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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阅中国文学史，能从中过滤出真风
流真名士的基因。荣辱不惊，贫贱不移，威
武不屈，富贵不淫，便是这种基因哺育的旷
达胸襟。这些品质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
的凤毛麟角。苏东坡正是此等人物，自然
纯朴化着通达文化灵魂的杨柳风，吹奏起
一种永恒。

苏轼向苏辙说过这样两句话：吾上可陪
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兄弟之间私
聊，自信表现为至性。他在文章里公开说：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
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本来是儒家参政态
度的概要总结，在东坡笔下流出来，却是一
种人生的旷达。问题在于，东坡所处的官
场，政敌们容不得他的至性与旷达。于是他
被一贬再贬，60岁时被流放海南岛。你苏轼
不是和谁都自来熟吗？把你赶到天涯海角，
连土人都见不到几个，看你还旷达不！

政敌显然低估了苏轼。他一路被贬，一
路结交高朋。岂止是人，在贬窜路上，连狗

也成为他的忠实朋友传达其意趣。
在杭州任上，他养了一条温和的黄犬，

遭贬之际，知己文友黯然相对，他“遣黄耳，
随君去”，大度地让爱犬负载浓情厚谊。

被贬密州，苏轼豢养了一条剽悍的黄
犬，“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
冈”，爱犬伴随，意气风发，快意豪情壮志。
绝无半毫失意之态，正是君子“必仕则忘其
身”的写照。

苏东坡是著名吃货，但唯独不吃狗
肉。被贬徐州，太守设宴为他接风，他停箸
罢宴，因为上了狗肉。苏东坡毕竟是苏东
坡，谈文说趣就给席间诸人上了一节文化
修养课。他说，孔子的狗死了，要用旧车盖
装殓好了妥善埋葬，夫子“不忍食其肉，况
可得而杀乎？”

至性旷达的苏东坡有理由成为庸妄官
僚们的仇敌，虽然连政敌也不得不宣称苏轼
是他们的真挚友人，但是他还是不断被贬
降。公元 1097 年，苏东坡 60 岁，被流放儋

州。是年农历六月某天，友人王古护送他到
雷州海边待渡，他写下短札付与：“某垂老投
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
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
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当时的儋州，是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
方，元祐党人唯有苏东坡被贬到此处。嘱咐
身后事，苏轼确乎黯然销魂。但凭着旷达的
胸襟，他很快与“化外之民”成了朋友。在儋
州，一条流浪野狗成了他的“贴身保镖”。

这条狗被苏东坡命名为“乌嘴”，收留它
时已经奄奄一息。但东坡宁可自己饿肚子，
也要把食物给乌嘴。爱是一枚弹力球，你用
多大力气丢出去，它就会以多大力度弹回
来。救活过来的乌嘴逐渐强壮，与苏东坡形
影不离，“昼驯识宾客，夜悍为门户”，为其看
家护院。闲暇无事，他笑看乌嘴“跳踉趁童
仆，吐舌喘汗雨”，让忠犬在孤岛上和他一起
酿造人生美酒醉凡尘。

乌嘴陪伴东坡度过4年海南时光。公元
1100年，朝廷赦免苏东坡。终于能返回内地
了，乌嘴“知我当北还，掉尾喜欲舞”，高兴得
摇头摆尾要跳舞。三子苏过来海南接他，东
坡带着《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释手
稿和乌嘴渡海北返，辗转回到常州家中。

公元 1101 年农历七月廿五，东坡卧病
不起。挚友维琳方丈赶来陪伴，与他谈论今
生与来世，劝他念经以超度。东坡发出平生
最后的朗笑，并说：我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
都死了。七月廿八，东坡弥留病榻，乌嘴陪
伴在侧。长子苏迈上前俯首请示遗教，东坡
片言未发便去了，享年64岁。

人道是，狗之于东坡，就像万花筒里一
块彩色纸片，变幻着生活中无尽的美妙；又
像沉沉寒夜中映红茅屋小窗的一点灯火，拖
曵着夜归人疲惫的脚步。我道是，东坡爱犬
如爱子，真情流注于笔墨，在古往今来的文
人中实属罕见，或许就是他浩然之气的一种
灵性，是构成他人品与文品的一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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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治德 苏 东 坡 与 狗

