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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创建
和坚持根据地的根本保证来抓。

1946年1月1日，陶铸在辽西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
建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要将通过发动群众涌现的大批积
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再加上培养教育，成为建设革命根据
地和各方面斗争的骨干。”他还强调说，“党组织的发展和本
地区干部的涌现，是一个根据地的成长和巩固的重要标
志。”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各地在创建根据地一开始就重视
这项工作。按照省委“突破一点，就地生根”的要求，对在反
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
养，个别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党支部和党小组。截至1946
年秋，在辽西法库、康平、昌图、双山、郑家屯、黑山等地发展
了农民党员千余人。在铁岭县发展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入
党，在阜新敌占区还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并建立了秘密党
支部。新党员的大量发展，引起陶铸重视。他找到《胜利
报》编辑说：“现在发展了大批新党员，不教育怎么行，你可
参考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编写一本《怎样
做一个好党员》的课本。”初稿写出后，经陶铸审阅、修改、定
稿，很快印发到基层党支部，作为新党员的学习材料。不久，
省委又指示各地都要开办党校和训练班，分批轮训新党员。
与此同时，陶铸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地方干部。1945年12
月，他在分析形势时说：“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刚刚到东北，
脚跟未站稳；伪满14年殖民地奴化教育，加上国民党的反
共欺骗宣传，东北人民对我党不甚了解。我们和国民党斗争
能否胜利，根据地能否建立起来，关键是争取群众，发动群
众，依靠群众，而改变现状，深入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
他说，在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做长
期斗争的准备。为此，要注意争取团结教育东北青年知识分
子，培养地方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战胜困难，发
展壮大革命力量。他在辽吉军区政工会议上也强调：“必须
从本地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干部，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与辽吉人民有血肉联系，作为辽吉人民子弟兵才
更有根基。”不久，省委就在法库成立了辽西民主学院，采取
延安抗大式的教育方法，短期轮训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干部。
陶铸经常到学院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县也开办了基层
干部训练班。截至1948年秋，全辽吉地区培养提拔了8000
名新干部，后来大都成了建设辽吉根据地的骨干。

与此同时，陶铸始终重视各地委、县委领导班子建设。
他在选配组建地县委领导班子时，总是胸怀全局，大公无
私，体现了五湖四海团结一体的伟大气魄。1945年12月辽
西省委刚组建时，陶铸从沈阳带出一批政治上较强的干部，
当时已在辽西各县工作的同志认为，由这些干部接替他们，
他们到下面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提出来后，陶铸坚决
不同意，他根据各县的实际斗争情况，只留下王丹波一人担
任法库县公安局长，其他所有同他一起来的同志都下到区
里担任书记或是区长。在此之前，一地委曾决定调法库县委
书记于之随杨易辰到二地委工作，由陶铸带来的薛光军担
任法库县委书记。法库县委同志得知后提出不同意见：“法
库地处沈阳外围，是敌我拉锯地带，经常有战斗，配备干部
要适应这种战争形势的需要。于之同志经过八年抗战，又抓

