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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卫制”锻炼活动不仅是
强壮了身体，更重要的是同学们
在一起，感受到新中国团结、乐
观、向上、健康的生活氛围。虽然
当时生活还比较困难，体育器材
比较简陋，可是同学们锻炼起来，
充满乐趣。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和
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分歧，
加上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
粮食与副食品严重短缺，国家实
行“休养生息”政策，学校的体育
运动大多减少或停止，“劳卫制”
也不了了之。1964 年，中央正式
废除“劳卫制”名称，取而代之的
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扫盲班与三好学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资源

收归国有，人们有了基本的生活
保障，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
去上小学了。但是，6亿人口中还
有 4亿多文盲，要改变这一现状，
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扫盲。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
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经过刻苦
摸索，独创了《速成识字法》。这
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
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

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
字速度的方法。

这种方法正是毛泽东一直
关注的。早在 1949年 8月 25日，
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
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
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
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
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
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
毛泽东的关心下， 1949年10月，
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
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西南军区在 1.26万
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
法》，取得了喜人的效果。一般
只要 15 天时间，就能识字 1500
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 3册，
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
方法，于 1952 年 3 月底彻底扫除
了文盲。

1951年 11月 29日，重庆《新
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
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
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
法”的创造经过》。4 月 23 日，政
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
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

献。4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
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
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迅速形成。

扫盲采取能者为师的方法，
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小孩
教父母，有的地区还实行“双包”，
即“师包生”、“夫包妻”。扫盲教
师每天教学员几个汉字，下次上
课还要复习，就像当时的顺口溜
说的：多读多练，多和生字见面。

为了把更多迫切要求学文
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
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
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
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

“炕头学习小组”等。
有的地方的扫盲班规定十

不准：不早退，不迟到，不打闹，不
嬉笑，不抽烟，不戴帽，不唠嗑，不
睡觉，不织毛（活），不看报。

1953年 6月 30日，毛泽东在
一次谈话中说：“我给青年们讲
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
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
们工作好。”

这 大 概 是 日 后“ 三 好 ”的
由来。

1955年 2月 10日，教育部公
布的《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却提
出：“努力做个好学生，做到身体
好，功课好，品行好，准备为祖国
服务，为人民服务。”同年 5 月 13
日公布的《中学生守则》第一条也
提出：“努力学习，做到身体好、功
课好、品行好，准备为祖国为人民
服务。”

1957 年 2 月，毛泽东提出：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
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
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此，由“三好”演变成的德
育、智育、体育这“三育”教育方
针，影响深远。从那时开始，“德、
智、体”全面发展便成了评选“三
好学生”的“国家标准”。

2012年 3月，81岁的沈鹏发
起停止评选三好学生的提案。既
是编辑出版专家又是著名书法家
的沈鹏认为，三好生的评比弊多
于利，三好生成了重点中学录取
的必要条件或优先条件，背后的
利益链滋长了腐败。有的教师以
学生送礼多少作为评价标准。一
旦孩子被评上三好推优，升入重
点学校，所以家长为此疲于奔命。

他明确表示，评三好学生已
然不符合教育规律。这份由沈鹏
担任第一提案人的提案已经得到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支持，新闻
出版界别共有 13 位政协委员联
名参与。

针对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
名发起的停止评选“三好学生”的

这份提案，教育部发言人续梅
2012年3月4日表示，教育部并未
对“三好学生”评选做出统一规
定，也没有设置全国、全省性质的
此奖项，无论实行或废止，教育部
都不干涉学校决定。

“无论什么奖项，我们的目
的是一样的，就是鼓励学生健康
发展”，续梅表示，“三好”只是一
种鼓励形式，无论什么形式，只要
面向全体学生，只要符合教育规
律，教育部都是鼓励的。而这种
奖项，也需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创新。对于是否赞成评选“三
好”，续梅表示“不便发表评论”。

凭票限量供应
1960 年，蔬菜被正式划为

“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
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
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 2 两
（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
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
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
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
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
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
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
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

