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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传播并同工人运动结合。1921 年 7 月，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2 年 7 月，中共
二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对各地党
组织提出发展党员的条件要求。在建党初
期，湖南省慈利县、桑植县、大庸县 （今
张家界市永定区） 少数异地求学的进步青
年，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向家乡
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25 年 1 月，中
共四大指出：“扩大党的数量。”1926 年 7
月，党中央召开的四届三次执委会扩大会
议强调，各地加强党的组织工作。根据中
共中央文件的精神，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
会派遣一批建党早期共产党员在慈利县、
桑植县、大庸县的境内建立早期中共地方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一、慈利县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1925 年 8 月，慈利县三官寺人袁任远
在长沙市经刘子京、邹文辉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张家界市境内早期共产党员
之一。1926 年 7 月，袁任远、张一鸣受中
共湖南区委派遣，来到慈利县深入群众宣
传政治形势，开展联络活动。9 月，中共
湖南区委负责人易礼容派遣邹文辉以国民
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慈利
县秘密物色建党对象，开展建党工作。密
报中共湖南区委批准，吸收张一鸣和温燮
理为中共党员。1926 年 10 月，根据中共
湖南区委的指示，邹文辉与袁任远等共产
党员成立中共慈利特别支部，邹文辉担任
书记。早期支部只有党员袁任远、张一鸣
和温燮理等 4 人。至 1926 年底，发展朱子
章、莫祖绅 2 名新党员。中共慈利特别支
部是慈利县第一个党组织，也是张家界市
境内最早的基层党组织。

中共慈利特别支部成立以后，在中共
湖南区委领导和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
指导下，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发展，吸收
党员 30 多人。1927 年春，中共湖南区委
批准熊特龄代理中共慈利特别支部书记，
基层党组织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
期，在慈利县城建立 4 个基层党支部，发
展党员数百人。由于党员人数增多以及革
命形势发展需要，经中共湖南区委批准，
于 1927 年 3 月在县城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
慈利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十多
名党员代表，选举成立中共慈利县委员
会，邹文辉担任县委书记，委员有邹文
辉、熊特龄、袁任远、温燮理、刘子京和
杨文灏等 7 人，标志慈利县级党组织正式
成立。中共慈利县委建立以后，加强了集
体领导，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
和农民协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

二、桑植县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1926 年 10 月，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
代表大会决定，在农民中发展党员。1926
年底，受中共湖南区委派遣，在常德省立
二师读书的早期共产党员朱嗣堂、团员彭
玉珊等人组织“旅常学友会”宣传队，来到

桑植县开展宣传活动。通过集会、演讲等
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建
党主张。宣传地点在县城、利福塔、瑞塔
铺、空壳树等地。通过多次宣传，为建立
中共桑植特别支部奠定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7 年 春 ， 遵 照 中 共 湖 南 区 委 关 于
“加强党的组织发展”的指示，中共常德
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共产党员谢泽智，以
国民党驻常德湘西党务办公厅农运特派员
和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党务特派员的
身份来到桑植县，组建国民党桑植县党
部，并且秘密筹建桑植中共地方组织。他
在发展国民党员组建桑植县党部之时，物
色 对 象 以 后 秘 密 发 展 了 几 个 共 产 党 员 。
1927 年 4 月，在桑植县城东正街组建中共
桑植县特别支部，书记为谢泽智，委员是
朱嗣堂、谷及峰。中共桑植县特别支部隶
属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中共桑
植特别支部，是桑植县第一个中共基层组
织。虽然成立不久，因“马日事变”而遭
到破坏，但它在不长的时间内，领导建立
农民协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在桑植县
人民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

1928 年 3 月，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周
逸群和贺龙等人召开扩大会议，组建中共
桑植县委员会，李良耀担任书记。

