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茶陵“文苑堂”书纸店
老板娘毒打了一名在店内干了几
十年的老工人，而老板还曾是这
个老工人“抱大”的。

“喜起”怒不可遏，他串联茶
陵县城的书纸业工人找这个老板
算账。这下可把老板夫妇吓坏
了，跪地求饶，表示再也不敢欺负
老人了。后来，“喜起”在回忆录
中写道：“这次斗争的胜利，我清
楚地看到和体验到工人团结起来
的力量，思想上又受到了一次教
育和启发。”

1925年，“喜起”所在的“徐文

元”书纸店也停业了。他离开了
茶陵县，又回到了攸县老家，继续
从事书籍装订工作。

此时，在他工作地的附近，住
进了一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小
学教员余来。余来是当时攸县共
产党的负责人之一，待人热情。“喜
起”同他常常往来，并经常长谈到
深夜。余来还给“喜起”讲有关俄
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成立的
情况，并介绍他看一些革命书籍。

当时的湖南，正处在革命风
暴就要到来的前夕，也就是这个
时候，“喜起”开始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
1926 年，“喜起”迎来了人生

中重要的时刻——加入中国共产
党。“喜起”本打算改名“谭虎”以
明志，但介绍人余来觉得欠妥，即
言：“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
山林”，以为“震林”更好。从此，
谭震林这个名字逐渐响亮。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谭震林
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
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
动特派员。并组织发动家乡人民
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
动武装。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这句话，大家耳熟
能详。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湖北武汉“八七”
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提出了这一著名论
断。这个论断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
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数月后的井冈山上，毛泽东心生感慨：“第一
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是谭震林。”

在攸县谭震林生平业绩陈列馆中，就有这
样一幅“毛泽东与谭震林”的油画，名为《第一个
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为何谭震林
会成为“第一个”？记者试图从他的成长经历中
去探寻缘由。

一边当学徒，一边“巧”读书

1902年4月24日，攸县城关镇珍珠巷
的一个破旧民宅里，“喜起”出生了。

虽然生活艰难，但“喜起”的父亲谭
瑞开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在“喜起”9 岁
时，还是被父亲送进了一家私塾读书。

“喜起”聪明好学，熟读《百家姓》《三字
经》等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还把学到的
历史故事讲给小伙伴听。

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谭瑞开失业了，
一家人都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深渊，“喜起”
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谭瑞开只好把“喜
起”送到了攸县太成堂书纸店当学徒，但两
年后书纸店老板病故，“喜起”只好离开。

为此，14 岁的“喜起”步行 30 多公
里，找到茶陵县一家名为“徐文元”的书
纸店继续学习、谋生。这几年，也成为激
发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时期。

“他白天忙碌地工作，夜深人静的时
候，却在悄悄读书学习。”攸县档案馆副馆
长曾建荣介绍，根据相关回忆录，当时，“喜
起”趁着晚上书纸店关门的时候，就把要看
的书偷偷拿到，等老板和其他学徒都睡熟
后，他再爬起来熬夜苦读。到了第二天清
晨开铺之前，他又悄悄把书放回原处。为
了不让老板发现他偷书看，他看书的时候
非常小心，生怕弄出一点折皱损伤。

这期间，“喜起”熟读了《水浒传》《三国
演义》《七侠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
这些书启蒙式地熏陶了“喜起”的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思想。他也从这些书中认识到：
要打倒封建王朝，推翻不合理的旧制度，靠
一个两个路见不平的英雄不行，必须集合
众人的力量，团结一致向邪恶势力冲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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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谭震林第一个赞成并忠诚实践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吴辉兵

云从龙、风从虎，虎啸生风撼山林

他成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让谭震林非常愤怒，他利用自
己在群众中的声望，在攸县组织
了一场万人大游行，抨击国民党
的反动行径。“马日事变”后，由于
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武
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
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这一年的8月 7 日，中共中央
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在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由此

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
亮口号。

1927 年秋，起义军又一次打
进了茶陵。这一次，谭震林成功
地找到了组织，并被大家推举为
茶陵县工会主席。就任工会主席
后，他立刻着手开展群众工作，
相继组建了茶陵县店员工会、学
徒工会、缝纫工会、铁业工会、磨
(豆腐)工会，并邀请中共茶陵县
委进入县城工作，就这样，茶陵
县成了一个当时非常稳固的革