过武工队工作，留在法库工作比较合适。”陶铸采纳了这个
意见，于之继续担任法库县委书记，薛光军担任县委副书
记。在选配各级领导班子时，陶铸总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
1946年10月，辽吉地区斗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为了打
开一分区斗争局面，省委领导反复研究一分区司令员的人
选，最后陶铸认定赵东寰是最佳人选。于是他找赵东寰谈
话，着重讲述了坚持一分区斗争任务的艰巨与光荣，从政治
上激励赵东寰，使之深感组织上的信任和期待，毅然接受了
去一分区的任务。赵东寰到一分区后，率领部队与敌人针锋
相对，反复较量，在康平打了两仗，在法库打了四仗，前后歼
灭敌人几个团的兵力，很快将一分区的斗争局面打开。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的过程中，陶铸始终重视根
据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和
组织的整顿。1946年10月以后，由于敌人大举进攻，辽吉
一、二、五分区大部分变为敌占区或边沿区，少数干部有畏
难情绪，甚至有极少数同志企图逃避残酷的战争要求到后
方去。对此，陶铸在干部会议上，反复讲解坚持辽吉斗争的
重大意义及其有利条件，教育干部坚定信心，同时也批评了
企图逃避斗争、畏缩不前的消极悲观情绪。会上他组织讨
论，整顿思想，鼓舞干劲，会后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干部思想
作风的决定》，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及贪图享受、贪污腐化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和组织处理，从而为打开一、二、五分区的斗争局面，奠定了
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7年10月中央《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为了贯彻落实
土地会议精神，辽吉省委又做出整编队伍的决定。陶铸召
开民主会议，听取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县同志对省委常委的
意见，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并认真加强对整编运动的领
导。他特别强调“纯洁组织与争取知识分子缺少哪一方面
都会发生偏差错误”。这次整编队伍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在解职交权中曾伤害了一些同志。
在纠正偏差时，陶铸与被整错了的同志谈话，从而使得一些
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感到党的温暖，也使一些领导干部受到
一次党的政策教育。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陶铸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带头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平等待人，富于民主精神。他善于
团结教育干部，诚恳坦率，能与干部倾情交心。他曾坦率地
向一些地县委领导同志讲：“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容易‘左’，
你们在我领导下工作，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些话使干部的
心与他的心贴得更近了，肯于向他讲心里话，在工作上也敢
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与他争辩。他对干部工作要求是严格
的，特别是对干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从不放松批评，但更多
的是从正面进行教诲。他常用现身说法启迪那些在对敌斗
争中畏缩不前的人。他说：“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
的，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
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他的话，他的心声，特别是他不顾个
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和实际行动，触动和激励了许多同志英
勇奋斗。 （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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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二十二—— 成语故事

辽吉省委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前排左起：夏尚志、陶铸、邓华）

近日，第三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闭幕，这个会议给大众带来了不
少惊喜。据媒体报道，2018年我国重
点网络文学总体营业收入 342 亿元，
主要网络文学驻站创作者达到 1755
万人。2018 年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
计 2442 万部，读者规模为 4.3 亿人。
特别是在网络文学IP转化方面，大会
发挥了良好的平台作用，自第二届大
会以来完成219部网络文学IP签约，
总交易额近 7 亿元。总体来看，网络
文学产业正逐渐走向更高定位，成为
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象、类型到产业、生态，网络
文学至今仍充满生机活力，关键还在
于不断地深化内涵、拓展外延。野蛮
生长时期，网络文学“流量导向”特征
明显，大量修仙、穿越、灵异等题材作
品涌现，这种“爽文”虽然过瘾，但显然
缺乏长久的生命力。在进入市场化运
作并构建日益健全的监管体系后，网
络文学才真正迎来了飞跃。当前，网
络文学作品的生产有着明确的价值导
向，通过竞争与筛选，高人气有口碑的
IP 无一不是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俱
佳并得到多方认可。

不过，虽然网络文学产业已经步
入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网络文学作
品也逐渐量质齐升，成为中国文化扬
帆出海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从“高原”
迈向“高峰”之路依旧坎坷，需要从业
者为之思考并努力。其中，尤为需要
关注的是市场化力量的“双刃剑”作
用。文化发展有着独特的逻辑，虽然
扎根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却也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一因素。
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都有着明显超
越文字、故事、类型本身而可以凝练为
艺术的东西，这恰恰是由利润驱动、工
业化生产、商品化销售的文化产业所
排斥的。当一项具有艺术特质的创作
工作被置于商业逻辑之下，它就很难逃避标准化的规范和大
众口味的挑拣，文学作品中关于揭示、反思、批判以及回应时
代问题、实现心灵解放等诸多特质则可能遭到侵蚀。我们需
要认识到，迎合大众口味和消费主义绝不是人民性、时代性的
表现，反而是网络文学自身异化的标志。

当然，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在于互联网这一新事
物，它具有的开放、包容、平等和大众化等诸多特点，为文学创
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样选择。在这种环境下，创作者可以
找到群体归属，时刻面对观点和意见的挑战，在多方彼此呼应
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文字，不过这有赖于创作者本身的心体智
识是否强大。正如有人开玩笑地讲，金庸作品大多是“爽文”，
堪称网络文学“鼻祖”。但他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大家，
还在于金庸的小说之中不仅限于对武功的想象、侠义的称颂，
还有对人自身的关切、对命运的思考、对社会的认识，将“武
侠”类型文学进行了重新解释，这才让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
作品。

