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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都观的桃花

◎ 朱炜

百年
莫干

陈云与莫干山：休养犹思裨国事
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他一

生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党性原则、坚持

勤奋学习、秉承求真务实作风、深具朴

素公仆情怀。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不独

反映在工作中，也体现在疗休养中。

一、陈云1953年莫干山休养

陈云是南方人，出生于上海，钟爱

杭州与苏州，谙熟江南文化，长期关心

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建设与发展。新中

国成立初期，他就多次到杭州调研、视

察，即便是来杭州休养，每次都匆匆，但

对杭州的印象越来越深，以致晚年欣然

题词“杭州是好地方”，破例为云栖竹径

题写景名。位于杭州北部德清县境内的

莫干山“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

“竹”为莫干山“三胜”之首。陈云1953

年至莫干山休养，正是从杭州云栖而上

莫干山，对于两地的观感庶几是一致

的。作家叶永烈曾问陈云夫人于若木，

这是不是因为陈云喜欢竹子的缘故。于

若木点头说：“的确，陈云很喜欢竹子。”

陈云的子女也表示，父亲喜欢“一眼望不

到头的竹林”，在竹林小径散步思考。

陈云关于名胜有独到的认识，曾对

身边工作人员说：“名胜的形成是要具备

一些条件，不具备就不能被人承认是名

胜。名胜有好有次，也是条件决定的。

条件一是自然山水林木要有特色。二是

要有人为的加工，加工的程度越大、历史

越久，名胜也就越好。三是要有文物价

值，如名人住所、碑刻、题诗等等；杭州的

名胜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宣传也可以

算一条。”按以上四个条件，莫干山是名

副其实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世纪50年代初，财经斗争硝烟

才散，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接踵

而至，陈云积劳成疾，病倒了。有关方面

建议他去苏联疗养较为有益，但由于国

内大规模经济建设刚起步，百端待理，他

选择了到杭州休养。1953年5月7日至

6月12日，陈云在杭州，经过一个多月的

休养，他的身体情况略有好转。6月21

日至6月24日，陈云赴莫干山休养，其

间接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转来周

恩来总理的电报。当时正逢“一五计划”

实施之始，粮食短缺问题日益突出和紧

张起来，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对粮食

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与会者意见不一。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想到在党内陈云的意

见是具有权威性的，于是专就粮食问题

发电报征求陈云的意见。周恩来在电

文中说：“此事关系颇大，你过去考虑较

深，请提出意见，以便中央通盘考虑做

出决定。请视身体情况，简复。”

