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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写条幅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育英学校的学生家长
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学校和孩子们表示节日的祝贺。
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在育英学校上学，高尔恮老师担
任李讷的班主任。

高老师晚年回忆中曾说，当年六一儿童节前，学
校号召各个班级和课外活动小组以集体的名义做些什
么，表示对自己节日的祝贺。他们班是全校的最高班
（小学五年级），当然不能甘于人后。于是，高老师在
班上做动员：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也要准
备件礼物送给学校，请同学们动动脑筋，送点儿新鲜
的、不同凡响的，但不要用钱买。

这一动员，同学们就开始纷纷想办法，有的要刺
绣，有的要画画。高老师示意，星期天你们回家时
（当时所有学生皆寄宿在学校，只有周日回家）也可
以请家长帮帮忙呀！这么一提醒，同学们思路一下子
开阔了。

就在六一儿童节前夕，星期一的早晨，李讷拿来
了一张宣纸，上面写着“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八个
大字。李讷说：“昨天我央求爸爸给写几个字，爸爸
写了‘好好学习’四个毛笔字。但不小心被水滴弄了
水印。于是爸爸又在这个‘好好学习’的左侧偏下写
了‘好好学习’四个小字。”

同学们看到了毛泽东写的“好好学习”条幅，激
动得热烈鼓掌。

题词的保存

收到题词那天，高老师捧着条幅，带同学们到学
校木工教室，请潘仲贤老师作指导，做了个木框，并
安上玻璃，小心地把“好好学习”的条幅镶嵌于内。
然后，全班同学送到校长办公室，由韩作黎校长亲自
妥善保存。

当时的新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面对女儿的
请求，作为家长的毛泽东是多么希望孩子在自己的节
日里快乐幸福，成长进步。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这
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更多想到的是祖国的建设、民
族的未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
结底是你们的”。于是，在这个美好芬芳的日子里，
毛泽东为女儿、为女儿的学校、也为全国亿万的儿童
们，写下了“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这可谓意味深
长而又意境高远。

不久，韩校长把条幅挂在办公室入口处对面的墙
上。只要一进楼门，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教导——

“好好学习”，这几个字时时刻刻鼓舞激励着同学们、
老师们不断奋进！

北京市育英学校是一所具有红色历史传统的学
校。前身为中直机关育英小学，1948年建校于西柏
坡，1949年跟随中央机关迁入北京。学校在发展过
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毛泽东为学校
题词的“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条幅，也成为学校发
展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后来，学校又把毛主席的题词镌刻在一进校门的
影壁上，时刻提醒同学们好好学习，提醒教师也要好好
学习，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如今，“好好学习”
已成为育英学校的校训，内涵也更加丰富。为了祖国，
好好学习，也是育英学校多年来每周升旗仪式永恒的

主题。
2015年3月8日，学校新校史馆启用，毛泽东题写

的条幅存放于馆内。

早期的校训

此前，育英学校的校训是由被称为“人民的骆
驼”的任弼时同志在西柏坡所提出。

在西柏坡，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等职务，在革命形势迅速
发展的时期，任弼时的工作十分繁忙，而他的身体状
况却每况愈下。在百忙之中，任弼时也没有忘记子女
的教育问题，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

1948 年，任弼时同志的小儿子任远远才六七
岁，从延安到西柏坡时，带来一辆小自行车，虽已很
旧，但孩子却十分爱惜，每次骑后都擦一擦。

一天，远远要他的姐姐远志领着他到院外的打
谷场练习骑车子。天真活泼的远远骑上自行车绕场
转圈，一阵紧、一阵慢，骑得十分开心。两人玩了
一会儿回家后，远远让姐姐帮他擦自行车上的尘
土。边擦边说：“看，漆都掉了。好姐姐，给小车
做件车衣吧！”远志看着弟弟乞求的目光，只好答
应了下来。

那时候实行的是供给制，远志开了个领六尺白布
的条子，找到行政科批了个字，然后，把批条交给了
警卫员邵长和，小邵拿上批条，当即就把布领回
来了。

这件事很快被任弼时知道了。他让小邵把俩孩子
叫来，问清情况后，任弼时严肃地说：“全国虽然快
要解放了，可是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前线更需要物资
支援，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资金。毛主席还穿着补
丁衣服，你们为什么要做车衣呀？”远远虽小却十分
懂事，听了爸爸的话后说：“姐姐，咱们不做车衣
了，把布退回去吧。”任弼时站起身来摸着远远的头
说：“远远懂事，是个好孩子。今后要注意勤俭节
约，再领什么东西要让我知道，不然不要领。”远志
点头答应。随后他们回到宿舍，远志让小邵把布交还