三、大庸县早期党组织的建立

1933 年春季，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派
遣彭正禄前来大庸县高（矮）桥，与中共党
员朱某某等人取得联系，建立大庸县高桥
联络点党支部，彭正禄担任书记，开展党的
地下活动，发展联络员张寿清为中共预备
党员，要他单线联系，为桑植县和永顺县
地下党组织转送信件。1933 年冬季，大庸
县高桥联络点被敌人发觉后，张寿清和张
正朋投奔红三军。

1934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将士占
领永顺县城，接着向大庸县进军。11 月 24
日，红军主力与预先秘密潜入大庸县城的
侦察人员里应外合，歼灭保安团团长朱际
凯所属一个营，攻占大庸县城。25 日，红
二、六军团召开军政委员会，中共湘鄂川
黔边区省委书记任弼时宣布成立中共大庸
县委员会，任命刘诚达为县委书记。不
久，又成立大庸中心县委，任命刘亚球为
大庸中心县委书记，办公地点设在大庸县
城永定镇文昌阁新新商店。县委从红军中
抽调政工人员，派往各区担任区委书记，
副书记则由地方干部担任。

中共大庸县委成立以后，着手建立基
层 党 组 织 ， 发 挥 其 作 用 。 1934 年 12 月 ，
中共大庸县委组建中共河市区委员会、中
共郑家坪区委员会、中共天崇区委员会、
中 共 溪 口 区 委 员 会 。 在 1934 年 12 月 至
1935 年 3 月，中共大庸县委发展党员 100
多名。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让党员们凝聚
起来，形成战斗堡垒。地方党组织陆续建
立，开启星星之火，形成革命燎原之势。
1935 年 3 月，红二、六军团将士撤离大庸
县城，中共大庸县委活动结束。

张家界市境内
早期党的组织建立

□ 向紫薇

琴棋书画，游山玩水，种种文人雅趣，大多
是以修身养性、消闲怡情为目的。书法的修身养
性，主要着眼于性情的陶冶，但也有保养身体、
延年益寿的含义。

严复曾说：“临帖作书，可代体操。”书法看
似容易，其实需要手、眼、心、气相配合，腕、
臂、肩乃至全身协调，运笔过程中的疾徐、轻重、
顿挫、提按、连断、转折、行留，都极富节奏感，何况
还要讲究力度，还有审美的快乐情绪加入，因此提
笔作书，是一种愉悦身心的“运动”。

书法与气功颇有相通之处，都具有既简单又
玄妙的特点。书法和气功，需要凝神运气，进入
虚静的状态。不论先前情绪如何，运笔时须心无
旁骛，凝神于笔端，若不能将自己从迫于事、拘
于时、屈于势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没有一点超脱
俗界的心情，恐怕是没有耐心练好书法，更别提
登堂入室了。

一个人处于激怒或内心焦躁不安时，心手相
抵，是无法写好字的。当然，若将注意力转移到
书法本身，一拿起笔便忘却一切，就有可能将情

感升华为艺术的动力，从笔端将心头之种种情感
宣泄出来。颜真卿写《祭侄文》，心情十分悲愤，但
他很成功地实现了情感的转移，把满腔悲愤化作
了一手好书，声情并茂，血泪交迸。这与他酷爱书
法，养成一提笔就凝神于笔端的习惯有关。

一般说来，文人于书法，都是闲散时对生活艺
术化的追求。书法艺术，就是闲时的自我欣赏，朋
友互相欣赏，跨越时空欣赏前贤的审美活动，通过
这种活动，给生活添上艺术的趣味，使闲暇生活
变得充实美好。况且在挥毫运笔的过程本身，既
宣泄了情感，又得到审美快感，身心双修。

宗白华先生用一种相当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心
态、心境与书法的关系：“晋人风神潇洒，不滞
于物，这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
他们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纯
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下笔时点画自
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
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确实，在行云流水般
的行草中，能让人感受到晋人冲虚恬淡、洒脱自
如的风韵。篆、隶、行、草、楷各种书体，王、