（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

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
白菜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
食糖每人每月供应 2 两；食盐每
户每月供应 1 市斤；芝麻酱逢三
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 1
两（50克）、茶叶 1两（低档），茶叶
自 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
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
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
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菜半两，
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
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
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 2
两（熟）。直到 1965年以后，才由
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
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
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
可购食油 3 两，品种以豆油或棉
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
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
“节日补助油票”一张。
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
油）1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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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镇西郊”的棋文两道
——追思寇云峰

不知是谁给寇云峰封了个名号叫“镇西郊”，
我听着好玩，又喜欢与“小寇”开玩笑，于是就经常
镇西郊镇西郊地呼他。

其实，“镇西郊”是说他棋艺的，说明他的棋艺
了得，在郑州市西部地区无人能敌。小寇酷爱下
象棋，常常忘了饭点，饥肠辘辘也在所不惜；常常
到棋友府上找人博弈，不在乎输赢而在乎心情。
寇云峰对象棋算是付出了一辈子的爱，在2013年，
63岁的他还代表郑州市老年队，参加河南省梦之
蓝杯中国象棋公开赛，在9轮比赛中，他4胜、2和、
3负。我曾问他的一位棋友：“小寇的棋艺水平到
底如何？”棋友说：“有时比‘镇西郊’差点，有时比

‘镇西郊’还大，总之他的水平是相当厉害的。”我
理解寇云峰对象棋的迷恋和酷爱，因为那里没有
人事间的相互倾轧，没有颐指气使的主子和摇尾
乞怜的奴才，那里只是智慧和技艺的宣泄。如果
真是不计较输赢的话，那里的收获只是快乐。何
况小寇也真不去计较是不是“镇西郊”呢。

再说小寇的文道。寇云峰是《百花园》杂志社
原副总编辑、《小小说选刊》原执行主编，是著名作
家。他在小小说创作上具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
他在《小小说选刊》上发表的“寇子评点”，提纲挈
领、微言大义，直击要处，被文学圈里的同道者喻为

“金点子”。2007年河南文艺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
《寇子评点鉴赏》一书，广受读者好评。小寇在与朋

友交谈时说：“我在长期的小小说稿件阅读中，最明
显的感受就是：好的故事常有，深刻的主题常有，而
出色的语言不常见。”一语道出当前小说创作中的
通病。他认为，作为小小说作家，你可以朴素，可以
华丽，可以幽默，可以机智，甚至也可以调侃，但是
你必须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只有风格能把你同别
人区分开来。就像我们听小说朗诵，闭上眼睛就能
把作者区分开来——这是鲁迅，这是沈从文，这是
海明威或川端康成。语言是有个性的，在某种意义
上，它既有叙述功能亦有感觉功能，既是形式又是
内容。它可以在一两千字的篇幅里，创造出一种语
境氛围，把现实生活进行诗意化的扩张，让不同层
次的读者获得共鸣。小寇感叹道：“可惜，这种诗意
的抒情化表述是很少见的，在近年的小小说创作
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作家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体现在作品中。”他非常赞赏冯骥才的《快手刘》
中的一段文字：“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
像合上的书。往昔美好的故事，亲切的人物，甜醉
的情景，就像鲜活花瓣夹在书里，再翻开都变成了
干枯的回忆……”他感觉，这样的语言简直让人叹
为观止。他还非常推荐江薛在小小说《狗娘》中的
语言，他介绍，结尾是一条可爱的小狗死去了，埋了
个土堆，它的娘白狗旺财也静静地死在儿子身边。
听听他描述的语言：“近了，白影越来越清晰。我站
在小小的土堆旁，使劲揉揉眼，肯定了面前真有一

团白色，那是旺财。它死了，白色的毛被风吹出一
个个漩涡。它蜷曲着，四肢僵硬地伸出去，却像在
让自己的孩子吃奶。”寇云峰说：“我读到这一段的
时候，麻木的神经突然惊醒了，眼泪止不住流下
来。提笔写评点：‘狗娘旺财静静地死去了，和它的
儿子长眠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土堆，从此笼罩着母
性的光辉。用我们的泪水，浇灌出一丛野花来陪伴
这对母子吧。’”

