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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是吉林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我
党最早到白城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

马骏（1895年—1928年），号准台，别名
马天安，绰号美髯公。1895年10月29日出
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现为黑龙江省宁安市），
1912年夏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
考入天津私立南开学校。马骏积极参加反对

“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成为南开学生运动的
中坚力量。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骏
积极投身到这一伟大爱国运动中，被选为天

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兼执行部长。由于他强
烈的爱国热情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同学们拥
戴他为学生运动领袖。他组织领导天津学生
罢课游行，积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为了阻
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马骏和
天津、北京学生代表面见大总统徐世昌，与之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马骏领导了京、津
四五千名学生请愿，他被公推为请愿总指挥，
在天安门展开了三天三夜的请愿示威活动，
抗议山东当局野蛮屠杀爱国运动领导人和北
洋政府无理逮捕声援山东惨案的请愿学生，
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没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马
骏因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率领学生在天安门请
愿示威，其指挥若定、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得
到爱国学生的高度赞扬，被誉为“马天安”。

在五四爱国运动时期，马骏到上海参加
全国学联成立大会，被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
驻沪常务理事，积极参加筹备联合会的工作，
成为京、津、沪一带青年运动的领袖。在领导
五四爱国运动中，马骏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他们共同发起成立了著名的革命团
体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

他们还共同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
为天津学生宣传先进思想的阵地。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战斗洗礼，马骏在
政治上更加成熟。1920年底加入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之后受组织派遣先后到济南、天
津、南京和哈尔滨等地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组织。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2
月，马骏受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到
东北，先后在吉林、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
尔、白城、洮南、长春、四平等地开展党的宣传
工作。在白城、洮南期间，马骏把李大钊等人
以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大家，利用各种机会
宣传革命思想。

1924年9月，马骏到吉林任私立毓文中
学英文教员，不久被推选兼任舍监和训育主
任，他以此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利用各
种机会向学生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
事迹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讲帝国主义
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在“五卅”惨案之后，马骏
积极组织和领导了吉林省城学生运动，声援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再现了他五四爱国运
动中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学生领袖的风采。

马骏领导吉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沪
案后援活动，被选为吉林沪案后援会会长。
组织省城各界人士代表，在吉林西关丹桂茶
园为沪案死难英灵开追悼大会，马骏首先沉
痛地报告了“五卅”惨案经过，愤怒控诉帝国
主义罪行，深切悼念惨遭帝国主义杀害的爱
国志士。向政府提出判处凶手死刑等十项要
求。马骏的讲话，引起与会者强烈的共鸣，会
后组织了近万人参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
行。这是吉林人民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
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吉
林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火种。马骏等人领导的
吉林“五卅”反帝爱国斗争，犹如燎原之火，迅
速在吉林省30多个县镇燃烧起来。

1925年9月，马骏接到李大钊派他赴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来函。从此他离开了
吉林，但他在此播下的星星之火却成燎原之势。

1927年夏，马骏在中山大学结业回国，
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党部书记兼组织部长，负
责重建北京市委。同年12月3日，由于叛徒
出卖，马骏被捕，1928年2月15日，马骏英勇
就义。 （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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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捣黄龙：指捣毁敌人巢穴，将战斗进行到底。
《宋史·岳飞传》载，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

尔。” 林森/图文

新莽铜卡尺是世界上最早的滑动卡尺，因其上铸有“始建国元年正月癸
酉朔日制”字样，故可判定其铸造时间为新朝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现存世铜卡尺有三件，分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和扬州博物
馆。前两件的来源信息缺失，曾被怀疑为后世仿品。20世纪70年代末中
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曾组织专家对馆藏铜卡尺进行鉴定，根
据卡尺纹饰和铭文的艺术特征、磨损与氧化情况，以及对卡尺合金成分的定
性分析，并通过与1927年甘肃出土新莽铜权合金成分的比较，认定其为真
品。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一件，1992年在江苏邗江县东汉早期墓穴中出
土，为此类量具在新朝至东汉早期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新莽铜卡尺由固定尺和活动尺两部分组成，两尺通过导槽、导销、组合
套等部件嵌合在一起，后者可以在前者上平行滑动。两尺上都有刻度，且在
一端都有一个L型的卡爪。当两卡爪并拢时，两尺上的刻度基本对齐。考
古学者推测铜卡尺在当时是用来测量圆柱形器物的直径或内径的。将器物
置于卡尺的两个卡脚之间，或用卡脚分别抵住器物的内缘两边，易于读出准
确的直径或内径读数，比使用普通的直尺测量要方便得多。

