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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刘少奇

从李白的诗看千古文人侠客梦

纪念刘少奇诞辰纪念刘少奇诞辰120120周年周年：：
一生与中国工运紧密一生与中国工运紧密相连相连

11月24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
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
勋刘少奇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殚精竭虑、呕
心沥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
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无
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
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他不愿百姓累于国贫家
困，不忍人民生活火热水深，为了人民能够当家
做主、过上好日子而毫无保留地奋斗一生。

他出生在 1898 年的清末中国，那一年
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中
华民族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人
民流离失所、国家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况令人
痛彻心扉。

赴 俄 求 学

刘少奇赴俄学习的8个月，正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自苏俄建立了第一
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家后，西方发达国家的
工人运动也日益高涨，轰轰烈烈。1921年7月
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
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讨论了如何投入实际
的社会斗争。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开展以工
人运动为中心的工作。会议决议中明确指
出：“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
领导工人运动，成立产业工会，强调要加强对
工人运动的领导，党必须派出党员到工会去
做。”中共一大对领导工人运动作了具体的安
排。1921年 8月，为了能够公开领导工人运
动，党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的总机关，并迅速地在各地发展分部。罗章

龙为北京分部主任，阮大时为上海分部主任，
毛泽东是长沙分部主任，林育南是武汉分部
主任，王烬美是济南分部主任，谭平山为广州
分部主任。上海总部还创办起了《劳动周
刊》，后改名为《工人周刊》，用以指导、宣传、
鼓动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亟需党的骨干力
量，第三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陆续从
东方大学学生中抽调人员回国，刘少奇是首
批回国的人员之一。临行前，组织征求他本
人意见，刘少奇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从事工
人运动。从此，刘少奇的革
命生涯就紧紧地和工人运
动联系在一起了。

投 身 工 运

1922 年春，刘少奇结束
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
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
回到了他无时无刻不系念于
心的人民中间。这个年轻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心中有马
列主义的明灯照耀，已不再
彷徨无计，不再迷茫，他已经
跃跃欲试，准备在工人运动
中一显身手。

刘少奇回国后被分配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工
作。刘少奇后来回忆说：“在
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都是
为了学习，我那时也是一
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是张国焘，里面
还有李立三、邓中夏等，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
办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后来又办工人俱
乐部，玩一玩、唱一唱，再去组织工人，鼓动工
人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罢工胜利后，罢工
委员会就变成了工会。”刘少奇在此期间，积
极参加工人斗争的实践。他到上海平民女校
担任理论教员，上海平民女校其实是共产党
以平民教育名义开设的党团活动机关，教师
都是共产党员。李达是校长，陈独秀、邵力
子、陈望道、高语罕都在这里担任过文化教
员，沈雁冰教过英文。刘少奇刚从十月革命
的发源地回来，学员就都想从他那里了解许
多问题。刘少奇将问题集中整理，系统又深
入浅出地向学员讲解。学员从他那里懂得了

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苏维埃共和国是
什么样子、中国革命又该怎么学习苏联等等
道理。彬彬有礼又笑容可掬的刘少奇和学
员打成一片，还引导一些进步学员加入共产
党，获得了工人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刘少奇
还应邀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给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做理
论辅导讲座，结合自己的体会讲解宣传唯物
辩证法、阶级斗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重
要的马列主义基本观点，把深刻的革命理论
讲解得通俗易懂，研究会学员马列主义水平

迅速提高，刘少奇也成了党内的马列主义理
论新秀。刘少奇还常常会换上工装深入到
工厂，指导工人运动，宣传鼓动工人为争取
自身权利而斗争。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
建的斗争任务和建立民族联合战线的斗争策
略，对党的中心工作的工人运动提出了具体
要求。为了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央
决定派出得力干部指导各地的工作。

刘少奇参与了中共二大许多具体的会务
工作。刘少奇说，每天的每一件工作都能让
自己增长才干。刘少奇的这种学习态度对他
后来的革命生涯大有益处。无论是运筹帷幄
的策划，还是帅旗高张的指挥，乃至具体细微

