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清风慕竹

60年前，毛泽东等老一辈革
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从此雷锋
的名字被镌刻在春天里，雷锋精
神在祖国大地上传颂，历久弥
新。60年前，著名诗人贺敬之创
作了抒情长诗《雷锋之歌》，相伴
我们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历程，影
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
年。作家贾漫在《诗人贺敬之》中
说：“如果说艾青为民主革命中成
千上万的青年点燃了‘火把’，《雷
锋之歌》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困
难年月，点燃了熊熊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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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长诗《雷锋之歌》

诠释雷锋精神
唱响时代赞歌

郑学富

“巨无霸”竟然是人名
许晖

历 史 随 笔 语词精奥

教育品制造所

“巨无霸”一词，今天用来形容庞然大物，
甚至连美式快餐麦当劳的一款汉堡也以此为
名。有趣的是，“巨”者，巨大也；“无霸”，不霸
或没有霸主。既巨大无匹而又不能称霸或者
不能充任霸主，岂非自相矛盾？

原来，“巨无霸”是一个人名。《汉书·王莽
传》载：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与周边其他部族
关系紧张。这一年，夙夜太守韩博上书说：“有
奇士，长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
虏。自谓巨毋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
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
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
箸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作大甲高
车，贲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
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以视百蛮，镇
安天下。”

海濒，近海之地，即海滨；轺车，一马所驾
的军车；贲育，战国时勇士孟贲和夏育的合称；
虎贲，勇士之称。

韩博上书中称用巨毋霸一人即可“以视百
蛮，镇安天下”，王莽认为是在讽刺自己，于是
命巨毋霸留在原地，将韩博下狱处死。王莽又
将巨毋霸更姓为“巨母氏”。
这一更改很有意思，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

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死后升级为皇太后，王
莽登基后，尊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莽本
人字巨君，因此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巨母氏”
之名的意味是：“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

使我致霸王。”将巨毋霸视为应文母太皇太后
而出的祥瑞。

王莽“更其姓曰巨母氏”，这一更改清楚地
说明了“巨毋霸”其名的由来：复姓巨毋，因身
躯巨大故名“霸”。至此，上述“巨”而“无霸”的
矛盾迎刃而解。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时有长人巨无

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
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
尝有也。”
“巨毋霸”之名，《后汉书》称之为“巨无

霸”。这位巨人终于被王莽派上了用场，而且
巨无霸不仅身躯巨大，竟然还有一项驱赶猛
兽作战的本领！不过一场大战之后，王莽的
军队兵败如山倒，“虎豹皆股战”，虽然史书没
有记载巨无霸的下落，但毫无疑问死于乱军
之中。

巨无霸虽死，但他的名字却流传了下来，
用来指代庞然大物。比如清代诗人赵翼所作
《大石佛歌》，其中吟咏道：“巨无霸头大枕鼓，
狄侨如眉高见轼。”狄人侨如也是一位巨人，
“轼”是车前供人凭依的横木，侨如的眉毛宽得
就像车前横木一样。这两句诗都是对大佛巨
大体量的比喻。

在北宋，田钦祚是出了名的小人。
《宋史》记载：“钦祚性阴狡，尤不喜儒士，好

狎侮同列，人多恶之。”意思是说他阴险狡诈，不
喜欢结交儒士，还经常轻慢、戏弄同僚，大家都
很厌恶他。宋太宗时，田钦祚在名将郭进军中
做监军，他“恣为奸利诸不法事”，郭进看不过
眼，多次与他争论，田钦祚于是在宋太宗面前摆
弄是非，诬陷郭进，郭进性情刚烈，愤而自杀以
证清白。这是田钦祚最为人所诟病的小人行
径，人人都唯恐避之而不及。

不过田钦祚除了为人阴险狡诈，也有一个
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很勇敢，打起仗来是个狠
人，宋太祖赵匡胤因此对他委以重任。

开宝三年（970），契丹突然集结6万兵马，偷
袭宋朝的边境重镇定州。宋初太祖赵匡胤制定
了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此时，宋朝的主力军都
集中在南方攻打南汉政权，北方空虚到什么程
度？面对契丹6万强敌，赵匡胤手里能够调动的
兵马只有区区3千，而他选择的主帅即是田钦祚。