这就是小寇的文道，他对生活的揣摩、对文学
的见地，不仅可以说是“镇西郊”，实际上可以镇大
半个中国了！

台湾的星云大师禅言道：“以金相交，金散则
忘；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
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心相
交，静行致远。”我和小寇的相交就属于以心相交
这一类。我们相识 30多年，谁也没找谁帮过什么
忙，甚至谁也没请谁吃过饭，但是一见面就觉得特
别亲，有说不完的话。本来，我们俩都已退休，我
要找他学学棋道，纵然达不到“镇西郊”的水平，能
够杀它半条街也行；向他学学写小说，纵然达不到
莫言的水平，能编个故事自娱自乐也行。谁想到
2014 年 6 月 21 日这一天，就使我们阴阳两隔了
呢！知道噩耗的那天，令我晚饭难咽，一夜难眠。
呜呼！小寇你一路走好，棋道文道都是修身养性
的成仙之道，祝你功德圆满早日位列仙班。

知味

又闻蓑衣干饭香
叶金焕

故乡的美食吃过不少，记忆里特别深的是母
亲做的“蓑衣干饭”。那时候，父亲常年外出做活，
母亲在服装厂上班，很忙，我们经常饿得已经前胸
贴后背，母亲这才下班，忙对我们说：“给你们做

‘蓑衣干饭’解馋。一把火就好了。”我们一听就口
水直流。

母亲麻利地淘两碗米备用，粉条也用开水烫
软备用，萝卜洗净、切丝，从地里拔几棵白菜洗净
切碎，姜切丝，葱花、花椒，喜欢吃辣的就放点干红
辣椒。地锅填上火，锅里放上猪油，放入花椒、葱
花、姜丝，干辣子炒香，放入切好的萝卜丝，白菜翻
炒，少许酱油，加细盐，盐要放得差不多，盐味不
够，饭就不香了。这时把锅里的菜摊平，把备好的
粉条、米放在菜上面摊开，加上适量的水，水很关
键，不能多，也不能太少，多了焖出的饭就太湿，少
了饭会干，母亲总是拿捏得恰到好处。

母亲盖好锅盖，怕我们掌握不了火候，就自己
烧锅，先大火烧开，大冒白烟时要改小火，不能大，
慢慢地煨，十几分钟的工夫，香味就出来了。母亲
掀开锅盖，拿双筷子在米里扎些空隙，锅底的水就
顺着空隙跑出来，香味更浓了。再盖上盖子，收干
锅里的水分就好了。

其实“蓑衣干饭”的用料都是很普通的食材，
最重要的技巧是用猪油炒菜，这样做出来的“蓑衣
干饭”不但味香且油亮亮的，看着就很有食欲。偶
尔的时候，母亲也会买点猪肉回来，但这样的日子
很少，只有父亲回来的时候，才能吃上放肉的“蓑
衣干饭”。

常听母亲念叨，“蓑衣干饭”还有个来历，王莽
撵刘秀的时候，刘秀躲在一农家，主家看着缸里不
多的米，犯愁。突然看见挂在墙上的粉条，就拽下
一把，和着灶上的蔬菜，把米焖在锅里做了顿饭。
端给刘秀吃的时候，他问主家：“这是什么饭？这
么好吃。”主家看着墙角挂着的粉条，很像一个蓑
衣，就赶紧回答说：“蓑衣干饭。”这个典故已无从
考证，但“蓑衣干饭”逐渐成了“母亲饭”。

停火再焖三五分钟掀锅，饭更入味。把饭拌
匀，菜香里混合着米香，弥漫在厨房里，酱色的饭
油亮油亮，扒一口唇齿留香，醉了味蕾。母亲会
盛一碗端给隔壁的老苏妈和她的孩子，分享着我
们的盛宴。醇厚的香味和着我们的笑声在院子
里漂荡。

新书架

《王道剑》
张 莹

封笔多年的著名武侠小说
作家，年过七旬的台湾前“行政
院长”、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
刘兆玄再度以“上官鼎”为笔名，
创作长篇武侠小说《王道剑》。