新莽铜卡尺被公认为现代卡尺的先驱。不过，这种工具不具备现代游
标卡尺最重要的差分测微功能。其奥妙在于现代游标卡尺的固定尺和游
标尺上的刻度不是像铜卡尺那样完全对齐的，而是存在一个微小的差。
比如固定尺上的最小刻度是1毫米，游标尺上的最小刻度则是9毫米的
十等分，即0.9毫米。因此当固定尺和游标尺的0线对齐时，主、副尺第一
线相差0.01厘米, 第二线则相差0.02厘米, 以此类推, 第九线则相差
0.09厘米。通过计算这种
细微差异，可以把读数的
精确度提高近一个数量
级。这一原理最早由法国
数 学 家 Pierre Vernier
于1631年提出。到1851
年，美国工程师 Brown
Sharp才借助精密机械制
造技术，造出实用的现代
游标卡尺。

当盲目追求娱乐化的大潮
逐渐退去，当“唯收视流量”的
阵风渐渐消散，电视节目将越
来越依靠原创力来摆脱同质化
的窠臼，来赢得竞争的主动权

“2018 年我登上了珠穆朗
玛峰顶峰，完成了我40多年来
的梦想。自己在 69 岁登顶珠
峰时，吃的是能量胶、能量棒，
脑海中浮现的却是母亲的米粉
肉。”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美食文
化探索节目《中国味道》中，依
靠假肢登上珠峰的中国第一人
夏伯渝，回忆自己“数次挑战珠
峰”的经历。古稀之年热血难
凉，登顶之时温情思母，令现场
嘉宾和观众无不动容。

在每一个人的成长岁月
中，总有一个物件，在你春风得
意的时候提醒着你，在你蹉跎
困顿的时候抚慰着你，在你懈
怠松弛的时候鞭策着你。美
食，或者说儿时的味道，便是

《中国味道》为公众展示的人生
关键物件。一碗米粉肉，是夏
伯渝漫长人生里灵魂的慰藉，
更是追梦关键时期的“心灵能
量棒”；一盘家常炒腰花，是中
国著名青年舞蹈家黄豆豆成长
成才的记忆，是每次演出新节
目前父爱的温情；一钵腌笃鲜，
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珮瑜得到
的来自外婆的支持鼓励，融溢
着她对外婆的深深思念……没
有渲染食物色香味让人垂涎三尺的手法，更多聚焦于味道
背后家庭的温暖、乡愁的畅叙、文化的情结，《中国味道》的
入境、入情、入心，正是吸引观众的地方。

有人说，好的诗歌关键在于兴发感动的力量，不在于华
丽的辞藻。美食类节目的制作也一样，要情动于中而形于
画，而不只是追求精美的画面。在中国人的碗里，从来盛的
不只是美食，也承载着百姓情感、历史记忆，更突显着城市
气质、文化底蕴。近年来，美食类节目的呈现更加多元，从
聚焦美味到凝聚情怀，从探寻历史到弘扬文化，从氤氲乡愁
到浸润家风，沿着中国味、中国情、中国道，触摸我们心中最
柔软的故土情结，回应来自民族文化深处的精神召唤，渐次
打开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也许，带着对文化的热爱、时
代的真情，才能捕捉生活之美，才能创作更多打动人心的好
节目、好作品。

时代不同，世界各国的文化呈现出互渗性，观众审美也
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电视节目的制作必须具有全球化视
野，但不变的却是“中国气派”。创作者如果不熟悉群众语
言、不熟悉地域特色浓厚的文化，也不熟悉我们走过的历
史，“中国气派”从何而来呢？电视工作者需要到群众中去
挖掘人们的精气神，到基层去探寻烟火气，到历史中去汲取
传统智慧，广泛地吸收学习并最终融汇成自己的创作。否
则，创作人才再多，技术再进步，也会像扣眼儿找不到扣子，
创作的节目打动不了人心，赢得不了掌声。当盲目追求娱
乐化的大潮逐渐退去，当“唯收视流量”的阵风渐渐消散，电
视节目将越来越依靠原创力来摆脱同质化的窠臼，来赢得
竞争的主动权。提高原创水平，远离跟风抄袭，实现从内容
到形式、从观念到手段、从意境到技法的多层面突破，中国
荧屏必将出现更丰富多样的精品节目，真正做到有意思、更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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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的一天，鲁国大夫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说了句“子贡比
他的老师孔子强”。子贡听到这句
话，赶紧对周围人说：“我给大家打
个比方吧。比如说房屋的围墙，我
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谁都可
以隔着墙看到房屋的美好；老师家
的围墙却有好几丈高，如果不从大
门走进去，根本看不到里面雄伟的
宗庙，众多的房舍。能够找到大门
的人并不多，所以叔孙武叔说出这
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