颜、柳、欧、赵不同风格，都蕴含着不同的人生
体验和人生追求。古人认为书品与人品关系密
切，人正书才正，人刚健，书便不会柔媚；人脱
俗，书才清逸。因此，追求什么样的书风，便会有
意识地把这种书风所观照的人伦道德品质作为自
己人格修养的目标，养身的同时也在进行修身。

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清逸，这是庄子的境界，
是一种精神自由无所羁绊的人与自然相融、与道
相合的境界。行书排名第一的是王羲之清淡疏散
的 《兰亭序》，要达到这种怡然淡泊、物我浑一
的境界，就要求能将功名得失种种世俗杂念看
淡，作书时更要忘却这些尘念，所以，真正的书
法家无不将淡于世事作为修养目标，哪怕许多人
实际并不能完全做到。

书法艺术作用于身心，可以使人体内阴阳二
气平衡气脉通畅，同时使人心胸开阔性情平和。
古往今来，大多数书法大家都很长寿，性情亦以
率真、平和、散淡的居多，可见书法修身养性之
功效。

书法与延年
□ 江 舟

最近对湖藕汤大发幽情，隔三差五就
得炖上一锅来饕餮，否则就觉得食不甘
味。

我 对 自 己 这 种 魔 怔 似 的 着 迷 进 行 了
“深入灵魂”的剖析，觉得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最近通过自学，掌握了脆藕和粉
藕 的 区 别 ， 到 菜 市 场 一 番 “ 望 闻 问 切 ”
后，总能将上好的粉藕带回家，那种将学
问运用到实践的过程是令人愉悦的，所以
下班后，总有一股到菜市场去“一显身
手”的冲动。前段时间看新闻，无意间看
到 《湖北日报》 的一则报道，称“一个湖
北人，在他冬季喝汤的生涯中，大约只有
10％的概率才能喝到纯正的、粉红的、粉
烂 的 藕 汤 ！” 而 我 ， 一 个 长 沙 的 厨 房 小
白，无意间学会了辨别粉藕，就能隔三差
五地喝上粉嫩甜津、藕丝绵长、藕香浓郁
的湖藕汤，能不三天两头嘚瑟？

二是家里购置了一个容量适中的电砂
锅，俗话说好马配好鞍，有了好食材，又
有了好器具，再烂的“厨师”也敢亲自上
阵。所以，只要哪天想喝汤了，等午休过
后，取上好的肋骨剁成段，再放上一到两
根筒子骨，想吃肉，还可以砍个猪蹄子，将
这些“灵魂搭档”焯水洗去浮沫后，用陶瓷
刀（我觉得其它的刀含铁，切了湖藕后，炖
出的汤容易发黑）将湖藕去皮，切成大块，
一同装入砂锅，佐料只需生姜即可。先用
大火煮沸，然后转中火煮半小时，再转文火
慢熬，接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安心地去上班
了。三个小时后下班回家，汤早就煨好了，
满屋的藕香肉香，撒上盐和翠绿的小葱花，
喝上一碗，真的是神清气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到
了喝汤的季节，顺时而食才是真正的养生

之道，因此，天寒地冻、冷风呼啸的冬天，用
热汤美食来对抗寒冷，最是治愈。

记得 2008 年冬天，我刚到岳阳工作不
久，湖风特别大，天气非常冷，我租住在
公司附近杨树塘小区的一栋老住宅楼里，
我住三楼，一楼是家老汤馆。经营汤馆的
是对老夫妻，老头瘦高矍铄，老太慈眉善
目，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汤馆前放
着两排圆筒形大土灶，每个灶上放着三个
黑亮的大砂锅，每天清晨路过或傍晚归来，
听见砂锅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闻着
砂锅里散发的诱人香味，总是忍不住要喝
一碗。我最喜欢喝一种叫藕稀饭的汤，那
是用糯米、花生、火腿和粉藕在文火上慢慢
熬出来的汤，甜糯香浓，喝上一碗，又暖
又饱。

