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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

中说：“例如未开化的民族，最初都有文身的

习惯，有人说，文身是一种图腾的标记，有人

说，文身是纯为装饰。然即前说可信，亦必兼

合装饰的动机。文身之法，或在身体各部涂

上颜色，或先用针刺，然后用色。”

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文身的两种功能，“图

腾的标记”和“纯为装饰”，也许符合世界上绝

大多数“未开化的民族”的行为，但是却不符

合古代中国文身的目的。

《礼记·王制》中论四夷居处言语衣服饮

食不同之事：“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

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

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

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火食，吃熟食；

雕题，以丹青雕刻其额；交趾，两足相向内交；

粒食，以谷物为食。由此可见，东夷和南蛮都

有文身的习俗。

唐代学者孔颖达注解说：“按《汉书·地理

志》文，越俗断发文身，以辟蛟龙之害，故刻其

肌，以丹青涅之。以东方南方皆近于海，故俱

文身。”“涅”的意思是以黑色涂物，染黑。《左

传·哀公七年》载，周太王有三个儿子：太伯、

仲雍、季历。周太王最喜欢幼子季历，于是太

伯和仲雍就主动避位，从渭水之滨来到东南

沿海一带，因为经常要下海，所以“断发文身，

裸以为饰”，避蛟龙之害。

《汉书·地理志》则认为夏代第六任国君

少康的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

之害”。东汉学者应劭注解说：“常在水中，故

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

龙子乃龙王之子，由此记载可知龙子的惯常

装扮就是“断发文身”，人们模仿龙子，蛟龙就

不会在水中伤害他们了。

这就是古代中国人最初“文身”的原因，

既不是“图腾的标记”，也不是“纯为装饰”，而

是为了适应东南沿海生活的需要，以避蛟龙

之害才发展出来的习俗。

唐顺宗永贞年间，柳宗元因参与革新

运动失败而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

史，赴任时还没走完一半路程，又被贬为永

州（今湖南永州）司马。他的朋友刘禹锡也

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

德）任司马。二人同病相怜，时常写信相互

鼓励。

元和十年（815），按照旧例，柳宗元被移

作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而刘禹锡则要远

赴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任命的诏书下

达，柳宗元对身边的亲人说：“刘禹锡有老母，

年龄已大，如今他要到蛮方远郡去做刺史，在

西南绝域的地方，来回有上万里的路程，哪能

让他和老母一起去。如果母亲不去，母子各

在一方，这便成为永别。我和禹锡是好朋友，

我哪能忍心看他们母子这样呢？”于是他起草

奏章，说明情由，请求和刘禹锡对调，把柳州

授给刘禹锡，自己却到播州上任。

柳宗元的这番举动感动了朝中许多大

臣，宰相裴度也站出来说话，皇帝最终改派

刘禹锡到条件更好一点的连州（今广东连

州）赴任。这件事《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

收录，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无独有偶，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狄仁杰

身上。

狄仁杰曾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法曹参

军，有一年，上级要派与他同一知府的参军

郑崇质出使边远之地。狄仁杰知道郑崇质

有一个老母亲，体弱多病，需要人照顾。狄

仁杰自己就是个孝子，他在赴任途中，曾经

登上太行山，回头远望河阳（今河南洛阳），

见白云孤飞，不禁潸然泪下，对左右说：“吾

亲所居，在此云下。”我的父母亲就住在它的

下面啊。狄仁杰伫立眺望了很久，直到白云

飘走才离开。

狄仁杰想，郑崇质此时也一定非常难

过，就对他说：“你家老母有病，而你却要远

行，怎么能让老人家时刻忧思万里之外的儿

子呢！”于是，他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

郑崇质去出使。蔺仁基听了，感叹不已。当

时，他正和司马李孝廉闹意见，现在见到狄

仁杰的所为，主动找到李孝廉说：“我们两个

听说这事难道不羞愧吗？”两人由此和好如

初。此后一提及这件事，蔺仁基都会说：“狄

公贤德，北斗以南，仅此一人而已。”