命根据地。
1927 年 11 月，毛泽东指派工

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主
任宛希先，负责落实建立茶陵县
工农兵政府。宛希先随即找到谭
震林，两人商谈后，召开了由群
众、县委和工会三方共同召开的
扩大会议，在会上，选出了工人代
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
代表陈士榘。就这样，在 1927 年
底 ，湘 赣 边 界 第 一 个 红 色 政 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

随后，谭震林派出工作队下
乡，广泛动员群众，在全县建立了
八个区政权。

毛泽东指示宛希先送给茶陵
五支枪，谭震林立即组建纠察队
等革命组织。工农革命军一面消
灭敌人，一面打土豪筹款，使得茶
陵遍地梭標，漫天红旗，形成了比
大革命时更为高涨的革命热潮。
这让谭震林深刻认识到，“枪杆
子”对于政权的重要性。

1927年12月26日，在国民党

军队的疯狂进攻下，茶陵失陷。
谭震林感叹，“从这件事体会到，
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活动的余
地。在茶陵，我们打碎了旧政权，
建立了新政权，经验告诉我们，没
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配
合，就不能战胜敌人，已经建立的
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

此后，谭震林率领工人和农
民赤卫队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
山，他坚定拥护和忠诚实践毛泽
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

断，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要革命，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油画《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 记者 戴凛 摄

▲攸县谭震林生平业绩陈列馆即将搬迁升级。
记者 戴凛 摄

▲扫码观看
“百年潮 株洲红”
系列报道之16视频

1616

A11

2021年04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肖星平
美编：刘昭彤
校对：袁一平

博览

精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
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
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
察，但刘文典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介石如愿以偿。可是
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
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
的欢迎场面。

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
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这话直至今日仍振聋发聩。
有一次，蒋介石到安庆视察，召

见了刘文典。
“你就是刘文典吗?”
看到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面无

惧色、昂首阔步走进门来的刘文典，
蒋介石明知故问。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有父母长
辈可以称呼，不是谁随便可以叫的。”

刘文典见坐在椅子上的蒋介石

冷着脸，立即反唇相讥。
蒋介石不接刘文典的茬，单刀直

入：“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
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
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孰料刘文典这样回答：“提起总
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根本不
晓得你的名字。青年学生虽说风华
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不能以三
十而立看待，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
目做大文章。如果我是学阀，你一
定是新军阀!”

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似
乎比蒋介石更有资格摆谱。

蒋介石何曾受过如此顶撞，声
称要把刘文典抓起来“枪毙”。

刘文典则大声呼喊：“宁以义死!
不苟幸生!”

一个星期后，蒋介石迫于蔡元培、
胡适等人的声援和安徽大学师生游行

示威的压力，只得将刘文典释放，但附
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这个“传闻”不仅在今天为人称
颂，在当时，刘文典也因此声名大
噪。鲁迅讽刺当局，即以刘文典“不
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
日”为案例。胡适也写文章说，刘文
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
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
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罢此事，
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
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
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
典故，颂扬了刘文典的气节。

刘文典（1890-1958），安徽合肥
人，人文大师，校勘学家，曾任孙中山
秘书处秘书、《新青年》英文编辑、安
徽大学校长等。

（本报综合）

刘文典怒怼蒋介石文 人轶事

总理和总统的“比赛”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

先后访问亚非欧 14 个国家，被当时
世界外交界称为“行程十万八千里”
的外交。

1964 年，周恩来还在欧洲访问
阿尔巴尼亚时，他即将访问的西非
国家加纳发生了总统遇刺事件，这
使加纳国内局势骤然紧张。此时，
无论国内还是随周恩来出访的人
员，都建议他不要冒险访问加纳。
但周恩来认为，加纳虽是个比较小
的国家，却能够坚持反帝反殖，与我
国友好交往，这本身就有着重大的
意义。现在，加纳遇到了困难，更期
望能得到我国的支持。所以，周恩

来在派遣人员实地考察加纳的政局
之后，并没有改变行程。

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令当时
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非常感动，给
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非常高的礼
遇。不仅让周恩来等参观他所住的
城堡，还破天荒地领着周恩来一行
上楼参观他的住处。当时在非洲，
有不能让外人目睹自己妻子容颜的
风俗，但是恩克鲁玛却破例让周恩
来等客人与自己的妻子见了面。

周恩来和恩克鲁玛一家人小叙
片刻之后就从楼上下来了。这时，
他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乒
乓球桌。考虑到恩克鲁玛被刺后心