给了后勤处的仓库保管员。
同年，中央机关小学成立，孩子们终于可以上学

了。任弼时对儿子任远远提出忠告：“小孩子要用心读
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后来，这句话成了整个学校
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实际成为育英小学早期的校训。

校训的传承

2021年初春，当年育英学校的小学生，如今已
是80多岁的李讷老人，为育英学校初二（1）班写了
寄语“奋进”。当时，学生王瑞雪对李奶奶说，学校
今年11月7日建校73周年，老师想让老校友在这个
时候给学校写个寄语。

严谨的李讷老人思考片刻，写下了这两个字，并
让家人用镜框装好，让孩子带到学校。

校庆那一周的升旗仪式上，王瑞雪同学为大家讲
述了李讷奶奶接受毛主席殷殷嘱托的故事，将李讷奶
奶“奋进”的叮嘱告诉了全校的师生。为了祖国，不
断奋进，勇于担当。

1980年开始并持续了20多年的“五四学制”改
革试验，曾使得育英学校领全国课程改革之先河。学
校影壁上镌刻的毛主席给育英学校的题词“好好学
习”，再次激励育英学子发奋图强。

2014年，作为育英学校第三次校园环境建设高潮
的重要项目——校史广场的建筑之一，镌刻的毛主席
给育英学校的题词“好好学习”再次复建。它正见
证着育英学校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踏上新的征程。

岁月如歌。20世纪80年代初由老校长韩作黎作
词、老校友李吉提作曲的《育英学校校歌》，仍被今
天的育英学子传唱着：“……育英，我们心爱的校
园，优良的传统要继承，改革创新大发展，培养德才
兼备的优秀人才，迎接社会主义祖国明天。”

回望学校筚路蓝缕的足迹，“好好学习”的红色
基因正在一代又一代育英学校人血脉中传承。

（作者系北京市育英学校中学部教师）

厦门鼓浪屿有条鸡山路，在这条
路上有一条500米长的花岗岩便道，
整条石板路面镌缀了许多汉语拼音字
母和标点符号，当地居民称为“拼音
道”，成为一道重要的人文景观。这是
厦门人民为了纪念现代汉语拼音文字
之父——卢戆章修筑的一条特色道路。

卢戆章被誉为“语文现代化的先
驱”“语文现代化运动的揭幕人”；他长
眠在鼓浪屿，墓碑上鲜红的大字记载着
他的丰功伟绩。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卢戆章
出生于同安县古庄村，他自幼聪颖，
18 岁参加科举考试，县试名列前
茅，府试却落第。20岁那年，他随
邻村双圳头的王奇赏研读《圣经》并
开始学习西洋的科学知识。从此，

“感欧美各国皆拼音成文，便恍然发
改造汉字之宏愿”。

卢戆章是当时鼓浪屿特别抢手的
家庭教师：做洋人的闽南语老师，做
闽南人的英语老师。可见他英语和闽

南语都说得极其标准。卢戆章后来进入
汉语拼音研究领域，和一位叫做约翰·
麦高温的英国传教士有关。约翰·麦高
温精通汉学，于1863年来到厦门，一
住就是50年，期间著有《厦门方言英

汉词典》。期间英国驻厦门总领事翟理
思和他决定编纂一部更广泛的《华英字
典》，在物色专业人才时，约翰·麦高
温想到了卢戆章，并经他推荐成为《华
英字典》的编者之一。在参与编纂《华
英字典》的过程中，卢戆章也同时开始
思考汉字的拼音化问题。

经过反复探索，1892年，也就是
38岁这年，卢戆章出版了一本“畅销
书”——《一目了然初阶》，书中拟定
了他称为“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拼
音方案，是我国自创的第一个拼音方
案。他自己出资请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
印发行，一下子引起各方注意。这是第
一套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拉丁字母式汉语
拼音方案，由此也奠定了卢戆章是我国
汉字拼音第一人的历史地位。毫不夸张
地说，《一目了然初阶》是我国第一部
语文现代化专著，也揭开了中国真正意
义上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切音字运动
的序幕。

卢戆章先生可不只是做研究而已，
还亲自推广并不断更新，《一目了然初
阶》出版一年之后，他就又推出了《新
字初阶》，仍为个人出资刊印。同时，
他还在鼓浪屿和厦门分别办起教学班，
专门教不识字的船工、小贩等社会底