世上的与人相争，多以自身的利益为

重，而柳宗元和狄仁杰却反其道而行之，他

们推己及人，把别人当成自己，设身处地地

为别人着想。这样的争，浸润着一颗仁爱之

心，让我们的心为之柔软，争出了处世的水

平，争出了做人的境界，这或许才是他们至

今还为我们津津乐道的真正原因吧。

争的境界
清风慕竹

语词精奥

历 史 随 笔

“文身”本来是

避蛟龙之害
许晖

毛泽东的劳模情结
陈建新

□ 亲手给劳模发奖状和奖品

1933年5月中旬，在已经进入多雨季节的江西瑞金，一场
1.4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正在武阳
区武阳村紧锣密鼓地举行，这是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农
业工作的大会。而在三四百千米以外的南昌，蒋介石正在刚刚
成立的南昌行营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
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其中，
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

相对于中央苏区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和局势，更糟糕的
是，指挥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已被排斥于党和
红军的军事领导核心之外。但此时的毛泽东更关心的是苏区
的农业生产问题，因为随着国民党军的包围和封锁，苏区11万
红军的给养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只能依靠自己。

1933年春，苏维埃政府为推进苏区的农业生产，保障革命
战争的胜利，决定在苏区开展春耕生产竞赛运动。在这场运动
中，武阳区克服各种困难，一马当先，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引起
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据瑞金当年参加表彰大会的部分老同
志回忆，由于武阳区在备耕中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苏维埃政府
为了总结和推广经验，决定在武阳区召开春耕生产运动代表大
会，表彰先进模范单位，通过树立典型来推动夏耕运动。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总共开了5天。会上，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夏耕生产的动员报告，并将由毛泽东结合武
阳区生产经验起草的《春耕生产运动大纲》发给了到会代表，供
代表们讨论。会议还专门安排了一天的群众大会，号召到会人
员学习武阳区的好经验。在会上，毛泽东代表苏维埃政府将写
有“春耕模范”的奖旗赠给了武阳区和石水乡群众。这是毛泽
东第一次大张旗鼓地表彰劳动先进。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对劳模工作又作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
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卓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此后，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持续，战争消耗逐渐加
大，苏区的青壮年男子，成分好的几乎都去当了红军，后方的生
产任务就落在了妇女肩上。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
动，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
模范代表大会，多地妇女代表参加，部分代表中的犁、耙田能手
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了现场劳动示范表演。担任苏维埃政府
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现场会。老一辈革命家、曾任苏区中
央局妇女部部长的李坚真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毛泽东重视
劳动竞赛、关心劳模的感人细节：毛主席那天穿了一身便衣，脖
子上搭了一条毛巾，裤腿卷得高高的，站在田埂上。他要看看
妇女学犁田、耙田到底行不行。当他看到那些妇女犁、耙田能
手，扶着犁把在水田里操作得很好，学习犁田的妇女劲头也很
高，高兴极了，对大家说：“封建社会有种迷信说法，说妇女犁田
会遭雷公打，现在时代不同了，男女平等，男同志能做到的事
情，你们女同志今天不是也做到了吗？”毛主席讲完话，又亲手
给学犁田、耙田的妇女劳模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
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
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

从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经历了一
年多的苦战。由于王明、李德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
挥，中央苏区在大部分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
长征。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后方军民全力
以赴的生产支援，苏区红军压根就无法支撑一年之久。更关键
的是，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评选、表彰劳模和先进作为我党
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工作方法，被很好地传承下来。从中央苏
区时期起，劳模情结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

□ 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

摆在主席台上

“七七事变”后，时局并没有给刚到陕北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人太多喘息休整的时间，而国共两党的政见分歧也注定了双方
的合作只能停留在表层。这一点，对蒋介石来说，联合抗日是
迫不得已，而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认识更加
清醒：抗日和生存，只能靠自己。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表彰劳动英雄运动，以调动群众
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劳动热情。1938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
政府举办了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展览会的宗旨是，“通
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
生出来”。为了办好展览会，毛泽东亲自带头捐款捐物赞助。
展览会结束后，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毛泽东在奖
状上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边区的劳模运动由此开始。

1939年，党中央及边区仍然承受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毛
泽东为此发出了大生产的号召，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人
民生产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
等，规定对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人和单位给予奖励。

在大生产运动中学习劳动英雄，毛泽东始终是积极的倡导
者和宣传者，他不仅多次接见劳模，为他们题词，还参加劳模表
彰大会，发表讲话，号召向劳模看齐。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
1月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学习劳
模的重要意义。

