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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本科批(艺术类平行组)
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公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近
日，湖南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艺术
类平行组)平行一志愿投档分数线出炉。

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在上线考生中先
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当遇
到多名考生同分时，按湖南省规定的同分排
序规则排序），再按考生填报的学校顺序出
档。表中所列“文化成绩、语数之和、语数最
高、外语、首选科目、再选最高、志愿序号”是
投档最低分同分考生排序项。

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表演类（服装表
演）、表演类（戏剧表演）、书法艺术和书法教
育类的投档线为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
分）×30%+专业统考成绩×70%。编导类、
播音与主持艺术类、摄影摄像类的投档线为
高考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专业统考成
绩。考生文化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和专业分
须分别达到本科相应类别录取控制分数线。

朱子和：“我是铁！我是钢！
我是共产党员！”

朱子和，190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
地主家庭，自幼随父学古文。1925年2月，他
与舒玉林、邹觉悟等被选为青年工人运动委
员会委员。这一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 年 5 月，朱子和进入广东农民运动
讲习所第六期学习。9月回到湘潭县十四都
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党团组织。同年 12 月，
受中共湖南区委派遣，他以特派员身份前往
酃县（今炎陵县）开展农运工作。

1927 年“马日事变”后，朱子和被卷土重
来的酃县团防局以假降的手段诱捕。

朱子和落入魔掌后，被吊在关帝庙(县农
民协会所在地)前的大树上。团丁扒掉他的
衣服，用竹鞭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逼
问他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农民协会骨干。他
面对凶恶的敌人，大声说：“共产党人到处都
有，酃县农民都是农民协会骨干。”残暴的团
丁用杠子压断了他的双腿，把烧红的砖块垫
在他膝盖下，把烧红的铁锅扣在他头上。

在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下，朱子和的膝
盖皮肉被烙焦了，头发头皮被烙掉了，多次昏
死过去。当敌人说他是“木头”时，他回答说：

“我是铁！我是钢！我是共产党员！”
6月1日清晨，朱子和被敌人用箩筐抬到

校场坪杀害，他的头颅被悬挂“示众”。人们
将他英勇牺牲的这块热土改称“高尚坪”。

（本栏目资料由市档案馆提供，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整理）

◀
后
人
搜
集
的
朱
子
和
亲
笔
信
。

——株洲市档案馆、株洲日报社合办

市民冯女士说，上世纪 90
年代初，河西大部分地区还是
农田、菜地、果园。夏天，母亲
每天清晨从菜地摘了时令蔬
菜，挑到市场去卖。当时家里
还没有电风扇，暑假里，她和妹
妹吃完早饭先做一个小时的暑
假作业，再跟附近的小伙伴去

家后面的树林里。树林比家里
更凉快，大家白天大部分时间都
在这里玩耍。他们比谁爬树更
快，谁捉的知了和毛毛虫更多。

对于捉知了，冯女士很有
心得。她说，捉知了前，先在树
下听一听，哪棵树上的知了叫
得最大声，然后轻手轻脚爬到

树上，找到知了的确切位置，屏
住呼吸后，以最快的手速捉住
它。小伙伴从家里带来了补衣
服用的线，绑住知了的腿，牵着
线在树林里跑，知了怎么飞也
飞不走。如果要玩别的游戏
了，小伙伴们就会解开线，把知
了放在树干上。

▲三三一厂的防空洞，朱先生当年在这里上过课，后来这里还开过溜冰场，现在
已经被锁起来了。 受访者供图

没有空调的日子 株洲人这样度夏
策划/谢中良 罗佳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董介

对于现在的株洲
人来说，炎热的夏天，

“空调+西瓜+WiFi”是
标配。把时针往回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
有空调的株洲人，是怎
么度过夏天的？

前几日，西安一处防空洞
在网上火了，它被打造成人防
纳 凉 中 心 ，里 面 最 低 温 度 仅
18℃，西安市民裹着毛毯在这
里休憩、纳凉。在株洲，三三一
厂的防空洞也曾是避暑打卡的
好地方，为职工和家属带来无
限清凉和快乐。

市民朱先生回忆，三三一
的防空洞特别多。解放村、凤
凰村、迎新村、友好村、言家
村、茅屋街……几乎每个家属
村附近都有防空洞，夏天里面
凉 爽 无 比 。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他在南方二小上二年级，
学校教学楼要进行大修，上级
领导决定把课堂搬到学校附
近的一个防空洞里，就在幸福
村口。那时正是夏天，同学们
头两天穿着短袖上课，冷得直
哆 嗦 ，后 来 都 换 上 了 长 衣 长
裤。朱先生说，那个防空洞很
大，后来里面还开过溜冰场，
六毛钱可以溜一次，他就在那
里学会了溜冰。

