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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丰县爱心女子拥军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带着鲜花、鸡蛋、棉袄棉鞋、书包文具、电热毯、围巾和
春联等慰问品，先后来到湖西革命老区首羡镇李台庄和王沟镇王老家村，看望慰问休假探家的火箭军某部战士李慧
珍和家人，以及军人王海龙的爷爷奶奶弟弟，向他们预祝新春的祝福。 高荣光 摄

全力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县委书记娄海主持召开丰县教育工作座谈会，

就“十四五”时期丰县教育规划编制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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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城护理养老院项目
顺利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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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师雨夜救人
垫付手术费悄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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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人咏刘邦
斩蛇剑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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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画猫调侃徐志摩
吵得不可开交，但友情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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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
家徐悲鸿和诗人徐志摩在

“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期间，围绕是否引进西方现
代主义画家作品的话题，展
开了一场“针尖对麦芒”的
论争。此后，徐悲鸿又由徐
志摩的爱猫之癖，挥毫作
画，题跋调侃，演绎了一段
不失温情的艺坛雅事。

1929年 4月10日至3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
举办“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
会”，规模空前宏大，入选者
549 人，展出作品 1200 件，
特约作者342人，展出作品
1328件，包括传统书画、西
洋油画、雕塑、工艺品等。
徐悲鸿、徐志摩、林风眠、刘
海粟、吴湖帆等7人联袂担
任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作
为美展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徐志摩还和陈小蝶、杨清
馨、李祖韩负责编辑出版
《美展特刊》（三日刊），他
在发刊词《美展弁言》中说：

“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
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
是不能错误的。”然而，徐悲
鸿却旗帜鲜明地主张写实
主义风格，极力否定西方现
代主义画派，坚决反对将他
们的作品引入美展，甚至以

“不在沪任职，活动不便”为
由，拒绝送展自己的画作。

数日后，徐悲鸿致信徐
志摩，就西方现代主义油画
的“真伪”和“是非”问题，
以“庸”“俗”“浮”“劣”等字
眼，将马奈、雷诺阿、塞尚、
马蒂斯等画家的作品讥讽
为“无耻之作”，负气地表
示：“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
披发下山，不愿再见此类卑
鄙昏聩黑暗堕落也。”

徐志摩收到徐悲鸿的
书信后，以《惑——致徐志
摩公开信》为题，将它全文
刊登在 4 月 22 日《美展特
刊》第 5 期上。他有感而
发，写下长达7000字的《我
也“惑”——与徐悲鸿先生
书》，在第 5、6 期上连载，
予以回应。

徐志摩认为徐悲鸿对

现代主义画家及其作品的
谩骂过于“言重”，艺术品
评的态度应更冷静、理智，
指出现代派画风有其自身
魅力，为中国画家效仿是
必然的倾向。三天后，徐
志摩给远在欧洲的好友刘
海粟写信，谈及“我与悲鸿
打架一文，或可引起留法
艺术诸君辩论兴味”，“悲
鸿 经 此 ，恐 有 些 哭 笑 为
难。他其实太过，老气横
秋，遂谓天下无人也。”

面对徐志摩的批评，徐
悲鸿坚持己见，又相继写
下《“惑”之不解》《“惑”之
不解》（续），刊登在 5 月 4
日《美展特刊》第 9 期及中
旬出版的增刊上，重申了
自己笃信写实主义的艺术
立场。徐志摩又洋洋洒洒
写下六七千字的文章，因
版面有限，最终没有发表。

徐悲鸿和徐志摩在“第
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
间灵光乍现的笔战，被称
为“二徐论争”，是中国现
代美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观
念对垒。由于艺术立场不
同，尽管徐悲鸿和徐志摩
意见不合，争执激烈，但只
限于文艺批评范畴，不带
有人身攻击，且丝毫没有
影响他们在旅欧期间结下
的友情。

徐志摩在生活中是爱
猫一族，这年初冬，徐悲鸿
画了一幅《猫》，笔墨细腻，
形象生动，赠送给徐志摩。
画面上，一猫黑白相间，横
行在粗壮的树干上，双目圆
睁，侧首观望，足下是斜逸
而出的数枝早梅。画的右
上方题款：“志摩多所恋爱，
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
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
其于友道忠也。”后钤印“东
海王孙”，左、右下角则分别
盖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和“荒谬绝伦”的章。题款
寥寥32个字，却意含隐喻，
耐人寻味。

其中，“今乃及猫”，以
猫指代生性浪漫的诗人的
旧爱新欢。“去其爪”，意指
一年前的美术之争，表明自
己始终坚持写实主义主张，
坚定不移地改良中国传统
绘画。“自夸其于友道忠
也”，包含了一段往事：徐志
摩同军事学家蒋百里都是
梁启超的弟子，彼此关系亲
密。1929 年冬，蒋百里因
弟子唐生智起兵讨伐蒋介
石，第二年3月受牵连而入
狱，徐志摩赶赴南京，陪友
坐牢，徐悲鸿以此称许徐志
摩珍惜友情的忠诚品质。