在 1943 年的陕甘宁边区，劳模们“受到空前未有的尊
重”。11月26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
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十几位特
等劳动英雄的画像摆在了主席台上。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
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给劳模发了优厚的奖金，表扬和奖励
了185名劳动英雄，其中25人获特等奖励，每人奖金3万元（边
币），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
等亲笔题字的奖状。大会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
雄代表大会宣言》。

几天后，党中央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
东、朱德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们，毛泽东专门作了《组织起
来》的讲话。

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延安时期轰轰
烈烈的劳模表彰运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激励作
用，也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渡过了难关。以1943年为
例，根据西北局书记高岗的总结，该年“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
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去年一周只吃一次肉变成
今年一周能吃七次肉。大家也都穿上了新棉衣”。高岗说，“这
是什么人搞的？就是这些劳动英雄们手里拿着锄头、斧头、鞭
子、剪刀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他们，便没有丰衣足食；离开了他
们，就不能生活”，甚至“没有社会”“没有国家”。

□ 定义劳模“有三种长处”

延安时期，毛泽东丰富和提升了劳模的内涵和意义。他之
所以重视劳模表彰，是因为劳模身上不仅具有生产技能和革命
干劲，而且具有忠诚于党、热爱政府的道德情操，在危机四伏、
困难重重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倡导的“劳动光荣”，是党争
取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各种物质奖励，还有毛泽东的接见，各种政治活动的参与，
让劳动英雄，乃至大多数劳动者第一次有了“劳动光荣”的意
识，这一思想转变对劳动者个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激励。新
劳动观带来的不只是各阶层民众对革命的认同，更在根本上实
现了对人思想的提升、精神的提振，使民众认识到由劳动人民
创造一个新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还把劳模当作信息员和宣传员，这为他做出正确
的判断和决定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1943年，毛泽东在陕
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
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
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
‘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
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
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
放和幸福。”

毛泽东把劳模看成是群众中的“诸葛亮”，对他们极其信
赖和尊重，虚心向他们请教。延安时期，有一次关东分区的农
民代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深切的谈话。后来，
毛泽东回想起这件事，还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们学习了很
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
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为了了解农
民开荒、粮食收成和耕作技术等情况，毛泽东给延安劳模郝光
华写信，把他请到杨家岭的家中，仔细询问，晚饭后送他走了
一程又一程。在与劳模十几次、几十次的交谈中，毛泽东了解
生产、询问民情、解决困难、调整政策，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奠定了基础。

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
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劳模下了定义，他说：“你们有三种长处，起
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第二个，骨干作用。你
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
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
能成为干部。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
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
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这是毛泽东对于劳模作用的总结，此
后直至新中国建设时期，他的这种认识都没有改变。

另外，毛泽东认为，通过劳模表彰可以防止党脱离群众，防
止官僚主义滋生蔓延。他赞扬劳模表彰是一个可以帮助干部
联系群众、推进工作的好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
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
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和对待劳模的情义，毛泽东在延安结交
了很多劳模朋友。

杨步浩是延安时期的劳动英雄，1945年春，陕甘宁边区政
府召开“群英会”，杨步浩被评为“甲等农业劳动模范”。杨步浩
过40岁生日时，毛泽东、朱德特意派代表前往祝贺。新中国成
立后，杨步浩三次进京，两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61年

困难时期，毛泽东还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
块布料。这一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
这位老英雄。之后，又把他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家宴款待，同他
长时间交谈，了解延安的变化，感谢延安人民的问候。

□ 与劳模频繁互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具
有凝聚人心、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
活动，愈发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各领域、各行业不断地开展不
同层次的劳模评选，活动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其感召力
和影响力也更加强烈。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
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讲话中
再次对劳模给予了明确定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
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
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这种定位给劳模和以劳
模为榜样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是造就那个时代劳模辈
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大会共有464人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
卓著、声名远播的先进典型。会议期间，代表们受到极高的礼
遇。他们参加了国庆大典观礼；出席了毛泽东主席及其他机关
主办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并与毛主席合影留念；参观了工厂、
农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大会明确规定，劳模表彰作为一
种固定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再
度在北京召开。马永顺、王全禄、王崇伦、张秉贵、赵梦桃、时传
祥、王进喜等劳动英雄，以及华罗庚、钱学森等教授、科学家受
到表彰。此时，劳模工作的中心环节就是总结与传播先进经验
和技术，把他们创造的先进工作法、先进工具、先进技术，以及
先进经验迅速传播给全体劳动者。