毛先生是“85 后”，爷爷奶
奶是三三一厂的第一代职工，
住在建设二村，他从小就在那

里生活。上世纪 90 年代，他在
南方一小读书，从家里到学校
的必经之路有一个防空洞，入
口小，洞很深，夏天凉快得很，
三三一的职工和家属会去洞里
避暑纳凉。当时，防空洞里有
职工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里
面有照明灯，还有石头做的桌
椅，打扫得很干净。小孩子在
里面写作业，大人可以打牌、娱
乐，还有人在里面摆摊做点小
生意，充满了人情味。后来，防
空洞渐渐荒废了，现在经过，只
见门上有一把生锈的锁。

一提到夏天，市民袁先生
想到的是玩冰块和在楼顶睡
觉。袁先生小时候，一家住在
荷塘区华湘小区，父母在附近
的冷库上班，负责运输冻猪肉
以及冻副产品。上世纪 90 年
代，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风
扇。夏天，孩子们经常跟着父
母 来 到 冷 库 ，父 母 在 里 面 工
作，孩子们就在门口消暑、玩
耍。袁先生说，运输完成后，

冰块不用了，就会扔出来融化
掉。孩子们会把手放在冰块
上，瞬间凉凉的，大家开心得
咯咯笑。

小区几栋楼的楼顶是连起
来的，比足球场还大，晚上特别
凉快，大家平时打扫干净，没什
么蚊虫。到了睡觉时间，各家
各户就抱着草席和枕头，陆续
来到楼顶睡觉。睡觉前，大人
们会闲聊一会儿，问问对方家

里老人的身体和孩子的课业。
袁先生说，每家铺的草席隔了
一些距离，不存在“抢地盘”的
情况。天亮了，大家又收拾好
各家的东西回去。

2015 年，为了建设长株潭
城际铁路，华湘小区被征拆了，
邻居们的来往变少了。袁先生
说，不知道当年一起睡在楼顶
的朋友们过得怎样，很想念邻
居们和那些年的美好时光。

防空洞曾为职工和家属带来无限清凉和快乐

睡在楼顶的朋友，你们还好吗？

1988 年，黎先生刚到株洲
北站上班，宿舍里还没有电风
扇，晚上睡觉要自己打蒲扇，有
时半夜睡得汗津津的，又起来冲
个冷水澡。当时单位条件有限，
只有在每年的评比、检查中评上

“文明宿舍”了，单位才给宿舍安
装一台吊扇。到 1989 年，单位

条件稍微好一些了，给所有宿舍
都安装了吊扇。刚刚用上吊扇
的时候，黎先生兴奋了好久，晚
上洗完澡坐在床上，仰头看着扇
叶飞快地转动，清凉又幸福。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台窗
式空调大概要5000元，而黎先
生的月工资才100多元，根本不

敢奢望。90 年代中后期，部分
比较富裕的市民开始购买空调，
普通工薪家庭大多还是用电风
扇。当年，由于电力不足，安装
空调前必须要申请，并缴纳电力
增容费。那时，电表箱经常因超
负荷跳闸，严重时线路烧毁。
2000年以后，空调才慢慢普及。

暑假钻进树林，和小伙伴捉知了

单位宿舍装了吊扇，兴奋了好久

钱学森与郭永怀同属于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又是同
门师兄弟。新中国成立不久，
他们前后脚归国投身建设，这
其中可谓“惊心动魄”。

1955 年，钱学森克服重重
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后，数次
给郭永怀写信：“快来快来，我
们拼命地欢迎你！”

彼时，郭永怀正在康奈尔
大学主持课题攻关，在国际学
术界声名鹊起。接到钱学森的
信件，他选择在一次同事聚会
上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未发表书
稿及讲义等付之一炬。

一向温文尔雅的郭永怀为
何会有如此激烈的举动？

一方面，有感于钱学森回
国过程之曲折，郭永怀是“以免
不必要的麻烦耽误归国行程”；
另一方面，郭永怀也是借此公
开场合对那些屡屡劝说他留下
的人表明态度。

正如他在文章《我为什么
回到祖国》中自述：“在这样一
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
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
我们美丽的山河。”

归国后，郭永怀先是作为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首任副
所长主持工作，不久就隐姓埋

名，投身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同
时参与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
制。

1961 年，郭永怀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说：“作为新中国的
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
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
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令人扼腕的是，1968年12
月 5 日，郭永怀因飞机失事不
幸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把
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夹在中
间，才使数据资料完好无损。

听闻噩耗，周恩来总理痛
哭失声，钱学森更是嚎啕大哭、
悲痛不已。

1999 年，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

“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
23 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郭
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

钱学森这样追忆说：“人民
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
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
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
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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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
章太炎，字炳麟，

自号圣人，别号疯子，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
想家、革命家、国学大
师 。 他 为 人 狂 傲 、迂
腐，好骂人，生平有许
多趣闻轶事，也有不少
的怪癖。

