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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志从教 为国育才

1948 年元月中旬，父母埋葬之事

办妥，部队转移，去向不明。文以战不

愿丢弃革命工作，日行百余里，到河北

邢台北方大学，演奏了京剧曲牌“夜深

沉”，被收到该校艺术系。8月份，该校

与华北大学合并，他被分配到中教部

直属，由延安“保小”等 3个干部子弟小

学合并的华北育才小学任教师。次

年，随中央进京，校址设在先农坛，校

名改为北京育才小学。

文以战分到育才小学不几天，北

方局为他联系上了原独四旅的工作关

系。部队的意见是“能归队最好，党

籍、军龄均可接续，若愿意教学也可

以，只是组织关系半年多了算自行脱

离。”他再三考虑，党籍是自己的政治

生命，固然重要，但新中国即将成立，

需要人才去建设和治理。相比之下，

孰重孰轻，昭然若揭。同时他还记着

《礼记·学记》中的古训：“建国君民，教

学为先”和“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

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

学校”（宋·胡瑗《松滋县学记》）的道

理。故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循循善

诱，启智明理。

1951 年末，他被借调教育部参加

了起草《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回校后

向校长提出要求，由教六年级语文改

教从小学一年级识字开始，校长应

允。在 6年的教学时间里，他根据教学

大纲的要求，从课本内容到学生学习

接收的实际，以及教师在教学上的困

惑，在反复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先后

总结编写出了两篇讲稿范例，《<老实

话>和思想教育》《我们班的卫生工

作》，3 篇有关课本改进的商酌问题，

《当前长课文教学中的问题和改进意

见》《中年级常识性课文教学的一些情

况》《论小学语文改进问题》。这些文

章在《育才校刊》和《北京教育》上发表

后，在小学语文教学会议上做了介绍，

后又被收编在教育部小学司《教学经

验》一书里。为此，引起了不少学校老

师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为建国初期

的学校开辟了蹊径，拓宽了路子。为

此，前来育才小学参观、学习和取经

者，你来我往，川流不息。

1954 年，他的《小学语文教学经

验》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初版 6.4
万册，再版两万册。这本书主要是介

绍他在育才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

教学实践，很有借鉴价值。为了学生

学写汉字的需要，1964年，上海教育出

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汉字的笔划和

笔顺》一书，初版 5万册，有两种外文版

本。此书已出版近 60 年了，现仍然在

使用中(以前在“谷歌”，现今在“百度”，

都可以查到)。这本书是根据汉字结构

的四关——笔划、笔顺、部首、偏旁，讲

了 30多种笔划，10余项笔顺规则、40种

结构形式，80多个部首，800多个偏旁，

是当时的通用字表 6000余单字的最详

尽分析和介绍。这两本书发行量之

多，说明了在文化教育上推动力之大。

1966 年 8月，“文革”开始，随夫人

单位的搬迁，他也来到嘉峪关市在酒

泉钢铁公司总校当了教师。10 年中，

他虽然没有住过牛棚，但也受过批

判。“文革”后，他努力工作，力争补上

被贻误的工作和时间。1973 年，他随

几个同志一并参加了嘉峪关市办的师

范班，培养了三期中小学教师，解决了

当地有生无师的燃眉之急。1978年调

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开的课是《现

代汉语》《中国语文》教材自编，主要是

文言文，开研究生的专课是《文字改

革》。他在 26年的教学中，从小学一年

级到大学研究生，总结出了不少教学

经验，培育出了难以计数的有用人才。

竭智尽力 编书存知

1953年 5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

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抽调大批教育

干部编写教材的决定，并明确指出，教

育部物色人员后，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调动。还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 个

