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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他的作品
风格多样，时而大气磅礴，如大江大
河奔流直下；时而隽永秀丽，韵味无
穷；时而朴实无华，却富含哲理。毛
泽东的著作是党的优良文风的代
表。新中国成立后，他常常在会议、
谈话中提到改进文风、写好文章此类
话题，这是他丰富写作实践背后的沉
淀、升华和总结。

一、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
毛泽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写

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因
为它对于提高工作能力大有益处。
毛泽东谈到：“写文章，可以锻炼头脑
的细致准确性。客观事物是独立存
在的东西，全面地认识它，写成文章
是不容易的事情。经过多次反复，才
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
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
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
可以提高准确性。”

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是做
好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是这样要
求领导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
的。他早年办《湘江评论》时，预约的
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冒着酷暑和蚊叮
虫咬，一个多月内，写了四十篇文
章。大革命时，他背着雨伞走村串户
调查数月，不畏劳苦，写下了《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等调查报告，为确立“农村包
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
础。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
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
令、电报等等。毛泽东是把“亲自动
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

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
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则。他在
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
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
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
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
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
方法六十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
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
为辅”。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
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
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
枪杆子，更靠笔杆子。毛泽东是用笔
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中
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一
定程度上也是靠“毛泽东的文章”。
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
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泽东
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
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
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为公文改错。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些领导干
部写报告和讲话稿让秘书代劳，毛泽
东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
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秘书只
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
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
干。”他明确要求领导同志“重要的文
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
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二、写作态度：实事求是
毛泽东说：“只要是严格说理又

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
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生动
活泼”，因为列宁“把心交给人，讲真
话，不吞吞吐吐”。做人贵在真诚，作

文也是如此。毛泽东主张文章“不要
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分析情况好
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夸大”；讲话
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
也有缺点”，不要尽是讲好话。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
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

“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
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
的先头”。早年他在中央苏区写下的
七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党基
层调研工作的典范。毛泽东对这次
调研印象很深刻，新中国成立后曾回
顾说当时是“下大力气”。

三、写作方法：材料应与观点统
一，辩证分析

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
方法。毛泽东告诫写文章要处理好
材料和观点的关系，强调“材料应与
观点统一”，要把材料经过大脑的加
工，贯通起来，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

毛泽东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
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
肯的分析。”在延安时期，他就号召真
正的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
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
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
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然而单有材料还不行，还要加
工，要消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文章要有观点，有“较深刻的思想
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学会
分析问题。毛泽东指出：“分析的方
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
分析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反对写文章不懂装懂，拿
一堆材料来堆砌了事。1957年12月

25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文章写不
下去了，此时应该多看看材料，再考
虑考虑，看看自己是不是还没有真
懂。”他曾看过一份文件后不满意，认
为文件起草者对所论问题“不甚内
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
能用文字表现出来”。他认为，构思
写文首先要分析所论事物对立统一
的内部联系，分析其中的主要矛盾与
次要矛盾，这样才能“有长江大河、势
如破竹之势”。如果没把问题搞懂，
就不要轻易下笔。

四、写作风格：要讲究文法，有中
国气派

毛泽东是遣词造句的大师，他的
语言精炼准确，词汇丰富多彩，用典
生动恰当，他的文章既有思想的力
量，也有艺术的感染力。新中国成立
初期，一些报纸、杂志、书籍上的文字
以及党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在语言运
用方面存在着混乱状况。毛泽东注
意到这一点，要求规范语言的使用，
强调写文章要讲文法、修辞、逻辑。
讲究文法，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讲
究逻辑，是指“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
推理的时候要有逻辑性”，“必须注意
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
条理”，文章“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
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
互相冲突”，也就是说要注意文章的
准确性、条理性和前后的一贯性。

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毛泽东指
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要从外国
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还要
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
尤其反对一些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
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主张要吸

收祖国语言几千年来的丰富营养；他
批评有些文章“洋腔洋调”，主张中国
人写文章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五、写文章要有群众观点
毛泽东说：“你讲话是讲给别人

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不是给
你自己看嘛！”“要想到对方的心理状
态。”“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
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
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

对于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站在读
者的角度想问题，毛泽东有多方面的
阐述。“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1957 年，《人民日报》送来一篇社论
稿，题目是“怎样对待批评”，毛泽东
看后，将其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
批评”，并批了一句话“这个概念化的
标题是不好的”。

对于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主张应
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引起读者
注意，然后再作阐释论述。他反对一
些文章一上来就大段引用经典论述，
给人以距离感，认为“先讲死人、外国
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

在文章的语言上，毛泽东主张
“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他说：
“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
文章也不能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
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
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
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
好。”

关于文章的叙述方法，毛泽东也
有独到的看法。他批评苏联《政治经
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
概念入手”，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他指出：“研究问题，要从

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
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
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六、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文章写完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