的工作，他都能调处有方，得心应手。英才
有先天的禀赋也必得有后天的磨砺，才能脱
颖而出。刘少奇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知识和
智慧，从革命理论和实践中获得力量和方
向，从朦胧到自觉，从自发到自为，24岁的刘
少奇已经蓄势待发。他立下誓言：“要让中
国的工人阶级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力量，像
苏俄那样当家作主。”

伟 人 初 见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湖南把工运搞得有
声有色，发展形势很好。于是，中央决定派劳
动组合书记部的刘少奇到湖南，参加中共湘
区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让星星之火尽快成为
燎原之势。

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长沙小吴门外
的清水塘。小平房外有一个池塘，几棵柳树，
还有成片的菜园，幽雅而安静，中共湘区委员
会就设在这里。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
一师范国文教员，真实身份则是中共湘区区委
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刘少奇从上海一到长沙就找到了清水
塘。他非常渴望见到久闻其名的毛泽东。早
在“五四”运动时，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发起湖南
省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和开展驱
张运动，刘少奇就知道了毛泽东的大名，以后
刘少奇又常读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
南》，他很欣赏毛泽东
精辟的见解和犀利的
文风，在上海的劳动
组合书记部，刘少奇
也经常听到领导对毛
泽东工作的肯定，所
以一直心存景仰。

而毛泽东对这位
离自己家乡近在咫尺
的青年才俊也早有所
闻。对刘少奇进北京、
去保定、到上海、赴苏
俄的经历不仅了解，
而且对他的少年爱
国、追求真理的执着
与经历也十分钦佩。

两位中国革命史
上的伟人在长沙清水
塘相聚了。这是历史

的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在这间普通的房
子里，两个高大的身躯站在一起。一个略显
单薄，一个体格魁梧。两双大手紧紧相握，深
邃而热情的目光久久凝视，感受着对方的真
诚与力量。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刘少
奇出生在宁乡县炭子冲，两地相隔不足50里，
两人又都在长沙上过学，却一直无缘相聚。
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任务让他们携
起手来，并肩战斗，直至风风雨雨数十载。

在这里，他们多次促膝谈心，也有各执己
见的争论。他们谈自己求知奋斗的经历，谈
对湖南革命形势的见解，谈中国革命的方向
与策略……交谈最多的是湖南工人运动的发
展态势和指导方针、计划。刘少奇在这里也
见到了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等湖南
早期的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的
到来，不仅为中共湘区带来了他在苏俄的所
闻所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增添了新生力量，
增添了蓬勃朝气，也为忙得席不暇暖的毛泽
东增添了得力的助手。

毛泽东与刘少奇会见之际，正是湖南工
人运动开展得方兴未艾之时。刘少奇正值朝
气蓬勃，热情奔放的年龄，他为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起草了《劳动法案》；深入湖南各工团
联合会，代表工人与赵恒惕进行斗争；与郭亮
配合，指导粤汉铁路工人
罢工斗争。 □钟恭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出版了《劳动周刊》《工人周刊》。

往 事

中共一大会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法租界举行。

说起中国最著名的文人，估计很多
人会脱口而出：李白。这位生活在一千
多年前的诗人，“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
唐”（余光中诗），犹如历史长河里最璀
璨的星辰，永远照耀着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在我们的印象里，他天赋异禀洒脱
不凡，犹如一位笑傲江湖的超级侠客。
李白的人侠义、诗侠气，以诗为剑，“不
屈己，不干人”，用一身磊落风骨，传递
着中国千古文人侠客梦。

“侠客李白”：
武功高强还是文学高妙？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
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
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
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
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
挥金槌，邯郸先震惊……”这首流芳千
古的《侠客行》让无数人悠然神往，荡气
回肠。金庸就从这首诗里得到启发，写
出了小说《侠客行》，而且，将一门武功
绝学隐藏在这首诗里。