1931 年春夏，徐悲鸿
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创
作了一幅半身素描。1935
年冬，徐悲鸿又借胡适家
中豢养的“狮子猫”，作画
缅怀故友，并题跋：“甲戌
仲冬，怀亡友志摩之友，忆
摹其容，不识其在龙钟或
婆娑之态，视昔奚若也。”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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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11 月，23 岁的乔治·海
德姆来到上海，那时他刚刚从瑞士日
内瓦医学院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
1936年夏天，海德姆、斯诺赶到安塞
县白家坪陕北红军前敌指挥部。7
月 9日，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给他
们拟订了一张考察日程表。通过一
个星期的采访和考察，陕北军民在物
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充实之间的
巨大反差，令海德姆觉得这里好像是
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另一片新大陆，是
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月后，他决定留
下来，为红军服务，并为自己取了中
文名“马海德”。不久，马海德被任命
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
成了第一个扎根根据地献身中国革
命的外国医生。1937 年 2月 10日，
马海德经吴亮平、张浩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红军接受改编后，马海德穿上
八路军军装，随朱德率领的八路军
总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在山西五
台山开展战地医疗。1937 年底，马
海德奉命调回延安筹建八路军军医
院。在延安，马海德和八路军战士、
边区群众一起劳动，使延安有了第
一所能够收容 300多名伤病员的正
规军队医院。1939 年，为纪念白求
恩，这所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
平医院。以此为总医院，几年中，在
马海德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8所中
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总计约1.18
万张床位的抗日根据地医疗网。

马海德不仅是医生，而且还担
任了中央外事组的顾问，成了一位

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38 年春天，
马海德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陪同加
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率领的加
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抗日前线，做向
导，当助手和翻译。1939 年，他又
参与接待了爱德华、巴苏华和柯棣
华组成的印度医生援华医疗队，德
国医生汉斯·米勒和著名记者史沫
特莱、海伦·斯诺、贝特兰以及美国
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马海德
以自己的经历向他们介绍了中共抗
日根据地的状况以及方针、政策。
1944 年，马海德又作为中共的代
表，参与接待了美军观察组，宣传中
共的抗战主张和对美政策。1946
年，他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
表团的医疗顾问到国统区执行任
务，同时奉周恩来的指示以解放区
救济总署顾问的身份，配合中共代
表向世界揭露国民党企图打内战炸
毁黄河大堤的阴谋。他还及时向宋
庆龄报告了国民党官员将大量的救
济物资中饱私囊的事实。国民党的
丑行暴露以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
反响，联合国 600 多名工作人员联
名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正因为有
以上成就，马海德赢得了一个“没有
头衔的外交家”的美誉。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一天对马
海德来说，更多了一份喜悦和激动
——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申请获得批准。周恩来亲笔签名的
中国国籍证书，使马海德成为第一
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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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镇江的一位文友
告诉我，他从正在读初中的女儿的
《语文》课本上看到了吴伯箫先生的
《灯笼》，向我了解其中某个词的含
义。《灯笼》是吴伯箫早期的散文，收
在抗战时期出版的《羽书》里，对此
我本不陌生，但这篇散文被选入《语
文》课本，让我有种既亲切又新鲜的
感觉。

说到《灯笼》，故事可真不少。
其一，《灯笼》里写了吴伯箫小时候
在家乡与灯笼有关的往事，譬如和
长工李五打着灯笼到村外迎接晚归
的祖父，又譬如他上“灯学”专用的

“小纱灯”以及他喜欢“用朱红在纱
灯上描宋体字”。其二，写《灯笼》的
时候，吴伯箫已经到济南北郊的一
所乡村师范学校教书，那时他仍喜
欢写散文。《灯笼》写出后，在天津
《益世报》编副刊的文友向吴伯箫约
稿，故《灯笼》首先在《益世报》的副
刊“益世小品”上发表，时间是 1935
年 11 月。其三，《灯笼》发表后，吴
伯箫把剪贴的发表稿和别的作品拢
在一起，准备编个集子，在抗战全面
爆发那年托付给老作家王统照先
生。王统照将书稿带到上海，代吴
伯箫取了个书名《羽书》，由巴金先
生收到他编的一套丛书内公开出
版，时间是 1941 年。那时，吴伯箫
远在延安，对此事一点儿也不知
晓。其四，1942 年，山东有个无名
文人把这篇散文改题为《灯笼篇》，
署上他自己的名字寄给北京的《吾

友》杂志，竟又公开“发表”！其五，
《灯笼篇》“发表”后，被北京一个十
多岁的少年读到，他一下就被文章

“那浓郁的乡风诗情”吸引了。可没
过多久，他又看到《吾友》上的读者
来信，揭发《灯笼篇》是从吴伯箫的
《羽书》里剽窃的，接着杂志社也发
表启事，公开了这起文章剽窃案
……

那个被《灯笼篇》，也就是吴伯
箫的《灯笼》一文深深吸引的少年，
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邵燕祥。

今天的初中生一定不知道除了
《灯笼》，吴伯箫还曾有不少散文被
选入不同年代的《语文》课本。自上
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语文》课本里
就陆续收入吴伯箫写的《记一辆纺
车》《歌声》《菜园小纪》《难老泉》
《“早”》。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
代，吴伯箫写南泥湾的散文就被选
入解放区的《中等国文》课本了。

吴伯箫先生从上大学那会儿就
开始散文写作，一生不辍，是重要的
现代散文名家。他先后出版过《羽
书》、《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
集》、《烟尘集》、《北极星》和《忘年》
等散文集，还曾把德国诗人海涅的
诗集《波罗的海》从英文转译为中
文。他的散文富有激情，昂扬向上，
又特别讲究布局谋篇和字句的推
敲，在富丽多姿中保有一份内在的
质朴，既充满诗意，又清俊蕴藉，受
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来源：北京晚报

课本里的吴伯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