临行前，赵匡胤把田钦祚拉到一边，亲自交
代了十六个字的作战方针，“彼众我寡，背城列
战，敌至即战，勿与追逐”，令他务必遵守。赵匡
胤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契丹都是骑兵，骑兵的优
势是冲锋的速度快，而背城列战，背靠着城墙列
阵，战马的优势就没有了。田钦祚遵照太祖的
指示，背城列战。契丹虽然多达6万人，但与宋
军正面作战的超不过5千，加之田钦祚作战真是

勇猛，契丹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准备撤退。
田钦祚一看契丹人要跑，顿时豪气冲天，完

全忘记了宋太祖“勿与追逐”的指示，下令全军出
击，结果3千人追着6万契丹人的屁股打，一路追
到了遂城（今属保定徐水所辖，时为宋、辽界
城）。契丹人被田钦祚追急眼了，索性停下来不
跑了，反过来将3千宋军团团包围起来。田钦祚
真够狠的，一马当先向契丹军冲了上去，契丹军
箭如雨下，田钦祚的战马被乱箭射死了，他也跟
着滚落马背，不过他马上站了起来，大喊：“给我
换匹马！”一个叫王超的骑士把自己的马让给了
他，他翻身上马，继续作战，结果“军复振，敌解
去”，宋军士气大振，契丹军解围而去。这场大
战，史书记载“自旦至晡，杀伤甚众”，从早晨天蒙
蒙亮，一直打到下午五点，给契丹人以极大杀伤。

田钦祚一战成名。此役过后，太祖赵匡胤
极为兴奋，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实在是心
头大患，认为是极难啃的骨头，这次胜利让他信
心大增，激动地说：“待储满500万贯，即向契丹
赎回燕云十六州，如不允，则散此金绢募勇士，
我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
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

田钦祚另一次走进历史的视野，则是在大
宋征伐南唐之时，这件事被冯梦龙收录在《智
囊》一书中。

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南征，任命大将曹彬为
主帅，潘美为都监，然后征求曹彬意见，他希望

谁当帮手。曹彬说：“臣只要这一个人，望陛下
恩准。”随后说了田钦祚这个名字。赵匡胤很是
疑惑，因为他知道田钦祚和曹彬关系不睦，平时
田钦祚没少说曹彬的不是。曹彬解释说：“田将
军作战勇猛，尽忠职守，而且颇有韬略，计谋奇
多，臣恳请授予他中军副将随军出征。”

赵匡胤批准了曹彬的请求。这番操作却把潘
美给气坏了，从太祖那里一出来，他就生气地对曹
彬说：“谁不知道田钦祚是个狡诈小人，经常颠倒
黑白诋毁忠义之士，此等小人避之犹恐不及，带谁
不行，你却偏偏带上他，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曹彬说：“此次远征，时间很长，而且陛下把
精兵都交到我手里，如果把田钦祚留在陛下身
边，他肯定要搬弄是非，咱们远离陛下，没办法解
释，说不准咱们即使打了胜仗，回来脑袋也没了，
现在把他带在身边，和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可以免除这些祸患。”潘美这才恍然大悟。

田钦祚被任命为西南路行营马军兼左厢战
棹都监，领一路军，最终一切如曹彬所料，田钦
祚不仅没从中作梗，还尽心竭力地出谋划策，并
且“领兵败吴军万余于溧水，斩其主帅李雄等五
人，擒裨将二人”，为攻灭南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古语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
足，智有所不明。”意思是说再好的人或物都有
缺点或不足，再不好的也有它的优势和可取之
处，再有智慧的人也有不明白的时候。宋太祖
和曹彬都深谙此道，因为知人之短，却能用人以
长，所以小人成了英雄。世间并非都是非黑即
白的零和游戏，人才与垃圾有时只在转念之间，
关键看你怎么用罢了。

王震：
“诗，一定要写好雷锋精神”