写出这样诗的人，很难相信他只
是一个凭空想象的文弱文人。很多人
都关心一个问题：李白，他到底会不会
武功呢？

答案是：会。但武功有没有这么厉
害呢？那就不一定了。

我们先来看他的自述——“闲骑骏
马猎，一射两虎穿。”（《赠宣城宇文太守
兼呈崔侍御》）。一箭双雕都让人叹为
观止，李白的一箭双虎真是骇人听闻。
这老虎又不是纸糊的，如何能一箭射穿
两虎呢？武松作为一名资深武夫，还只
能打一只虎呢。所以，此处，应该是李
白用了文学夸张的手法。

李白“喜纵横术，击剑”
原来从小是练过剑的

再来看他的另一首诗：“风流少年

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
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
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
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
（《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这说的是什么呢？意思
是：李白少年时喜欢佩
剑，逛到长安五陵的时候
却被那些斗鸡之徒包围
了，他们叫骂不停，准备
群殴李白。

这首诗曾被人考证
说李白是个斗鸡的古惑
仔，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我们来解读一下这首诗，
很明显，这几句传递了这

样的信息：李白佩剑，而且喜欢佩剑；李
白得罪了古惑仔；古惑仔们吆喝了很多
人来准备动手。如果是一个弱不禁风
的文人，古惑仔们还需要吆三喝四拉帮
结伙来企图围殴吗？一个人随便抬抬
胳膊就把他撂倒了。所以，李白的剑并
不是虚张声势的，他起码具有和佩剑相
得益彰的“武功”气质，这样才会让对方
不敢小觑，继而招来很多人对付他。

那么，李白是不是就如自己在《侠
客行》里写的那样，以一当百，事了拂衣
去，深藏身与名呢？他很想是，我们也
很想是，但事实毕竟不是武侠天马行
空。真实的情况是：李白当时也很紧
张，是朋友冲进来解了围。“君开万丛
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
门厄。”李白正在“煎熬”之际，是朋友陆
调冲入包围圈喝住了那些人，又紧急报
告给御史台，这才把李白救了。

再来看看别人的记载：《新唐书》说
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也就是说，李白
从小是练过剑的，但武功显然没有达到

“会当凌绝顶”的地步。更像是我们现
在的小孩儿，从小练个跆拳道、击剑之
类的，对付几个人没问题，人多了，还是
要靠御史台来解决。

君子佩剑，是身份也是时尚
李白喜欢佩剑，但佩剑并不代表着

持有“凶器”。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佩
剑首先是一种身份象征，和佩玉一样
是种礼仪，到了汉代，佩剑就成为时尚，
《后汉书·舆服志》描述：“自天子以至百
官，无不佩剑”。而到唐代，佛教道教的
盛行，流传着很多神仙鬼怪的传说，民
间普遍认为佩戴宝剑可以镇邪驱凶，所
以就算普通出身的人家也会佩戴宝剑，
以求祛病避灾。前面说过，少年李白确
实练过剑术，他在《与韩荆州书》里这么
说过：“自幼好任侠，有四方之志，年十
五而修剑术。”那么，他是正儿八经拜过

师学过艺，还是只上过课外兴趣班呢？
答案是：他确实拜过师，而且师从

的还是一代名师。他师父裴旻是大唐
第一剑客。画家吴道子因见裴旻剑
舞，“出没神怪既毕，乃‘挥毫益进’”。
《太平广记》记载裴旻“掷剑入云，高数
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
剑透室而入”。被抛起数十丈高的剑，
竟然能用手持的剑鞘接住，使其直入
鞘中，真是剑技绝招。当时，几千名围
观者为之震惊。吴道子也被深深震
撼，如有神助，挥毫图壁，很快画就一
幅“为天下之壮观”的壁画。