陈云收到电报后，认真分析了第二

次全国财经会议上对于粮食管理与供

应问题的不同意见，并决定提前结束在

莫干山的休养，于6月24日回到杭州。

6月25日，陈云复电周恩来，提出自己

的建议，主张对于粮食管理和供应仍维

持由中央统筹统支的办法，略增地方机

动性。这就是收入《陈云文选》中的《粮

食要统筹统支》。陈云的建议，很快得

以贯彻实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

告，认为统购统销对调节供求关系，稳

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

建设，完全是必要的、适时的。联系陈

云从革命战争时期发动农民实行土地

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鼓励农民交公

粮、出卖余粮；到这一时期主张粮食要

统筹统支，统购统销，使全党重视粮食

工作；再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提出要进口一些粮食，不能因为发展经

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

位的。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系列重要

论述，始终贯穿了他关于解决民生问题

是重要国策的思想。

正如电视专题片《陈云在浙江》解说

词中所说：“人们在探究这段似乎已渐渐

离我们远去的历史时，或许会发现统购

统销这一重大决策与疗养胜地莫干山和

陈云留在山上的足迹有着某种联系。”陈

云因上莫干山休养，与这座名山产生了

不解之缘，难忘莫干山，关注莫干山。

二、陈云与苏州评弹艺术研究会莫

干山年会

陈云是评弹艺术的“知音”，被尊称

为“老听客”，评弹艺术工作曾长期在他

的爱护和关怀之下发展。尽管陈云不

止一次谦虚地说：“我听书和搞经济工作

不一样。经济工作是我建国以来分工从

事的工作，是用全副精力去抓的。评弹

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可是，评

弹界无不知他出于对保护、继承和发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心，他是以一

个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评弹艺术发展

的。“评弹要像评弹的样子，可以有所改

进，但不要……改掉评弹的特色”“现在

要说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1977

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由陈云提议，并

征得文化部的同意，江、浙、沪两省一市

在杭州召开评弹座谈会，虽仅吴宗锡、施

振眉等7位评弹界代表参加，但陈云亲

自主持，重要性不言而喻。会议的成效

在之后几年逐渐显现。

1978年夏，浙江省曲艺团全体苏

州评弹演员在莫干山创作、排演了中篇

苏州弹词《新琵琶行》，后赴北京参加文

化部举办的国庆30周年文艺调演，获

创作二等奖。

1980年7月24日至7月30日，苏

州评弹艺术研究会在莫干山举行第一

次年会。与会代表重点探讨了苏州评

弹如何推陈出新和适应时代要求的理

论及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今后的

主要任务是书目的建设，艺术水平的恢

复，人才的培养。这年8月5日，吴宗锡

给陈云写了一封信，汇报评弹研究会莫

干山年会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的陈

云工作十分繁忙，在收到吴宗锡的信

后，他仔细看了年会的每一份简报和发

言稿，没有马上复信，而是深入分析了

评弹问题的内外因素。半年后的1981

年1月10日，陈云给吴宗锡复信，信中

称“莫干山年会简报全部看过”，并将简

报内容提炼为“出书出人”，又直指“出

书出人是件难事”。

三、陈云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

1981年，陈云再一次表态支持评

弹，并为复兴评弹提出若干准则。1981

年4月5日，陈云在上海休养期间找来

吴宗锡谈话，概括地讲出了“出人、出

书、走正路”这句振兴评弹事业的名

言。陈云如是强调“出人，不一定要求一

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

逐步提高、增加”“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

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什么是

正派的评弹艺术？在陈云看来，其中重

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处理好适应观众和提高

观众的关系。施振眉撰文回忆：“事后才

知陈云同志仔细地看了这届年会的每一

份简报和会上的发言，在了解了各种看

法后，又亲自作了调查，广泛听取意见，

直到1981年4月5日，才提出了‘出人、

出书、走正路’这一振兴评弹的重要意

见。这七个字是对发展和振兴评弹事业

的最简练最精辟的概括。这不仅对评

弹，而且对戏剧，对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

面都是共同的必由之路。”

陈云多年来有关评弹的谈话和通

信被编辑成《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

和通信》一书，经中国曲艺出版社于

1983年出版。这部著作不仅对我国评

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

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对整个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1985年5月1日，陈云在江华、王

芳、薛驹、李丰平等浙江省主要领导陪

同下，在杭州西子宾馆观看了浙江省曲

艺家协会理事、德清县评弹团演员张雪

麟与夫人严小屏的演出，欢度五一国际

劳动节。演出的节目是张雪麟夫妇自

编的长篇历史传奇弹词《董小宛》，共三

十余回，六十万字。此“新书”在苏南、

浙北和上海一带演出时，博得了听众的

赞赏，是张雪麟的保留节目，曾获浙江

省文联颁发的鲁迅文学基金奖一等

奖。缘此，张雪麟精心挑选出了《董小

宛》中《参相》一回，因这一回人物集中，

情节曲折，适宜双档演出。演出开始，

张雪麟轻捻丝弦，先放了一只噱头，而

后施展起说、表、弹、唱的全套功夫，淋

漓尽致地演唱起来。曲终琴歇，掌声四

起，陈云与张雪麟夫妇亲切握手，祝贺

演出成功，并问及两人来自哪个评弹

团？张雪麟答，是德清县评弹团。陈云

听罢，发出健朗的笑声，高兴地说：“很

好！很好！”很难想象当时一个县级评

弹团演员能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水平。

张雪麟后来回忆：“我们就是遵照

出人、出书、走正路，埋头苦干，四年多

的辛勤耕耘，三十余回的长篇弹词《董

小宛》在书台上树起来了。三年中在上

海演出十六遍，评论家写文章称赞我们

是演不败的《董小宛》。当然这是对我

们的鼓励，但也确有成功的一面。”