编辑太少了，增加到 300 个人，也不算

多。”当他得知各条战线高级知识人才

奇缺，无人可编写教材时，又做出部

署：“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一点，必须

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这就是上世

纪 50年代初大部分知名学者进京被不

知情的人传为进京赶考的奇事。当时

调京的顶尖数学家是华罗庚，语文是

吕叔湘，英语是许国璋，地理是竺可

桢，物理是严济慈。真是全国学者名

家智慧的凝聚。毋言而喻是毛泽东主

席对全国中小学教材重视的一大盛

事，集全国名家，凝聚全社会智慧编写

中小学教材的盛事，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的重视。由

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重新

组建，调中教语文室蒋仲仁来当主任，

随之调进来的编辑有陈伯吹、袁微子、

文以战、陆静山、钟华、刘永让、黄秀

芬、张田岩等。人教社领导叶圣陶、辛

安亭、朱文叔，都是有名的语文专家。

人员配好后即开始了“教材大会战”，

不久就编写出了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

全学科的统编教材。文以战负责编写

的是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练习》第一册

和初级小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是

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用书。

小学语文课本每隔三、四课就编

一个《练习》，练习的主要内容和项目

是字、词、句、标点符号等，教学大纲的

规定非常详细，要求也非常严格。就

是帮助学生复习巩固学过的课文，再

扩写、缩写、重写、改写使之得到牢记、

发挥和应用。这一套语文课本是解放

后第一次人教社自编的，1953年动笔，

1954 年反复试教试用，符合教学大纲

的要求，1955 年全国通用。由于文以

战工作认真勤奋，精心细致，领导常让

他任责任编辑，即一本书从材料到成

书，甚至于校对都是他负责。如此劳

累、责任重大的编辑工作，他默默无闻

地在人教社一干就是 12年。

1977 年，他在兰州市编写了一年

的小学生乡土教材。1980 年，他被人

民教育出版社借调参与编写了《新编

小学生字典》。此书系教育部接受全

国政协会议提案，指示人民教育出版

社承担，叶立群、陆静山为主编，结合

小学语文教学和学生需求，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很受欢迎，荣获了多项殊

荣。后又参与黄伯荣主编由高教出版

社出版的大学教材《现代汉语》上、下

册及参考书；并与兰州大学历史系教

授王劲共同主编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老年大学教材《中国现代史》。

老当益壮 服务统战

1956 年，文教社中共总支统战委

员蒋仲仁，建议他参加了文教社的九

三小组，是北京西四颁赏胡同九三中

央直属，同志们学习、开会都在一起，

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认识不少大家和

学者。如元曲专家隋书森、九三中央

办公厅主任青来藻、书法巨匠启功等。

1984 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甘肃

九三省委主持工作的是一位中共党

员，遵胡耀邦指示撤回，九三学社中央

得知他在兰州，就推荐他去接替，任副

秘书长主持甘肃九三学社日常工作。

他忠于共产党，热爱共和国，埋头苦

干，乐于此事，积极开展工作。在 6 年

时间里甘肃省九三学社成员由 130 多

人发展到 760余人，在组织机构上原仅

有兰州分社和玉门小组，到甘肃省九

三学社省委会玉门九三学社委员会，

除陇东，陇南外，在各地区都有了九三

学社委员会的组织。在落实政策中为

陈时伟、左宗杞等几位大学老师平反。

文以战 15 岁投笔从戎，历经革命

烽火，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百废待兴亟

需人才时，他又解甲从教、从编辑，苦

心孤诣地在人民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光

辉的业绩。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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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战的革命生涯文以战的革命生涯

作家孙犁作家孙犁，，是是““荷花淀派荷花淀派””创始人创始人，，

代表作有小说代表作有小说《《荷花淀荷花淀》《》《芦花荡芦花荡》《》《风云风云

初记初记》》等等，，他爱买书他爱买书、、爱读书爱读书、、爱惜书爱惜书、、视视

书如命书如命，，一生勤勉的学人风范一生勤勉的学人风范，，深为世深为世

人感佩人感佩。。

孙犁读书孙犁读书、、买书买书、、访书访书、、修补书修补书、、包包

书衣书衣、、藏书藏书、、写书写书，，一生一生““与书结下了不与书结下了不

解之缘解之缘”。”。

孙犁爱读书孙犁爱读书。“。“我的读书我的读书，，从新文艺从新文艺

转入旧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从文

学转到历史学转到历史。”。”人到中年大病之后人到中年大病之后，，孙犁孙犁

认为认为，，读中国古书是利于养生的读中国古书是利于养生的，，于是于是，，

《《浮生六记浮生六记》《》《韩非子韩非子》《》《孟子孟子》《》《楚辞楚辞》《》《古古

文观止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昭明文选昭明文选》》…………

他读了大量的古书他读了大量的古书，，并深有心得并深有心得““学习古学习古

文文，，主要是靠读主要是靠读，，要读若干遍要读若干遍，，有一些要有一些要

背过背过；；要有几种自己喜欢的选本要有几种自己喜欢的选本，，放在身放在身

边经常朗读边经常朗读；；要以文为主要以文为主，，诗诗、、词词、、歌歌、、赋赋

并进并进，，收效会大些收效会大些；；手边要有一本适宜读手边要有一本适宜读

古文的字典古文的字典，，遇到生字随时查看遇到生字随时查看；；学习古学习古

文文，，除去读除去读，，还要作还要作，，作可以帮助读作可以帮助读，，对写对写

白话文也有好处白话文也有好处。”。”

