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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刘伯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

者之一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军事

家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其波在其波

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惜才他一直惜才、、重重

才才，，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党和国家的宝始终把人才看作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贵财富。。

八路军一二九师有一个参议室八路军一二九师有一个参议室，，

那里集中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才那里集中了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实际实际

上是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上是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智囊小智囊小

组组”。”。一天上午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参议室刘伯承来到参议室，，

他颇有预见性地对大家说他颇有预见性地对大家说：“：“打败日本打败日本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看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看来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了了。。可是可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

国国，，却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却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从现在起从现在起，，

我们就要培养和寻找各种专门人才我们就要培养和寻找各种专门人才，，

先把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搞好先把根据地的经济和生产搞好。”。”

参议室的同志们听后连连点头参议室的同志们听后连连点头。。

顺着刘师长的思路顺着刘师长的思路，，一位姓李的参议一位姓李的参议

若有所思地说若有所思地说：“：“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验经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合作社办合作社，，

这样才能发展生产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办合作社是个办合作社是个

好办法好办法。”。”刘伯承思索着说刘伯承思索着说：“：“关键是要关键是要

从农民中培养合作社干部从农民中培养合作社干部，，要有懂农要有懂农

业经济和技术的人业经济和技术的人，，许多事现在就可许多事现在就可

以着手做了以着手做了，，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要广罗人是要广罗人

才才。”。”参议们感叹地说参议们感叹地说：“：“在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

这类人才太缺乏了……这类人才太缺乏了……””

大家一时陷入沉思之中大家一时陷入沉思之中。。几分钟几分钟

静默之后静默之后，，李参议突然一拍脑袋李参议突然一拍脑袋，，高兴高兴

地说地说：“：“有了有了！”！”原来原来，，他想起他在抗日他想起他在抗日

军政大学有一位同学军政大学有一位同学，，过去在大学里过去在大学里

是学经济的是学经济的，，便说便说：“：“我有一个姓程的我有一个姓程的

同学同学，，是懂得经济的内行是懂得经济的内行。”“。”“哦哦，，你怎你怎

么不早说么不早说？”？”刘伯承兴奋地站了起来刘伯承兴奋地站了起来，，

有些急迫地问道有些急迫地问道：“：“你那位同学现在在你那位同学现在在

哪里哪里？”“？”“前几天刚经过太行区前几天刚经过太行区，，分配到分配到

鲁西北去当副排长了鲁西北去当副排长了。”。”

刘伯承又详细问了问情况刘伯承又详细问了问情况，，然后然后

风趣地说风趣地说：“：“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才从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才从我

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溜之大吉了呢们的眼皮子底下给溜之大吉了呢？”？”

参议室的同志们都没有在意这件参议室的同志们都没有在意这件

事事，，以为人已经分配走了以为人已经分配走了，，又只是一个又只是一个

搞经济的搞经济的，，谁会有工夫去操那么多心谁会有工夫去操那么多心

呢呢？？然而然而，，刘伯承却不这样认为刘伯承却不这样认为。。他他

回到师部以后回到师部以后，，马上把作战科长找马上把作战科长找

来来，，说说：“：“你赶快派人把那个姓程的同你赶快派人把那个姓程的同

志请回来志请回来。”。”作战科长有些为难地说作战科长有些为难地说：：

““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人已经走了好几天，，怕不好找到了怕不好找到了

吧吧。”。”刘伯承不容置疑地命令道刘伯承不容置疑地命令道：“：“要要

派人去追派人去追！”“！”“是是。”。”于是于是，，作战科长派作战科长派

出通讯员跟各个工作组联络出通讯员跟各个工作组联络。。当问当问

到第一站时到第一站时，，对方回答说对方回答说：“：“程同志前程同志前

天已经离开这儿天已经离开这儿，，往河北省的涉县去往河北省的涉县去

了了。”。”作战科长立即指示作战科长立即指示：“：“再往涉县再往涉县

去追去追。”。”可是可是，，涉县方面的答复同样地涉县方面的答复同样地

令人失望令人失望：“：“此人昨天已经走了此人昨天已经走了，，请到请到

磁县方面查一下吧磁县方面查一下吧。”。”于是于是，，通讯员又通讯员又

急忙快马加鞭奔向磁县进一步去查急忙快马加鞭奔向磁县进一步去查

找找。。第二站第二站、、第三站第三站、、第四站……一第四站……一

直追到了冀西的铁路边上直追到了冀西的铁路边上，，才找到了才找到了

这位姓程的同志这位姓程的同志。。

几天后几天后，，刘伯承让人通知李参议刘伯承让人通知李参议，，

请他跟那位姓程的同志谈谈话请他跟那位姓程的同志谈谈话。。两位两位

““抗大抗大””老同学见面之后老同学见面之后，，李参议惊奇李参议惊奇

地问地问：“：“你怎么又返回来了你怎么又返回来了？”？”那位姓程那位姓程

的同志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的同志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

了一遍了一遍。。李参议听后李参议听后，，禁不住赞叹地禁不住赞叹地

说说：“：“当年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今天今天，，

刘师长也是广揽人才刘师长也是广揽人才，，追你这个追你这个‘‘韩韩

信信’’呀呀！”！” ■■ 孟红孟红 据据《《北京日报北京日报》》

刘伯承千里追“韩信”

