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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文人逸事

张大千是我国著名国画大师，

鲁桂林是一个小镇的裱画匠。张大

千生前交友极广，他不仅与众多的

名家来往密切，而且与鲁桂林这样

的小小裱画匠交谊也很深。

那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声

望已誉满上海画坛的张大千，随

兄张善孖定居上海西门路时，曾

多 次 来 到 浙 江 余 杭 水 乡 名 镇 塘

楼。当他得知该镇有个叫鲁桂林

的裱画老师傅时，便亲临裱画店

拜访。

鲁师傅装裱技艺精湛，在当地

享有盛誉。张大千把随身所带的一

帧明末画家的 《松鹤图》 交给鲁师

傅，恳求装裱，也想借此看看鲁桂

林的真功夫。鲁桂林接过画卷展开

观之，但见画面被岁月风雨磨损得

残破不堪：几只仙鹤，足缺翅断；

一树青松，枝残叶落。

面对这帧残缺不全的画，鲁桂林

几经斟酌，最后定下了一个最佳的裱

画方案，经过冲洗、揭芯、补缺、着

色和镶裱等十余道工序，终于使久

“病”的松、鹤恢复如初。当一幅全

新的 《松鹤图》 出现在张大千的面前

时，他简直惊呆了，赞叹不止。

自 此 ， 张 大 千 与 鲁 桂 林 相 见 恨

晚，他们一个绘画、一个装裱，真可

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当年，张大千在

塘楼一带所作的书画，绝大多数都是

由鲁桂林装裱的，而鲁桂林为张大千

所裱的书画却不收分文。尔后，每遇

超山梅花盛开之际，鲁桂林便经常去

函邀请张大千来探梅观景，并且给予

盛情款待。而张大千为了酬谢鲁桂林

的好客，也每每即兴挥毫，以书画

相赠。

张大千与鲁桂林
冒建国

1990 年 ， 费 孝 通 迎 来 了 他 的

80 寿辰。各界贤达齐聚一堂，为

这位学界泰斗贺寿。

宴会上气氛热烈，大家在对费

老表达祝福之余，自然而然地谈到

了他一生斐然的学术成就以及对社

会的卓越贡献。有人提及当今世界

文化的多元现状，还有不同文化交

流碰撞时产生的诸多问题与挑战。

费孝通面带微笑，思绪飘回往

昔。他回忆起在英国留学时，曾与

同学利奇就人类学的治学理念展开

的深刻探讨。利奇觉得人类学不过

是智力的操练或游戏，可费孝通却

坚定地认为，身为中国学者，不能

仅仅将研究当作个人的自我实现。

他还回想起当初放弃医学转攻

人类学的初心，那正是源自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学以致用”的使命感。在他

心中，学术研究必须要为社会的发

展进步贡献力量。

说起文化，费孝通的眼神中更

添神采。他提及在大瑶山考察的那

段日子，与瑶族同胞共同生活的经

历让他深切领悟到了“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的真谛。费孝通解释

说，“各美其美”是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认定的美好，而在其他民族看来或

许并非如此。但只要民族之间能尊重

彼此的价值标准，那便是了不起的进

步。他进一步阐述，当民族之间平等

交流频繁，人们就会发现其他民族认

为美的事物，自己也能欣赏，这便是

“美人之美”，这是超脱自身生活方式

的高境界。

紧接着，费孝通目光深邃，继续

说道：“‘美人之美’再升华一步，

就是‘美美与共’。当不同的标准相

互融合，便达到了古人所向往的‘天

下大同’。”

在场众人纷纷点头，深深为这番

话 语 所 触 动 。“ 各 美 其 美 ， 美 人 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 16 字