情还比较紧张，为了缓解他的情绪，
周恩来主动提议要和恩克鲁玛打一
场乒乓球。和周恩来一同出访的陈
毅自然心领神会，自告奋勇地说：

“好！我来当裁判！”于是，世界上一
场罕见的在两国首脑之间的乒乓球
比赛开始了。

周恩来右臂在战争年代受过
伤，伸不直；恩克鲁玛刚被刺客刺
伤，右手腕上还缠着白纱布。因此，
这两人不够高明的球技不断引发在
场人员的笑声，这使遇刺事件发生
以来的总统府内第一次充满了轻松
愉快的气氛。

（据党史纵览）

精，金文（米，稻粟）（青，“倩”，
漂亮），表示特别好看的大米。

在说文解字里面，“米”是谷
物和其他植物子实去壳后的部
分，可食用，泛指五谷，是人类生
存必不可少的粮食；“青”为青
色。“米”“青”为“精”，稻米白中
泛青色，为精良之米。“精”的本
义指挑选过的上等好米。《说文
米部》：“精，择也。”“精”是在众
多事物中择优之结果。在五行
之中，“青”主木，表示植物生长
茂盛；古人以青色配东方，“青”
是五方之首；又以青色配春天，

“青”是四季之始。人生的春天
是青春韶华，是生命力最旺盛的
时期。春天、青春处在节候和生
命的上升时期，象征着朝气蓬
勃、神采奕奕，所以“精”还可引
申为精神、精气、精力等。“精”又
表示物质中最纯粹、最美好的部
分，引申为完美、优秀，如精华、
精粹、精美、精彩等。

（本报综合）

说 文解字

品 鉴

党 史长廊

瓷板画《赤壁夜游》

李小聪的《赤壁夜游》是根
据苏轼的《赤壁赋》意而创作，此
画以勾勒、点缀等笔法交替互
用，赋色鲜活明丽，画面烟波浩
渺，两岸峭壁陡立，山势险峻延
绵，山顶崖岸间树木葱茏，白茫
茫月色罩着白茫茫的水，白茫茫
江水连着那长天，溪流边行人伫
立，表现了夜游赤壁的意气风
发，抒发了大师的怀古幽思。在
彩绘处理上以传统粉彩为基础
而加以创新，体现了画艺与工艺
的协调。 （本报综合）

一口土灶，担负着一家人的三餐。
是厨房里绝对的主角，正所谓

民以食为天，食以“灶”为先！
灶台可以简陋，也可以美观，一

双巧手就能把灶台变得美轮美奂，
那就是——灶画！

“灶画”，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是民间非遗艺术的一颗明珠，也是
江南民间艺术的瑰宝！

如今，灶画的手艺却濒临失传。
灶画起源于农村的土灶头，也

集中分布在农村。但随着农村向城
市迁移，或者新农村改革，越来越多
的家庭不再需要灶头。

理所当然的，灶画随之被遗弃，
没有需求就没有传承，仅剩的灶画
艺人年事颇高，手艺却后继无人。

“灶画”，是始于汉朝时期的江
南民间艺术，顾名思义就是在灶上
作画。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灶画传承人
了，但在浙江嘉兴地区，还活跃着少

量民间灶画艺人。他们仅凭一双
手、一支笔就能让一副黯然的灶头
焕发出多彩的生活气息。

这些艺人大多是临场作画，没
有参照，一切画作都已经储存于脑，
鲤鱼跃龙门、金鸡独立、雅竹淡菊、
红梅统统顺手拿来！

民间艺术的韵味往往是来自生
活气息，热闹、喜庆、吉祥祝福都是
灶画的本质寓意。

它们往往色彩鲜艳，画风简约
而朴实。老百姓们毫不掩饰的将美
好的期盼寄予在灶画之中。

2011 年 6 月，嘉兴地区灶画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仅剩不多的民间灶画艺人也随之受
到关注。

但历史总在被现代化取代，灶
画艺术也濒临失传。

越来越多的农村老灶被拆除，
也就意味着承载灶画的主体也逐渐
消失，即使有新砌的灶头，都是采用
瓷砖镶贴，灶画自然也被瓷砖画取
代。

历史沉淀下的艺术精华却因为
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它本该具有的价
值。

千年的灶画历史警醒着我们，
艺术的价值往往就是人类生活的价
值，人类对于民间艺术的抛弃也是
对于人类生活痕迹的磨灭。

（本报综合）

灶画：民间非遗艺术的明珠民 风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