有一次，政事科的子路遇到一
件事。据《论语·先进》记载：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
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于室也。”

子路（姓仲名由）曾经弹奏瑟这
种乐器，孔子（姓孔名丘）听到后，评
论道：“子路为什么要在我这里弹瑟
呢？”言外之意，对子路的演奏水准并
不满意。不料，弟子们听到老师这样
说，纷纷瞧不起子路。于是，孔子又
进一步说：“其实子路的学业已经不
错了，可以进到我的正厅了；只是还
不够精深，没有到达我的内室罢了。”

古代房屋的内部，前叫“堂”，即
正厅，类似今天的客厅；堂后用墙隔
开，后部中央叫“室”，即内室，类似今
天的卧室。“登堂入室”本指学业进展

的两个阶段，后来成为常用成语，表
示学业精深，成就不凡。

那么，进不到孔子家内室的子
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据资料
记载，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年轻时
粗莽好武，后来被孔子感化，立志
读书习礼。子路与孔子很亲近，对
老师十分忠心，曾追随孔子周游列
国，一路保驾护航，不离不弃。子
路平日听到老师的教诲，马上就去
身体力行。他曾穿着破衣烂衫，与
衣着华丽的人站在一起，却没有丝
毫的自轻自贱，因为他明白道德才
学的修养远比锦衣玉食重要。子路
擅长治国理政，他的政治才能得到
了孔子和当时统治者的认可，曾担
任多个官职，且政绩卓著。后来，
子路在卫国做官时，遇到一场内
乱，很多人劝他离开避祸，但子路
忠于职守，最终献出了生命。

其实，孔子之所以说子路已经
“登堂”而尚未“入室”，是有原因
的。第一，孔子认为子路过于好勇
了，缺少一些中正平和之气。第
二，子路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之
一，孔子对他寄予厚望，要求自然
也更高些，希望他不断进步。

连子路尚且进不到孔子家的内
室，那些不如子路的人，有什么理
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呢？

“不爱钱，不徇情，我这里空空洞洞；凭
国法，凭天理，你何须曲曲弯弯。”这是河南
安阳县蒋村镇马氏庄园里的一副楹联，一
语道破了古今贤达为官为民的真谛，其作
者是被光绪钦赐“堪为晋省百官之楷模”的
马丕瑶。

马丕瑶是河南安阳县人，同治元年
（1862年）进士，在山西为官时间很长，历
任平陆、永济知县，解州、太原知府，之后
又担任过广西、广东巡抚。马丕瑶出生在
一个以耕读为生的普通家庭，常以“尔之
学，务求实用之归，尔之治，勿为虚誉之
钓”自勉。

同治五年（1866年），马丕瑶出任平陆
知县。平陆地处陕、晋、豫三省交界地带，
不好治理，他到任后体恤民情，勉励百姓勤
奋耕耘，并废止了当地百姓诉讼不论原告

被告都先“打板子”的陋习，总是“委曲开
导，俾各知悔悟”。后来他担任永济知县，
治下有一个叫“过村”的村子，“素为剧盗
薮”，马丕瑶抓获贼首后绳之以法，此举起
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见其贼首伏法，余众
都迅速改从事其他正当营生，民风为之一
新，村子也更名为“新村”了。马丕瑶面对
盗匪时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史书记载，但凡
他得知某处有盗贼出没的警报，“即单骑往
捕，虽夜中及大风雨雪不避”。

光绪二年至光绪五年（1876年—1879

年），河南、山西等北方五省发生了严重饥
荒。百姓以挖草根树皮度日，家乡待不住
了，就只能外出逃荒。此时马丕瑶因政绩
卓著被委以解州知州，到任后，他遍访灾
情，捕杀乘机作乱的盐枭二十余人，稳定本
地秩序，同时向富有绅民筹措粟米十万余
石，赈济灾民，平抑物价，减免徭役。史载

“晋饥虽甚，惟解州民无流亡，田鲜荒者”。
灾后，他重新丈量土地，编订鱼鳞图册（记
录各家各户土地位置、大小、等级的图册，
因为像鱼鳞一样故有此称），积极恢复生

产，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时任山西巡抚
卫荣光有感于此，特上奏朝廷，称其“勤求
治理，实心爱民”。

光绪十五年（1889年），马丕瑶就任广
西巡抚，这时正兴起了办洋务的风潮。马
丕瑶在广西亦积极响应，开设机坊，创办书
局，兴建育婴堂、栖流所等社会福利机构。
他在全省范围开展植桑养蚕运动，发展丝
织业，为当地带来巨大财富，“由是岁增出
产五六十万金”。偏居一隅的广西也感受
到了现代化的一缕风。

