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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具有勤劳无私、埋头苦干、鞠

躬尽瘁、奉献一切的精神，许多名家

都以牛自喻。

鲁迅先生在谈到自己时说：“我

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和血。”话语感人，对人民的一颗拳

拳之心跃然纸上。他那“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佳句，

更使人们广为传诵和自勉。郭沫若

针对此说：“鲁迅愿做一头为人民服

务的‘牛’，我呢？我愿意做这头牛

的‘尾巴’，为人民服务的‘尾巴’。”

而茅盾则说：“那我就做牛尾巴上的

‘毛’吧！它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

‘无头苍蝇’和‘蚊子’扫除。”周恩来

曾经诙谐地把“总理”二字解释为

“人民的总管理员”。他极其严格地

要求自己“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指

挥，做一条牛”。

以诗画颂牛者，也不乏其人。国

画家李可染画牛，除爱其形，更爱其

质，爱它的勤勤恳恳，爱它的质朴纯

良，爱它的鞠躬尽瘁。他在自己画室

高悬一匾，题之曰：“师牛堂”。他在

《五牛图》的长题中写道：“牛也力大无

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而

不居功……”谢觉哉同志年过花甲以

后，也写了一首《牛诗》：“六十一年似

流水，耕田服贾遍神州。牛心未改牛

颜改，待我归来看铁牛。”科学家童第

周在76岁高龄时写了一首以“老牛”

自喻的言志诗：“周兮周兮，年逾古

稀。残躯幸存，脑力尚济；能作科研，

能挥文笔。虽少佳品，偶有奇意；虽非

上驷，堪充下骥，愿效老牛，为国捐

躯！”诗中表达了童老为国效力、乐于

为“四化”做贡献的赤胆忠心。

牛是令人敬佩的，而具有牛的风

格的人更值得钦佩。毛泽东说过：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

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

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冯忠方 据《人民政协报》

为革命不讲情面的王树声
王树声是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的10位

大将之一，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

出的军事家。他身经百战，视死如归，赤胆忠

心，尤其是为了革命不讲情面，刻己自责，大公

无私，显现出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品格风范。

■ 樊奇奇 据《学习时报》

大义灭亲
王树声1905年5月生于湖北省麻城县的

一个贫苦家庭。上小学时曾因拒绝信仰天主

教大闹教堂而被开除，后转入董必武开办的

武昌高小补修学校读书，接受革命思想。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麻城县

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

部部长。

1926年秋，在北伐军打下汉口、汉阳、武

昌后，王树声积极创办农民协会。他在大会

上说：“穷人翻身的日子来到啦！我们农民协

会就是要为贫苦农民办事。贫苦的农民兄弟

要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把田地夺回

来。”于是麻城乘马岗地区广大贫苦农民踊跃

加入农民协会。地主恶霸丁枕鱼在当地占良

田千亩，房屋几十套之多，乡民多为他雇佣的

长、短工，平日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无恶不

作，引起极大民愤。农民协会开展的农民运

动，触及到了丁枕鱼的利益，他仗着自己是王

树声的嫡亲舅爷，集结当地其他地主恶霸带

头反对革命，组织起红枪会，多次打击破坏农

民运动，殴打农会人员、撕毁农民协会张贴的

告示、砸毁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丁枕鱼恶行昭昭，激怒了农友们，但大家

顾忌他与王树声的亲戚关系，对于如何处置犹

疑不决。王树声听到此事，义愤填膺，他说：

“大家都顾虑我和丁枕鱼的关系，但是要革命，

亲戚情面就讲不得，谁反对农会，谁就是我们

的敌人。”在王树声的带领下，大家一窝蜂冲向

罗家河丁宅，活捉了丁枕鱼，并判他死刑。王

树声大义灭亲之举激发了麻城长期被欺压的

贫苦人民坚决斗争的决心，无数有志青年和

觉悟的群众看到了希望，纷纷参加革命。

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一则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影像资料吸引了

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只见一位老人操着一口嘉兴口音，对着镜头回忆起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的青葱岁月。

