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专题·视野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1年6月29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语林指瑕

先看一则将人的名与号相混淆的
实例：

“郑板桥（1693-1765），清代书画
家，文学家。原名郑夑，字克柔，江苏兴
化人。”

这段文字，出自某出版社出版的
《听毛泽东讲史》中关于郑板桥的《听
讲参考》。

郑板桥诗书画三绝，又历经坎坷，故
胸中块垒，常借图章发泄之。其书画所用
之图章屡变，如“乾隆东封书画史”，如“潍
夷长”，如“私心有所不尽鄙陋”，如“七品
官耳”，如“恨不得填满了普饥债”等等，
切地切事，内容却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虽说图章内容屡变，但他从未变过名，就
是姓郑名燮。因之《听讲参考》中所谓的

“原名郑燮”云云，纯属无稽。郑板桥的
“被改名”，只是写此《听讲参考》的人不甚
知道名与字和号有所区别的缘故。

人有名、字、号。现在的人，大多有
“名”无“字”，故而说到别人的名字，通常指名或
姓名。而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官员和知识分
子，则是既有名又有字，有的还有号。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
字：人名之一种，是根据本名涵义另立的别

名。在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后而字之。《仪礼·
士·冠礼》云：“冠而字之，敬甚名也”。“字”往往是

“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故而又
称表字。如西汉司马迁，字子长，“子长”就与

“迁”有联系。
号：人的表字之外，再起的“字”曰“号”，

“号”与“名”不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如李白，姓
李名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如陆游，姓陆名游，
字务观，号放翁；如曹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
雪芹、芹圃、芹溪居士等。

就名、字、号而论，对于某人，尊者长者称其

名，自称也称名，平辈卑辈不能称其名，
只能称其字，号则均可称之，名可单字
可复字，而“字”，通常是复字，如韩愈，
字退之；柳宗元，字子厚。如果称呼中
名与字相连，则是先称字后称名。而万
卷公司和吉人版的《随园诗话》中，对一
些人的名与字糊涂分割而贻笑大方。
譬如卷八之“汪可舟舸自称客吟先生”。

“舸”是名，“可舟”是字，而两书均译作
“汪可字舟舸”。卷十六中“徐朗斋嵩曰
（下略）”，本应是，嵩乃名，朗斋乃字，而
译文却是“徐朗斋（字嵩）”将“郎斋”作
了名，“嵩”作了字。

自称称名或号，是谦称；称人称字，
是尊称，岳飞“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
飞何功之有？’”（《宋史·岳飞传》）陆游
《梅花绝句》其一中句：“何方可化梅千
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但也有例外的。当自己本应受到
尊重的未被尊重时，则自称字而不失自

己身份，民国时期刘文典就是这样。蒋介石于
1927 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后，为立威，遂因
1929年冬安徽大学闹学潮之事大做文章，并亲
到安庆，令安大校长刘文典（字叔雅）向他汇
报。刘文典昂然见蒋，蒋面带怒色，既不起座也
不让座，劈头盖脸地说：“你是刘文典么？”刘不
仅没有称他主席，反而正色曰：“刘叔雅！文典
是父母和诸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

话又回到郑板桥，他并没有什么“原名”和“今
名”，而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贯的姓郑名燮，
字克柔，号板桥，板桥者，乃因其故里就在兴化东
城外板桥之故，就如同陶潜“五柳先生”的号：宅旁
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所以对于人的名、字、
号，辨乎其旨，明乎其义，礼
之用也。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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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是如何讲好“延安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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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多年前烽火连天的抗
战时期，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对外
界来说还是神秘的存在，没有发
声的渠道，有的只是谣言和猜疑
的遮蔽。“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
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
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美国记者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的开
篇这样描述对延安的第一印象。