据上海退休工人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劳模到
处做报告、教技术。女劳模到哪儿都是先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报
告，教育大家要勤俭节约、学习技术、为国家作贡献之类的；然
后才是教技术，先教几个比较聪明的骨干，骨干再慢慢教大
家。”那时，一些先进生产者的模范事迹和革命精神曾经做到了
家喻户晓和妇孺皆知，使整整一代人受到教育和鼓舞。劳模们
对先进经验和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有力地推动了“一五”计划的
提前完成。

在毛泽东那里，劳模总是受到礼遇。在国庆大典的庄严
时刻，他邀请劳模一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他多次宴请劳模，
把他们奉为座上宾。据公开资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的
劳模，如“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全国著名先进班组——马
恒昌小组和职工民主管理的创始人马恒昌、安徽籍农村杰出
妇女代表龙冬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申纪兰等人都曾13次受
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特意把掏粪
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
请上了天安门。全国植棉能手史来贺9次受到毛泽东的接
见，他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组
织部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而
这也让钱学森认为是人生中最激动的三个时刻之一。80岁
的钱学森读完《史来贺评传》，动情地说：“我现在是劳动人民
的一分子，并且与劳动人民中的优秀分子连在一起了，我能跟
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1964年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出乎人们的意
料，毛泽东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公开的
生日宴会，而生日宴会的主题是招待劳模和科学家。客人是科
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
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都是正在参加第
三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见到劳模，毛泽东高兴地说道：“今天
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有工人，有农民，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
家吃顿饭！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
么工作。”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前毛泽东还给在座
的几位一人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毛泽东对待劳模的态度中，可以
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在他心中的位置，也理解了人民群众为什
么把毛泽东看成自己的亲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群众对
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怀着十分朴素而真挚的情感，许多劳模和先
进代表见到毛泽东无不被一代伟人超凡的领袖风范和令人震
撼的个人魅力所感染。毛泽东的一个握手，一句问候，一句鼓
励的话，哪怕一个场景在劳模那里都会变成强大的精神动力。

全国劳模陈双田，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回到家乡后还
是整天挑粪下农田，他说：“当劳动模范就要带头劳动，不劳动，
还算啥劳动模范。”商业战线上的全国劳动模范张士珍，7次受
到毛主席的接见，她说：“毛主席接见我时，特别嘱咐我们劳模
说要好好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结束语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裔式娟、杨富珍、时传祥、王进喜、
倪志福，到60年代的焦裕禄、邓炎棠、马凤英，这些劳模都诞生
于国家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当时，全国自上而下需要有模范形
象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劳动，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这些深受
毛泽东思想鼓舞，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批劳
模，在全社会树立起了榜样，他们不愧为人民的楷模、社会的中
坚、国家的脊梁、民族的精英。

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把劳模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
的桥梁，因为他们本身既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了解实际情况，能
够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带上来；同时他们在群众中又有很高的威
信，思想觉悟高于普通群众，能够把党的路线和政策传达下
去。在毛泽东的关心下，一批批全国劳模先后走上重要领导岗
位。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来自农业领域的全国劳模陈永贵、来自纺织行业的全国
劳模吴桂贤和铸工出身的天津劳模孙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来自沈阳工商业领域的劳模李素文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

可以说，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方
面，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它的最终落脚点是一切为了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不断阐释、反复强调的群
众路线的核心，也是劳模表彰活动诞生至今始终不变的终极
诉求。
“群英会”“感动中国”“新中国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每

个时代劳模身上所汇聚的人格品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
体现，也是对公民文明素养最为真切的诠释。也正因为一代代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倡导，才使劳模这一称号深入人心，才
使劳模这一群体在社会上享有无上荣光，才使学习劳模成为全
社会永不过时的风尚……

劳模是在我国革命、
建设、改革中涌现出来的
先进模范人物。他们既是
普通劳动者，又是开风气
之先、引时代潮流的社会
精英。毛泽东作为中国共
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
的劳模情结还得从 20 世
纪 30 年代的苏维埃时期
说起。

1957年，毛泽东在安徽视察
工厂时，同炼钢工人亲切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