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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卢作孚 23
岁时，写了《各省教育
厅之设立》一文，振聋
发聩地提出：“教育为
救国不二之法门”，并
表述了以下观点：“吾
将更进一步论教育经
费之宜谋优裕；教育
权限之宜谋扩张；教
育人才之宜谋独立。
要即欲教育有完全独
立之精神，不受外界
之逼拶，及为其他政潮
所牵引，以尽教育之能
事，得在亚洲大陆放一
异彩，致国富强，毋落
人后。”

1922 年卢作孚 29
岁时，应杨森邀请，到
泸县永宁道尹公署教
育科任科长。他创办
了《教育月刊》，并在

《发刊词》中再次呼吁：
“国中万事，希望若绝，
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
业。”他邀请少年中国
学会友人恽代英、王德
熙等，在川南一带掀起
轰轰烈烈的“新川南、
新教育、新风尚”运动，
其影响所及，遍布全
川。卢作孚也因此被
现今的教育学者誉为

“二十世纪初地方教育
实验的一个典型”。

卢作孚一生中创
办过小学、中学、大学，
还把民生公司及北碚
实验区办成了名副其
实的社会大学。例如，
民生公司的员工培训就相当丰富：小到各种专项
培训，包括轮机、茶房、餐饮、家属技能等；大到思
想境界、精神文化的育成，还邀请了不少名人，如
张澜、黄炎培、杜重远、冯玉祥、马寅初、梁漱溟、陈
独秀、沈雁冰（茅盾）等到公司演讲，让员工从技能
到精神都融入了新的现代文明。社会上的人都称
道：“民生人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峡防
局的大力帮助下，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戏
剧学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著名大专院校迁到
北碚。抗战结束后，这些学校都陆续回到原地，而
学校里的川籍学生却无法前往，面临失学的困
境。卢作孚就与一众社会贤达商量并募集基金，
由其担任筹备主任，在复旦大学原址创办一所私
立大学，以满足这些川籍学生继续深造的需要。
学校取名相辉学院，以纪念复旦大学两位校长马
相伯和李登辉。1946年8月10日卢作孚在筹得资
金后，给教育部递交了申请报告。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当年10月5日学校开学，
圆了卢作孚在辖区创办大学的梦。著名水稻杂交
专家袁隆平先生 1949 年考进相辉学院农艺系深
造。该学院后并入西南农学院，即今天的西南大
学

卢作孚这一系列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最
终都落脚到“以人为本”和“人的现代化”上。他认
为：“教育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
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
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是
要欣赏建设与社会进步的教育普及。除教育普及
外，还得要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继续不断地提高其
程度，使能应用世界上已有的发现、发明和创作，
而更进一步。”在这里，每一个人既是受教育者，也
是建设者，同时还是欣赏者，要懂得“欣赏建设与
社会进步”。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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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征程中，有太多为党
的事业忘我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
员。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为工作
太投入而将粽子蘸墨汁吃而不自觉，在党内留
下了“真理的味道够甜”的佳话。从涪陵走出
的四川早期工运先驱钟善辅在革命生涯中也
曾有过吃墨的小插曲，那是在成都市工会成立
前后，钟善辅和同志们一起赶印文件，饥肠辘
辘之时一个同志买回几个锅盔充饥，大家顾不
上洗手边吃边干，钟善辅戏谑地将锅盔称为面
包，将油墨称为果酱，自嘲能吃上“面包（锅
盔）”夹“果酱（油墨）”真不错。他所吃的墨与
陈望道所吃墨虽在“味道”“品质”方面有差别，
但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忘我工作的内核
却是一样的。

钟善辅，1899 年出生于四川涪陵县（今重
庆市涪陵区）罗云乡，1917年到成都警监专门
学校求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成都受到各
种新文化新思想洗礼，在此求学的钟善辅接受
进步思想影响，立志投身革命。1920年底王佑
木在成都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次年组建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钟善辅加入读书
会并成为团支部成员。1922年，成都团地委成
立，钟善辅被选为候补执委，此后在团组织的
几次改选中当选为执委。1923 年成都秘密建
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他由团
员转为党员，成为四川首批共产党员之一，也
是涪陵党史上第一位中共党员。他是四川工
运的杰出领导者，“‘面包（锅盔）’夹‘果酱（油
墨）’”只是他忘我开展工运斗争的一个小插
曲。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就不辞劳苦将一生贡
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将工人运