了呢？毛泽东认为还不行，还得去修
改。

为 什 么 一 定 要 修 改 文 章 呢 ？
1963 年，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到：

“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
的。为什么要修改？甚至还要从头
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者思想
好，但文字表达不好，要经过修改。”
毛泽东还主张，“重要的文章不妨看
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
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
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
反映恰当”。可见，改文章就是改思
想，改的过程就是思想完善的过程。

毛泽东一生改过的文章无数，著
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年过六旬的毛泽东前后修改
了十几遍，持续近半年时间，倾注了
许多心血。

对自己的诗词，毛泽东也常会反
复斟酌修改。1952年，一位大学老师
写信指出《长征》诗“腾细浪”“金沙浪
拍”两个“浪”字重复，犯了诗作之忌，
建议改为“水拍”，毛泽东欣然接受，
并称其为“一字师”。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
明白，文风好坏与党的事业的兴衰紧
密相关，“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
风，都是党风”。文风是一名领导干部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重要表现，思
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出现毛病，往往在
文风上会有所表现。（摘自“人民网”）

毛 泽 东 怎 样 写 文 章
吕 臻

一名密探闯入会场，使中共一大
最后一天会议由李公馆更改至嘉兴游
船，是建党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1921年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
作为会场的李公馆餐厅又聚集了众
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了。周佛
海忽然腹泻，独在离此不远的代表住
处博文女校休息。晚上8点多，代表
们刚在大餐桌坐定，马林正准备讲
话，这时，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
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
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
俊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
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
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
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
匆匆退出。

在欧洲、东南亚进行多年斗争的
老江湖马林，射出警惕的目光，用英
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
俊简要答复。

马林手掌猛击餐桌，当机立断：
“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
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
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上海作家叶永烈为撰写《红色的
起点》，找到曾经在法租界巡捕房工
作多年的薛畊莘。

原来，这位密探并非泛泛之辈，
他正是薛畊莘的老上司程子卿。薛
畊莘回忆，这是程子卿本人对他说过
的。

程子卿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主
要官员，而且长期担任主管租借内政
治性事件的政治部主任。他出生于
1882年，镇江人，18岁赴上海做码头
工人，并成为了漕工社团组织青帮悟
字辈成员，结识了结拜大哥黄金荣。

1905年，经身在法租界巡捕房的
大哥照顾，程子卿当了巡捕，因为念
过初中，为人机敏，后来升为刑事科
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
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随着法租界

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
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
主任。程子卿的妻子，名叫杨景德，
两人都是天主教徒，育有两女一子。
他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也有着私人
交往，还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主管法租
界政治事件的几十年，程子卿一直是
以左翼同情者的立场行事的！他与
宋庆龄交往甚好，通过自己的职权，
曾协力掩护大量上海的红色人士。
为此，还曾经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警
觉与憎恨，引来杀身之祸。1931年至
1936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
恐吓信，最后两次附有一颗子弹。
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上升到
刺杀。程子卿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
桥附近遇刺，幸而未中弹。此后，上
下班时，只能由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
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

薛畊莘的回忆，还为我们补充了
一个历史谜案的答案，中共一大的会

址是如何暴露的？原来，作为共产国
际的要人，马林早就被一路上的各国
势力盯上了，其行踪也早被通报给了
北洋政府与法租界。法租界早就获
悉共产党将在此集会的消息，因为来
头不小，所以身为探长的程子卿亲自
出马，果然摸查到了马林的踪迹，跟
踪几天后，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据薛畊莘讲，程子卿是有意放跑
的共产党人。程子卿闯入会场，等于
通风报信。跟踪马林已经不是一天
两天，如果程子卿想将开会的人一网
打尽，他用不着打草惊蛇，直接通知
巡捕房开警车捉人就是，与会者一个
都逃不掉。15分钟时间，足够让与会
者从容撤离并且让程子卿对巡捕房
有所交代。

上海解放后，程子卿曾受到审
查。蒙宋庆龄力保，没有遭到冲击与
处理，说明当时对他进行过甄别。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
中路家中，终年79岁。

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
王 洛

在冀南银行纪念馆的陈列柜
里，有一张写于 1945 年 6 月 29 日的
老借据，纸张斑驳，但字迹清晰：

“立贷人陈群相因买驴需款，今贷
到冀南银行钞洋叁仟元正，每月按
一分五行息，以三个月为期，满将
本息交清……”。镜头把我们带回
到 76 年前的那个夏天，村民陈群相
想买一头驴在农闲时跑点运输增
加收入，但苦于无钱买驴，一筹莫
展。村长王辉宗了解情况后向他
介绍了冀南银行的贷款政策，陈群
相大喜，立刻向冀南银行提出申
请，最终以土地作为抵押，在村长

和村主任的担保下，成功借到了买
驴款 3000 元。

这张“买驴”借据还有其特殊
之处，不仅贷款额度小，用途还是
购买活物，今天的商业银行往往不
胜其烦而难以做到，而红色银行早
已做到了极致服务，普惠小微，惠
农助农，令人深思……