老人是李达（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妻子王会悟。99

年前，正是在她的提议下，中共一大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

完成了会议最后的议程。

“我是在嘉兴读过书的，我想还是到嘉兴叫只船（开会）。”视频中，从小

在嘉兴桐乡长大的王会悟讲起选择嘉兴的理由，嘉兴有朋友熟人，即使开

会途中真的遇到危险，也可以有个照应。

当时的嘉兴，革命氛围已十分活跃。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

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总共14名成员中就有两位嘉兴人——沈泽民、沈雁冰

兄弟。其中，沈雁冰和王会悟既是同窗还有着亲戚关系。

到嘉兴续会的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王会悟先行赶到嘉兴做准备。她先到城内的鸳湖旅社订了两间房，

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馆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当会场，考虑到

代表们坐车到嘉兴已近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她还嘱咐船家预备了一桌

饭菜。代表们乘早班车从上海抵达嘉兴时，王会悟已在车站迎接。

在后续的回忆文章中，王会悟谈到了自己：“开会时非代表只有我一个

人，坐在前舱放哨。” ■ 陆乐 据《浙江日报》

名人以牛自况

公私分明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相继出任总

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二

政委、国防部副部长等职。有些亲戚求

王树声帮忙在城里找工作，他教育劝说

道：“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

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丝毫营

私的权力。你们有困难，应该依靠当地

政府解决，依靠自己努力生产。”于是，

他的侄女等人一直在家务农，过着普通

农民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末60年

代初，国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粮、油、

布等按人口凭票供应。王树声要求家

人，按北京政府的规定，供应什么，吃什

么；供应多少，买多少，不能多吃多占搞

特殊。

按规定，他除专车外，还可以配一

辆生活用车，但王树声却一再婉拒给他

再配车。他说：“国家现在还有很大困

难，我有辆车上下班用就可以了。”直到

他去世，从未配过生活用车。而且王树

声要求专车只许他本人办公使用，任何

人都不能乘坐。王树声夫人杨炬，是一

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上世纪

50年代调回北京。从家到单位，坐公

共汽车往返得2个多小时。酷暑严寒，

她都坚持坐公共汽车上班下班，从没用

丈夫的专车接送过。

1972年底，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

要结婚了。王鲁光把室外的一个石头

茶几搬到屋里，用桌布蒙上，并把两把

旧椅子放在两边。王树声的警卫员看

不过去，自作主张地将单位休息室的两

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茶几，暂

时借来布置新房，等婚后再归还。王树

声看到后问：“你这是干什么?”警卫员

忙说借给王鲁光结婚时用用，婚后还回

来。王树声吼道：“你给我送回去，公家

的东西不能动!”警卫员只好将东西放

回原处。

刻己自责
相比于他人，王树声最不留情面的还是自己，对自己要求极为

严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久，王树声就接

到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刚刚经历长征的王树声

病痛缠身，但是他没有犹豫，时任教导团团长的他又随部队西征。

11月11日，中央军委命西路军西进打通新疆通道，王树声任

西路军副总指挥，随第9军所在的第二纵队向古浪进发。部队在干

柴洼地区与敌军3个骑兵旅交战，经过几个昼夜的拼杀，于15日才

成功占领古浪城。敌军次日凌晨派重兵重炮立即反击，致使第9军

损失惨重。王树声临危受命，兼任第9军军长。在部队向河西走廊

转移途中又遭遇军阀马步芳的部队，面对敌强我弱的局势，王树声

沉着应敌，多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歼敌2000余人，然后撤退。

12月下旬，西路军继续西进，在次年元旦占领高台，打开接近

新疆的通道。西路军被当地军阀疯狂打击，到1937年3月西路军

仅剩3000余人，被迫转移到祁连山与敌人进行游击战。3月15

日，在黄番寺地区与敌军再次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仅有百余人成功

突围。自此之后3个多月，王树声带领百余人在祁连山打游击，常

年积雪再加上物资极度匮乏，到突出祁连山时，剩余不足10人。他

将剩余人员分为2组东返陕北，凭着一定要找到党组织的信念，沿

路乞讨，历尽艰辛，最终返回陕北。

1937年8月，王树声终于回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他不为自

己推脱责任，不讲情有可原，不提网开一面，主动承担责任，表示

“无论中央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毛泽东说：“你回来了就是胜

利。”王树声把此次战败一直铭记于心，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时刻

提醒自己，总结经验教训。

嘉兴人王会悟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红娘”

王树声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