当时，国民党新一轮的反共
高潮已然展开，敌对势力对共产
党和抗日敌后根据地进行严密
的信息封锁和疯狂的造谣诋
毁。“共匪”“赤匪”“强盗”“暴
徒”是国民党自土地革命以来送
给共产党的“帽子”。在国民党
的“描述”中，“共产党没有和日
本人打过一次仗”，边区“罂粟
花满地”“人民苦惨，生活穷
困”。国际社会对中共存在各种
偏见和错误认知，中国共产党被
严重“污名化”“妖魔化”。如何
向世界展示真实的延安，表明自
己投身抗击法西斯事业的坚定
决心，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
声音，是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
道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共

产党积极抗日的事实，以及通过
种种渠道传播出去的《论持久
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
作，使外界有了更多的积极猜测
和期待。国内外关心抗战大局
的各界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
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想要听听来
自延安的“故事”。

第一个敲开“红色中国”大
门的是斯诺。1936年 6月，他进
入陕甘苏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
的采访。毛泽东与斯诺彻夜长
谈，坦率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
题，甚至破例向他讲述自己的身
世和成长经历。1937 年，斯诺
30 万字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
耀中国》（1938 年中译本更名
《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很快
风行各国。正如斯诺所言：“读
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
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
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受此影
响，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如美国
的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
特朗等先后来到延安，不断向外
界传递中国革命的消息，形成了
西方记者访问“红色中国”的第
一轮高潮。

第二轮高潮则始于 1944年
来到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
团和美军观察组。中外记者西
北参观团来访是延安时期人数
最多的一次集体性访问，记者们
展开了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
最大规模的一次向世界介绍延
安的报道。随后抵达延安的美
军观察组，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
美国政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延安向观察组完全开放，他们可
以到根据地和游击区调研考察，
甚至获准参观八路军总部的作
战研究室。美军的飞机定期飞
往延安，除了为观察组捎去家书
和美国政府的命令，还帮助中国
共产党运送医疗设备、电台零件
等紧俏物资。观察组不断向美
军总部报回有关根据地情况的
备忘录和电报，观察组成员谢伟
思甚至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
份时局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帮助
中国共产党军队。

关于延安的新闻报道在国
统区也广为传播，重庆的外国
记者圈中引爆了一股“延安
热”。外国记者通过各种途径，
向国外发出许多关于“红色中
国”的报道。“与世隔绝”的延
安、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
党、隐蔽却壮阔的敌后抗战，在
他们的笔下逐渐被揭开面纱，客
观、真实地展露在世人面前，为
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架起了一
座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桥梁。正
如参加了西北记者团的美国记
者白修德所言：“驻外记者一回
到华盛顿便会惊讶地发现，他
们每天发回的即使是漫不经心
的报道也会对国会议员和决策
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延安大门的开启，虽有客观
助力的推动，归根结底还是中共
主动作为的结果，既顺应了中外
各界人士对延安的好奇与渴望，

又借势扭转了国际舆论和对外
宣传的被动局面。“延安故事”
的广泛传播，是中共另辟蹊径、
冲破信息封锁的关键一招，体现
了领导人灵活的思路、高超的智
慧和异于常人的勇气。

每逢有客人来，延安总要举
办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会、招待
会，并把最好的窑洞或房间提供
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里，没
有烦琐的礼仪，没有回避与敷
衍，处处洋溢着团结、向上、热
情、奋斗的气氛。

中共对来访的客人不仅以
礼相待，而且全景式开放，要求
各部门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
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
情况，又要准备好解答记者们临
时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每天
都抽出时间，与国际友人认真
交谈，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各项
主张，在他们离开时还亲自送
行。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采
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
促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
和时代》一书。周恩来特别向
负责执行接待任务的延安交际
处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
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
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
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
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
虚作假。”“还要以诚恳、坦白的
精神同记者们交朋友。”这种磊
落、坦荡、开放、自信之姿，让到
访延安的各国人士感觉到家的
温暖和自在，让他们看到了延安
的民意与民心。

事实证明，这种有规划、有
纲领、有机构、有人员、有原则、
也有策略的对外宣传，开辟了中
国革命的新境界，“延安”也逐
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如一轮红
日破晓出东方。 □隋文娟

194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春草

烈炎似火烧，此夏暑难熬。

邀得琼宫扇，清凉君逍遥。

夏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