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主要源流之一，被誉为“新中国金
融的摇篮”，曾是“培养抗战经济的
摇 篮 ，保 护 人 民 利 益 的 堡 垒 ”。
1941 年 ，冀 南 银 行 的 经 营 原 则 从

“以支持战争为主”，逐步转向了发

展生产与对敌斗争并重，在保障军
需的同时，积极发放贷款，活跃金
融市场，支持农业、工商业发展和
基础设施建设。1945 年 5 月，冀南
银行提出“通过放款工作，逐步扶
植合作社信用业务，恢复群众的借
贷关系，以活跃农村经济”的方针，
大力支持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
建设。1946 年，冀南银行充分认识
到小微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提出了要“积极扶助城市手
工 业 、工 厂 、作 坊 和 运 输 业 之 发
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经济斗
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张陈旧
的借据，诠释的就是金融业服务实体
经济的初心与使命。作为新时代的银
行工作者，我们生逢盛世，理应不负时
代。我们要从红色金融历史中汲取勇
气，从革命前辈的金融实践中获得启
示，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

革命文物是传承红色历史、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载体，我们要守
护好老一辈金融工作者留下的精神
财富和宝贵经验，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单位：办公室）

老借据老借据 新感想新感想
杨 婧

2021年8月16日，邯郸市委张维
亮书记在邯郸市第十次党代会上的报
告中提出，“做大做强中心城区。传承

‘滏流东渐，紫气西来’山水格局”。把
最具邯郸地望特征又长期不被关注的
丛台刻石正式推向世人面前，站在广
阔的历史时空上为邯郸加快建设富强
文明美丽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擘画
了山水蓝图。

“滏流东渐，紫气西来”刻石，嵌砌
于邯郸武灵丛台西垣，由著名的爱国
军事家胡景翼题于民国十一年（1922
年）。从书法艺术上看，八个大字颇得
清人赵之谦《颜底碑面》之精髓。用笔
以圆为方，笔力沉实，笔致含蓄；结字
庄重饱满，斜画紧结，谨严里带着浪
漫。八个字字大经尺，魏碑、颜楷相揉
参半，一股宏逸郁勃之气回荡其间。
高桂滋、王琴堂本《邯郸县志》（1933年
版）谓其：字仿六朝，虽非古物而锋棱
整洁，颇觉古气郁盘。

胡景翼化用老子“紫气东来”典

故，把“东”改为“西”。这不仅使得紫山
之西与滏流之东在文法上对仗，而且
点石成金，生动形象地呈现出邯郸独
有的紫山西望之祥瑞之象，使赵都邯
郸的山水之景融为一体。“滏流东渐”意
为滏阳河的流水缓慢地向东方流去，

“紫气西来”意为紫山的祥瑞紫气从西
面向邯郸传来。一山一水，描绘出了
从武灵丛台所见的古都盛景。“滏流东
渐，紫气西来”刻石为胡景翼于1922年
6—9月间，在邯郸牵头修复武灵丛台
时所题。1922 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
时，胡景翼任第一师师长，第一次直奉
战争中率部到河南援助直系，直系败

后曾驻河北正定、邯郸一带。
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又

作励生，陕西富平人。胡景翼的父亲
胡彦麟，颇识文墨，侠义豪爽，常与著
名学者章太炎来往。胡彦麟有六子一
女，胡景翼为长子。胡景翼深受孙中
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投笔从
戎。他参加了西安起义、促成了北京
政变，是辛亥革命时期北方的著名军
事家。他主政下的河南省达成了国共
两党合作，践行了孙中山先生“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李大
钊的帮助下，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
社会主义苏联，投向了年轻的中国共

产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
在北京不幸逝世，胡景翼悲痛欲绝，右
臂疔疮大发，病情急剧恶化，于1925
年4月10日溘然长逝，年仅34岁。

刚刚闭幕的邯郸市第十次党代会
在全面谋划全市长未来展的同时，对
中心城区建设提出了“构建‘太行为屏、
滏水绕城、环境绿廊、十字轴带、满城园
景’的空间形态”，为全市人民描绘了纵
横百里的宏大天际线，富强文明美丽
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形象呼之欲
出！重温“滏流东渐、紫气西来”题刻的
历史掌故，叫响邯郸独具特色的“滏流
东渐、紫气西来”秀美地望，此其时也。

滏流东渐 紫气西来
郑志瑛

图为邯郸武陵丛台西垣“滏流东渐、紫气西来”题刻。

万事一身外，天涯两心中。
惟将踌躇志，今日付秋风。

立 秋
包 盛

西风阵阵雨频频，绚烂烟霞染层林。
不畏萧瑟不惧寒，捧出香甜是初心。

秋 赋
采 知

秋之韵（书法） 怀君 书之妙道（书法） 庄子晨

制图：人造人间

注：人口数据按照七普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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