后来，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喝汤
的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求索路、东茅岭、
王家河、汴河街、君山区⋯⋯哪里有靓
汤，哪里有美食，就往哪里钻。有一年冬
天，陪某报社的记者去华容采访，回程时
天色已晚，饥寒交迫之际，驾驶员将我们
带到岳阳团湖边的一个农家餐馆内，那晚
吃的什么已记不清了，但餐前那一碗色泽
红润、清香诱人的湖藕汤至今记忆犹新。

前段时间读 《围炉夜话》，立马被序
言里提及的景象所征服，“寒夜围炉，田
家妇子之乐也。顾篝灯坐对，或默默然无
一言，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皆无所谓
乐，不将虚此良夜乎⋯⋯”

是的，漫漫人生旅程里，我们所有人
都是那个风雪夜归人，在这样一个天寒地
冻的夜晚，能有一个热炉可围，能有一碗
热汤下肚，能有几个家人相伴，让周身得
以俱暖，让精神得以皈依，夫复何求？

湖藕汤
□ 刘新昌

看到这个题目，有人会问，不是说蛮横无理
吗，怎么说人横有道理，是不是弄错了？没有
错，蛮横无理，形容态度粗暴，不讲文明；人横
有道理，说的是人即便是再蛮横，也应该讲道
理。鉴于两者的含义容易被混淆，有必要对“人
横有道理”加以阐释。

“人横有道理”是一句俗语，通常后面还会
加 一 句 “ 马 横 有 缰 绳 ”。 这 两 句 话 联 系 在 一 起
说，表达的意思就是不管你是有多么的蛮横，道
理都是一定要讲的，只有讲道理才能够真正的让
人心服口服；一匹马的脾气再暴躁，但只要它被
缰绳约束着，那它也只能够老老实实的。意谓告
诫蛮横不讲理的人：人蛮横有道理管束，马凶暴
有缰绳管束。在人与人交往中，每个人都应该讲
道理。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遇见过
蛮不讲理的人。他们野蛮粗暴不讲道理，抓住一
件事或一句话胡搅蛮缠，甚至还恶语相向脏话连
篇。让人既憎恨又无奈，只好“甘拜下风”，惹不起
躲得起，敬而远之。由此又助长了蛮横无理的嚣
张气焰，逐渐养成了无理搅三分的病态人格，成了
不治之症。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蛮横无理的人往往认识
不到自己的野蛮，总觉得自己有理，都是别人的
不对，自己是完全正确的一方，而且自我鼓励：

“得理我就不饶人。”社会和谐需要大家诚信友
善，遵守道德规范，践行文明公约，严守法纪法
规，这是全体社会成员该共同承担的责任。蛮横
无理的人，常常对他人造成伤害，破坏了社会和
谐，影响了精神文明建设，对自身来说也是有百
害而无一利。

蛮横无理会失尊严。一个人如果野蛮粗暴，
不讲道理，横打横闹，满嘴脏话，动不动就张嘴
骂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不会受
到尊重。父母会斥其为不孝之子，兄弟姐妹、爱
人和孩子都不会待见，毫无亲情可言。自己的家
人如此，其他人更是鄙视、唾弃，不会被当做人
来看。人应该有尊严，这是区别于其它动物最本
质的特征。蛮横无理的人看似嚣张跋扈，不可一
世，表现得很强势，实则为跳梁小丑，被人们打
入另类，遭到的是千夫所指，万人憎恶。醒醒
吧，蛮横无理的人！不知道自己尊严的人，就完
全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人若不尊重别人的尊

严，自己就不可能拥有尊严。
蛮横无理会得寡助。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

交往不可避免，需要相互支持和帮助。蛮横无理
的人不会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试想，有谁会
愿意和不讲道理的人打交道，有谁会愿意帮助无
理取闹的人，躲还躲不及呢！蛮横无理的人内心
是苦闷的，没有知心朋友，遇到烦心事无法倾述
衷肠，排解不快，只能碰到对手大喊大叫，发泄
心中的郁闷。蛮横无理的人是无助的，有了难事
没人愿意帮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到处
碰壁，无可奈何。蛮横无理的人终会成为孤家寡
人。孤独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伤害，因为缺乏了一
些社会活动的参与，很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情
绪，失去自我，降低自信心。一个人长时间地脱
离人群和社会，很容易胡思乱想，根本理不出一
个头绪，结果会无形之中增加心理压力，对一些
事物丧失判断力，做事情缺乏正确的态度，就愈
发会表现得蛮横无理。