孙犁爱买书孙犁爱买书。。中学毕业后在北平中学毕业后在北平

当差期间当差期间，，他常到北新桥他常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单商场、、西西

四牌楼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被辞退被辞退

后后，，他满不在乎他满不在乎，，用最后一次薪金用最后一次薪金，，购置购置

了鲁迅翻译的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死魂灵》，》，高高兴兴回到高高兴兴回到

公寓去了公寓去了，，因为因为““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我的精神支柱是书

本本”。”。回到故乡回到故乡，，他喜欢到保定紫河套他喜欢到保定紫河套

逛地摊书市逛地摊书市，，尽管囊中羞涩尽管囊中羞涩，，看到姚鼐看到姚鼐

编的编的《《古文辞类纂古文辞类纂》》也要破天荒慷慨地也要破天荒慷慨地

买下买下。。19491949年初年初，，孙犁到孙犁到《《天津日报天津日报》》工工

作作，，起初起初““除谋划一家衣食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不暇他顾”，”，

但也零零碎碎地买书但也零零碎碎地买书；；后来有了一些稿后来有了一些稿

费费，，就成批成套地买就成批成套地买。。在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

的旅行的旅行》》一文中一文中，，他回忆自己跌跤发病他回忆自己跌跤发病，，

听同事们的劝听同事们的劝，，外出旅行散心外出旅行散心，，在济南在济南

没有找到古旧书店没有找到古旧书店，，深觉遗憾深觉遗憾；；在南京在南京，，

觉得游山玩水疲乏觉得游山玩水疲乏，，逛古旧书店当休逛古旧书店当休

息息；；到上海也是一个人去逛书店到上海也是一个人去逛书店，，正赶正赶

上古籍书店开张上古籍书店开张，，琳琅满目琳琅满目，，欢欣购欢欣购

书书。。———这哪里是旅行—这哪里是旅行，，分明就是去各分明就是去各

地逛书店地逛书店。。

孙犁藏书极富孙犁藏书极富。“。“惟天文算术一类惟天文算术一类，，

因一窍不通因一窍不通，，一本也没有一本也没有。”。”其余无论是其余无论是

经史子集经史子集、、书目图画书目图画，，还是农桑畜牧还是农桑畜牧、、金金

石美术等书石美术等书，，孙犁都有孙犁都有。“。“买书就像蔓草买书就像蔓草

生长一样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不知串到哪里去。”。”喜欢的喜欢的

书书，，他还不止藏有一种版本他还不止藏有一种版本，，如如《《世说新世说新

语语》《》《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就有就有 44 种版本种版本，《，《西厢西厢

记记》《》《牡丹亭牡丹亭》“》“不知买过多少次不知买过多少次”，”，中国中国

史书史书、、笔记小说有几大书柜笔记小说有几大书柜。。孙犁奉鲁孙犁奉鲁

迅为人生导师迅为人生导师，，鲁迅给许寿裳的儿子许鲁迅给许寿裳的儿子许

世瑛的书目世瑛的书目，，鲁迅提到过的金石美术图鲁迅提到过的金石美术图

画书画书，，他都奉为圭臬他都奉为圭臬，，照书目搜集照书目搜集。。在在

《《我的经部书我的经部书》》一文中他回忆道一文中他回忆道：“：“报社报社

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谁要是牌运不

佳佳，，就说就说：：孙犁搬家孙犁搬家，，总是书总是书（（输输）。）。从这从这

一谚语的形成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孙犁爱惜书孙犁爱惜书。。孙犁买了很多的破孙犁买了很多的破