动作为中心工作。成都团组织在党的领导
下积极投入工人运动中，钟善辅作为骨干成
员，义无反顾挑起了发动组织成都工人运动
的重担。针对当时成都工人阶级缺乏工会
组织统一领导、文化水平低、封建思想影响
较深等特点，他通过组建行业工会、办工人
夜校、亲自授课教工人们读书识字、宣传马
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等形式，从组织、
文化、思想等方面启发引导工人。经过钟善
辅和其他团员的努力，成都地区工人文化水
平、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建立了长机、生绉等
二十余个行业工会组织，为成都工人运动奠
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成都团地委组
织工人发动政治罢工声援，下旬在成都少城公
园（今人民公园）举行了有四千余群众参加的
集会。在集会上，钟善辅冲破阻扰，率先登台
发表演说，控诉谴责反动军阀屠杀中国工人的
暴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而
战。现场群众深受鼓舞，觉悟进一步提高。声
援活动后不久，成都二十多个行业工会实行大
联合，于当年 5月1日组建成都劳工联合会，钟
善辅被选为副会长，从此成为成都工人运动的
主要领导者。

劳工联合会成立以后，钟善辅等人于1923
年秋至 1924年春，组织领导了生绉、长机工人
增资的罢工，又和孟本斋一起领导了长机工人
反“朱尺”的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1925年

“五卅”惨案发生，钟善辅等人发起成立“成都
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在成都国民
外交后援会带领下，各界群众与反动派开展斗
争长达半年之久。1925年底至1926年春，钟善
辅又成功领导了人力车夫取消押金和减低车

租的大罢工。
在钟善辅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成都工人运

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四川建党和成都市总工会
的成立。1925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正式
成立，领导全川党组织，成都工运也在中共重
庆地委领导下进行。1926年春，钟善辅担任中
共川西特委工运委员，负责领导全川工人运
动。1926年 10月，成都市工会成立，钟善辅作
为会议主席报告了工会筹备经过和各分工会
成立情形，被推选为工会副会长。成都市工会
成立以后，钟善辅等人除对原有工会进行整顿
巩固和加强思想教育以外，还发展了一些工会
组织，持续深入推动四川工人运动的发展。成
都市工会在全国总工会指导及中共重庆地委
领导下，所属基层工会组织由几个发展到了64
个，团结工人群众万余人。

由于在工人运动中的卓越成效 ，1927
年 2 月，钟善辅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并被赞颂“为工人
阶级奋斗，对于四川工会运动的情形尤能
深切了解”。

正当四川以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方兴未
艾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发生，大批共产党人遭屠戮。在成都，蒋介
石亲信、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向育仁叫嚣着

“清党反共”“打倒钟善辅、活捉孟本斋”，砸毁
了成都市总工会。面对白色恐怖，钟善辅以视
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在常年伴随他的印泥盒底
部刻上了“生为坚强仕，死为精忠魂”十个大
字，表明和反动派战斗到底的决心。他长期为
工人群众奔走，得到了工人们的衷心拥护和爱
戴，当此危难之际，工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日
夜保护他，才使他逃过一劫。

1927年4月下旬，钟善辅受党组织派遣，作
为四川工人阶级代表赴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即化装返川
继续革命活动。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
转移钟善辅，于是他先后到灌县、郫县、邛崃、
乐山等地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 1月，又冒着
生命危险参加了成都市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
运动——反劣币斗争。1929年，他被派至川东
地区主持军委工作。