箴言简洁有力，深刻阐明了尊重文化

多样性、自我认知、相互理解与包容

的重要意义。

寿辰聚会结束后，费孝通的 16

字文化箴言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广

泛的讨论和思考。它成为了人们处理

文化关系、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准则，也让更多人对费孝通的学术

思想和人文精神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和

敬意。

费孝通的文化箴言
周星

1931 年初，瞿秋白奉命起草了

中共第一个档案管理文件《文件处

置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

共 7 条 ，规 定 了 档 案 分 类 整 理 、编

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

的收集、保管等内容。在起草件末

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

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

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

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

员会”。这另外的一份非常重要，这

就是档案，这会给后人查阅提供极

大方便。瞿秋白还特别在“将来”两

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

件时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说明

他是位有远见的革命家。

1935 年 5 月 28 日 ， 瞿 秋 白 被 捕

后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上

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已不愿多

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

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

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去许

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工夫。”瞿秋白

人生的最后时光，其实是尽力在做文

史资料的整理工作 （当然没有泄露机

密），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瞿秋白档案意识强
周二中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李德水走过了人生

80 个 春 秋 ， 日 前 驾 鹤 西

去，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和永远的怀念。

在笔者的眼里，他是一

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一位治

学严谨的学术大家，一位立

德树人的恩师，更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长辈。

1949 年 9 月 出 席 第 一 届 政 协 会 议

的 662 位 代 表 （当 时 不 叫 委 员） 中 ，

有父子代表陈巳生、陈震中，母子代

表 何 香 凝 、 廖 承 志 ， 姐 妹 代 表 龚 普

生、龚澎。其中龚澎又和乔冠华成为

夫妻代表。这里先回顾合肥籍姐妹花

龚普生、龚澎登上天安门并参与组建

外交部的往事。

1939 年，龚普生先率中国青年代

表团参加阿姆斯特丹世界基督教青年

大会，后参加巴黎世界学生联合会会

议 ， 回 国 后 到 重 庆 曾 家 岩 50 号 向

周恩来报到。周恩来要名气已响但未

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龚普生以学生领

袖 的 背 景 到 美 国 去 ，“ 你 完 全 有 能 力

做更多的国际统战工作！”

龚普生读完硕士又攻博期间，参加

联合国事务性工作。期间，中国代表团

到旧金山参加创立联合国，龚普生结识

了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书章汉夫，互有

好感，通过鸿雁传书，渐生情愫。

龚普生回国后，在西柏坡中央妇

委工作。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关心着

这位“大龄青年”的婚姻大事，1949

年 6 月 中 旬 ， 邓 颖 超 从 北 平 去 上 海 接

宋 庆 龄 北 上 ， 特 意 “ 捎 ” 上 了 龚 普

生 。 7 月 1 日 是 党 的 生 日 ， 在 邓 颖 超

的主持下，36 岁的龚普生和时任上海

市委常委、市军管会外侨处处长、44

岁的章汉夫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邓颖

超 说 ：“ 你 的 家 长 不 在 身 边 ， 我 就 作

为 女 家 的 代 表 陪 送 你 了 ！” 随 后 龚 普

生返回北平。

10 月 1 日 ， 龚 普 生 作 为 团 体 代 表

中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候补代

表，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龚 澎 1936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曾