1949年 11月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
放重庆。此时，烽火方歇、百废待举、百业待
兴，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
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管理、建设刚刚
解放的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而首要
工作就是要解决“干部荒”的问题。当时跟
随解放军南下进入西南地区的干部总人数
不足三万，此后又招聘 10万余名干部，但相
对于幅员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七千多万人口
的整个西南区域而言，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和建设需要。

鉴于“目前中国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
取得胜利……我西南区在国家建设特别是
经济建设方面需要大量的人才，因此，以迅
速有效的方法，团结、改造广大知识分子，
使之迅速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西南
局、西南军政委员会果断作出决策，决定设
立“一个专门教育培养人才的机构”——西
南人民革命大学。1950 年 3 月 11 日，西南
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宣部并转中央政务院，
拟请创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统一对旧公
务人员和知识分子进行有计划、有步骤、有
方法的改造教育”。3 月 21 日，政务院回
电，同意创建。

于是，在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由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亲自担任校长，
西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张子意兼任副校长，
邓止戈、郑思群（原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副
校长，后又担任重庆大学校长）担任教育长，
原陕南公学教育长黄觉民担任副教育长。

西南革大在重庆设立总校，校部和一、
二、三、四分部设在嘉陵江畔以八路军重庆
办事处旧址为中心的红岩村至虎头岩一

带。其中，第四分部开始设在原新华日报总
馆旧址所在的虎头岩，后来又迁到南岸小温
泉南林学院旧址。

除重庆总校外，西南革大还设立有成都
分校（校址成都）、云南分校（校址昆明）、贵
州分校（校址贵阳）、川南分校（校址泸州）、
川北分校（校址南充）、西康分校（校址雅安）
六分校。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
1950年5月14日下午5点，西南人民革命大
学总校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在红岩村西
南革大总校大操场隆重举行。西南区和重
庆市的党政军领导人及机关、部队、教育界、
工商界代表人士以及学校全体干部师生共
7000余人参加了典礼。校长刘伯承向全场
讲授了开学第一课：《坚定我们人民大众的
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开始，针对革大自筹建以来就受到的
诸如“就业培训”“不正规”等诸多质疑，刘伯
承直接开宗明义道：“这次开学，使我联想到
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和各区办了抗大，那
是为了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
而创办的。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了，为了
要使这批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
我们照毛主席指示来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
也就是继承抗大精神来办学的。”一语点明
西南革大的性质和办学渊源，扫清迷雾，有
效应对了社会上的一些消极言论。

为更好地向大家阐明筹办西南革大的目
的和任务，刘伯承从“学什么”入手，着重与学
员们探讨“学了做什么”的深刻问题。刘伯承
指出：“西南革大的办学任务就是为建设西南
人民的新世界培养人才，西南革大的学子今
后都要为建设西南，解放台湾、西藏；肃清各

处残余土匪、特务分子贡献力量，参加西南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工作。”短
短数语点拨出广大学员今后学习和奋进的方
向，得到与会来宾、全校教职工和学生的高度
认可，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么，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怎样建
设西南人民的新世界呢？刘伯承的回答
是，“首先就要求把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确定
下来”，唯有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方能全
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勉励现场学子树
立远大人生目标，立下为人民为天下的鸿
鹄之志。

关于如何“坚定人民大众的立场，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刘伯承根据西南地区的
现实需要和自身经验，层层剥笋，为学员们
逐步剖析。他指出，首先，弄清楚人民大众
是什么。要明白人民大众既包括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
阶级、爱国民主人士，而且他们都是国家的
主人。其次，正确认识和应用知识分子。要
区分好走向人民大众的知识分子和走向反
动派号召的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联系
实际和历史经验教训，确定好自己应有的地
位、应有的人民大众的立场，努力学习，不断
改造和提升，用所学的科学知识造福人民大
众。最后，确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下
定为民服务的决心。用自身行动践行为民
服务的决心，努力学习历史唯物论，清除封
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余毒，共同
奋进前行。

在演讲中，为了更好地让同学们坚定人
民大众的立场，树立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
刘伯承还结合现实需要和具体实践，抛出

“为什么要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人民民

主国家在国际上的问题”“建设中的财政经
济问题尤其是生产问题”三个问题。这三个
问题及其相关的深刻阐述，直击社会现实问
题，触动心灵，引发现场学员、教职工和来宾
们的深入思考。