1978年初，北京语言学院的

几位教师经过协商，打算编纂一套

名为《中国文学家词典》的丛书。

当时，作家钱锺书的小传落在了一

位姓武的老师名下。第二天一大

早，武老师便准备上门拜访钱锺

书，以便写出第一手资料。

出发时，武老师是带着一种

极为单一和明确的任务去的，当

时，他手里还攥着一纸事先拟好的

“调查提纲”。按以往的惯例，在寒

暄过后，当事双方一般都会直奔

“主题”。然而这次却成了例外，僵

硬的答问被亲切而随意的叙述所

代替。钱锺书不仅热情地回答了

武老师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还反

复叮嘱他一句话：“（小传）写成后，

一定让我看一看。”

回校以后，武老师便开始了

搜索资料和编写工作。经过反复

修改，武老师拟成一篇千余字的

小稿，最后誊好后寄给了钱锺

书。当时写这篇小传时，武老师

已经尽量做到下笔谨慎，内容平

实有据，同时去掉浮词虚语，最大

限度地写出接近他心目中钱锺书

的风格。

武老师以为，收到钱锺书的

回信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然而

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钱锺书就

将底稿寄了回来。同时，他还托人

带来口信，要武老师和他电话联

系。钱锺书在电话里严肃地对武

老师说道：“必须以我修改过的为

定稿，不容再改，否则，不入词典。”

钱锺书的语气显得异常坚决，没有

一点回旋的余地。

当武老师展读了钱锺书的改

稿后，发现对方删除了3处地方。

最让武老师感到诧异的是，钱锺书

竟然删除了称他为“著名学者”中

的“著名”二字。而以当时钱锺书

的威望和成就，称他为“著名学者”

一点也不为过。然而，钱锺书却严

厉地拒绝了。

求真求实既是钱锺书的处事

风格，也是他一贯的做人风格。

■ 姚秦川 据《人民政协报》

钱锺书的求真求实 季羡林的拳拳之心
2001年夏天，季羡林的亲炙弟子张保

胜到北大朗润园看望季先生。季羡林拿出

《永乐大钟铭文真迹》一函，问张保胜对蓝

扎体梵文有没有兴趣，张保胜看了激动不

已。季羡林遂命令张保胜承担大钟梵文的

解读和诠释任务。张保胜欣然领命，并请

恩师季羡林担任特约顾问。

季羡林慧眼识人，张保胜在梵文的辨

读方面下过工夫，也颇有建树。季羡林相

信他可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解开这座

有近600年历史的佛钟的奥秘。而这座大

钟梵文的解读，对陀罗尼的研究，对弘扬中

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

具有重要意义。

张保胜从解读和考据等不同的八个层

次展开，废寝忘食，孜孜以求，如同沧海觅

粟。季羡林也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

几个月的努力，研究初见成效。2001年11

月19日，天气阴冷，北风呼啸。张保胜在大

钟寺现场讲解梵文陀罗尼，90岁高龄的季

羡林不顾众人劝阻，坚持坐在寒风里，认真

听了两个多小时。那时他已患病，只是不

动声色，在那里硬撑着，12月9日就被送进

301医院。

事后他的亲传子弟梁志刚心疼地对季

羡林说：“就是为张保胜站脚助威，也没有

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多小时呀。”

季羡林回答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

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一句“有必

要”，不仅是对张保胜的鼎力支持，也彰显

了季老对待学问和学生的一颗谦逊而又挚

诚的拳拳之心。

2006年，在张保胜的不懈努力下，在一

些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张保胜的重要专著《永乐大钟梵

字铭文考》一书，季羡林满怀深情，欣然命

笔写序祝贺。 ■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

赵元任是蜚声海内外的语言

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

父”，1924年，与梁启超、王国维、

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

大导师”。赵元任还精通音律和各

种乐器，终身与钢琴为伴，是一位

深谙中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大师。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22岁的赵元任正在美国康奈

尔大学留学，他在日记中写道：“欧

战迫近，何等荒谬！”他满怀愤慨地

创作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发表

在1915年1月出版的《科学》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表达了内心反对战

争、向往和平的美好寄愿。

《和平进行曲》按照西方大小

调和声体系与进行曲风格创作而

成，赵元任在《自传》中曾提及“它

完全属于西洋风格”，是他在中国

钢琴音乐创作萌芽时期的一曲模

仿之作。尽管该曲曲式短小，技巧

简单，但开创了中西方音乐融合的

先河，在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史上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赵元任积极

参与各类音乐活动，曾参加歌剧

《阿依达》的指挥和演出，并陆续创

作了百余首歌曲，风格新颖，音乐

形象鲜明，曲调优美流畅。其中，

与刘半农合作的《教我如何不想

她》，意韵悠长，脍炙人口，穿越时

空，传唱至今，成为音乐院校的教

材和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

《卖布谣》《劳动歌》《织布》等作品，

堪称中西方钢琴音乐创作风格有

机结合的成功范例；《抵抗》《自卫》

《儿童前进曲》《中华，我中华》《看，

醒狮怒吼》等抗战歌曲，慷慨激昂，

催人奋发。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曾由衷地

赞誉道：“像（赵元任）这样一位从

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

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

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

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他的创

作在词曲结合上都有着独特的见

解与成就”，赵元任“是一位能把科

学、语言、艺术与人生融为一体，把

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体现得那么

淋漓尽致的真正大师”。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赵元任作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