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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家优良醇厚的家风一直为人称颂。他不仅严
以律己，还在生活、思想和社会实践等方面，以共产党员的
标准严格要求子女，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
刘少奇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一家十几

口人的生活开销及接济亲戚等费用支出，全靠他和王光美每
月的工资，经常捉襟见肘。由于花销大，他平时很注意节
省。刘少奇家一日三餐都很简单，就是粗茶淡饭，有时热热
剩菜剩饭就算一顿。刘少奇衣着也很朴素，在家里穿的普通
布衣和布鞋，有的都洗褪了颜色，衬衣总是穿到无法再补了
才肯换新的。他的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一条围巾用了整整
16年。他的上海牌手表，总是坏了就修，一直用到逝世。他
每天就是一壶茶，没茶味了，就再续上点茶叶。

他对子女生活上要求极严，严禁孩子们生活奢侈。他总
要求孩子“穿衣服不能脱离群众，让孩子尝尝吃不饱的滋
味，有好处”。刘少奇的言传身教，使子女们都养成了勤俭节
约的良好生活习惯。

不要以为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亲戚们纷纷要求解决工作、升

学和生活困难等问题。为了纠正家人欲借他的权力谋私利的
错误思想，1959年国庆节期间，刘少奇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
会议。在会上刘少奇说道：“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
以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

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
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
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
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
党和人民的利益。”随后，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不要以为
你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正因为你是国家主席的
亲戚，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更应该艰苦朴素、谦虚谨慎，
更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气。”刘
少奇在家庭会议上的谈话，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使在场的
每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那以后，本家和亲戚再也没
有找刘少奇走过后门。

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
刘少奇十分重视子女世界观的改造，要求孩子们树立无

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年轻人成长过程
中，往往会遇到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对此，刘少奇告诫子女，个人
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
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
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

刘少奇经常要求子女“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
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愿望、个
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愿望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
发生矛盾时，应该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对子女一定要严格要求
刘少奇把孩子们看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对孩子一向

严格要求，从不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私利。1951年春天，
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女儿刘爱琴，预备党员期满，准备转
正。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周围的一些同学，都以为会顺利通
过，按期转正。但是当党支部就她转正问题征求刘少奇的意
见时，他认为女儿对中国的事情还不大懂，向支部的同志明
确表示要“严格要求”。支部大会经过讨论，按照党章规定的
标准反复衡量，对刘爱琴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最后通过决
议，取消了她的预备党员资格。通过这件事，刘爱琴的思想
有了巨大震动，她认真检查了思想上的毛病，积极改正自己
的行为，学习和生活各方面都有了较大进步。

1958年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时，刘爱琴主动响
应国家号召，自愿到内蒙古接受锻炼。刘爱琴下放之后，牢
记父亲的教导，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经过扎
实的锻炼，在思想政治水平、工作能力、生活表现等各方面
都取得了较大成绩，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要让孩子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
刘少奇对自己的孩子从不娇惯，而是让他们在社会上得

到历练，经历大风大浪的洗礼，努力在实践中锻炼成才。刘
允若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期间，因与同学关系不睦，想要
转系甚至调换学校。他连续给刘少奇写了几封信，希望得到
父亲的帮助和支持。针对儿子的思想问题，刘少奇即刻写了

回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并对儿子提出殷切希望。刘少奇
通过耐心的劝诫，指导儿子正确对待批评和正确处理人际关
系，使刘允若纠正了错误思想，树立起立志成才、为国争光
的坚定信念。

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刘少奇把三个孩子送到
学校寄宿。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紧张，食品短缺，学
校的伙食比较差，有时还吃不饱。看到孩子们的脸色越来越
不好，同志们都很心疼，有的同志便对王光美说，本来孩子
们的身体就不好，再时常吃不饱，这怎么行？还是把他们接
回家住吧。但是，刘少奇和王光美都不同意接回孩子。

1965年夏天，王光美正在河北省新城县高城蹲点。有一
天，刘少奇写了封信，让女儿刘平平给她妈妈送去。刘少奇
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
美同志或县委去车站接她，让她自己买票，自己上车。”可
是，当时刘平平还是个孩子，头一次就让她一个人出去，大
家都有些不放心。刘少奇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大
人，要让她自己闯闯，才能得到锻炼。总靠大人帮助，她倒
是舒服省心，可是得不到锻炼，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当刘
平平顺利把那封信交到王光美手中时，自豪感一下涌上了她
的心头。从此，刘平平做事更加自信了。

刘少奇同志廉洁自律，以良好的家风严格要求子女的言
行，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表率，树立了学习榜样。