中国网络文学走过了21年发展历程，人们对它的未来充
满信心，对它的期盼也越来越高。如何能走好下一个20年，除
了不断保持对既有政策和模式的支持外，还需要秉持更加宽
容的态度、构建更加宽容的环境，让创作者有时间和空间成
长、成才、成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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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车，又称龙骨车，是链传动的刮板式水车，适合于低
扬程提水。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公元186年毕岚制作翻车、
渴乌，用于道路洒水。三国时期，马钧制作了用于灌溉的翻
车，就连儿童都能操作这种水车提水。马钧制作的翻车也
许是对东汉时期翻车的改进。在公元九世纪中国人已经在
使用手转、足踏和牛转三种驱动方式的水车。

手转翻车是靠人力操作的小型翻车，如1637年宋应星
在《天工开物》中描绘的“拔车”。车体主要是一个长槽，两
端各架一个链轮。下轮为从动轮，部分置于水中。上轮为
架在岸上的主动轮，轮轴两端各装一个曲柄，每个曲柄上套
一个长杆。木链条（龙骨）挂装在两个链轮上，链条上的刮
水板沿着长槽向上刮水。使用时，一人两手分别持长杆一
端，摇转曲柄及主动链轮，将水提升到田里。

最为常见的是脚踏的翻车。北宋《耕获图》绘出了比较
完整的脚踏翻车。元代王祯在《农书》里描绘了翻车的构
造。它与“拔车”的差别主要是尺寸较大，以主动链轮的卧
轴上的拐木为驱动装置。通常需要数人踏动翻车。每人扶
或伏靠车架，两脚交替踏动一组拐木。

牛转翻车不劳人力，提水功效好。宋代绘画《柳阴云碓
图》描绘了牛转翻车。牛拉转立轴及其上的大齿轮，驱动翻
车的卧轴，卧轴带动链轮转动。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江浙
地区就使用风车驱动翻车。风车驱动的翻车用于灌溉稻
田，或沿海的盐场提水。

翻车适用于扬程不大的提水灌溉，或排水，或制盐，是
中国各地长期广泛使用的提水工具。欧洲的阿基米德螺旋
式水车与翻车有不同的构造，但提水的功能相似。

读书全要体行
读书不在记诵，全要身体力行。若

不身体力行，虽读书五车，究竟书是
书，我是我，全不相干。夫圣贤垂训教
人之意，欲令天下后世凡读圣贤书者，
皆效圣贤所为。若徒以记诵辞章之学，
幸取科第功名，不亦为圣贤之罪人乎？

读书切忌贪多
读书不在贪多，只要章句少而熟读

精思，久而义理自然贯通。若或贪多则
不熟，务博则不精，欲速反迟，此是学人
大病。俗云：“贪多嚼不烂。”意正如此。

读书要时常温习
天下善读书者，不如善理书。书若

不理，虽极熟之书，亦必遗忘，何况乎
半熟之书乎？书若不理，虽有大聪明记
性，亦必遗忘，何况资质庸常乎？所以
读书既要勤勤熟读，又要勤勤熟理，则
时复思绎，浃洽于中，而自无扞格难通
之病矣；若或读而不熟，熟而不理，只
是徒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不可
谓之读书人也。

世上要紧唯在耕读二事
人生在世，唯读书、耕田二事是极

要紧者。盖书能读得透彻，则理明于
心，做事自不冒昧矣。用力田亩，则养
膳有赖，俯仰无虑，即不能躬亲耕种，
亦当专心督率。若不读书，何以立身行
道，显亲扬名？若不耕田，何以仰事父
母？何以俯畜妻子？唐人诗云：“天下
良图读与耕。”要知一切事，总不如此
二字之高贵安稳也。

书分四等
天下之书极多，予意约分四等：

有宜熟读者，有只宜熟看者，有存备
考核者，有切戒入目者。即如 《四
书》 本经以及得意好文，嘉言法语，
必须读而又读，熟记于心，更须时加
温习，不可少有遗忘。至于后贤讲
解，历代史鉴，以及事实典记，则选
其语句紧要者记之，余则熟看，不必
尽读，亦不能尽读也。再若韵府、韵
端字汇、经济、医药、技艺等书，看
完存之，以备稽考。下而至于俚俗杂
书，其中不独并无学问。凡遇此等书，
不必入目。如此分别，才有见识。不
然，藜藿先已饱满，后来虽有佳肴美
味，反吃不下矣，岂不可惜？

