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青年学运先锋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
东省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这是一个八口
贫寒之家，父母膝下育有弟兄五人和一个妹
妹，仅靠三亩半地维持生活。葛佩琦自幼聪慧
好学，放牛放猪之时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

1929年春节后，葛佩琦用一条小竹扁
担挑起行李和书籍，背井离乡，考取了黄县
崇实中学。1930年 5月，同学们发起纪念
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大会，但是活动中

“向国旗鞠躬”的行动遭到校长的反对。全
体同学爱国情绪高涨，坚决冲破阻挠，毅然
向国旗行了三鞠躬礼。校长翌日就宣布学
校停止上课，予以解散。

葛佩琦并没有因此放弃求学，而是怀
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决定到更远的北平
去读书。

到了北平，葛佩琦举目无亲，凭着顽强
的毅力，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他经人
介绍，在工厂的汽车房里当学徒，每天两顿
窝窝头，每月 1元零花钱，没有工资。1930
年 9月，葛佩琦在老同学的资助下，插班进
入私立崇实中学初中三年级。为了筹措学
费和生活费，他到校长开办的羊奶厂做送
奶工。羊奶厂负责给他交学费，每月另发
工资 3元。工作之余，他争分夺秒刻苦求
学，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
程，于 1933年暑假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
系。此后两年，他或当家庭教师，或到中学
教课，依旧勤工俭学，发奋苦读。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
义穷凶极恶，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
安内”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镇压革
命。中国共产党则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
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
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两相
对比，葛佩琦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
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华北之
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葛佩琦
感到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
物理书”，便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

1935年12月9日，轰轰烈烈的“一二·九”
运动爆发了。葛佩琦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散
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抗日救亡大宣传。10
日，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选为执
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
平市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 16日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
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抓捕爱国学生。
站在游行队伍最前排的葛佩琦首当其冲，
被抓进警察署“过堂”。面对强加给学生的

“造反”罪名，葛佩琦义愤填膺地说：“是！
我们是要造反。我们要造日本帝国主义的
反，要造汉奸卖国贼的反！”当对方要他跪
下时，他怒斥道：“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向
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我是堂堂大学生，是
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
着生！”几天之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
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校。经过这次狱中
斗争，葛佩琦更加坚信，要抗日救国，就必
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36年 1月，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指导
平津学生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冒着凛冽的
寒风，向民众传播抗日救亡的火种。宣传团
回到北平后，于 2月 1日召开全体团员大会，
宣布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
先队”。葛佩琦成为民先队的第一批队员。

3月底，北京大学学生会被勒令“停止
一切活动”。6月初，学生们发起成立“北京

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葛佩琦当选为 21
名委员之一。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
多数同学的拥护下，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工作。12月11日，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葛佩琦当
选为副主席。

1937年 6月，葛佩琦从北京大学物理系
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他没有去中学教物理，
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
大院校的学生在西山联合举办军事夏令营，
葛佩琦专程去听课，学到一点游击战常识。

1937年 7月底，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
葛佩琦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和一批同学辗转
前往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
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学会中有中共地下
党员二三十人，做了大量利于抗战的工作。

抗日游击驰骋豫东

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琦接受了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
班的培训。1938年 2月，他和战训班同学共
100人抵达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
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
各县工作。葛佩琦和共产党员王振鸿、刘野亮
等 40人，主动要求到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
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
离乡”的原则，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
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

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
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同葛佩琦谈
话，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并
表示有事时可以联系。

1938年 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
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在其他各
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琦留在商丘
坚持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
和虞城县县长蔡洪范，成立豫东抗日游击司
令部，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的枪支弹
药，发起组织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收了
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收编了几支地方
武装，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的规模。在工农
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
路线上的几个据点，收复两座县城。

6月下旬，葛佩琦派人前往洛阳，与中
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转交入
党申请。8月的一天晚上，葛佩琦正在洛阳
出差，刘子久来到旅社向他宣布：“组织上已
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
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

葛佩琦向刘子久汇报了工作，刘子久
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琦一个任务：“做好
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
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
创造条件。”刘子久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要
他交给彭雪枫。

1938年 10月下旬，彭雪枫率新四军游
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琦单独和彭雪枫
见面，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汇报了豫东地
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要他继续做好统战
工作，并告知有事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
彭雪枫率部进抵永城县书案店，开辟豫皖
苏抗日根据地。葛佩琦再次前往，提出想
到新四军工作。彭雪枫对他说：“为了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
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此后，葛佩琦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冒
险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春，他策动伪和
平救国军第一军所部 2000 余人反正。10
月下旬，他又策动该军的三个师同时反正。