（李颖 王刚）

刘少奇的家风

在“以文为业砚为田”的书房世界中，文房四宝中的
砚，是文人书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件。砚的历史久远，最早可
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砚”也称作“研”。汉代以后，
砚台的材质丰富起来，石砚、瓦砚、瓷砚、玉砚、金属砚、
漆砂砚，品类多样。其中，始于唐代、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砚
为四大名砚之首，余下三大名砚分别是甘肃洮砚，安徽歙砚
和山西澄泥砚。

初唐时期，端砚作为书写用具，形制简单，实用至上，
以箕形砚较为多见。中唐以后，砚形砚式日渐丰富，人们对
端砚的石质、石品以及工艺已形成独特的品评鉴赏标准。宋
代的端砚赏用并重，文人墨客热衷于鉴赏、收藏和研究端
砚。较之前代，宋代端砚形制多样，雕工讲究、古雅端方，
以抄手砚最具代表性。元代历时不足百年，端砚制作承袭宋
制，装饰简单朴拙，刀法粗犷浑厚，多无精雕细琢，呈现出
简朴实用的特点。明代赏砚、藏砚之风盛行。制砚工艺承古
且创新，砚形砚式更加丰富，纹饰题材颇为广泛。因材施
艺，巧用天工，简练浑厚，不失别致。这一时期铭砚之风日
渐盛行。清代端砚工艺发展由盛渐衰。清中期砚雕极尽炫技
能事，雕工纤巧，精细繁缛，制砚巧匠名噪一时，藏砚名家
蜚声后世。民国时期，端溪名坑荒废停采，砚材枯竭，加之
外来文化冲击，端砚的实用功能退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起，端溪诸坑恢复开采。新砚多以风光风物为题材，端石工
艺不再拘泥于制砚，有些更被雕刻成圆雕摆件和生活用品，
呈现出大型化、立体化的特点。

文人雅玩，赏玩的不仅是每一项文具的实用价值，更多
的是体现文人志趣的审美和收藏理念。藏砚大家，以砚为交
流载体，赏玩砚台也曾留下过许多佳话。

砚台上的题铭，是赏鉴砚台的一个途径。同一方砚上有
几个藏砚大家的题铭，也可以看出藏砚大家们的交流。比如
曾为清初大家朱彝尊珍藏的端石桐叶砚，其铭文显示出该砚
的流传经历；清端石黄任铭锄云砚，从题铭中可印证是清初
大藏砚家黄任的“十研”之一。这些文人铭砚不仅展示出端
石的天然之美、工艺之美，更彰显出古代文人的诗、书、画
及金石造诣，为端砚增添了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

砚台难得，拓砚也是赏玩一途。当代书法大家启功就喜
欢拓砚。毕竟喜爱之砚未必都有钱购买，那么借来手拓砚
影，以备日后观赏，也是非常文人气的做法。《启功图传》作
者侯刚介绍，启功先生所拓名砚无数，几十年来，集合起来
有数十方之多。对于现代人赏砚，这方法也是借鉴。

（林清清）

赏砚有方

我与洛夫的结缘多少有些偶然。他是国际著名诗人、
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被人誉为“诗魔”，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提名。洛老一生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又满腹诗书，犹如
一座难得的富矿。在“雪楼”（洛夫晚年所用的书斋名）
里，我们畅聊他的人生、故乡，谈海峡两岸关系与他出走
的因由。日挂正顶，又日落西沉，几次三番，洛太洛老每
每让我留下用餐，待我如亲人。我们似神交已久的老友。

1928年生的洛夫旧学功底深厚，又谙通英文，广泛吸
收西学精华，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在台湾诗坛，洛
夫与余光中被称为“文坛双星”。1996年他以古稀之年移居
温哥华，创作出3000多行的长诗巨作《漂木》。一经发表，
立即引起轰动。在国外，他既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传播
者，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推手。他提出“天
涯美学”概念，创立“漂木”艺术家协会。除了写诗，他
也沉醉于传统书法艺术的探索。2015年，他最后一本诗歌
与书法相映成趣的新作《唐诗解构》出版，这是他在耄耋

之年，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并将之推向西方的最后一番尝
试和努力，流播深远。

2016年秋，杭州万松书院为洛夫竖立一方诗碑以作纪
念，洛老夫妇应邀出席揭碑仪式。蓝天白云，松风银发；
高 朋 满
座 ， 旨 酒
盈 樽 。 席
间 ， 九 十
高 龄 的 洛
老 半 开 玩
笑地叮嘱我：“你能写，不妨填词一首以为记”。才疏学浅
的我兴奋伴着惶恐，当夜戏填一首《临江仙·洛公万松书院
诗碑揭幕有感》：