层，据说凡是上他的教学班的人，只要
半年就可以看书写信，连不少洋人都热
情极高地加入教学班来。卢戆章办教学
班的初衷，自然一方面是为了改变中国
人学汉字难、识字水平低的局面，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不断积累总结经验，力争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其用心之良
苦、思虑之长远，实让人感佩。

1913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
召开“全国读音统一会”，卢戆章又迎
来推广汉语拼音的好时机。当时各地的
语言研究学者们都展示自己的研究成
果，在众多的成果中，只有卢戆章的成
果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结果不难意料，
大家一致认可卢戆章的研究成果为最佳
方案，但是大会最后却只是决定以卢戆
章的研究成果为主体，从他发明的37
个字母中选用25个，余下12个则用其
他地方的研究成果补缺，一套全国通用
的“国音字母”得以形成。

厦门大学教授许长安在《语文现代
化先驱卢戆章》一书中这样写道：“卢
戆章是以小小的拼音字母切入整个中国
语文现代化的大工程。”我国语言文字
的泰斗级人物周有光先生则这样评价：

“卢戆章的 《中国切音新字厦腔》 和
《一目了然初阶》是中国人提倡汉语拼
音的开始，他的首创功劳具有非常重大
的意义。”

1992 年，恰逢 《一目了然初阶》
出版100年，在北京举行了“我国语文
现代化运动100周年纪念会”，意在弘
扬卢戆章的先进思想及他对普及文化教
育的重大贡献。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的先驱——卢戆章
本报记者 照宁

虎年春晚舞台上根据宋代青绿山
水画《千里江山图》改编的舞蹈《只
此青绿》，一经播放，便惊艳了所有
观众，从社交媒体到微信朋友圈，迅
速被刷屏，获赞超过3亿。人民网微
博发文夸赞：《只此青绿》每一帧都
是水墨画，召唤大家来收藏壁纸。

《千里江山图》的每次出场，都
让人难以忘怀。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缓缓展开的卷轴，那一抹青绿
让世界惊艳；2022年北京冬奥冰场
上《千里江山图》在花滑运动员衣袂
飘飘的身姿间飞转；百年间《千里江
山图》只展出过五次，每次都非常轰
动，人潮如涌，观众排队数小时只为
能看上几分钟。

《千里江山图》 为何会有如此
魅力？

除了画作本身杰出的艺术价值，
画作者天才少年王希孟的身世，也为
此画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王希孟是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以
一张画而名垂千古的天才少年。《千
里江山图》 上蔡京的题跋有一处：

“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
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
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
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
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
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从题跋
可以推测，王希孟为北宋政和年间画
院的学生，其时他虽不到18岁，却
已是一位画院的画家了。13岁时所
画“未甚工”，但宋徽宗发现其性可
教，遂亲自加以诲谕，传授画法。在
他18岁时，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交出
了一幅恢宏的山水长卷 《千里江山
图》，长度接近12米，差不多4层楼
高，宽超过半米。王希孟从画技不甚
工到绘制出逾11米的巨作，其间不
过四年，而绘制《千里江山图》只用
了仅仅半年，却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
的不朽之作，可见其风流天才，冠绝
古今。