1942年，葛佩琦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
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赵耀斌（又
名王石坚）的领导。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电
台，来到安徽界首，将悦昌恒商行作为联络
据点，通过两方面的工作，搜集各种情报：
派遣联络人员赴商丘、柘城、亳县等沦陷城
镇，百般搜集日伪军事情报；利用国民党少
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与
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
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从此，葛佩琦在
豫东、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
报网络，联络范围远至北平、上海。

1944年秋天，葛佩琦回到西安。他和
赵耀斌、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
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西安研究书店”，以
此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

深潜敌营虎穴建功

194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赵耀斌
派葛佩琦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
为向东北转移作准备。葛佩琦利用以前和
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
机到徐州，然后乘火车到达北平。葛佩琦
在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
家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

1946年春节前，赵耀斌在信中用暗语
对葛佩琦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
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
北”。大年初三，李年、王书鼐、邢国彦坐飞
机来到北平。这三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
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赵耀斌安
排，准备和葛佩琦一同前往东北。

此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
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也到了北平。他经过
李年的介绍，会见了葛佩琦，并对葛佩琦的
工作能力十分赏识。几天之后，余纪忠委
任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
治部少将督察”。

就在葛佩琦动身去东北时，看到国民
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东北保安司令
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 29
人。这显然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
葛佩琦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
组织派他到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
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
任。他就是要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
决心，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

到沈阳后，葛佩琦和“国民党东北行辕
政工处第二科科长”李年、“沈阳警备司令部
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

“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等地下党员，共
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葛佩琦每次获得
情报后，都是先传递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
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发报员发
给赵耀斌。

葛佩琦在东北最初的职务是政治部代
理第一组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
量机密。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部队的番号、
驻地、人数、编制等信息，均汇报给长官部
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
一览表。这些情报，悉数经过葛佩琦之手，
成功为我党所掌握。

1947年春，葛佩琦代表长官部政治部到
安东（丹东）视察，向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队
参谋长了解部署情况，检查了新修的防御工
事。他将这些情况，秘密报给我党地下组织。

1947 年 5 月 20 日，南京、北平等地掀
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运
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师罢教，运动
迅速席卷了 60多个大中城市。6月 1日，北
平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沈阳学生也计划在
次日游行响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浪潮，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贯严厉镇压的措
施。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

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组
成“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对策，葛佩琦也
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使用武力镇
压学生的游行，遭到了葛佩琦的坚决反
对。最后，会议决定当夜派军警逮捕各校
的学生会负责人。刚一散会，葛佩琦就立
即将此消息秘密通知东北大学的 3名进步
学生，帮助他们连夜逃脱追捕。

1947年 6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
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
战。国民党第 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部队据
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6 月
底，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
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
上增援四平。葛佩琦时任指挥所新闻组组
长，发现了一同前进的第 93军炮兵团和战
车营的动向。在部队进至铁岭、昌图一带
宿营时，他将有关情报用军用电话报给了
李年。由于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东北民
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打下四平，
只得退兵。葛佩琦进入四平城内，代表前
进指挥所向陈明仁表示慰问。

临危不惧坚持斗争

1947年 8月，国民党东北军政机构重
新编组，原保安长官司令部撤销，职权业务
并入东北行辕。葛佩琦调任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负责管理东北的新
闻出版机构和宣传事宜。

深入敌人营垒开展隐蔽斗争，即使有
国民党少将的头衔作掩护，也随时会有被
捕杀头的危险。

1947年 9月底 10月初，由于北平情报
站的工作失误，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
到国民党保密局的大肆破坏。赵耀斌在西
安被捕，葛佩琦与上级的单线联系中断。
赵耀斌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情报组织也
受到沉重打击。

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也同时被捕，但此
时葛佩琦并不知道北平、西安等地发生的紧
急事态。他暗自考虑，沈阳这个情报组织已
经被破坏，自己是否暴露了身份？要不要立
即转移？还是坚守岗位，营救同志？如果黑
名单上有了自己的名字，跑是跑不出去的；如
果没有，也不会因为营救同志而被逮捕。

“既入虎穴，何必怕虎？”葛佩琦经过多
方打听，得到三位被捕同志的关押地点。
他立即通知他们的家属送饭送衣，并全力
设法营救。1948年 1月，李年等同志被押
往南京，营救工作遂告一段落。

值得庆幸的是，葛佩琦的身份一直没
有暴露。但是他和赵耀斌的联络已经断
绝，情报发不出去。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在
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沈阳解放已成定
局。在这一段时间里，葛佩琦虽然不能继
续做情报工作，但还可以顶着“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头衔，利用旧有
的社会关系，做些有利于革命的其他工作。

1948年 2月，东北大学有几名进步学
生被逮捕，葛佩琦利用手中职权将他们保
释出狱。当沈阳城内一些穷苦的山东同乡
失去生计时，葛佩琦以山东同乡会理事的
身份向一些大户募捐，并暗地动员失业同
乡到解放区参加生产。在沈阳解放前夕，
葛佩琦多次召集沈阳各报社的进步编辑和
记者开会，要求他们揭露国民党当局抓壮
丁、拉民夫、强征农民粮食等苛政。

