向前发展、有相当力量的正式
红军存在和共产党组织有力、政策
不错误等。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
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
文）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
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主客
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有很好的
群众，有很好的党，有相当力量的
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
够给养的经济力。这几篇文章阐
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
和发展的条件，既否认了怀疑红色
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又
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
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
划清界限，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
建立革命政权三者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结合起来，为之后的理论发
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
总结红四军和其他地区红军的斗
争经验，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
道路的理论。党的六大后，在国民
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各地党
组织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
立革命政权，巩固和扩大红军和根
据地。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
率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在途中，
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了《红军第
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指出红军
的宗旨是：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
倒军阀，统一中华。布告还宣传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各
种政策，主要有“地主田地，农民收
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敌方官
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
问”等。这份布告给沿途群众播下
了革命的火种。

很快，毛泽东带领红四军在闽
赣边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
战争，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争取江
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
计划。同年夏，红军游击战争也
开始蓬勃发展。湘赣、湘鄂赣、湘
鄂西、湘豫皖、赣东北……一块块
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开辟建
立。到 1930 年初，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红军已在全国 10 多个省的

100多个县创建了大小 10多块

根据地。农村游击战争的广泛发
展，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
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也凸显出
城市斗争始终处于困难境地。实
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发
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
农村。同时，毛泽东把红军游击
战争的不断发展和农村根据地的
不断巩固扩大，与夺取全国革命
的胜利联系起来，开始形成“用这
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
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1930 年 1 月，毛泽东在《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
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
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
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
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
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
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总结各地
红军、游击队、根据地建设经验，指
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
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
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
土 地 革 命
的，扩大人
民武装的路
线是经由乡
赤卫队、区
赤卫大队、
县 赤 卫 总
队、地方红
军直至正规
红军这样一
套办法的，
政权发展是
波浪式地向
前扩大的，
等 等 的 政
策，无疑义
地 是 正 确
的。”他还着重指明了农村斗争的
意义，“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
高潮”。这些论述提出了把党的工
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上来，在
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
入进行土地革命，建
立和发展红色
政权，待

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中
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
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各地武装起
义、创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开
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
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
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正确革命道
路，即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
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
武装夺取政权。它反映了中国革
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
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
路，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在这
条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
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
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扫清了根本障碍。

齐白石赠画

“雅量”原是形容酒量大

宏大宽容的气度称作“雅量”，《世说
新语》中有“雅量”这一篇目，就是记述当
时人的这种气度。最能说明这种气度的
是嵇康：“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
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
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
绝矣！’”然后从容就死。这就叫“雅量”。

“雅”的本义是一种鸟类。《说文解
字》：“雅，楚乌也。一名鸒，一名卑居。
秦谓之雅。”段玉裁辨析道：“楚乌，乌
属，其名楚乌，非荆楚之楚也。”

“雅”既为鸟类，于是古人顺理成章
地就把酒器制成“雅”的样子，就像“爵”
是模仿“雀”的形状一样。

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中说：
“刘表子弟有三雅之爵。”《太平御览》卷
八百四十五引《典论》佚文：“刘表有酒
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
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卷
四百九十七引《史典论》曰：“荆州牧刘
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
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
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

伯、仲、叔、季是古人对兄弟从大到
小的排行次序，刘表及其子弟将酒器按
照容量大小依次分为伯雅、仲雅、季雅三
种，此之谓“三雅”。据北宋学者温革所
著《隐窟杂志》载：“阆州有三雅池，古有
修此池者，得三铜器，状如酒杯，各有二

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

谓刘表一子好酒，常制三爵，大受一斗，
次受七升，小受五升。赵德麟云恐是盛
酒器，非饮器也。”可见宋代时今四川阆
中尚有“三雅池”的名胜。

《太平御览》卷四百二十七引《东观汉
记》，记载了东汉大臣吴良的事迹。吴良
是齐国临淄人，任郡吏，这一年正月初一，
众官员去向太守庆贺新年，有一位叫王望
的官员大拍太守的马屁：“齐郡败乱，遭离
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狗吠之音。明
府视事五年，土地开辟，盗贼灭息，五谷丰
熟，家给人足。今日岁首，诚上雅寿。”“明
府”是对太守的尊称。这一番话说完，众
官员“皆称万岁”。吴良一听大怒，指出

“盗贼未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给人足”的
现实，要求太守“无受其觞”。太守听从了
吴良的进谏，“遂不举觞”。

王望口称的“雅寿”一词，是指举起
叫“雅”的酒杯祝寿；太守“不举觞”，也
证明“雅”就是一种酒器。清代学者袁枚
所著《随园随笔》中有一则《雅量之讹》，
就对此进行了辨析：“《汉志》：‘请上雅
寿。’注：雅，酒閜也。即刘表酒器三雅之

‘雅’。盖群臣上雅爵以介寿耳，非云酒
量大也，今称人善饮为雅量，误矣。”大杯
称“閜”，可见“雅”的容量确实很大。

清人翟灏所著《通俗编》中写道：
“世称雅量，谓能饮此器中酒，不及醉
也。”可见清代时人们已经把善饮、酒量
大称作“雅量”了。袁枚虽然纠正说“今
称人善饮为雅量，误矣”，但早已约定俗
成。由酒量大引申而为气度宽宏，乃属

