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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人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文学论稿》写

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原名《文学读本》，屡次再版，是当时较有

影响的文学理论读物。新中国成立初期，修改增订，易名为《文学初

步》，由上海海燕书店再版。至1953年作大幅度修订，改名《文学论

稿》，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多次。这部署名“巴人”的书是中国较早

出现的一部新文学理论著作，论述及材料比较全面，并努力用马列

主义观点解释文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多年来流传广泛，影响较大。

巴人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贡献。

巴人，原名王任叔，浙江省奉化大堰村（今大堰镇）人。1915年

考入浙江省第四师范，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1920

年毕业，先后执教镇海、鄞县等地小学。此间，接触到《新青年》《学

灯》《文学旬刊》等进步刊物，从而对新文学运动发生兴趣，决心要走

新文学的道路。他后来取的笔名“巴人”影响之大远大于原名。他

自己说过：“巴人者，姓巴名人，下里人也。”《下里》《巴人》是战国时

代楚国民间流行的一种歌曲，在当时被认为是较低级的音乐，战国

楚·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

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

人。”现在一般用“下里巴人”比喻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王任叔用

“巴人”为笔名，表现了他决心献身文艺大众化事业的高度热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任叔出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

使。1954 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文艺

报》编委。 □ 冯忠方 据《人民政协报》

于右任有“当代草圣”之誉，一生推崇

北碑雄强开张、毫无媚俗之气，“朝写石门

铭，暮临二十品”（《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

寐，读诗集联》），最终形成了跌宕俊逸、疏

放自如、力能扛鼎、大气磅礴的魏碑楷书

的独特风格。

于右任酷爱金石碑版，即使是在戎

马倥偬时期，只要见到古代石刻，特别是

“魏志”，必定尽力罗致、精心研究，他曾

与同样笃好金石书法的好友张钫形成默

契，凡“魏志”归于右任收藏，凡“唐志”归

张钫收藏。

1924 年，于右任从古董商手中购买

了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的古代墓志近 300

通，其中有穆亮等 7 对北魏夫妇的墓志，

他因此将书斋命名为“鸳鸯七志斋”。购

买了这批墓志后，于右任本想将它们直接

运回咸阳老家，由于当时的陇海铁路仅修

到豫东灵宝，于是他只好暂时把它们运到

北平西直门内菊儿胡同宅第。1935 年

冬，日军兵临北平，为确保这批墓志的安

全，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便委托杨虎城

设法辗转全部运回了陕西。

为搜集古代金石碑版，于右任倾尽积

蓄，一掷万金，也毫不吝惜。1933 年，杨

虎城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在他的协助

下，于右任在洛阳购买了 444 字的《熹平

石经》残石，花费了4000银元。于右任搜

集购买“魏志”期间，许多古董商索价很

高，亲朋好友都劝他压低一些价钱，可他

说：“这些碑石非常珍贵，意义重大，上海

的日本人和走私商都在竞相收购。我如

果压价太紧，他们就会卖给那些人了。”

1937 年西安碑林大修工程竣工之

后，于右任化私为公，慷慨地将珍藏的碑

版全部捐献给碑林博物馆，共计 318 种

384 通，其中包括：《熹平石经》及黄肠石

6 种，晋代墓石 4 种，北魏墓志 136 种，东

魏墓志 7 种，北齐墓志 8 种，北周墓志 5

种，隋代墓志 113 种，唐代墓志 35 种，后

梁墓志 1 种，宋代墓志 3 种。如今，这些

墓志精品仍被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碑

廊中，为中外游客津津乐道。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于右任集藏金石碑版

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榜样广为人

知。其实，焦裕禄也有鲜为人知的军事斗争生涯。在

与敌人的战斗和周旋中，体现了他机智勇敢、胆识过

人、善用谋略、迎难而上的斗争品格。

□ 殷林飞 杨长兴 据《学习时报》

“空城计”智退国民党军
1922 年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北崮山村。青

少年的焦裕禄命运多舛，先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后又被

送至煤矿做苦工。1945年山东博山解放后，焦裕禄加

入了民兵队伍，在不耽误农活的前提下维护新政权治

安、进行军事训练，并随时参军作战和支前。1946 年

春，因为胆识过人、造石地雷技术突出，焦裕禄从北崮

山村民兵队调到巴陡区任武装部干事。当时在山东，

国民党军队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

企图消灭解放军或者迫其北撤，然后在山东决战，进而

占领整个山东。当时局势非常危险，焦裕禄多次接受

侦察向导任务，摸清了敌情，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作

战。在一次侦察中得知，7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55

师 74 旅和博山、淄川、章丘三个县的保安队和还乡团

将要对北崮山村突袭，当时我军主力部队已经转移，地

方武装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区委会议上，大家

苦无良策，情绪低落。一个干部说：“咱们要是有诸葛

亮退司马懿的神机妙算多好！摇着羽毛扇往城楼一

坐，轻轻一挥就把敌人吓跑了。”