“刘大侠”上次发表武侠小说已
是四十六年前的陈年往事了，如
今重新执笔、再续文缘，两岸书
迷期待已久。

《王道剑》是章回体历史武
侠作品，以明朝“靖难之变”为
主轴，并加入近年历史学者最
新考古发现，揭秘明朝建文帝
失踪之谜。书中将儒教与王道
精神相融合，另辟武侠蹊径，写
下一段隐晦中彰显人性情操的
历史悬案，描绘出一个与真实
历史环环相扣的武侠世界。

散文

窜 忙
吴文玺

窜忙是我老家乡亲爷们的叫法。这个叫法始
于何时，不可考。

窜，字典里说，是乱跑的意思。《说文》里说，
匿也，从鼠在穴中。仓颉造字的时候，大概会其
义，上面写个穴，下面写个鼠，表示老鼠逃回老
窝，后来就产生了乱跑的意思，所以有鼠窜、流
窜之说。字典里标注的读音 cuàn，第四声。我
的乡亲爷们却不这么读，他们念阳平 cuán，和水
汆丸子的“汆”字读音相同，或许要有别于鼠窜
的“窜”吧。

窜忙，就是帮忙。但是，乡亲爷们却不说帮
忙，帮忙，突出的是帮，窜忙，突出的则是窜。为
什么？忙，是主家的事情，窜，就是窜忙的人的
事情了。一个村里的村民，世代为邻，甚或就是
一大族群，抬头不见低头见，感情上极为亲近。
一向以和为贵的乡亲们当然知道以邻为友、守
望相助有多重要。居家过日子，难免谁家会有
个大事小情，相互帮忙则成为千百年来约定俗
成的规矩。窜忙的窜，实际上有三层意思，一层
意思是今天这家，明天或许就要跑到那家，另一
层意思是，但凡窜忙，必有角色，这些角色，大多
以跑腿为主，第三层意思是，既然来窜忙，就不
是让你来躺着睡大觉的，你就要来来回回不停

地“窜”着。
乡亲们说，谁家挂着没事牌呢，谁家自己会把

娶媳妇打发客埋葬老人这些事独个就干完了呢，
谁家就会万事不求人呢，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
我，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窜忙是不拿报酬的，体现的是民风淳朴和亲
情使然，窜忙的人，只是吃主家两餐饭完事。后来
有人家过意不去，就每人发两包香烟，天热，再发
一条毛巾。香烟和毛巾的好坏，全凭主家做主，窜
忙的人绝对不去计较。如果有哪家在某一天突然
大幅提高了标准，一定会遭到炮轰，尽管你的本意
是好的。乡亲们追求的是自然公允，一旦你拔高
了标准，下一家怎么弄呢？规矩一旦形成，一定坏
不得。

其实，窜忙也很需要一些学问，需要一些管理
学的知识。红白喜事，组织工作很重要。牵头组

织的人，叫作执事，一般由村干部或者族长担任。
执事会在前一天被请到主家，他会根据主家请到
的窜忙的人写一份执事单，提前贴在墙上。窜忙
的人，角色相对固定，比如礼桌，就要书法好、账头
清的人担当；知客，相当于礼宾，一般要由知书达
理、懂规矩的人担当；帮厨也是固定的，上菜端盘
子的，择菜刷碗收拾桌子的，基本上都是那么几个
人。执事一定要用人所长、知人善任，乱了套路，
就会遭人嗤笑，甚或在下一家办事的时候遭到拒
聘。红白喜事，在村里，是头等大事，是一项系统
工程，从组织到完成，颇费周折。

我母亲安葬的时候，我实实在在地被窜忙的
人感动了一回。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在家
里的差不多全是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岁的老人，
几个村民小组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几个后生。结
果采买也好，厨师也好，上菜端盘子也好，几乎清
一色的白发翁妪，有的人，甚至比我母亲年纪还
大。大热的天，看着这些在大太阳底下忙忙碌碌
前来为我母亲送行的叔伯大娘，我只好一次次地
对着他们叩头，心里种种说不出的感动。