蛮横无理会栽跟头。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
任何人都应尊法守法，必须在法律的制约下行
事。有的人脾气暴躁，动起怒来不管不问，“老
子天下第一，谁也惹不起”，不讲道理到了无法
无天的地步。或者因扰乱社会治安被行政拘留；
或者因伤害他人被判处徒刑，终因蛮横无理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

人，不但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每一
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和别人息息相关的。人不
可能没有个性，但又不能不受社会公德的约束。
社会公德，是保证社会稳定和人们和谐相处的重
要基础。不遵守社会公德的人，就是无礼之人；
无礼之人，即是不仁之人。蛮横无理的人，无视
社会公德，损人利己，不顾廉耻；或污言秽语，
伤害他人；或丧尽天良，以身试法。这种人必将
受到道义的谴责，法律的制裁。

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所著的 《论语·颜
渊》 中有一段记述：颜渊请教什么是“仁”。孔子
说：“克服自己的私欲，所作所为符合社会公德就
是‘仁’。哪一天人人都能做到克己复礼，那么天
下会成为仁的世界。这些所作所为都在自己，难
道还要依靠别人来监督吗？”颜渊说：“请问具体的
准则。”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
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讲道理、
重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做

通情达理的人，不做蛮横无理的人。
不要“一根筋，认死理”。有的人太固执，

认为自己的观点对，坚持某种道理或理由，不知
道变通，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他人理论，总
是 觉 得 自 己 在 理 。“ 自 信 ” 过 了 头 ， 态 度 又 不
好，难免成为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说话办事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也不可
能永远在理。人要有自知之明，自己的文化知识
有限，洞察事物的水平有限，处理问题的能力有
限，不可能事事在理，永远是正确的一方。要学
会倾听，善于思考，谦虚谨慎，容得下人，该承
认错误的要诚恳认错，该赔礼道歉的要主动赔礼
道歉，不能大脑一根筋，就是别认错；不能认死
理，就是自己对。否则，早早晚晚会掉入“蛮横
无理”的泥潭，不能自拔，成了一个不讲文明、
影响社会和谐、不受大家欢迎的人。

不要“信错觉，讲歪理”。有些事情看似正
确，但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就站不住脚。有的人
容易激进，看问题不全面，用以偏概全得出的结
论，自认为是言之有理，与他人争执不休，好像
是在讲道理，其实是胡搅蛮缠，稍不冷静还会大
吵大闹成了野蛮的人。人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
进行辩证分析，从中把握是非曲直，纠正自己的
认知，不能歪理邪说，更不能无理取闹。

不要“瞎闹腾，行无理”。人要避免冲突，
就必须讲道理。有的人存心不讲道理，无理搅三
分，故意吵、故意闹、故意骂，甚至故意打，以
此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殊不知，马横有
缰绳，人横有道理。人若不讲道理，道德难容、
法律不容，虽逞一时之能，可能会带来终身的悔
恨。在这里奉劝蛮横无理的人，要加强自身的道
德修养，重仁义，讲友善，守法纪，改掉野蛮习
气，做到懂为人处世的道理，有与人为善的态
度，说话注意场合和分寸，做事知道好坏和本
分，坚持以理服人，行文明之举。

要让蛮横无理的人讲文明、讲道理，还需要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明
礼貌、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积极践行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
德宣传教育，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反对蛮横无
理的邪气，树立良好的新风正气，为社会文明和
谐增添正能量。

人横有道理
□ 刘旭刚

一水一世界 何汝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