和 姐 姐 龚 普 生 一 起 就 读 燕 京 大 学 ，一

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 年到

延 安 ，翌 年 在 晋 东 南 任 十 八 集 团 军 总

司 令 部 秘 书 。1940 年 开 始 长 期 跟 随

周 恩 来 在 国 统 区 工 作 ，曾 任 周 恩 来 秘

书 兼 英 文 翻 译 、《新 华 日 报》 记 者 、

南方局新闻发言人，1943 年和乔冠华

在重庆结婚。

1946 年初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军调失败后到

上 海 组 织 出 版 英 文 刊 物 《 新 华 月

刊》， 在 香 港 主 编 英 文 刊 物 《中 国 文

摘》。

1949 年龚澎回北平参与筹组外交

部，以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代

表 的 身 份 出 席 政 协 第 一 届 全 体 会 议 。

同时，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乔冠华

以华南解放区代表的身份出席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

右边照片的拍摄时间曾长时间被

误以为是开国大典时，其实不然。考

证有两点：

第一，1949 年 11 月 8 日晚，外交

部举行成立大会，政务院总理兼外交

部长周恩来拿着花名册依次点名，副

部长为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点

到章汉夫时，周恩来说，他“正从上

海赶来。20 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

过 美 ， 后 来 又 留 苏 ， 当 过 省 委 书 记 。

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

津解放，他主持天津的外事工作；上

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主持上海的外

侨 工 作 ”， 说 明 章 汉 夫 没 参 加 开 国 大

典。点到司局长时，周恩来读到亚洲

司 司 长 沈 端 先 （夏 衍） 的 名 字 时 说 ：

“ （夏衍） 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副

部 长 ， 目 前 暂 由 乔 冠 华 代 理 司 长 。”

读到龚普生的名字时，职务为外交部

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

第二，照片上章汉夫佩戴的“国

庆”胸带，上有国徽。众所周知，第

一届政协会议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并

作为首都，以 《义勇军进行曲》 为代

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采用公元

纪年等。而国徽是 1950 年 6 月 18 日第

一 届 全 国 政 协 第 二 次 会 议 通 过 、 9 月

20 日 公 布 的 。 此 前 ， 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根据政协建议案，通过了 《关于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庆 日 的 决 议》， 宣 告

“ 自 一 九 五 零 年 起 ， 即 以 每 年 的 十 月

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

伟大的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庆 日 。” 1950 年 10 月 1 日 为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日。

综上所述，再参考其他史料，此

照片摄于 1950 年 10 月 1 日。

两张天安门照隔了一年
戴健

“德水市长”

1997 年，重庆被批准为直辖市，急

需大批人才参与城市建设，共青团中央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了全国第一

个博士服务团，我们 30 多名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在团长、时任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翁杰明的

带领下赴渝挂职，从此开启了全国博士

服务团的先河。

那时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怀揣梦

想，带着一颗滚烫的心、一片火热的情，

踏上这片浓浓热情的土地，来到这个充

满着未来与希望的山城。

重庆市对博士团十分重视，刚到一

周，市有关领导就给我们如数家珍地介绍

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特色等情况。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召集我们开会座

谈倾听意见。

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李德水是召集

我们最多的一位领导，大家都亲切地称

他“德水市长”。那时，我们大多数人毕竟

是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工作中难免束手

无策，甚至会冒出一些“不靠谱”的想法。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召集我们开会，让我

们谈谈心得体会，勉励我们要把所学的

专业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也经常询问我

们生活是否有困难，工作是否有阻力，让

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李德水是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下来的