1963年的早春，乍暖还寒，北京医院病房
内，开国上将、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刚刚动完
一次手术，躺在病床上看报纸。将军看的是刊
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
士——雷锋》，他为雷锋的苦难童年而悲愤不
已。当他看到身为农民自卫队队长的雷锋的父
亲被地主反动武装活活绞死、母亲受到地主侮
辱后悬梁自尽、哥哥给地主扛活儿累死、弟弟又
被活活饿死、年仅7岁的雷锋沦为孤儿的悲惨经
历，这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再也控制不
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当他看到这位
共产主义战士爱憎分明、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好事做了一火车的先进事迹后，戎马
一生、驰骋疆场的将军被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
所深深感动。他为人民解放军出了这么一位好
战士而高兴，为自己有这么一位小老乡而自
豪。他再也坐不住了，要为宣传雷锋精神做点
什么，他大声地吩咐秘书：“立即让郭小川和贺
敬之、柯岩夫妇到我这里来！”

王震虽然是一员武将，自谦是“大老粗”，
可是他读书很多，知识面很广。他十分爱护知
识分子，喜欢和文人打交道，交结了不少作家、
诗人朋友，如艾青、丁玲等在“文革”中受到冲
击时，王震挺身而出保护他们，据说王震受周
总理的嘱托，在北大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
排被原单位划成右派的文化界人士1000多人，
名为劳动改造，实为保护起来，避免受到冲
击。曾任王震秘书的郭小川，是中国近代著名
诗人，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离开北平
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王震任旅
长的三五九旅，曾从事宣传、教育和机要工
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副
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1963年他正
在《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

郭小川闻听老首长有令，立即叫上在中国
剧协任职的贺敬之和在中国儿童剧院工作的柯
岩往医院赶。其实，贺敬之早就景仰王震，他16
岁从老家山东台儿庄逃难求学，辗转来到革命
圣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在
1943年春节，贺敬之跟随艾青带领的延安鲁艺
秧歌队到南泥湾慰劳三五九旅，在慰问演出中，
演员演唱了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
湾》这首歌。贺敬之当时是一个普通的文工团
员，只有19岁，和秧歌队队员们一起坐在地上，
仰望主席台上王震讲话的风姿。这是贺敬之第
一次见到这位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将军，却没
有机会与他直接交谈。1962年，王震到北戴河
参加中央会议，由郭小川引荐，贺敬之和夫人柯
岩与久仰的王震将军在这个海滨城市得以面
谈。虽然王震之前并不认识贺敬之夫妻，但是
他对《南泥湾》和《白毛女》非常喜欢，所以他与
贺敬之也是一见如故。据贺敬之回忆：“他（王
震）穿了一条马裤，见面就问：‘噢，你就是贺敬
之啊！’虽说是第一次面对面与王震交谈，双方
的谈兴都很高。”从此王震结识了贺敬之夫妇，
之后虽然直接接触的时间不多，但却留下了深
刻难忘的印象。

郭小川、贺敬之和柯岩急急忙忙来到王震
的病房，王震急切地招呼他们在病床前坐下，一
边念着手中的报纸，一边热泪盈眶地向他们讲
述雷锋的感人事迹、重大意义和自己的感受，之
后，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这些诗人都看了没有，
应该写写这个雷锋！担当起学雷锋、写雷锋的
时代重任，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要向他学习呢！”
三人听了王震将军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将军
调兵遣将，布置任务，作为喝过延河水、吃过陕
北小米的“老兵”郭小川、贺敬之自然掂出了其
中的分量，柯岩尽管是个“新兵”，但是也认识到
了这件事的不同寻常，感觉到肩上沉甸甸的。

三个人毫不犹豫、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就像
出征前向首长表决心的那样说：“我们三个人一
起去抚顺，深入连队采访，一边体验生活，一边

学习雷锋。保证完成好首长交给的这项任务。”
王震听了，满意地点点头，在与三人作别时，又
特别叮嘱：“诗，一定要写好雷锋精神！”

柯岩：
“万人空巷去送他”