“许父一去民无福”“许仰亭做官，乱草一
铺”，这是流传在浙江常山和江西湖口两地的民
谚，民谚中的“许父”“许仰亭”是何许人也？

许汝魁，字贞甫，别字仰亭，江西湖口
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历任浙
江常山知县、上海知县、南京吏部主事等，官
至南京通政使。

许汝魁刚到常山任知县时，正逢灾年，庄
稼歉收，百姓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他到任的
第一件事就是令人快马加鞭，赶紧奏请朝廷开
仓放粮，但再快的马也不能在一两日内将公文
送达，看到辖区内饿得瘦骨嶙峋的灾民，许汝
魁毅然决定不等公文到达，直接打开常平仓放
粮，这么做是冒风险的，但他甘愿承担后果。
许汝魁活民无数，而最终朝廷也没有降罪于
他。

由于饥荒，许多人不得已做了盗匪，被关
押在常山县的监牢里。许汝魁详细了解他们的
情况之后，仔细甄别，为其中部分囚犯向朝廷

申请减轻刑罚，万望朝廷不要对他们处以极
刑，处以极刑固然简单痛快，但也让这些本性
并不坏的人失去了改悔的机会。在他的再三努
力下，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许汝魁的仁义之
举让常山县民感动不已，史载“卓异之声达于
当路”。四年后，许汝魁奉命调任上海，在他
离开常山的那一天，百姓自发夹道挽留，以致
流传着“许父一去民无福”的说法。

许汝魁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边疆做官处理
军务时，表现出的英豪之气令人震撼。许汝魁

曾任榆林兵备道，榆林地处明朝北部防线前
线，时有游牧部族进犯。许汝魁上任后，首先
做好防御工作，率领军民开掘了数百里的边
墙。有一次游牧部族进犯，全城文武官员惊慌
不已，许汝魁镇定自若，召集军队，就在兵卒
面前，许汝魁用剑向书案砍去，以此为誓，要
求大家积极御敌，受此鼓舞，“三军奋臂先
登，斩首数百”，许汝魁任此职三年，五战皆
捷，边境安宁，百姓乐业。

湖口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许汝魁在任南

京通政使时，正值其母六十大寿，他在百忙之
中回到老家湖口为母亲过寿。由于他官位高，
影响大，除亲友为其母亲贺寿之外，许多下属
和地方官员，也借贺寿之名，前来向许汝魁送
礼，以图拉近相互之间的关系。一时之间，许
府是宾客盈门、络绎不绝。许汝魁向来为官清
廉，为了保持自身的清廉，又不扫了母亲的兴
致，许汝魁想了个法子，先是收下了礼物，然
后让宾客留下来一起共飨寿宴，在宾客离开之
时，将礼物一一归还。是夜，许多宾客留下过
宿，但是留宿的客人太多，客房不够用，于是
他就在厅堂、厢房的地上铺上稻草，自己先在
稻草上睡下，宾客见状也一一躺下，那晚，许
汝魁就在草铺上与友人畅谈。后来湖口百姓闻
知此事皆言：“许仰亭做官，乱草一铺。”

许汝魁勤政为民，为官清廉，政绩斐然，
曾多次受到万历的嘉奖和赏赐，后来，许汝魁
因患病卒于任上，万历赐祭葬，方志称其“有
古大臣风”。

读书要常温习
●纪一

民谚中的许汝魁
●石静 张国强

志厉秋霜：比喻品质高洁、心志壮烈。《晋书·儒林传·范弘之》：“志厉秋霜，诚贯一时。”范
弘之（晋代人，曾任余杭令）雅正好学，精通儒业，为太学博士，为人正直，遇事直言不讳，“惟
思尽忠而已”。他提倡节俭和礼、义、廉、耻，反对聚敛无度、奢侈浪费，心志高洁，为人所敬
重。 林森/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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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中描绘的“拔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