旧古书旧古书，“，“终日孜孜终日孜孜，，又缝又补又缝又补”，”，还说还说

““这些年这些年，，我修整了很多残书我修整了很多残书，，我发现自我发现自

己在修修补补方面己在修修补补方面，，很有一些天赋很有一些天赋。。如如

果不是现在老眼昏花果不是现在老眼昏花，，我真想到国家的我真想到国家的

文物部门文物部门，，去谋个差事去谋个差事”。”。为了把自己为了把自己

的藏书保护好的藏书保护好，，除了爱修补书除了爱修补书，，他还爱他还爱

包书衣包书衣，，自嘲自嘲““爱书成癖爱书成癖，，今包装又成今包装又成

癖癖，，此魔症也此魔症也”“”“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

包裹书籍的时候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我的心情是非常平

静静，，很是愉快的很是愉快的”。”。

孙犁轻易不借书孙犁轻易不借书、、送书给别人送书给别人，，但也但也

有例外有例外，，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许多同志都

到他家拿过书到他家拿过书。。他觉得他觉得，，大敌当前大敌当前，，那些那些

平日他惜如性命的书平日他惜如性命的书，，能被同志们拿去能被同志们拿去

增加知识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份力量为抗日增加一份力量，，何乐不何乐不

为为？《？《芸斋琐谈芸斋琐谈》》一文里一文里，，他说自己也主动他说自己也主动

地寄赠过一些书给素不相识的用了苦心地寄赠过一些书给素不相识的用了苦心

的青年人的青年人，，只因他们来信或稿子写得清只因他们来信或稿子写得清

楚真挚楚真挚，，觉得这样赠书觉得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才能书得其所，，

使书发挥作用并得到重视和爱护使书发挥作用并得到重视和爱护。。————

此情此境此情此境，，割舍也是爱惜的一种割舍也是爱惜的一种。。

““这些书这些书，，在这些年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确给了我难以

言传的精神慰藉言传的精神慰藉。”。”孙犁的一生孙犁的一生，，是和书是和书

生死与共的一生生死与共的一生。。他的光辉风范证明他的光辉风范证明：：

真正的作家可以因人格和作品而永远真正的作家可以因人格和作品而永远

活在人民心中活在人民心中。。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

书法长卷《满江红》，气势如

虹。笔画圆润厚实，刚柔并

济，间架舒朗，虚实相生，沉

稳中见潇洒，平正中见奇

崛，一派儒雅蕴藉、坦荡磊

落之风，体现了书者的艺术

思想和高洁情操。

于右任是一位反帝反

封建的志士、辛亥革命元

老、书法大师和著名诗人，

他一生为中国民主革命和

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

极贡献，是一位伟大的爱国

者。尤其是在书法上，具有

极高的贡献，享有“近代书

圣”和“当代草圣”的美誉。

于右任的书法笔力雄

健，笔法丰富，骨干平正，稳

中求险。其最大的贡献和

成就在于“引碑入草”。他

把碑学书体的笔意和审美

融入到草书中来，创作出一

种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并

取得了极高成就，在中国书

法史上具有开宗立派的意

义。他在总结前人章草、今

草、狂草 3 种草书的基础

上，本着“易识、易写、准确、

美丽”的原则，融合了魏碑

特征，书法线条综合了犀

利、柔韧、潇洒、遒劲等多种

审美元素，既保持了草书的

潇洒灵动，又兼具了碑学书

法的圆劲刚健，创作出一种

全新的书法美学形态，被称

作“于体”或“标准草书”，让

草书既保持了艺术价值，又

兼具了实用价值。现代著

名书画家、书法理论家刘延

涛评价说：“《标准草书》发

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

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

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

广大悠久！”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

创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前后。全词情调激

昂，慷慨壮烈，气盖山河！显示出一种浩然正气和英

雄气质，表现了作者精忠报国的凌云壮志和乐观奋

发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宁死不屈

的英雄气节。

岳飞的《满江红》，激励着千古中华民族的爱国

心。抗日战争时期，这首词曲低沉而雄壮的歌音，更

使人们领受到它的伟大的感染力量。于右任一生多

次书写岳飞的《满江红》，很喜欢这首豪迈悲壮的词

作，对民族英雄岳飞充满崇敬之情。抗战之初，于右

任率先签名拥护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八一宣言”，反

对“不抵抗主义”，主张两党合作，共同抗击外敌。他

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口诛笔伐，极力反对。他应周

恩来之请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不久，又为该报

题词赞誉共产党“热诚爱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后，他通过屈武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联系。毛泽东

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设宴款待，公开支持国共两党

再次合作，和平建国。

于右任《满江红》书法作品款署：李代总统德公

正之，于右任。铃印“关中于氏”。左下盖有两方收

藏印：李宗仁印，德邻。于右任手书《满江红》相赠李

宗仁，含有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赞许和期待之意。李

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人。曾加入同盟会，1926年

率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全面抗战爆发后，

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春，他指挥中国军队

浴血奋战、奋勇抗敌，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

捷，他也因此而扬名中外。

作品书写的时间是李宗仁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期

间。这一时期，于右任与李宗仁曾有过两次密切交

集，有赠送书法作品的机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之后，国民党精锐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国民党统