不由得想起张雪麟在1986年在湖

州演出，有一天，从书台上下来，见到去

看望他的朋友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是

我最高兴的时候？现在，就是现在！我

现在听到听众为我拍手的声音，是我做

人最适宜的时光。”他还说过：“艺术是

在实践中提高的，我的演出……一年到

头，马不停蹄，还要挤出时间来编书。

演员只有在台上磨炼，才能提高。不演

出，哪有成就？”

今时今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

非凡的成就，文化建设亦与时俱进。钩沉

陈云1953年赴莫干山休养以及1980年

促成苏州评弹研究会莫干山年会史事，学

习他休养犹思裨国事的中国共产党人优

秀品质，重温他对粮食问题与评弹艺术的

相关论述，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认识今天的

三农问题和文艺事业。特别是那句“出

人、出书、走正路”，对于引领新时代青年

的成长成才，犹有启迪和教益。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唐元和十年，因八司马事件被贬远州的刘禹锡被召

还京，和友人一起到玄都观赏桃花，写下了这首诗。诗

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桃花盛开，游人如织，诗人心生感

叹：这千树桃花都是自己离开京师后所栽种的。

有意思的是此后刘禹锡再度被贬，十年后重游玄都

观，又赋诗一首，“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当初的刘郎再归来

时，已是十年之后，曾经的繁华不再，如今是一片破败。

刘禹锡的生平可谓波折。他博学多识，少年得志，

为官政绩也不错，但身处政治旋涡，备受挫折，连续谪

迁，特别是八司马事件让他吃尽了苦头。诗人最真实的

感触我们已无从体会，但时隔多年，重游故地，感慨万

千。十年之前眼见繁华而发出“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感

慨，十年之后“前度刘郎今又来。”桃花却不知所踪。两

首诗对比下来，会发现玄都观的桃花反倒成为了一种意

象，通过它的繁华与颓败，我们看到的是时间的流逝和

人生的无常，让人心生斗转星移、满心苍凉之感。我特

别喜欢诗中“刘郎”一词，自然是诗人的自我称谓，却透

露着一种落寞和自嘲。

历代的很多注释都称“桃千树”暗指新崛起的权贵，

来传达诗人心中的愤懑与不平，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

也总觉得有点牵强。

古代党争很常见。读《苏东坡传》，王安石变法，一

直受到司马光、苏轼等的否定。新法终止后，司马光重

新受到重用，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被罢相，而在

此时苏轼却又支持新法，旋即被排挤出京。刘禹锡的境

遇与王安石和苏轼在这一点上很相似。如今我们称王

安石是改革家，司马光是政治家，苏东坡也堪称伟大的

人，如此这般，我们能说王安石是新贵？抑或苏轼是新

贵？

人事有代谢，往来无古今。只能说刘禹锡我们太熟

悉了，他的《陋室铭》是千古名篇。他的诗我们读的很

多，“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里读到了他的

豪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里读到了他

的柔情。经典熏陶之下，我们潜意识里就会觉得他是一

个“好”人，而过分夸大其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其所做所

为就是对错的准则，继而去轻易否定其他人，也因故使

得玄都观的桃花莫名背了黑锅。“我只是一朵寻常的小

花而已，何故遭此骂名？”或许那些桃花会这么想。刘禹

锡估计也会想，我只是看看花，表达一下对于人生的无

限感慨而已，何故要强加上时代的包袱？要笑话后人的

自作多情和无理歪曲了。

古诗欣赏，历代注释囿于时代的背景，赋予诗歌强

烈的感情色彩，或可作为参考。但时代在变化，对于诗

文的理解或许更应回归其本身，需要读者带着自己的思

考和审美，去尝试体会诗人本人的真实感受，发现诗歌

自身的美感所在。就像此两首诗，娓娓道来，不用过分

的感情渲染，一句“刘郎”的自我沉吟，就让人身临其境，

陡生感慨。我觉得这是这两首诗中最打动我的地方。

“人生如觉不如意，请你读读刘禹锡。”都说刘禹锡

是那种骨子里透着豪放的气魄的人，眼界很宽，其本人

也被冠以“诗豪”的名号，料得他也不会动不动拿着这些

桃花来含沙射影。有道是个人际遇因时而异，情随事