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刘伯承再次向
广大学员发出号召，“要认真学习和切实树
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批
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用中国共产党
的三大优良作风勉励学员们遵守西南革大
的校训“实事求是、民主作风、虚心冷静、艰
苦朴素”，激励大家持续学习与进步，坚定为
民服务的信念，并为此而奋斗。至此，雷鸣
般的掌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回荡在
操场上空，将演讲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刘伯承的开学第一课，犹如寒夜里的明
灯，不仅照亮了西南革大培养西南建设人才
的前行之路，同时也引领广大学员向为人民
服务的光辉事业奋进。原西南革大总校教
育长邓止戈后来撰文深情写道：“同学们热
烈响应刘伯承校长的号召，围绕着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总题目，联系个人的思想
实际，进行新旧思想的自我斗争。在学习过
程中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是人
民的事业。要忠于革命，就要忠于人民。要
忠于人民，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于
提高了认识，因而在解决‘下决心’的问题
上，开始从被迫转到自觉。绝大多数同学都
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初步确定了。”

西南革大从 1950年 3月成立到 1953年
9月结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秉承“坚定人
民大众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为西南地区培养了十万余名建设人才，
为建设新西南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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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英顺 刘伯承在红岩的开学第一课

上世纪初期，长江上游一带的航运业务
几乎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江上触目可见皆
是外国国旗。外国轮船在江上横行霸道，欺
压、冲撞中国民船的事件时有发生。

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
轮在四川云阳江面故意疾驶，撞沉杨森部载
运军饷的木船3艘，致官兵和船民50余人淹
死，饷银 8.5 万元和步枪 50 余支沉入江底，
激起万县军民强烈愤慨和抗议。8月30日，
英国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城
驶抵万县，被杨森部下扣留。9月4日，英国
领事向杨森发出通牒，限 24 小时内将“万
通”“万县”两轮放行。9月 5日，英军舰“嘉
禾”“威警”和“柯克捷夫”三轮进迫万县江
岸，强行劫夺被扣的轮船，并开枪打死守船
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预备给予
回击。英舰竟开炮轰击万县人口稠密的繁
华市区近 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 300
余发，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
千余家，这便是史上著名的“万县惨案”。

老天有眼。1932年5月，英国太古公司
的“万流”轮因触礁而沉没于长寿县境内柴
盘子江段。为了打捞这艘造价 60万两白银
的川江头号大船，太古公司煞费苦心请来
多家中外专业公司打捞，都因川江水深浪
急无果而终。英国人听闻民生轮船公司有
一支很专业的打捞队伍多次在川江上成功
打捞起沉船，就厚着脸皮向民生公司求

援。时任公司总经理的祖父卢作孚先生平
素就极为痛恨英国太古公司的横行霸道，
更亲眼目睹了“万县惨案”中英舰炮轰造成
我平民百姓生命及财产的巨大损失，当即
严词拒绝。英国太古公司打捞无望，只得
将此沉船作破铜烂铁处理。我祖父派出民
生公司打捞队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沉船作了
仔细考察后，用 5000 块银元低价买下这艘
沉船，用至今仍被人们视为悬念的绝技，于
1933 年 5 月 19 日将“万流”轮打捞出水，当
天便由民康轮拖运到李劼人主政的民生机
器厂。该轮全长 206英尺，大修时将船身加
长到 219 英尺，燃煤蒸汽机作动力，主机
2776 匹马力，载重 1197 吨。到上海修葺一
新后，祖父特地将它更名为“民权”。民权
轮从此成为长江川江段名副其实的巨擎，
大涨了民族的志气和威风，也兵不血刃地
报了英舰炮轰万县之仇。

李劼人因此在《自传》中写道：“这件事
震动了船业界，尤其震惊了外国人。他们做
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办不到的事，民生公司办
到了。太古公司十分震怒；日本人也专门派
人到民生机器厂刺探情况。谁也搞不清中
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

我长大以后，父亲给我讲了打捞“万流”
轮的“秘密”。当年祖父根据工程技术人员
的考察，组织有关人士商定打捞方案：利用
木头比水轻的原理，造了八艘大木船，然后

装上一筐筐的鹅卵石沉入水底，再请潜水员
把木船捆绑在轮船上，随后把船上的鹅卵石
筐扔到水里，沉船便随着木船的浮力上升到

水面。后来我看过一篇老民生前辈的回忆
录，也是这样写的。

（本文作者系卢作孚先生长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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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晓蓉 民生斗英商，“万流”变“民权”