干部，却没有一丁点官架子，一双眼睛总

是笑眯眯的，那么和蔼可亲；总是给我们

传递着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觉得办法总

比困难多；言谈话语之间充满着智慧、学

问、儒雅、幽默和风趣，说到开心之处总

是爽朗地开怀大笑，那张笑脸十分灿烂

充满着感染力。他的平易近人使我们感

到格外亲切，在他面前丝毫没有一点胆

怯和拘谨，心情很放松，就像是一位慈爱

的长辈，可以和他诉说衷肠，谈理想、谈

事业、谈发展、谈婚姻、谈苦闷，反正可以

无所不谈。

人生的尺子

当然，他和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如

何为重庆这座新的直辖市谋发展献计献

策。

李德水首先教给了我们做人的行为

准则：“要忘记自己是博士，与群众打成

一片，谨防脱离群众。同时又要牢记自己

是博士，发挥博士的智慧和作用，不可与

不正之风同流合污。”他第一次见到博士

团就说了这两句话。后来，他调回北京工

作，一次去重庆出差，看望博士团留在重

庆工作的同志，又重复了这两句话。2018

年 3 月的一个傍晚，那是他最后一次召

集博士团的同志一起交流，还是重复了

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大家一直牢记在心，

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位博士团成员的心

里，始终成为大家做人做事的一把尺子。

李德水还教给了我们工作的方法。

每当我们工作遇到难题，首先就想到向

他求教、请他给支招。我当时分配在重庆

市经委工作，那时的重庆国有企业面积

大，产业结构传统，经营十分困难。在我

的印象中，重庆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数

量大、情况复杂，改革脱困的任务十分艰

巨和紧迫。

有一次周末，他叫我过去吃饭。政府

食堂的饭很简单，我印象中有蒸鸡蛋羹，

还有青菜。一边吃饭，他一边问我国有企

业兼并重组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这

个舞台可不小啊，可以为重庆的发展做

很多事情，你要认真向当地干部学习请

教，深入企业多搞调查研究，掌握解决问

题的本领，要避免夸夸其谈，避免从书本

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空对空。”他的话

语让我铭刻在心。

那一年我调研了 30 多家国企，并协

助经委领导推动重钢与特钢的重组工

作，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

就是从那时起，我懂得了调查研究对于

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为我后来从事经济

研究工作打开了一扇实践的大门，也让

我深深感受到，理论之花只有扎根于实

践、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才能结出创新

的果实。

心中的偶像

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是，刚到重庆的

那个中秋夜晚，李德水把我们聚在一起

开了一个研讨会。如果说博士团是一个

大家庭，他就是德高望重的家长。我们围

在他的身边，一起讨论着产业、金融、就

业等问题，就像是一团团小火苗，一起为

城市的发展奉献着光和热。

他认真地听我们讲，还不时在本子

上记几笔，高兴地说：“一个人一个点子，

30 多个人就是 30 多个点子。”

博士团成员李果回忆说：“那个中秋

研讨会也是我第一次和德水副市长面对

面交流。我在会上提出，重庆应该成立一

个上市公司，以老工业区募集资金建设

三峡库区。这个建议得到了他的高度重

视，很快我就被从县里调到市红筹股工

作小组工作，并担任金融处副处长，正是

因为红筹股的工作我爱上了投行业务，

这也成为我一生的职业。他雷厉风行、举

重若轻的工作风格让我十分受教。我是

挂职的，又是小年轻，工作中总会遇到些

麻烦。有一次，他见到我问：‘你怎么愁眉

苦脸的呀，有什么难事儿你自己先琢磨

琢磨，不行了再来找我，不要垂头丧气。’

我当时感觉很温暖很感动，当然更多的

是鞭策，心想自己连这些小事儿都搞不

定，将来还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在红筹

股办公室和他住在同一个宾馆，他有时

叫我一起吃饭，饭后陪他去遛弯儿，总要

给我传授一些工作方法，告诉我有什么

难事要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

德水先生

博士团挂职结束以后，我们中间的

许多同志回到北京工作，与他接触的机

会就多了。每年团友们在一起小聚的时

候，总会听到有人在说，自己在工作、生

活中遇到了难题又去向他求教，到家里

只要赶上饭点，都要被留下来陪他喝点

小酒，还能听他弹一段三弦。

逢年过节，我自然也常去家里看他。

每次他都要拿出自己撰写的文章来让我

学习，这些文章许多得到中央领导的重

要批示转化为国家宏观决策，有些在重

要报刊发表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涉及

宏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等多个领

域，字里行间充满了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和为政施治的智慧。

除了谈笑风生，他偶尔也弹一会儿

三弦给我听，每次赶上饭点我也少不了

在家里吃饭，他都要拿出酒杯喝点小酒，

餐桌上总是少不了一盘花生米，还有夫

人周阿姨炒的江西菜。

李德水对年轻人既有呵护关爱，又有

严格要求。秘书王绍辉回忆道：“我刚到秘

书工作岗位，德水局长就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做好保密工作，嘴要严。秘书岗位会

接触到不少密件和敏感信息，不能随意

说，也不能因为秘书身份四处炫耀。二要

做好协调工作，手和腿都要勤。秘书要上

传下达、左右沟通。比如，协调会议、人员、

调研，沟通信息、计划、进展等。这些工作

虽然琐碎但十分重要，都会直接影响工作

效率。三要坚持学习，脑子要多思考。秘书

大多是事务性工作，不能因此而丢掉专业

知识，读到博士不容易，要坚持专业学习，

以后转岗还是要做专业工作。这些要求不

仅使我懂得如何做好工作，而且为我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博士后郭周明回忆说：“第一次见德