裴旻的剑术天下无双，李白非常
仰慕，“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尝投书
曰：‘如白愿出将军门下。’”（《翰林学
士李公墓碑》）拜于其门下。拜了名
师，说明有了童子功，不是自学的三脚
猫，但名师高明并不意味着徒弟也一
定就高明，要不然孔子门下三千弟子，
怎么贤人就只有七十二个呢？毕竟，
让李白爆得大名的还是斐然的文采和
不俗的个性，他的剑术有多高明，大多
还是出于写作上的文学手法。而粉丝
带着偶像滤镜，不能作为史料来证明，
比如他的粉丝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
说道，李白曾“手刃数人”。手刃数人
而无罪还自由写诗，怎么可能公然藐
视大唐法律而逍遥呢？

以笔为剑，挥洒自如
“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

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
综上所述，李白应该是“诗人里剑

术第一，剑士里文采第一”的人。他之
所以给人留下侠客的印象，主要还是
来自于他洒脱不羁的人格魅力和浑然
天成的文学才华，他以笔为剑，挥洒自
如，千百年来鲜有人能与他比肩，“三
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起
舞莲花剑，行歌明月弓。”“万里横戈探
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将军自起舞
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
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这些动
人心魄的诗句在中国文学史里永远闪
烁着光芒，也引得无数人对李白的剑
术充满了遐想。但从他充满侠客精神
的诗里就推测出他是个武林高手，这
恐怕只是一场诗意的误会。

李白的诗有刀光剑影，有英雄侠
气，并不代表说他自己就是武林的一
代宗师。他的诗寄托的正是中国千
古文人共同的梦想——仗剑走天涯、
除暴安良，拔剑而起，建功立业。说
到底，是心济苍生，为国为家，而这正
是侠者的真正含义。

□孙珺

在中世纪，欧洲人将北方日耳曼吃肉、喝奶的饮食
文化同种植谷物、橄榄及酿造葡萄酒的南方农耕饮食
文化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一种新的饮食文化。

一

在中世纪，随着农业生产的改善和养殖业的发展，
欧洲人已能接触到远远多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本土作
物、禽畜和水产品，异域的作物、水果和香料也被阿拉
伯人带到地中海市场。据西方学者研究，中世纪的欧
洲已有12类近100种食材。

在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饮食有所不同。其中，农
民以素食为主。在不列颠，他们吃大麦、燕麦做的面
包，某些水果、蔬菜以及黄油和奶酪，偶尔吃一点肉和
蛋。在主粮匮乏的情况下，豌豆、洋葱或韭菜做的炖菜
再加点调味品，便可凑合一顿。而上层社会的人们享用
的食物则更为丰富、精致。例如，朗格兰的《农夫皮尔
斯》一书中提到的约曼农已能吃上熏肋条、鸡蛋、奶
酪、黄油、牛奶、奶油、洋葱、大蒜，并喝麦芽酒。贵
族、高级教士的菜单中出现了阉鸡、仔鸡、牛犊、鹿、
鲑鱼、鲟鱼和昂贵的葡萄酒等。对此，有医书
如此解释：体力劳动者和闲适阶层有着截然不
同的饮食要求。为保持健康，农民只需吃廉价
的粗粮；精细、稀有和昂贵的食物则是讲究的
富人的理想食品。

食物烹煮的方式也因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
而明显不同。对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方法是
使用一堆柴火。当人们有了自己的屋子，火塘会
安放在屋子中央，用以取暖、照明和烹煮。如果
墙壁是石头砌成的，火塘会靠在一面墙上。烹
煮的装备通常是陶罐或铁锅，煮和炖是最经济
的方式。下层阶级的饭食主要是浓汤或炖菜，
普通人家想要制作面包比较困难。在中世纪的
乡村和城镇，烤箱数量极少，只有面包师和富有
的家庭才可以拥有。作为烤箱的替代，一些家
庭会将陶罐密封后埋在炭火里，或使用简易烤
炉。在富有之家，烹煮设施会好得多，食物的
烹制由一名或多名厨师在一群帮手的协助下
完成，食物也更精致。

二

受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各地饮食
有着自己的特点。在不列颠，素菜菜肴相当丰富，蔬
菜沙拉颇为流行；小麦淀粉和大米淀粉被用来做增稠
剂；麦芽酒是村民、城市中产阶级，甚至绅士的最爱。
贵族和绅士的饮食具有“融式”菜肴的特点，既吸收法
兰西、意大利及阿拉伯的食材和烹饪方法，又保留本