好在，现在有人推出了流动酒席，还有的人干
脆就在城里操办，真的省了不少事。

窜忙，就要成为渐行渐远的历史。

往事漫忆

冯玉祥的那些事
车道平

父亲曾为冯玉祥将军工作过，
常常讲起冯玉祥将军的一些事。
譬如“爱民如子”、“逼蒋抗日”、“智
卖铁塔”，“禁烟、戒毒”等故事，在
民间已传为佳话。

冯玉祥身材高大，面相显得憨
而善，目光炯炯有神。12岁时他就
进军营扛枪练兵了。少时的冯玉
祥爱读书写字，操练认真，办事有
头有脑，因此晋升得快。由军营里
的马夫转为伙夫；又由班内的副兵
升为正兵；再由正兵升为副目（副
班长）；副目升为正目（班长）；进而
逐级升为国民军第16混成旅旅长，
直接归当时的军阀吴佩孚指挥。
由步兵、骑兵、炮兵等多兵种组成
的混成旅，武器装备优良，战斗力
也格外强。

冯玉祥拥戴孙中山，他曾带
领军队欢迎孙中山进入北京。时
隔不久，冯玉祥晋升至国民革命
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又称西北
军），辖甘肃、陕西、河南等多个省
份。冯玉祥与第一集团军的蒋介
石，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第四集
团军的张作霖（东北军）形成各霸
一方的局面。

冯玉祥治军纪律严明。1930
年他的军队进驻郑州时，夜里赶上
天下雨，有的官兵躲在大树下避
雨，有的官兵挤在商户的屋檐下避
雨，决不允许任何军人进入民宅。
第二天拂晓，部队官兵穿着被雨水
打湿的军装，背着被雨水打湿的背
包向洛阳进发了。当年军文还提
出“四戒”，即烟、酒、嫖、赌必戒。
如有士兵需外出购物或洗澡时，士
兵需按手续领取外出牌别在胸前，
官长需带外出袖章。外出不准超
时，有事及时报告。

平时，冯玉祥面对官兵讲话
时，开场白总爱讲：“弟兄们辛苦
了！”既而官兵高声齐答：“为革命
服务不辛苦！”接着问：“你们的父
母是什么人？”官兵坚定地齐答：

“老百姓！”三问：“你们的兄弟姐妹
是什么人？”又是震耳地回答：“老
百姓！”四问：“你们的亲戚朋友是
什么人？”“老百姓！”声音是那么洪
亮。最后问：“你们应该怎样对待
老百姓？”“尊敬老百姓！爱护老百
姓！”发自肺腑的心声传向远方。

冯 玉 祥 带 兵 富 有 生 机 与 活
力。官兵每天要唱三首歌。起床
歌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
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
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开饭
歌为：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
该为民努力，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晚间唱道：
主人养了一只猫，还要捕鼠来尽
忠；主人养了一只犬，也要开门来
守更；我们这些革命军，不如猫狗
枉做人。铿锵有力的歌声坚定了
官兵打败侵略者，为民革命，为民
奋斗的决心。不时也唱：一寸光
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
失了有处找，光阴失了无处寻。
朴实的歌词激励了官兵刻苦学习
文化（读自编三百字、六百字、千
字课本）的热情。

冯 玉 祥 治 军 严 谨 已 载 入 史
册。他的部队每日凌晨四点起
床。洗刷后唱歌，接着回寝室读
书，学习一小时文化、军事知识，然
后在操场练一小时杠子，再练打
拳，练劈刀（每人一把大刀），练刺
枪（冬天要求脱掉棉衣练）。由于
部队官兵爱憎分明，能吃苦，战斗
力强，在山西省垣曲县等地打击日
本鬼子的战斗中，都显示了中国人
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巨大威力。

吊列子墓
方 伟

一条破路苦相寻，垃圾横飞乱草深。
故里几人知列子，夏云何意滴清霖。
斑斑锈迹门高掩，仆仆尘灰像久喑。
我向先生遥拱手，回身不扰睡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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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国画） 尼玛泽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