治面临覆灭命运，蒋介石被迫于 1949年 1月宣布下

野，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于右任曾当面向

下野的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

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

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和幕后操纵，在李宗仁和孙科的

府院之争中支持李而留在南京，并支持国共和谈。

1949年 4月国共和谈时，李宗仁邀请于右任为指导

委员会成员，二人并亲自前往机场为谈判代表张治

中等人送行。张治中在北平谈判期间经常与南京联

络通报情况，有时还与于右任直接通话。李宗仁想

利用于右任的声望，派他去北平协助和谈。于右任

十分兴奋，表示愿为和平而奔走，并积极准备，连随

行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定于 15日出发。这段时间，

于右任与李宗仁交往繁密。

可就在于右任启程前往北平的前夕，于右任的

北上之行因故成为泡影。和谈破裂，周恩来对于右

任的处境十分担忧，曾托人转告他注意安全，并表达

了邀其参加新政协的殷切之意。但其时于右任周围

布满了特务，已身不由己。11月 29日，他被国民党

政府当局胁迫从重庆飞抵台北。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于台北。当时台

湾的媒体曾以“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生珍藏纸几张”

为题做了报道，赞誉于右任高风亮节、清廉洁贫。

笔者收藏了一对郎窑绿釉葵口

盘（附图），浅腹，平底，圈足，通体施

郎窑绿釉。郎窑绿与郎窑红的同类

器相比，在胎、型、足等方面基本一

致，只是里外釉面均为青绿色。釉面

凝厚，玻璃质感很强，光亮莹彻釉色

较深，开有细碎的斜片纹，并映出五

彩光泽。

绿釉瓷烧制在宋代时已较普遍，

明清时期的绿釉瓷发色漂亮。绿釉

瓷有独特的烧制工艺，早期孔雀绿釉

瓷，多在坯胎上施孔雀绿釉一次性低

温烧成，因部分器物发色偏蓝，有“孔

雀蓝”或“法蓝”之称。元代工匠则先

在高温中将瓷胎烧成涩胎或白釉瓷，

然后再施孔雀绿釉，入窑二次低温烧

制。由于釉面与坯体的膨胀系数不

同，瓷部表面多呈现不同程度的细小

开片，日久风化、受土壤侵蚀，釉面会

出现成片成块脱落的现象。康熙官

窑烧制的孔雀绿釉瓷窑温提高，胎

釉紧密，胎面常有密集细小的开片

现象，这是“清三代”孔雀绿釉瓷的

特征。

因绿釉瓷在不同时期，不同窑口

烧制，其发色略有差别。绿色釉包括

孔雀绿、鹦哥绿、宝石绿、瓜皮绿等。

明代烧制孔雀绿釉，釉色有深浅二

种；深者色葱翠，釉内有细碎片纹，并

衬有酱白釉底，釉色鲜明艳丽；浅者

在彩釉中配合使用，如茄皮紫等釉，

常加上孔雀绿。清代绿釉瓷又有发

展，高温绿釉中的郎窑绿、苹果绿，低

温绿釉中的孔雀绿、瓜皮绿和秋葵绿

等是绿釉瓷中的精品。康熙时期郎

窑绿釉，也称“绿郎窑”“绿哥瓷”“苹

果绿”。

郎窑瓷是郎廷极督造的产品，

他在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由于他

酷爱古陶瓷，对陶瓷很有研究，康熙

皇帝发挥了他的特长，让他担任景

德镇督瓷官，他任期内御窑厂产品

都称郎窑。

清代郎窑绿、郎窑红没有官窑

款，但收藏界认可它是一种独特无款

官窑器。如：康熙郎窑绿釉苹果尊，

器形规正，做工考究，胎体精细，厚薄

均匀，内腹中上部可见横向接胎痕，

露胎处呈现“火石红”。郎窑绿用含

氧化铜石灰釉，在氧化气氛中呈现绿

色，属于铜绿釉。挂釉后经高温烧

制，因工艺复杂，烧制温度极难控制，

能烧出理想翠绿色釉瓷，成品率极

低，所以存世量少，产品以小件为主。

和书生死与共的孙犁

“难得一见”郎窑绿
□ 王家年王家年

□ 易易 玲玲

珍 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