马丕瑶一生勤政为民，为官清廉，并注
重以优良家风教育子女，其子马吉森、女马
青霞均为近代兴业富民、救国图存的杰出
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马丕
瑶逝于广东巡抚任上。光绪悲痛万分，亲
自撰写祭文称其“性行纯良，才能称职”。

孔子家的内室不好进
●刘一

才 能 称 职 马 丕 瑶
●陈思思

万 古 悠 悠 清 济 渎
●葛亮亮 葛宏磊

跟着诗词去旅游■■

题 济 渎
●文彦博（宋）

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
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
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
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

1073年，文彦博求退罢相，以守司空、河东节度使判
河阳，是年冬天奉旨前往济渎庙求雪。独自凭栏，面对清
澈喷涌的济水源头，诗人触景生情，题下了这首名篇——
既是对济渎坚韧高洁的由衷赞叹，也是对自身一片赤诚丹
心的写照。

济渎者，济水也；济渎庙，即为祭祀济渎神之所。李世
民曾问许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
渎，何哉？”许敬宗答曰：“渎之言独也，不因余水独能赴海
者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济水发端于
河南济源，历史上“三隐三现”，越黄河而不染，虽百折犹入
海。正如文彦博所说：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

浑。济水这种至清远浊、百折不挠的精神，为古人推崇。
隋开皇二年，为祭祀济渎神，济渎庙始建；唐贞元十二

年，朝廷为望祭北海神，又增建北海祠；后历经宋元明三朝
不断修缮扩建，至明中期达到全盛，形成前为济渎庙、后为
北海祠、西有天庆宫、东有御香苑，前方后圆作“金龟探海”
状的“甲”字群落格局。渊德大殿两侧更是增建挟屋三渎
殿、元君殿，而两挟屋“视正殿少卑”，可见济渎地位之尊
崇。可惜咸丰三年，渊德殿受战火之殃被焚毁，仅有基址
柱础和“东阼西阶”遗存。由唐至清，历代君王凡遇国之大
事，均会遣使乃至亲往济渎庙祷告，祭祀未断，庙貌不衰。

同样的初冬，笔者跟随文彦博的脚步，来到这所历经
千年辉煌与风霜的皇家庙宇。徜徉在济渎庙。从中轴线穿
过，但见：清源洞府门九踩重昂，飞檐斗拱；青石御道旁黄
草映阶，古柏参天；龙吟凤鸣双亭翼然，相看不厌；渊德大
殿历经战火，柱础疮痍；北宋寝宫雄浑疏朗，济神高卧。廊
院那一通通作为济渎精粹的碑碣石刻，矗立无言，却道尽
繁荣话沧桑：达奚珣撰文的《有唐济渎之记》辞藻优美，赞
颂着清济扬波的高洁与雅量；赵孟頫手书的《投龙简记》圆
润秀逸，诉说着龙简礼仪的隆重与威严；朱元璋颁布的《大
明诏旨碑》遒劲巍然，昭示着岳镇海渎的尊贵与荣耀……

庙内古柏森森，竹木葳蕤。萧瑟寒风掠过，落梧满地，香烟
袅袅，暮鼓雄浑，更有万壑松风凛，吹响千嶂修竹飒，惊得
鸟雀四处起，宛若神仙洞府地。

跨过临渊门，便是北海祠。不同于济渎庙的威严肃
穆，这里是一派秀美幽然的北方园林风格，即便是初冬，满
园盎然依旧。七换节钺、出将入相五十余载的北宋名相文
彦博，当年就是站在这里，面对潺潺龙池，心旷神怡，宠辱
偕忘。或许，他想起了济水三起三伏，横贯黄河而不逐流，
润泽千里却不泛滥；或许，他想起了白居易的题词：“自今
称一字，高洁与谁求。唯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济水这
种恩泽天地、温文尔雅的高洁精神岂非是诗人一生孜孜以
求的？一时的迁谪意比起含贞自洁、兼济天下的情怀又算
得了什么呢？

祫祀的盛况已随历史长河而湮没，备受典尊的济水也
早被黄河夺道而没落。我们只能从沧桑寂寥的庙宇殿堂
探寻济渎庙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从汩汩而出的济水源头遥
想古济水当年的至清与高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当地政府已经加强对这“四渎遗珍”的保护，济水池得以疏
通导流，古建筑得以修缮恢复，千年古庙重现昔日的生机
与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