1930 年春，钟善辅担任丰都县委书记，在
任期间，丰都的学运、军运、农运工作得到较快
发展，同时他也不忘“重操旧业”，组织开展工
运工作，发动成立了丰都水烟工会、店员工会、
竹篾编织工会等，有力配合了四川第二路红军
游击队向丰都的进攻。4月，他精心策划的策
应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的“五一”游行活动
因泄密而取消，在处理好同志们转移、向省委
报告情况后，在自己的竹茶托上刻下了“马列
能救国，共产始成业；强暴皆不惧、恶妖待消
灭”的诗句赠予妻子。5月 1日凌晨，钟善辅在
丰都县立中学被反动军警包围后被捕。敌人
对他严刑拷打，他却威武不屈。5月 4日，钟善
辅被押解到丰都商业场执行枪决。临刑前，他
毫无惧色，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钟

善辅倒下了，但他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不
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却激励着后来人继续奋
斗。山雄有脊、房固有梁，中国共产党能历经
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沧桑而生生不息，正是
无数像钟善辅一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前赴后继
的结果。有他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今天的岁月
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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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涪陵走出的四川工运先驱钟善辅

1933年 8月，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曹禺完成
了《雷雨》剧本的初稿。这年他 23 岁。他将

《雷雨》手稿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老
同学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
他们曾义结金兰。靳以深知曹禺的才华，见
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
兴致勃勃地将《雷雨》推荐给第一主编郑振
铎，不料郑振铎过目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
而搁置下来。但是，靳以并不甘心挚友的一
番辛苦付诸东流，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
季刊》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孰料，这
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也不认可，“不
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这让靳以十分尴尬，
他只好把剧本暂且放在了抽屉里。

1933年 9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看望沈从
文，在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迁住《文学季刊》
编辑部所在地北海前门三座门大街 14号。这
个编辑部平时只有靳以一人。巴金在这里前

后住了几个月，并应邀兼任《文学季刊》编
委。1934年 6月的一天，靳以和巴金谈起组稿
事宜，巴金主张组稿的面要宽一些，要注意文
坛新人，作者不一定都是有金字招牌的名家
名人，要多多发表有才华的新人新作。一席
话提醒了靳以，他随即告诉巴金：“周末常到
我们这儿坐坐的文学青年万家宝（注：曹禺原
名），他写了一个剧本，放在我这儿半年多了，
家宝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
子。”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把《雷雨》
手稿交给了巴金。当晚巴金就一口气读完了

《雷雨》。
巴金在 1940年《关于〈雷雨〉》一文中这样

写道：“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
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
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
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
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

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剧本抓住
了我的灵魂，而且为它掉了泪。”

第二天，巴金将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
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
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性刊登完毕。

《雷雨》刊出后，引起了极大反响。日本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武田泰淳把《雷雨》带
到日本。1935年 4月，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团排
练了《雷雨》，4月 27日、28日、29日，以中华话
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
首次公演，引起轰动。1935年，《雷雨》剧本由
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邢振铎译为
日文，并迅即出版。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
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
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1936 年 5 月上
旬的一天，他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
出的有关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提问时说：“中
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

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郭沫若看了演出
后，为日译《雷雨》作序写道：“《雷雨》确是一
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
经传的青年作者，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雷雨》开启了中国话剧的新历程，是中
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也因此被誉为

“东方的莎士比亚”，一举奠定了他现代戏剧
大家的地位。《雷雨》的走红，引来对发现曹禺
的伯乐——巴金的一片赞誉。

1935 年，身为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
巴金，又将《雷雨》编进“文学丛刊”第一集，
向全国推出，让文学新秀万家宝（曹禺）的话
剧处女作，与文学大师鲁迅以及茅盾、沈从
文、巴金、郑振铎等名家的作品比肩而立。巴
金是曹禺最初三个剧本的第一读者，此后他
又陆续为曹禺编发了《日出》《原野》和《蜕
变》，把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送到读者
面前。

ZXFK 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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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坤琰 巴 金 慧 眼 识 曹 禺

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南宋王朝兵部
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余玠的帅
府旁边修建了一个招贤馆。该招贤馆与余
玠帅府陈设完全一样，专等贤才来投奔。