凤舞钱塘空山碧，廊曲院深烟轻。明道堂里累功名，
草桥金兰义，空阶绕余音。

黄叶秋波赏新菊，道是湖湘豪英。西子一隅寄青萍，

白苏播文雨，千载共诗心。
杭州凤凰山麓之万松书院，始建于唐贞元年间，名报

恩寺。白居易、苏东坡等文豪均遗下足迹、诗文。明弘治
十一年改辟为万松书院。王阳明等一批大儒曾在此讲学授

道 。 传 梁
山 伯 、 祝
英 台 在 此
同 窗 共
读 ， 草 桥
结 拜 ， 义

结金兰。十八相送，千古传唱。
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著名诗人洛夫先生，原籍湖南。

丙申孟秋，莅杭出席其诗碑落户万松书院揭幕仪式。笔者
躬逢其盛，遵洛公嘱，戏填一曲为记。

应忠良（梦柯）2016.10．29
2017年正月，年意尚未褪尽，我突接洛老寄自台北的

信函，内附一帧新写书法。掬而观之，所书内容居然是本
人上一年秋日吟咏并奉寄予他的《玉簟秋》一词。其时正
逢长兄离世，心中悲凉，有感而咏，略寄哀思。殊不知，
洛老展读之余，专门书之惠我，令我欣喜莫名。特录诗文
及洛老点评如下：

《玉簟秋·秋意》：一夜风来天乍凉，竹影揺窗，月华如
霜。孤灯苦影掩群芳，薄雾茫茫，虫寂星黯。

秋荷声咽水天长，屋角悲蝉，一树桐黄。残宵酒醒待
天光，满腹愁语，谁与言欢。

秋深夜凉，披衣独坐，遥思漫念，盼待天光。得句数
行以纪。（2016年9月12日凌晨）

回想与洛老忘年交谊，点滴心头，温暖如春。“历史睡
了，而时间醒着。”这是洛老题赠我的诗句。如今时间醒
着，而洛老却已乘鹤西归。他一辈子与诗为伍，到老创作
不辍。他是吟咏着诗句，踏歌而走的。

（应忠良）

我与洛夫的结缘

从 1984 年，10 人团队、20 万启动资金的小项目，
到如今，全球超4万名员工、位居世界500强、全球电脑
市场的领导企业，联想集团在柳传志等人的带领下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今年3月18日，74岁高龄的联
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开学典
礼上，复盘了自己创建联想集团3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回顾联想30多年，真是磕磕绊绊，水中火中困难无
数，生死关头也很多。但是大的关键时刻，1994年算一
个。

我是1984年开始创业的，那个时候我是中国科学院
的一个研究员，在科学院我也得过若干的奖项。但我总
是觉得心中有所不甘，想换一种过法，于是我就主动下
海了。下海以后，我们研究所给了我20万元钱，我用这
20万和10个老同事一同起家，很不幸，这20万很快就被
人骗走了14万。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我卖过旱冰鞋，卖
过电子表。当时最挣钱的就是倒卖彩电、冰箱、电脑，
有批文的东西。我们通过做这些事，挣了一些钱，然后
用这些钱开发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联想式汉卡，汉卡就
是一块硬件的卡，里面包含有软件的内容，这是我们自
己研究室倪光南做出的科研成果，到我们这里变成了产
品。我虽然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但是自从走到商海里
后，就没有把脑子放在怎么样提高汉卡的性能上，反而

想的是这个企业的目的，首先是要盈利，这个观念很重
要。

1987年的时候，所有外国的名牌机器和电脑，基本
上都是以香港为大本营。所以要想做总代理，必须要到
香港去。这条路走通了以后，我就认真选一款适合在中
国内地销售的电脑，最后选来选去，选了一款机器叫
AST，AST名不见经传，我们选择它是为了能够保证更直
接，更好的服务，这样我们可能得到的利润空间就会更
大一些。

1993 年，香港联想做了两件事情：AST 的总代理，
同时生产主机板卡。这时香港联想有一个强烈的想法，
就是希望能够上市，当时在香港上市，注册的是香港公
司，等于香港公司要上市，本来不受大陆监管的。但是
就在93年那一年，中国证监会增加了一个红筹指引，说
香港红筹公司也要中国大陆批。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做
了几个决定。

第一，我要下决心自己全面撤回北京，当时我在香
港当董事长，我当和不当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立竿见
影，94年香港上市，我没有当董事长。香港的总经理在
实际业务上，跟我有不同的做法，我从不往下干预，我
只是把住他，我回北京以前，我会跟他交代得很清楚，
香港的事我坚决不管，你放手做，做成什么样，你自己

负责。我好便于全心全意撤回北京，这个后来是付出代
价的。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做中国专利代理公司，也是我
们的股东，他主张我在香港做好AST的工作，把香港公
司做大了就可以，那天两个人谈得很不愉快。