他有一个人人皆
知的怪癖，即三个月不
洗澡。鼻子患有鼻炎，
终年流着浓鼻涕。说
话时鼻音很重，满口的
余杭土话方言，且吐词
不清，别人听了不知所
云。他的手指甲喜欢
留得长长的，其中黑迹
斑斑，他一点不觉得难
受。他还有一个爱好，
喜欢吃有臭味的东西，
其中臭豆腐是一日三
餐不可或缺的常菜，别
人闻都不敢闻，他却甘
之如饴。他也不喜欢
换洗衣服，衣服上经常
有虱子。他的夫人在
章太炎出外旅游、讲学
时，嘱咐随从随时为他
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
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
干 涉 他 的 个 人 自 由 。
但随从也不示弱，常常
采用强迫手段，令章太
炎换下衣服。

章太炎喜欢吸烟，

但他不像别人那样把
烟蒂放进嘴里，而是把
一支烟的大半含入口
中。有时候边吸边谈
话，谈兴所至，烟烧到了
嘴唇，疼得以手拍口，喷
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
一般。有时烟头偶然落
到裤上，烧穿裤子急得
踢腿，痛得他大叫，骂

“鬼烟”不已。但那条开
了天窗的裤子，他仍然
穿在身上。

他以好骂人著称，
常批评孙中山。但是
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
只能听，不敢答，更不
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
说骂得好，他马上给那
人一耳光。说道：“你
是什么东西？总理（孙
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
伟人，除我之外，谁敢
骂之？”

章太炎晚年时，因
身 体 不 好 ，精 神 亦 不
佳，他写信给朋友蒋观
云说：“我已潦倒数十
年，依然无恙，天公盖
欲多留一人讲话耳。”
蒋回信说：“非天公多
留一人讲话，乃多留一
人吃饭耳。”章太炎阅
后，拍案叫绝。

（本报综合）

文 人轶事

章太炎的怪癖

▶网络供图。

草编

草编是以草本植物为主要原材料的一
种传统编结手工艺。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技
艺之一，早在远古时代，编结就已成为中华
先民制造实用物品的重要手段。草编技艺
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在此过程中不断
得到发扬光大。

为了使作品流传的经久长远，制作者逐
步利用彩带代替植物叶。有的利用事先染有
各种彩色的草，编织各种图案，有的则编好后
加印装饰纹样。既经济实用，又美观大方。

据考证，截止 2012 年 12 月 30 日，可见
的中国最早的草编遗物是河姆渡人制作的，
距今已有 7000 年之久。令据《礼记》载，周
代已有以莞（蒲草）编制的莞席了，而且当时
已有专业的“草工”，“作萑苇之器”。到春秋
战国时期，已有用萱麻和蒲草编制的斗笠。
秦汉时期，草编已在民间广泛使用，品种有
草鞋、草席、草扇、草帘及僧侣信徒打坐的蒲
团等。汉代至盛唐，草编亦较发达。除了蒲
草编制蒲衣、蒲鞋外，还有蒲草编制的蒲帆。

长江流域的草编以草席、草鞋和其他日
用品类最具特色，分布于四川、湖北、湖南、江
苏、浙江等地，其中浙江为中国的草编生产基
地，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已远销国外。

（本报综合）

瓷画《婴戏图》

俞军的《婴戏图》器形大气，为青花釉里
红。作者运用现代审美意识，融入了个人强
烈的情感，在瓶身处通过线条的粗细、长短
及料色的浓淡、明暗、枯润勾勒出了古代儿
童玩耍及节日活动场景，画面中孩童相互嬉
闹，淳朴而又天真，充满活力、千姿百态、妙
趣横生。既有现代审美情趣而又不失中国
传统文化意味，象征着多子多福，生活美满，
同时展现出当时社会的风俗面貌。

（本报综合）

品 鉴

未央

“未央”最早出自《诗·小
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
央。”朱熹集注：“央，中也。”
未央就是未已，未尽，未到一
半，没有完结的意思。

那么，未到一半的“未
央”为什么会是吉词呢？我
们知道，中国文化中，有“日
中则昃，月满则亏”盛极而衰
的哲学思想，太阳升到中天，
接下来就该偏西了；月亮圆
了很快就又缺了，万事万物
到了最完满的全盛顶峰，就
意味着接下来要走下坡路
了，所以，最好的状态不是

“中”，不是“盈”，而是不及一
半的“未央”“未满”，兴盛还
在后面。由此可知，汉宫命
名为“未央宫”，是含有汉室
帝祚传之无穷的祈愿，而“长
乐未央”“长寿未央”等等，自
然是祝福快乐无边、长寿平
安的吉祥话儿。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
“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
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
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
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就
正处于“未央”的状态！充满
了朝气和希望，国家的未来、
民族的复兴寄托在年轻人身
上，小伙伴们可不要辜负“未
央”的年华。

（本报综合）

说 文解字 党 史长廊

被钱学森“拼命欢迎”的他
为何作出这个决绝之举？

民 俗风物

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