迁，看到玄都观的桃花，繁华也好，颓败也罢，直觉时光

倏然，睹物生情，豪气的“刘郎”也是禁不住无限感慨

吧！这两首诗更多是个人情怀的自然流露，豪爽如诗人

者，又岂真在乎“新贵”为何呢？！

陈云书信 提到苏州评弹研究会莫干山年会

叶金扬寺庙位于何处？史料中留下重要线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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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工育珠是如何起源、传播及发展的？（一）

关于珍珠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
到 3000 多年前的古籍《尚书·禹
贡》。其中，在淮海一篇中，就有“淮
夷蠙珠暨鱼”的记载。由此可知，早
在春秋战国时期，珍珠就成为贡品。
人工育珠的记载则最早出现在十一
二世纪。北宋时，庞元英在《文昌杂
录》中记载了珍珠养殖方法：“礼部侍
郎谢公言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
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
水浸之，伺其口开，急以珠投之，频换
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华，玩此经
两秋，即成真珠矣。”这种利用假珠
（珠核）进行育珠的方法开创了有史
以来人工育珠的先河。但《文昌杂
录》并没有交代珍珠养殖方法的来源
及规模，因此无法判断出珍珠的形成
是偶然为之，还是当时的人们已经了
解了珍珠形成的原理。到了南宋，湖
州就出现了附壳珍珠的常规化生
产。今天被人所熟知的养殖方法产
生于十三四世纪，他的发明人叫叶金
扬，是当时的湖州府人士。叶金扬的
附壳珍珠培育方法为：“将锡和其他
金属的、木质的、骨质的浮雕放在蚌
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经2～3年的养
殖，即成。”

后来，随着清朝的没落，中国的
珍珠养殖业渐趋衰败。鸦片战争后，
日本对中国的珍珠养殖进行严格控
制，中国的珍珠养殖业一度没落，附
壳珍珠的培育技术自此失传。

▲1994年《珍珠史话》记载了叶金扬培育附壳珍珠
的方法和林奈的珍珠培育试验

北宋，开世界人工育珠之先河

文章原标题：《中国人工育珠的起源、传播及发展》，原文刊载于2015年《浙江农业科学报》）

德清自古水域面积广阔、水资源丰富，因其历史悠久的珍珠养殖，孕育了独特的农业文化遗产。2017年，浙江德清

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成功申请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该系统进入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现正在冲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为纪念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20周年，传播“世界珍珠之源”，我们特别策划《德清有名珠》专栏，探究“德

清珍珠系统”这颗闪亮“明珠”的历史考证。

神奇的瑰宝珍珠，自古以来就闪耀着
无与伦比的光芒，它是皇室贵胄身份和地
位尊贵的表征，是宗教中代表灵智、神秘和

法力的象征物，也是天然的药用和保健珍
品。现代的人们更是赋予了珍珠新的寓
意，将其视为健康、纯洁、富有的代名词。

中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珍珠
的国家，也是最早进行人工育珠的国家。
有记载的中国人工育珠始于十一二世纪，
而珍珠规模化生产则出现在十三四世纪。
国外的珍珠培育比中国稍晚。17世纪中后
期，林奈在中国附壳珍珠养殖的基础上培
育出了有柄珍珠，成为西方珍珠培育的先
驱。18世纪，旅行者们陆续将中国附壳珍
珠培育技术介绍到国外。19世纪，日本的
御木本幸吉根据我国佛像珍珠育成原理，
经过多年研究，首次培育出半圆附壳珍珠，
后在见濑辰平和西川藤吉的共同努力下，
日本培育出正圆游离珍珠，奠定了日本现代
珍珠产业的基础。到了近代，由于战争等原
因，我国珍珠养殖业开始没落。新中国成立
后，在将中国传统珍珠养殖方法与日本现代
珍珠养殖技术结合的基础上，经过熊大仁和
沈志荣等国内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现
代化的珍珠培育技术逐渐形成。

▲刘廷献《广阳杂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