第二，我决定要做PC（个人电脑）了。当时电脑行
业是中国真正的中心行业，我们那一战的胜负，其实对
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一定的影响，既然做了，那就要破釜
沉舟。

1994年以前我几乎是事事亲自指挥，在第一线，到
了94年以后，就是一边做事，一边带人。我们从占中国
市场很低的份额，一直到 2001 年，占到了中国市场的
27.5%。到了2002年的时候，这个数据占的比例又往下掉
了，原因是戴尔原来没有把中国当成主战场，戴尔用一
种新的业务模式，扫遍美国，横打欧洲，所向披靡，发
现中国是一个大市场的时候，重兵上来，我们立刻抵抗
不住。到 2003 年我们沉下心来好好研究了戴尔的战略，
跟戴尔对打了一年，彻底战胜了戴尔，03年以后，戴尔
在中国就再也没有翻过身了。

现在回顾来看，联想电脑做成功了，确实为今天的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信息化建
设做出了贡献。

（柳传志）

我的1994年

20世纪50年代主动请缨、远赴新疆，直至80岁高龄
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吴明珠用了半个多世纪，穷尽一
生心血选育瓜种，构建起我国领先的西甜瓜育种技术平
台，使优质的西甜瓜“家族”不断扩大，并在全国“开
枝散叶”，实现国人“吃瓜自由”。

1930年，吴明珠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教育世家。抗
日战争时期，她随家人迁居重庆，读完小学、中学。1953
年，她从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果蔬专业毕业，与“中国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是同级校友。在校期间，学校组织学生到
农村参加社会实践。老干部们经常给学生讲打仗的故事
和英雄人物事迹。他们说，先烈为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好自己的专业，
建设新中国，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吴明珠牢记在心。21
岁生日那天，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人生最美好的事
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毕业后，先是服从分配到西南农林局，之后作为培
养对象，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地点从
武汉换到北京，平台越来越高，但吴明珠想的还是到边
疆去，到广阔基层去。

195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吴明珠认准时

机，提出希望到新疆工作的申请，得到组织批准。当年
冬天，吴明珠坐着大卡车，走了半个月，终于抵达乌鲁
木齐。但是，乌鲁木齐没有想象中无边无际的瓜田。吴
明珠多方考察，认定吐哈盆地是培育瓜种的好地方。
1956年8月，她又向组织打报告，申请调到距乌鲁木齐近
300公里的鄯善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从此，她迈开了培育
瓜种的第一步，并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50多年。

火焰山下，夏日高温难熬，土地滚烫得能烤熟鸡
蛋，当地人戏称毛驴都不愿出门。为了搜集种质资源，
吴明珠和同事花了3年时间，走遍当地300多个生产队，
一块瓜地一块瓜地调查，最后收集了100多份资料，整理
成44个品种，成为后来育种的基本材料。

通过采用多亲复合杂交、回交及辐射育种等技术，
吴明珠创造了一批新的种质资源。业内专家说，要培育
一个优良品种，可能需要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有
的育种专家一生可能只育成一个，能育成两个已经很了
不起。吴明珠在育种领域取得的成就成了“特例”。据统
计，由吴明珠主持选育并经过省级审定的有29个品种，
其中，西瓜早、中、晚熟配套品种 10 个，甜瓜品种 19
个。可以说，吴明珠让全国百姓吃到新鲜、优质的西甜

瓜成为现实。同时，借助吴明珠建立的脆肉型甜瓜无土
栽培技术体系，原本适合新疆种植的哈密瓜，也走出家
乡，走向全国。“黄皮9818”哈密瓜还实现在美国商业化
生产，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外种植
成功的哈密瓜品种。

“吴明珠、杨其祐是一代建设新疆的知识分子代
表，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他们是那样坚硬，那样朴
实，不图名，不图利，踏踏实实地把自己压在最底层。”
这是《科技日报》记者郭梅尼，1998年7月在关于吴明珠
的新闻报道《基石》中写下的一段话。

杨其祐是吴明珠的大学同学，吴明珠毕业时，杨其
祐考上原北京农业大学 （现为中国农业大学） 研究生，
攻读作物遗传学。但爱情的力量，将两人紧紧联系在一
起。1986年，57岁的杨其祐因病去世。从那以后，吴明
珠更加发奋工作，每年搞三季育种，新疆、海南两头
跑。“我觉得，我一个人应该做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才对
得起他，对得起热爱我们的新疆人民。”吴明珠写道。

2010年，因患阿尔茨海默病，80岁的吴明珠离开科研
一线，儿子杨夏将她接到重庆家中，自此母子终得团聚。

（潘莹）

中国人“吃瓜自由”得感谢这位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