1948 年 11 月 2 日，沈阳解放，历时 52
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葛佩琦坐上马车
经过山海关前往北平，一路上看到红旗飘
飘，想到革命的旗帜上有自己的一滴血汗，
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据《学习时报》）

葛佩琦：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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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6 月，葛佩琦的老战友和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概括
了葛佩琦的经历与性格。

葛佩琦的一生，舍生忘死、光明磊落。他多次受党的指派，不计个人安危，长期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从事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
立后，他始终襟怀坦荡，坚信真理，以崭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50年 10月 5日，第 19兵团第 63军作
为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奉命调往山东邹县
集结待命（次年 2 月入朝，后参加第五次战
役）。在此之前，第 63军驻陕西三原、耀县等

地，担负开荒建设、修建铁路及剿匪等任务。
就在部队主力转进山东不久，留驻陕西

的第 63军留守处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创办一
所搪瓷制品厂，为志愿军生产日用和医疗搪
瓷器皿。留守处随即选派邸聘之、邸林杰、
马儒英等 12名官兵，以部队开荒生产所得的
20万元为开办经费，在陕西西安筹备建厂。

场地是建厂的基础。为了尽快“安家落
户”，筹建者们在西安小东门外中兴路上寻
得一片面积约 9000平方米的院落。这里曾
开办过一家私人织布厂，因经营不善早已歇
业。院内荒芜破败，甚至一些屋顶出现塌
陷。考虑到距陇海铁路较近且租金便宜，邸
聘之等商议决定厂址就选在这里。西北地区
第一家搪瓷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63军
后勤部生产科所属西安搪瓷厂，就此诞生。

拿惯了枪杆子的军人，面对搪瓷烧制却
犯了难。从西安搪瓷厂建厂初期的一份组
织结构表上可以看到，排在全厂各部门重要
位置的技术研究室所设的设计制图员和技
术检查员岗位下方，均标注“需调来”字样；

在生产管理科下设的车间记录员及其他不
少重要岗位下方，也都标注着“需调来”。为
解决关键的人才和设备问题，邸聘之赶赴当
时中国搪瓷业最发达的上海招兵买马。经
过不懈努力，不仅购买了相关设备，还想方
设法请到 28名自愿支援西北建设的搪瓷工
人。这些技术工人到来后，很快成为西安搪
瓷厂生产的中坚力量。同时，第 63军留守处
也从其参与的公私合营三原凤利铁工厂选
调了一批骨干驰援西安。这其中就有年轻
的铁工厂学徒胡双印，后来他成长为西安搪
瓷厂领导和该领域著名专家。

在解决了场地、厂房、设备、人才、工艺
等一系列难题后，西安搪瓷厂终于在 1951年
下半年试制面盆成功，正式运营投产，次年
注册第一个商标“白鸽”。与此同时，该厂生
产的搪瓷杯、食盆、饭碗等，开始源源不断
供应朝鲜前线部队。这些搪瓷用具，很快
成为志愿军官兵战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尤其是由祖国慰问团带给志愿军官
兵的慰问搪瓷杯，白色杯身，天蓝色滚边，

展翅的白鸽飞翔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巍峨的
华表高高耸立，杯身上“抗美援朝 保家卫
国”或“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鲜红醒目，
寄托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官兵的情谊和赞
许，成为记载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特殊
时代印记。

1952 年 5 月，上级决定，西安搪瓷厂由
军队系统移交西安市政府管理，改名为地方
国营西安市人民搪瓷厂（原军队人员继续留
厂担任管理职务）。尽管隶属关系有所变
化，但该厂军民共建、保障军需的初衷始终
未变。1953年，全厂工业产值达到 107万元，
产量 541吨，有效保障了志愿军各类搪瓷制
品的供应。同年，该厂特制的 40公分飞天饰
花反口面盆被作为高规格礼品赠送给访华的
朝鲜领导人。1962年，时任厂长的马儒英还
赴京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受到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战争的烽烟已经远去，小小搪瓷杯所承
载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故事，将永远
流传下去…… （据《中国国防报》）

苏绣起源于苏州，是一种装饰性与实用性兼
备的工艺美术。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叶圣陶
对这种家乡独特的民间艺术十分喜爱。他曾多
次来到苏州刺绣研究所参观，每次来都由苏绣
艺术家顾文霞陪同。

1962年 1月 18日，叶圣陶在顾文霞陪同下
参观了研究所里新创制的绣品。琳琅满目的绣
品让叶圣陶目不暇接，他欣然挥毫，写下了“国
艺之花”的题词。

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叶圣陶如此关心苏绣
艺术，让顾文霞非常兴奋和感动。为了表达对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敬重和谢意，顾文霞准
备亲手绣制一幅绣品赠送给叶圣陶。她利用业
余时间，在家里绣了一幅《猫蝶图》。她以“猫
蝶”为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猫蝶”的谐音是