水老师，他对我提出了具体要求：要豁达，

不要在乎当多大官，要在乎能做多大事

儿；要淡泊名利，抵挡得住金钱的诱惑；要

讲政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要行胜于言，

多听多看多思考；要坚持终身学习，让自

己真的有见识、有见地、有本领。那天，他

还给我弹了一曲琵琶《前门情思大碗茶》，

一边弹着琴给我听，一边说要保持愉悦心

情，才能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德水先生虽然仙逝，但他慈祥的

面容仍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洪亮的声

音、爽朗的笑声、悠扬的二胡声仿佛

都回响在我的耳畔，还有那个蘸满着

睿智、知识、喜悦的酒杯，都令我感

到永远的温暖。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永 远 的 温 暖
——回忆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

王晓红

Z 政协记忆

李德水在家中为客人弹三弦李德水在家中为客人弹三弦。。

Z 光影史话

苏绣起源于苏州，是一种装饰

性与实用性兼备的工艺美术。作为土

生土长的苏州人，叶圣陶对这种家乡

独特的民间艺术十分喜爱。他曾多次

来到苏州刺绣研究所参观，每次来都

由苏绣艺术家顾文霞陪同。

1962 年 1 月 18 日 ， 叶 圣 陶 在

顾文霞陪同下参观了研究所里新创

制的绣品。琳琅满目的绣品让叶圣

陶目不暇接，他欣然挥毫，写下了

“国艺之花”的题词。

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叶圣陶如

此关心苏绣艺术，让顾文霞非常兴

奋和感动。为了表达对这位年近古

稀的老人的敬重和谢意，顾文霞准

备亲手绣制一幅绣品赠送给叶圣

陶。她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绣了

一幅 《猫蝶图》。她以“猫蝶”为

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猫蝶”

的谐音是“耄耋”，含“高寿”的

寓意，赠送 《猫蝶图》，即向老人

祝贺 70 虚岁寿诞。

叶圣陶收到这幅别致的寿礼，

甚为喜爱。欣赏之余，他挥笔赋诗

一首，并题曰：“顾文霞同志以所

绣猫蝶图见贻，精妙非凡，受之欣

然，题十四韵为酬。”全诗如下：

小猫仰蝴蝶，定睛微侧首；侧首

何所思，良难猜之透。未必食指动，

馋涎流出口；未必如庄生，蝶我皆乌

有。猜之亦奚为，但赏针法秀。小品

状二物，恍睹春睛昼；制作者谁欤，

文霞传顾绣。投邮远见贻，受之感意

厚。文霞擅此艺，勤习始自幼；功到

二美兼，灵心并妙手。往常涉重洋，

神技当众奏；观者咸惊叹，丝绘倾刻

就。声誉驰异域，荣光宁独受。精进

愿无涯，以为文霞寿。

“文革”结束后，顾文霞很想重

绣 《猫蝶图》，将叶圣陶所作的这首

十四诗韵也加绣其上，使之成为相得

益彰的艺术品。遗憾的是，这首诗散

失不知去处。

1983 年 ， 叶 圣 陶 的 长 子 叶 至 善

到苏绣研究所参观时，顾文霞特别提

起 这 件 事 。 叶 至 善 说 ：“ 父 亲 这 首

诗，家里应该还能找到，我回去后寻

出来马上寄给你。”不久，她欣喜地

收到叶至善从北京寄来的附有叶圣陶

十四诗韵的信函。于是，一幅加绣有

叶圣陶十四诗韵的绝妙绣品 《猫蝶

图》 在顾文霞的一双巧手中诞生，由

此艺坛也留下了一段“猫蝶诗韵”的

佳话。

叶圣陶题诗赞苏绣
夏明亮

▲ 共和国第一个国庆日，龚普生

和章汉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 开国大典时，龚澎在天安门城

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