这话一下子点亮了焦裕禄的思路。他考虑了一

会，随即提出了“空城计”的退敌策略，区领导接受了。

焦裕禄和民兵队员在北崮山村周围 10 多个村庄的石

墙上，用石灰水写上“某团某营驻”，在老百姓家门口也

写上“某排某班驻”。街道上，骡马大车一辆接一辆的

走过，车上蒙得严严实实的，伪装成大炮的样子。造成

我大部队要在此与 74 旅展开决战的假象。敌人搞不

清虚实，只有转攻为守，开始修筑防御工事。这个“空

城计”为我军回防争取了宝贵的 5 天时间。待敌人明

白中了“空城计”，疯狂地扑向北崮山村，处处遇到焦裕

禄和民兵队布设的地雷，又遇到区队主力猛烈的火力

阻击，74旅见这阵势，溜之大吉，保安队和还乡团见74

旅撤了，没了主心骨，军心涣散，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被区队和十几个村的民兵打了个落花流水。

淮海战役去支前
1947年7月，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央华东

局决定抽调一批政治觉悟高、思想作风硬的优秀干部

随军南下，支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行政管理。焦裕

禄随南下支队经兰考县到达尉氏县停了下来。为了剿

灭伪县长曹十一，焦裕禄参加了激烈的水台战斗。战

斗中，焦裕禄主动请缨，携带炸药包潜至南寨门实施爆

破，炸开了敌方阵营。此役我方击毙匪兵 72 人，俘虏

136人。战斗后，焦裕禄被任命为彭店区队指导员。

1948年11月，被陈毅元帅称为“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打响了。尉氏县成立了支前总队，每区组建

一个大队，焦裕禄任彭店区支前大队长，带领彭店区

1000 多人的队伍开赴前线。当时连降大雪，给养困

难。前线炮火连天、生死一线，后方支前队伍也都顶风

冒雪、涉水蹚泥，推着挂有小油灯的独轮车拼命地运粮

拉伤员。焦裕禄身先士卒、模范带头，自己的小推车上

有时多达 5 个口袋。当看见队员刘庚申赤着脚推板

车，焦裕禄把自己的新棉鞋给他穿上，自己却穿一双脚

底早已磨破、两头漏洞的鞋子。这支队伍晚上赶路，白

天休息，在隆隆的炮声中前进，到达庙头兵站后，又紧

急加装了前线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炮弹前往睢宁集，

路上敌机常来轰炸，队伍躲避着飞机急行军到达后，很

多人已经衣衫褴褛，赤着脚板，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

人动过车上支前的军鞋。

尉氏支前总队不分昼夜干了 56 天后胜利返回尉

氏。由于表现出色，受到了豫苏皖军分区指挥部的表

扬，还得到了一面镶着黄边黑字“奖给尉氏县担架二队

支前模范”的锦旗。

三擒悍匪黄老三
焦裕禄支前回来后任尉氏县委宣传部干事，不久

转任大营区副区长兼任武装部长。大营区是远近有名

的土匪窝，“大营九岗十八洼，洼洼里头有响马”。10

多个村子里面都有土匪出没，大小土匪头子就有上百

人，名头最响的是黄老三。黄老三曾是大营镇的伪镇

长，财大气粗，有几百号人的武装队伍，欺男霸女，说一

不二，被他杀害的人有80多个。解放军在水台战斗中

打散过他的队伍，但他收拢旧部，盘踞在大营区二道

岗，为非作歹，到处搞暗杀，一年内迫使大营区换了 7

任区长。

焦裕禄到任后，先枪毙了黄老三的把兄弟钱铁头，

后带领民兵在一个寺庙活捉了黄老三手下的八个大匪

首，杀了黄老三的威风，同时开公审大会申明新政府的

政策，号召土匪自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

胁从不问。”一夜间土匪喽啰缴枪众多，村里村外都是

土匪扔出来的枪。黄老三始终不露面，并暗中偷袭民

兵队。清明节，趁着黄老三上坟不备，焦裕禄带领民兵

设伏擒获了他，黄老三主动交代了埋在寺庙下的50支

枪和一布袋子弹，焦裕禄放走了他。

黄老三回去后，吩咐手下暗杀焦裕禄，焦裕禄警惕

性很高，每晚睡觉都换地方，甚至上半夜在东洼，下半

夜就去了南洼。黄老三在解放军部队里当营长的儿子

写信给区里，说他爹如果不向政府认罪的话就按照规

定处置。焦裕禄派通讯员去叫黄老三，告诉他儿子来

信了。黄老三听说儿子来信了，认为焦裕禄并不敢把

他怎么样，大摇大摆走进了区政府。焦裕禄一声令下，

捆住了黄老三，当面念了他儿子的信，黄老三蔫了。为

了将功赎罪，他又供出了隐藏的土匪名单和 200 多支

枪的位置，并交代自己是暗杀焦裕禄的主谋。焦裕禄

又一次放了他。

黄老三并没有把土匪名单都交出来，其羽翼霍子

剑、杨金山、杨苗等悍匪被焦裕禄陆续剪除。黄老三感

觉大势已去，连夜逃跑。焦裕禄带领民兵队追查了 4

天，终于在二道岗活捉了装扮成马车夫的黄老三。在

公审大会上，黄老三被镇压，群众振奋不已。“打倒了黄

老三，大营晴了天”，人民奔走相告。

焦裕禄鲜为人知的军事生涯

焦裕禄在泡桐前的留影（资料照片）

巴人名字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