这个招贤馆，是余玠专门设置的。当
时，北方蒙古军对四川虎视眈眈，为寻求治
蜀抗蒙之策，余玠决定效仿三国时期诸葛孔
明治理蜀地的办法，集众思，广忠益，向社会
招揽贤才。他在招贤告示中说，有策谋想告
诉他的人，家住近处的就径直来帅府旁边的
招贤馆，家住远处的可自行到所在的郡府去
谈，官府要以礼相待，高爵重赏，朝廷也会不
吝酬报。

余玠设馆招贤的消息，很快传遍川蜀地
区。当时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也属四
川管辖。家住播州绥阳县山区的冉琎、冉璞
兄弟决定出山，会一会这个设馆招贤的“余
帅”，看他是真招贤还是假招贤。

冉琎、冉璞兄弟到了重庆，向余玠设立
的招贤馆递上各自的“名片”。余玠久闻冉
氏兄弟雄才大名，决定将兄弟俩请进帅府会
见，施以平等礼节，并为其安排高档住处。
对此，冉氏兄弟居然毫无惊喜，以平常心态
接受。

过了数月，冉氏兄弟心安理得住在客
栈，一字不提什么建议。余玠决定向他俩问
候请教，并亲自主持宴会，邀请冉氏兄弟及
其他前来投奔者赴宴。

酒喝到畅快之时，在座来客纷纷“晾晒”
自己的高明策谋，而冉氏兄弟却只顾饮酒用
餐，依旧一言不发。余玠有意以含蓄的话语
引导他俩，他俩仍只顾饮酒用餐，默默无
言。对此，余玠并不责怪。他暗暗琢磨，冉
氏兄弟不轻易说话，不过是在看他怎样礼待
有识之士罢了。

第二天，余玠让冉氏兄弟换住另一处更

高档的地方，并暗中派人天天观察二人的行
动。负责观察的人发现，冉氏兄弟依然是终
日不讲话，只是面对面蹲着，用白垩土在地
上画些山川城池的图形，起身后就涂抹掉。

余玠一听，顿时觉得冉氏兄弟是带着治
蜀良策来的，只是不了解他余玠的人品，不
愿轻易讲出罢了。于是，余玠决定单独登门
拜访，以求治蜀良策。一进门，余玠就行大
礼，真诚称呼冉氏兄弟为“先生”。冉氏兄弟
终于为余玠的诚心而感动，随即打开话匣
子，向余玠献出良策。

冉氏兄弟告诉余玠，要有效抵御蒙古
军进攻，应采取“依山制骑、以点控面”的方
略，充分利用川蜀险要的地理特点，以重庆
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
及长江等大江大河两岸的高山台地，特别
是一些交通要冲之地修筑山城，扬长避短，
据险守卫。

此后，按照冉氏兄弟建议，余玠先后在
今四川南充以南修筑青居、在今四川苍溪东
南修筑大获、在今成都金堂以南修筑云顶、
在今重庆合川修筑钓鱼等 20 余座山城，并
将重要的州治迁移山城之上。同时，调整兵
力部署，移金州（今陕西安康）戍军于大获
城，移沔州（今陕西略阳）戍军于青居城，移
兴元（今陕西汉中）戍军于合州钓鱼城，移利
州戍军于云顶城。

筑城迁治、调整兵力部署后，余玠还按
照冉氏兄弟建议，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
过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险
要城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

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蒙古军分兵四
道入蜀，余玠依靠冉氏兄弟建议建成的山城
防御体系，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并为后来
钓鱼城守将王坚、张珏等人有效抗击蒙（元）
军队进攻打下了基础。

ZXFK 史海
钩沉

□ 周 云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和几位文
友一起，去探寻世人少知的江津区杜市镇太
公山上的“香炉石”。

太公山是大娄山的一条余脉，位于重庆
的江津、綦江、巴南三地交界处，西北东南走
向，连绵数百公里。香炉石的位置虽在行政
区划上属江津区杜市镇湘萍村，但它确在太
公山脉上津綦巴交界点一个叫麒麟山的主
峰上，因而当地有民谚曰：一炷香火旺，佛光
庇三县。

从杜市场出发，汽车沿蜿蜒的公路慢
行，11点到达麒麟山腰。没有了公路，我们
便沿着崎岖的山道慢慢攀行。山道高低不
平，道上怪石嶙峋，两边的荆棘和齐腰杂草
一不小心就将手划出血路。我们一路披荆
斩棘，终于到了香炉石下一处开阔地。