行驶在川江的民权轮

离涪陵区新妙镇不
远的弋阳村，有一所弋阳
国民师范学校，也称弋阳
农民讲习所，是川东地区
党组织的第一所中等学
校。如今这所学校虽已
不再教学，但透过那白墙
灰瓦，我们仍可以遥望当
年从这里走出的一个又
一个保卫祖国的热血青
年。据附近村民介绍，这
所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正
是被称为“独臂将军”的
革命烈士李蔚如。

李 蔚 如 （1883—
1927），重庆涪陵人，早年
曾留学日本，后加入中国
同盟会，曾在香港向“爆
炸大王”喻培伦学习炸药
技术，不幸炸瞎右眼、炸
残右手。

1911年11月，同盟会
重庆支部发动起义，受命
回到重庆训练学生军的
李蔚如见知府钮传善下
令关闭九门，同盟会义军
入城受阻，便带着敢死队
赶到通远门，举起炸弹欲
与敌人同归于尽，吓得守
军赶紧打开城门。

一时间，重庆学生、
商团、民团集体出动，涌
向朝天观参加军民大会，
李蔚如率夏江秋、陈崇功
等敢死队员，手持炸弹、
手枪，将现场团团包围。
在现场群众和强大武装
的威慑下，清朝官员剪了
辫子、交出大印。清政府
在重庆的统治被推翻，重
庆蜀军政府宣告成立。

但好景不长，袁世凯
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倒行
逆施。反袁起义此起彼
伏。1913年夏，李蔚如参
加熊克武、杨庶堪等人领
导的讨袁斗争，后又参加
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起义，
随同云南护国军一支队
入川，坚持捍卫民主共
和。但从1917年起，四川
开始连年的军阀混战，给
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李
蔚如感到非常痛心，下决
心引退田园。1924年，他
回到了故乡涪陵大顺场。

国共合作后，打倒军
阀成为革命军的首要任
务之一，国民革命出现新
局面，共产主义的思想和
主张也得到了更为广泛
的传播，混乱的社会涌现
出生机。1925 年 8 月，吴
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委派
的四川党务筹备员名义回到重庆，李蔚如经其介绍认
识了共产党员杨闇公，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并于第
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在老友高亚衡的请求下，李蔚如出任涪
陵四镇乡（新盛镇、君子镇、同乐镇、龙潭乡）的联团办
事处副处长，并创办“弋阳国民师范学校”，兼任第一任
校长。全校共有学生 200多人，由党团员和进步教师
任教员。教材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等。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各地进
行反帝反封建和打倒反动军阀的宣传，并深入农村发
展农运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协会。弋阳师范出来的学
生，后来很多成了革命运动的骨干。

除了开办学校搞教育，在四镇乡，李蔚如还积极组
织农民武装。1927年 1月，四镇乡农民武装改编的农
民自卫军已有八千多人、七千余枪支。得知刘伯承率
领的泸顺起义军正遭受军阀刘湘的重兵镇压，李蔚如
领导农民军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度进
逼南川县城，与泸顺起义军相呼应，并多次写信联系刘
伯承，邀请其到涪陵主持军务，但因送信人在途中被杀
害而未能如愿。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地民众举行
庆祝集会，遭到英国军舰开炮轰击，打死打伤 2000余
人。消息传到重庆，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 3月 31日在
通远门打枪坝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名义，
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反动军
阀刘湘趁机镇压革命，杀害杨闇公等中共党员、进步人
士，革命局势走向低潮。李蔚如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成
为了反抗刘湘部队的中坚力量。

这让视李蔚如为心腹之患的刘湘大为光火，此时
驻守涪陵、一直对李蔚如又忌又妒的郭汝栋决心投奔
刘湘。两人狼狈为奸，设计剿灭李蔚如及其农民武装。

郭汝栋曾是李蔚如的学生，因此收到郭送来的商
议对抗刘湘的信件时，李蔚如并没有怀疑，决定前往赴
约。可还未到约定的同乐镇，李蔚如就被埋伏在四周
的敌人抓捕，并连夜送往重庆。到达南岸黄桷桠时，刘
湘将李蔚如就地杀害。临刑前李蔚如写下《永决书》：

“我今死矣，以身殉党国，理得而心安。”李蔚如虽然牺
牲了，但他的精神却永存，将一直影响一代代为党和国
家而奋斗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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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蔚如烈士陵园（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