地特色。在法兰西，面包是所有阶级的主食，也用作
菜肴增稠剂；在烹饪中，本地食材颇受重视，胡椒逐渐
为西非海岸的“天堂椒”所取代；厨师们擅长做肉、鱼
菜肴，尤其是浓汤、肉汤、烤肉以及搭配酱料。在西班
牙的饮食文化中，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及阿拉伯
人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在犹太人被迫皈依基督教
时，西班牙菜肴中的融合特色更加明显。意大利有着
欧洲最为丰富、多样和精致的菜肴。意大利南方多吃
面食、鱼和蔬菜，北部多吃肉。意大利烹饪还吸纳了
一些典型的阿拉伯菜肴，如“石榴汁拌鸡”和“柠檬
鸡”。在德意志地区，罗马时代的日耳曼人以肉食为
主；10 世纪之后，他们开始转向以谷物为基础的饮
食。在低地地区，荷兰人多吃牛肉、家禽、鱼、鸡蛋、小
麦和黑麦面包，牛奶、黄油、奶酪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荷兰人同德意志人一样，几乎不吃生沙拉。

欧洲各地饮食虽有着自身的特色，但战争、朝圣、展
销会和集市却让人们可以前往异地他乡，体验不同的文
化和美食。其实，人们在食材选用、烹饪方式等方面存
有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上流社会在烹饪中会使用香

料、杏仁、鸡蛋、鸡和猪肉；胡椒、肉桂、生姜和藏红
花等香料最受欢迎，盐和蔗糖也被用作调味品；奶
酪、鱼、面包和葡萄酒是厨房中的主要原料等。

三

在中世纪，欧洲人一天通常吃两餐：晌午前
后的正餐和傍晚时分的晚餐。按照本笃会修道
院的规定，正餐和晚餐都必须在白天进行。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早餐没有得到官方认可，道
德家们对此也多有责难。不过，农民和工匠因
拂晓就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不吃东西很难支撑
到中午，早餐在他们当中很盛行。除一日三餐
外，劳作的人们几乎不会加餐，为此，他们会从
雇主那里得到一点补贴。

日常用餐逐渐被看成是社交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礼貌、整洁和节制是用餐礼仪书籍中多
加阐述的美德。人们相信，一个人的举止是其内
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在公开场合，一个人的理想
状态是始终优雅得体，遵守相应的礼仪。只顾自
己大快朵颐而不管他人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人
们希望用餐者能将最好的食物留给他人。此外，

用餐者还需遵守如下一些礼仪：不向食物、饮品吹气；
享用食物时不发出声音；不提供或接受吃过一半的食
物；不将嘴中的食物碎屑吹或吐到桌上；不在距邻座就
餐者脸太近的地方打嗝；不用桌布擤鼻涕；用餐时应坐
姿端正，不长伸着腿，不后靠，不将胳膊肘放在桌上或
用双手托着脑袋，不用手挠头；用餐时始终保持安静并
有礼貌，不盯着周围的人看，不大声说笑，或窃窃私语。

总之，中世纪欧洲的饮食文化具有明显的等级
结构。农民因资源有限，主要的烹饪设施是放置在
一堆火上的炖锅，汤和炖菜是家常便饭。社会地位
越高，厨房的设备越复杂，厨工越专业，菜肴越多样
化。政治权力结构会在餐桌上得到体现，餐桌上的
座位及对就餐礼仪的掌握，将富人和穷人区别开
来。同时，欧洲人也乐于接受新的食材和烹饪方法，
并不断对它们加以改造，以适应个人的口味。后来，
在阿拉伯人对欧洲饮食和烹饪影响减弱之际，哥伦
布开始寻找香料，并发现了新大陆。他所倡导的动
植物双向交流规模之大，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哥伦布
大交换”。随着新的食材和烹饪技术更多地传入，欧
洲饮食的国际化特色更加明显。 □付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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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