离开医院后，三人商定一起赴抚顺采访，可
是，由于郭小川、贺敬之回到单位后，事务缠身，
不能立即成行。为了不耽误时间，决定由柯岩
一人先行。于是，柯岩只身“闯关东”，在1963年
的2月初来到了抚顺。此时的东北大地银装素
裹、冰天雪地，柯岩作为第一批深入连队采访的
文艺工作者，冒着风雪严寒，马不停蹄地在雷锋
生前的部队开展采访活动。她下连队、入军营、
进宿舍、到伙房，采访雷锋的战友和领导，走访
驻地群众。她跑遍了雷锋工作和生活过的地
方，含着泪聆听指导员和战友们讲述雷锋的感
人事迹，聆听群众讲述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
的故事，流着泪阅读雷锋写的20多本日记，她接
触的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全面了解了雷锋
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雷锋沦为孤儿后，在六叔和奶奶的拉扯下
长大，小学毕业后参加集体工作，年年被评为先
进模范。1960年入伍后，雷锋被分配到运输连
当驾驶员。他干一行爱一行，甘当革命的螺丝
钉，年年是先进，岁岁是模范，他撰写的学习体
会文章时常发表在原沈阳军区的《前进报》上，
他的先进事迹也经常在报纸上报道，在生前已
经是军区里的典型。

1962年8月15日上午8时，雷锋与战友乔安
山在准备前去洗车时，雷锋下车指挥倒车，车轮
打滑，碰倒了一根电线杆，这根电线杆打到了雷

锋左太阳穴上，雷锋当即昏死过去，经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202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12时5分不
幸牺牲，年仅22岁。

8月18日，雷锋的追悼会是在望花区一个礼
堂里举行，自发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络绎不
绝，礼堂里面装不下，外面人山人海，送葬路上挤
满了人。当时抚顺市仅有70万人口，竟有10多
万人为他的灵车送行，从市区到烈士陵园10多公
里的大道上，人流如潮，不少人自发戴上白花或
黑纱，默默地跟随灵车行进，情景极为感人。
在1962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

记者突击采写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的专稿，并配以“辽宁广大青年热烈学习雷锋事
迹受到深刻教育”的综合报道，在1963年2月7日
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通栏标题近整版篇幅和
一版要闻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还配发了评论员
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在第五版一个整版发表
了《雷锋日记摘抄》，以及罗瑞卿总参谋长的题词
手迹等。《人民日报》打破常规地以空前的规模、
多形式的报道，首次向全国亿万人民全面介绍了
雷锋的感人事迹。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柯岩在抚顺采访深入生活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心灵受到了震撼和洗礼。后来，柯岩回忆
说：“我一辈子看过两次万民悲痛、万人空巷去
送丧的……一次就是送雷锋。雷锋在抚顺，也
是万人空巷去送他，一边送一边哭——确实教
你觉得伟大是出于平凡之中的。”

柯岩从抚顺回到北京，已经是3月初。3月
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各大报刊，
报道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当时中
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务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的题词，在全国掀起
了学雷锋的热潮。

为了犒劳这位出征凯旋的“勇士”，贺敬之
为柯岩准备了山东老家的煎饼大葱。柯岩来不

及品尝这地方美味，迫不及待地向贺敬之讲述
雷锋的事迹、故事，柯岩讲着讲着，泪水奔涌而
出，她一边流泪一边讲。贺敬之听着听着，也是
热泪盈眶，一边流泪一边听。贺敬之的母亲在
一旁沉不住气了，寻思着这两口子干吗呢？也
不吃饭。便走过来看看，一看两人又哭又说，以
为两人吵架了呢。这时，柯岩又把“雷锋出门一
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感人事迹向老人讲了
一遍。如雷锋用自己的津贴为丢了车票和钱的
大嫂买票；陪着陌生的老大娘走了数十里寻亲；
逢年过节义务帮助附近的火车站打扫卫生，为
旅客倒水；把积攒下来的200元钱捐出来支援农
村建设和灾区人民……这位来自山东农村、朴
素善良的老太太也不由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
“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呢？他应该活着，让我这
个老太婆去替他死吧。”

亲身感受到雷锋英勇事迹和被雷锋精神感
染的柯岩再也坐不住了，一气呵成，写下了长诗
《雷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之后，又写了《我
对雷锋叔叔说》《向雷锋叔叔致敬》等儿童诗。

贺敬之：
“要写，就要写出新意来”

听完柯岩讲的雷锋故事，看了雷锋先进事
迹材料，贺敬之陷入了沉思，迟迟没有动笔。柯
岩沉不住气了，她对贺敬之说：“雷锋的事迹你
也听了，也感动流泪了，赶快写嘛。”

贺敬之说：“要写，就要写出新意来，这很难，
不知有没有把握？”“你这个人，要有信心嘛！我
看你肯定能写好，你就写嘛！”柯岩一边鼓励他，
一边把所有的材料放在贺敬之的桌子上。