关于王希孟还有一个千古疑问，
那就是一个18岁的少年，都没有翻
过几座山蹚过几条河，为何能画出如
此壮丽的千里江山？

《千里江山图》 用一幅整绢画
成，纵51.5厘米，横191.5厘米，无
作者款印，上有清乾隆题诗一首，全
卷共钤鉴藏印三十余方，现藏北京故
宫博物院。

长卷大致可分六段，每段以水

面、游船、沙渚、桥梁相衔接或呼应。
开卷首段是近山远水，近处高山之巅直
插云际，峰峦冈阜延伸而下，与远处辽
阔的水面相接，水天之际几重远山，一
抹如带。第二段以山景为主，间有瀑布
峡谷，院落舟桥，特别是那座横卧江
面的木构梁柱式亭桥，宛如垂虹，十
分壮观。第三段从连接长桥的临江坡
峦开始，出现许多港湾，绿田阡陌，
其中有捕鱼、荡舟、村居、行旅等生
活劳作场景，尤为生动精彩。第四段
山势逐渐趋向高峻、时见突兀而起的
峰峦、环境僻静，行人稀少。一座横
跨山溪的拦水坝，上面构建一水磨
房，使寥廓的山川增添了不少生活气
息。第五段以坦荡的平远景为主，有
四面环水的小岛，植满绿树的土坡，
沙渚村舍林立，高士亭阁赏景，水面
渔人撒网，显然是秀丽繁华的江南水
乡风光。最后一段山势由低及高，从
平缓坡岸到起伏丘陵，至最后孤峰陡
起，直刺长空，中远景一片江水浩
渺，境界雄奇壮阔。纵观全卷，连绵
起伏的山岳和浩渺无际的江河，将南
北山川融于一体，兼有雄伟壮阔和幽
美秀丽之美。特别是整个画面统一于
大青绿的基调之中，色彩凝重、富丽
堂皇，充分展现了祖国的山河之美。

《千里江山图》卷在设色和用笔上
继承了传统的“青绿法”，即以石青、
石绿等矿物质为主要颜料，敷色夸张，
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被称为“青绿山
水”。纵观宋代画坛，虽然也有一些画
家用此法创作，但从目前存世作品看，
尚无一件可以超越《千里江山图》卷。
元代著名书法家溥光对此卷推崇备至，
在卷后题跋中赞道：“在古今丹青小景
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
耳。”此论可谓公允之见。

画中还有一奇迹之处，当将《千里
江山图》的景点连成“之”字形的交通
路线后看到：“这几乎是北宋时期，从闽
东南去开封的最佳路线。”从闽东南沿海
出发，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到达了
庐山、鄱阳湖，在九江顺长江到达润州
（今江苏镇江），再沿着大运河坐船进入
汴河，最后来到了宋都，开封。

“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
载，山河无垠”。一生只画一幅画，这
是属于天才少年王希孟的洒脱。

穿越千年，依然美得让人惊叹，这
就是《千里江山图》。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
统战部）

王希孟和他的《千里江山图》
李军涛 王辉

本报讯（记者 付裕）日前，香
港华艺国际 2022春拍以 2.8338亿港
元圆满收官。据了解，此次春拍共有
4个专场161件拍品，顺利成交144
件，成交率达89.44%，其中包括5件
超千万港元作品，另有18件拍品过
500万港元成交。在拍卖过程中，香
港华艺国际春拍通过网络拍卖首次实
现春拍“京港”双城联动拍卖，取得
不俗拍卖成绩。

其中，张大千作品再次彰显市场
号召力，5件精品佳作悉数成交，获
得6072万港元成交额。其中，《太平
景象》以2880万港元成交价领衔本
专场。梅云堂主人高岭梅先生旧藏
《碧荷》创作于1950年，堪为荷花题
材之佳作，最终以1860万港元成交。

随着文房用品艺术市场的潜力挖
掘，本场拍卖中乾隆时期督陶官唐英
的精心之作“墨池闻香”笔筒以超最
低估价 233%的价格成交，成为本场
最大黑马拍品，其以 180 万港元起
拍，最终以720万港元成交，领衔此
专场。

此外，清嘉庆御制“含淳堂”交

龙钮青玉长方玺从225万港元起拍，以
550万港元落槌，加佣金660万港元成
交。据了解，含淳堂是圆明三园之一绮
春园中一处重要建筑群，为绮春园三十
景之一。此玺为青白玉材质，四壁光
素，印面汉文篆书“含淳堂”三字
阳文。

香港华艺国际春拍实现双城联动

元代莲花形玻
璃托盏为晋蓝色玻
璃制成，模铸法成
型，盏为七瓣莲花
形，托的内圈为八
边形，口沿稍扬起
作八瓣莲花状，颜
色比盏略浅。

托 与 盏 相 得
益彰，制作精巧，
造型华美，为元代
玻璃器皿中的稀世
珍品，于 1999 年
在甘肃省定西市
漳县汪世显家族
墓出土。

元代玻璃莲花托盏

元代玻璃莲花托盏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

清 乾 隆 唐 英 制 仿 石 纹 釉 墨 彩
“墨池闻香”笔筒

进入北京市育英学校，迎面的影壁上
写着“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八个红色大
字，题词是 70 年前的六一儿童节前夕，
毛泽东应小女儿李讷的请求，写下“好好
学习”，送给学校，祝贺 1952 年的儿童
节。

毛泽东为北京市育英学校题词：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北京市育英学校题词墙

北
京
市
育
英
学
校
校
友
李
讷
为
母
校
题
词
：
奋
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