“耄耋”，含“高寿”的寓意，赠送《猫蝶图》，即向
老人祝贺 70虚岁寿诞。

叶圣陶收到这幅别致的寿礼，甚为喜爱。
欣赏之余，他挥笔赋诗一首，并题曰：“顾文霞同
志以所绣猫蝶图见贻，精妙非凡，受之欣然，题
十四韵为酬。”全诗如下：

小猫仰蝴蝶，定睛微侧首；侧首何所思，良
难猜之透。未必食指动，馋涎流出口；未必如庄
生，蝶我皆乌有。猜之亦奚为，但赏针法秀。小
品状二物，恍睹春睛昼；制作者谁欤，文霞传顾
绣。投邮远见贻，受之感意厚。文霞擅此艺，勤
习始自幼；功到二美兼，灵心并妙手。往常涉重
洋，神技当众奏；观者咸惊叹，丝绘倾刻就。声誉
驰异域，荣光宁独受。精进愿无涯，以为文霞寿。

“文革”结束后，顾文霞很想重绣《猫蝶图》，
将叶圣陶所作的这首十四诗韵也加绣其上，使
之成为相得益彰的艺术品。遗憾的是，这首诗
散失不知去处。

1983年，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到苏绣研究
所参观时，顾文霞特别提起这件事。叶至善说：

“父亲这首诗，家里应该还能找到，我回去后寻
出来马上寄给你。”不久，她欣喜地收到叶至善
从北京寄来的附有叶圣陶十四诗韵的信函。于
是，一幅加绣有叶圣陶十四诗韵的绝妙绣品《猫蝶
图》在顾文霞的一双巧手中诞生，由此艺坛也留下
了一段“猫蝶诗韵”的佳话。（据《人民政协报》）

1990年，费孝通迎来了他的 80寿辰。各界
贤达齐聚一堂，为这位学界泰斗贺寿。

宴会上气氛热烈，大家在对费孝通表达祝
福之余，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他一生斐然的学术
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卓越贡献。有人提及当今世
界文化的多元现状，还有不同文化交流碰撞时
产生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费孝通面带微笑，思绪飘回往昔。他回忆起
在英国留学时，曾与同学利奇就人类学的治学理
念展开的深刻探讨。利奇觉得人类学不过是智力
的操练或游戏，可费孝通却坚定地认为，身为中国
学者，不能仅仅将研究当作个人的自我实现。

他还回想起当初放弃医学转攻人类学的初
心，那正是源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学以致用”的使命感。在他心中，学
术研究必须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

说起文化，费孝通的眼神中更添神采。他
提及在大瑶山考察的那段日子，与瑶族同胞共
同生活的经历让他深切领悟到了“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的真谛。费孝通解释说，“各美其美”是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认定的美好，而在其他民族看
来或许并非如此。但只要民族之间能尊重彼此
的价值标准，那便是了不起的进步。他进一步阐
述，当民族之间平等交流频繁，人们就会发现其
他民族认为美的事物，自己也能欣赏，这便是“美
人之美”，这是超脱自身生活方式的高境界。

紧接着，费孝通目光深邃，继续说道：“‘美人之
美’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当不同的标准
相互融合，便达到了古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深深为这番话语所触
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 16字箴言简洁有力，深刻阐明了尊重文化多样
性、自我认知、相互理解与包容的重要意义。

寿辰聚会结束后，费孝通的 16字文化箴言
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它
成为了人们处理文化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与合
作的重要准则，也让更多人对费孝通的学术思
想和人文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敬意。

（据《人民政协报》）

叶圣陶题诗赞苏绣

费孝通的文化箴言

祖国慰问团赠送志愿军官兵的慰问
搪瓷杯。

搪瓷杯记载的峥嵘岁月

民国初年，沈尹默就以书法和旧体诗词
而闻名遐迩。沈尹默曾经二度游学日本，归
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
学，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同办《新
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而
且，由于书法造诣极深，沈尹默与李志敏合称

“北大书法史两巨匠”，徐平羽称赞沈尹默的
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
无愧”。

沈尹默熟读《红楼梦》中的诗词，并且烂熟
于心，他常请人用手遮住《红楼梦》诗词的某一
句中的一个字，然后由他说该用什么字来填，总
是准确无误。

因为沈尹默的旧体诗词也写得非常好，因
此当时有一个日本学者问他：“沈先生，是谁教
您写诗的？”沈尹默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写诗
不曾拜过老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由此
可见，沈尹默是多么喜欢《红楼梦》，多么崇敬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据《联谊报》）

沈尹默以曹雪芹为师

■文人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