贺敬之得到柯岩的鼓励后，伏案而写，写了

几段后，感觉没有把握，就念给柯岩听。柯岩听
了以后说：“太好了，比我写的那几首都好，而且
不是好一点半点，是好很多！”柯岩的话，使贺敬
之受到极大的鼓舞。贺敬之被雷锋的事迹所感
染，文思泉涌，他夜不能寐，一鼓作气写下去。

3月上旬，贺敬之完成了《雷锋之歌》的前四
节。每当贺敬之写出几段后，都要念给柯岩听，
柯岩成了他的第一位读者。柯岩听完后，马上
会鼓励他：“好，就这样写下去。”

3月中旬，王震出院了，他要去上海组织青年
到新疆去支边，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约郭、贺、柯
三位诗人一起去上海参加动员。因柯岩要在北
京一些单位作雷锋事迹报告会，郭小川、贺敬之
就跟着王震先到了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在那里
贺敬之写完了《雷锋之歌》的最后两节。王震听
说贺敬之的大作完成了，连忙说：“快，把全诗念
给我听一听。”并吩咐秘书：“从现在开始，发生任
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我要听贺大诗人
给我朗诵《雷锋之歌》。”说完后，把房门一关，一
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贺敬之心情
也很激动，操着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
句、铿锵有力地朗诵起来，当他读到“快摆开你们
新的雁阵呵，把这大写的‘人’字——写向那万里
长空……”时，王震不由自主地一下子从沙发里
蹦了起来，大声叫道“好！好！”全诗朗诵完，王震
意犹未尽，把诗稿要过去，点出他最喜欢的几段，
让贺敬之再朗诵一遍。王震听后，兴高采烈地
说：“好啊，真好！写得很有力量！”

贺敬之在《雷锋之歌》第一节里写到的：“那
红领巾的春苗啊，面对你，顿时长高；那白发的
积雪啊，在默想中，顷刻消溶……”后一句艺术
形象就来自王震，说明全国人民从少年到老年，
都从雷锋身上受到教育和感动。

王震在上海给青年们作了热情洋溢的报
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新疆旖旎的风光、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建设兵团的工作情况，回答了青
年们的提问，还提到了有三位诗人作家要和我
们一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工作生活。郭小
川和贺敬之被复旦大学请去给师生们作报告，
郭小川朗诵了他的诗《向困难进军》，贺敬之则
激情澎湃地朗诵了他的新作《雷锋之歌》。贺敬
之的朗诵一次又一次地被师生们的热烈掌声所
打断。当时，复旦大学掀起了《雷锋之歌》热潮，
校园的广播里天天播放诗朗诵《雷锋之歌》，师
生们也争相阅读《雷锋之歌》。

不衰的《雷锋之歌》
永恒的雷锋精神

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于1963年 3月底完
成，这一首长达1200多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共
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抒写生长在中国的骄
傲、幸福、光荣的感情；第二部分，描写雷锋出现
之后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讴歌雷锋的同时，
提出人应该怎样生活，路应该如何走；第四、五
部分，主要描写雷锋光辉伟大的思想、精神、风
格、人品，回答了第三部分所提的问题；第六部
分，抒写雷锋精神的影响。诗人在纵情讴歌雷
锋精神的同时，把中国悲壮的历史、社会的现实
和光辉的未来联系起来，描绘了一幅生动感人
的艺术形象，开拓出寥廓的意境，表现出一个庄
严的主题。
《雷锋之歌》发表在1963年4月11日的《中国

青年报》上。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出版了单行
本。这首诗迅速在神州大地流传开来，风靡全国。
《雷锋之歌》歌颂了雷锋短暂而又伟大的一

生，把雷锋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之间，
揭示出学习雷锋的重大意义。诗歌气势磅礴，熔
议论与抒情于一炉，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新时代呼
唤雷锋精神，《雷锋之歌》诠释了雷锋精神，至今
读起来，仍然令人荡气回肠、心潮澎湃，成为亿
万人行动的标杆。正像诗中所说：“你一座高
峰，我们跟上去：十座高峰，百座高峰！——千
条山脉啊，万道长城！”

1963年，郭小川（后）与贺敬之（前左一）、柯岩在杭州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