顺理成章之事。（据《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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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是 1981 年
根据茅盾先生临终遗嘱设立
的，在当时是我国首个也是最
高荣誉的文学奖项，用以表彰
和鼓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茅盾为什么要留遗嘱设
立一个特别的文学奖项？

茅盾很早就从事文学评论
工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做编
辑，写了大量的评论文字，发现和
扶持了不少有潜力的新作家。

青年诗人臧克家拟出版第
一部诗集《烙印》，但是屡遭多个
书店老板的白眼后，不得不个人
出资寻求刊印，茅盾获知后，颇为
感慨，认为有必要为这本诗集做
点什么。他在第5期的《文学》月
刊上发表文章《一个青年诗人的

“烙印”》，赞扬这是一本“不肯粉
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的来自

“平凡生活”的诗集，称作者是“青
年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张天翼的短篇讽刺小说
《华威先生》也是经茅盾之手发
表 在 其 主 编 的《文 艺 阵 地》
（1938 年 4 月）创刊号上，他非
常欣赏小说的写法，称张天翼

“意识上是一位前进的作家，形
式上他有新奇的作风”“有别人
没有的文学才能——巧妙的讽
刺和新的文体”。后来茅盾在
自己写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

《春天》里（1949 年 1 月《小说》
二卷一期），把小说的主角干脆
定名为“华威先生”，将这位“开
会专家”的“两面人”暴露在“春
光之下”，《春天》俨然成了《华
威先生》的“续篇”。

姚雪垠可谓茅盾提携的老
作家，20世纪 30年代他的那篇
《差半车麦秸》就是茅盾发现的，
他曾在一篇讲话中给予这篇小说
很高评价。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
小说《李自成》是在茅盾的鼓励和
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的，茅盾写了
1.6万余字的读后意见。姚雪垠
说：“他是我的老师，也是真正的
知音。”

有人做过统计，茅盾一生评
论的作家多达313人，除“五四”以
来的一批老作家鲁迅、叶圣陶、冰心、
徐志摩、丁玲等外，更多的是如
沙汀、吴组缃、萧红、张天翼、阳翰笙、
臧克家、姚雪垠等 20世纪 30年
代后新涌现的作家，以及20世纪
五六十年代茹志鹃、王愿坚、
杨沫、陆文夫等众多新一代作家。

1978 年，茅盾写了一
篇“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
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对
年轻作家的期待。他通过
自己的经验，谈认识，谈感
想，甚至谈技巧。同时结
合 20 世纪 50 年代专业作
家扎根基层，实行“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提
出“生活根据地”的概念，
建议年轻作家也可以有意
识地建立“生活根据地”，做
到“广博”“深入”，努力耕
耘，提高自己。他还在《人
民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
上说：“一个具有多方面生
活经验，富于创作性的作
家，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
驱遣各种体裁，并且也具有
个人独特的风格。盛世出
奇才。”这里，茅盾用“奇才”
寄望于新时期作家们。

也是在 1978 年，茅盾
在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颁奖大会上，面对
着新时期涌现的一批优秀
作者，倍感欣慰，满怀希望
地说：“我相信，在这些人
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
未来的郭沫若。”言之殷
殷 ，情 之 切 切 。 当 时 的
茅盾身居要位：全国政协
副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
席、中国作协主席。

然而，当时的情况，
又是一个百废待兴，文艺
的春天，呈现的其实还只
是从冰霜冻土里刚吐出的
嫩芽。

1945 年 6 月，重庆文
化界为茅盾举行 50寿辰暨
文学创作 25 周年纪念活
动。活动现场，有企业家
捐赠 10 万元给茅盾（后来

由于各方捐赠，奖金增加
到 30万元），作为茅盾文艺
奖金，茅盾交给“文协”，希
望用来奖励青年作家。为
此“文协”专门成立了由老
舍、靳以、冯雪峰、叶以群
等组成的茅盾文艺奖金评
选委员会，并发出征文启
事，征集到作品上百篇，
评选出甲乙丙等优秀作
品。在当时这可能不过
是“活动现场”的一个“小
穿插”而已，但茅盾应该
是个有心人，“奖项”给了
他启发，他要创立一个长
期的激励机制。

1978年开启的优秀中
短篇小说评选据说是在茅
盾的提议下举办的，但由
于种种原因，未设奖金（指
初期）。

直至生命的最后时
刻，茅盾捐献出毕生的稿
费积蓄 25万元设立茅盾文
学奖。茅盾在遗嘱里是这
样写的：“亲爱的同志们，
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
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
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
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
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
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
将不起，我衷心祝愿我国
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
盛。”25万元在当时是一笔
非常可观的数额，一般人也
许很难理解，然而他却把它
视为一种比善举更崇高的
责任，他要为自己所钟爱的
事业再燃烧一次——用生
命寄望，与文学同在，与青
年同在。

1982年 12月茅盾文学
奖开评，评选已逾 11届，共
评出优秀长篇作品 53部。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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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署名的红四军
司令部布告。（据《学习时报》）

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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