这里约 4000平方米，长满了芳草，是清
代有名的香炉石“点兵坝”古战场遗址和雾
神灯遗址。因“一脚踏三县”，当年这里就有
驿道、驿铺以及客栈。此地曾设香炉场，因
有娄氏家族在此经营，故又有人称之为娄家
场。娄氏家族是此处的望族，因而太公山亦
有娄半山之称。但是，这古道驿铺和香炉场
在一次次官兵和山匪流寇的拼杀中化为了
灰烬。后来战事稍息，娄氏姜氏家族曾计划
恢复场铺，但因地势高、用水困难，最终没能
实现。

终于登上了主峰，香炉巨石就矗立在眼
前。它由两墩巨石重叠而成，上面巨大，中
间小，基脚逐渐又扩大，形如敬神时烧香化
纸用的炉子。它犹如擎天一柱，挺拔而立，
巍峨雄壮，让人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绝妙和
神奇。香炉石还有一奇特之处：从东南西北
四角，它的形状是各不相同的。南看它就像
头戴镜帽的炼钢工人，东看恰似卡通片中的
大力神士……正如苏轼《题西林壁》所言“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驻足在香炉石下，一阵山风吹来，炉石
似摇摇欲坠，令人心惊肉跳，很快又有美妙
动听的敲罄之声回旋在耳际。倚在香炉石
旁，放眼太公山下，那更是一幅美妙绝伦的
图画：起伏的山峦、如练的河流、星罗棋布的
村庄、袅袅的炊烟尽收眼底，杜市场、副都
场、太平场、高歇场、青江场，都遥遥可望。

杜市镇的党委书记江波告诉我们，现
在的太公山已打造成了瓜果花木之乡。
每年三四月，满山的桃花、李花、梨花盛开；
五月七月十月，又是枇杷、葡萄、柑橘成熟时
节……这饱经沧桑的香炉石，见证着太公山
的变化和发展。

潘光旦说“士”
□ 沈治鹏

潘光旦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人学会做人、做
“士”，对聪明智慧的人，尤其要教会其做“士”，凡
是专家学者都应该学会做“士”。他说：“‘士’的教
育着重在于情绪和意志的培养。”也就是人们当下
所说的情感世界和意志的培养。人的情感和意
志，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培养出来的，从对自己
一点点小小的克制中培养出来的。

潘光旦认为“士”是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继承的
遗产，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是百世不朽的人格典
范，有着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所以，他十分看重
古代先哲对“士”的解释及其现代意义。“士可杀不
可辱”，这是“士”为人处世最后也是最有力的道德
防线，是“士”应有的凛然正气和壮烈情怀。“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要有远大的抱负，
要立志高远，不要看重眼前的利益，不为浮云遮望
眼，不要被眼前利益束缚。“士”应该有广阔的胸
怀，不能鸡肠小肚、斤斤计较。“士”应该有强毅精
神，不要脆弱胆怯，“士只有弘毅之至，才敢希望于
必要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

潘光旦说，“士”的教育，第一是立志，志士心
之所在，或心之所止，即一个人的生命总得有个比
较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打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
世的主意。第二要学忠恕一贯之道，所谓忠恕就
是笃信，就是轻易不肯放弃立场，不随波逐流，不
赶时髦，不随便改变自己的初心，要坚定不移锲而
不舍。所谓恕就是容忍，就是宽容，就是谅解别
人，就是海纳百川，就是不计前嫌。

同时他还说，“士”的教育是受年龄限制的，它
有别于识字教育、职业教育等，这些可以在任何阶
段补习起来，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时期
内学习不可，这与人的初心有关。因为青年时期
人的思想意识纯净，没有受到污染，大都是纯洁正
直的，便于培养。青年时期由于没有什么桎梏，价
值观正在一步步形成，大都敢于进取敢于牺牲敢
于奉献，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一到中年，一些“经
历”就容易固化，进而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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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国翔南宋重庆知府招贤 “香炉石”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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