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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8月，王国维的家乡海宁盐官镇发生瘟疫，“家家有僵尸

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当时，王国维正在老家，他先是关起门来治学，立志教育救国。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著兴教文。他手头有一部书稿缠手，是日本

学者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除此著作外，王国维还在研究美

学，日子过得充实。

但见瘟疫时不时夺去乡亲、邻里、亲人之生命，这让王国维再也

坐不住象牙塔了。王国维本是文人，文人非医生，瘟疫面前能干什

么？王国维确实不懂医，但不妨碍他去翻医书。古中医著作，一般人

看不懂，但文人能懂，王国维这样的大家更看得懂。虽然看病不能临

时抱佛脚，简单的医学科普，却是可以马上读之马上用之。

王国维曾从日本带回了不少医学著作，此时正好派上用场。王国

维放下他的“教育学”研究，焚膏继晷，夜以继日，从中医爬罗剔抉，从

西医抉微寻幽，遍地搜寻抗疫良方，用了几个晚上，撰了《免时疫传染

法》。瘟疫当前，非医者不能乱开方子，王国维这册子说的主要是勤

洗手、少出门、讲卫生、多隔离等等，这样的科普，简单是简单，对避瘟

疫却是有科学支撑的，也是特别有效的。

王国维著《免时疫传染法》，没送地方官府去印刷，他向父亲要钱，

找印刷厂印刷。一分一厘，都是个人出资。印刷后，王国维挨家挨户

去发册子，街头村尾去送科普。避时疫最佳法子是与人隔离，王国

维却身处时疫不隔离，多接触一个人，便多给自己一个危险。

王国维非医，没有职业要求，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

时疫地带宣传防疫办法，难能可贵。

■ 刘诚龙 据《人民政协报》

率领独立团屡立战功
走进叶挺将军纪念园，在白马将

军铜像广场，挺立着叶挺将军策马奋

战的铜像，上书“领导抗敌 卓著勋

劳”，正是叶挺将军铁骨铮铮、戎马一

生的写照。

东征、南讨胜利后，广东革命根据

地得到进一步巩固。1926年5月，为

援助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抵御直系军阀

吴佩孚的南犯，叶挺独立团（原为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奉命作为

北伐先遣队，从肇庆出发开赴湖南前

线，率先揭开北伐战争的“血战”序幕。

在叶挺纪念馆的《北伐先锋 保卫

武汉》展区，充分展现了叶挺将军率独

立团斩关夺隘的战绩。进攸县、打醴

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叶挺

独立团勇猛善战，所向无敌，“铁军”威

名由此远播。

“汀泗桥是咸宁县属的一个小集

镇，北去武汉，南至湘粤，地势险要、易

守难攻。”叶挺将军纪念园讲解员古婉

珊介绍，在敌我双方对峙期间，叶挺将

军向当地农民请教，获知一条小路绕

道古塘角，直插敌后，致敌军全线崩

溃，振奋了北伐军的士气。

短短数月，叶挺所率的独立团转

战湘、鄂、赣三省，行军数千里，屡建

奇功，尤其是在汀泗桥、贺胜桥这两

个北伐最有名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

如今，叶挺纪念馆内还原了当年

叶挺独立团“血战汀泗桥”的场景，带

观众重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感受

叶挺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叱

咤风云的魄力。

1927年 1月，湖北省及武汉各界

人士委托武汉汉阳兵工厂制作了一块

高1米、宽0.5米的铁盾牌，正面镌刻

两个大字“铁军”，赠送给第四军。叶

挺纪念馆仿制了这块“铁军”盾牌，供

世人瞻仰，让铁军精神代代相传。

狱中写下《囚歌》以明志
1941年 1月，国民党制造震惊中

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

围的严峻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

突围，浴血奋战8个昼夜。他在与国民

党军交涉时遭无理扣押，后来被辗转

关押于上饶、桂林、恩施、重庆等地，囚

禁长达5年2个月。

在囚牢期间，为使叶挺屈服，国民

党使尽种种手段威逼利诱。无论是

“上饶宴请”“蒋介石的封官”，还是“骨

肉情的感化”，叶挺丝毫不为所动。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

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

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1942年11月，叶挺在重庆的红炉厂囚

室写下了慷慨悲壮的《囚歌》以明志。

讲解员古婉珊特别提到，《囚歌》

写好后，叶挺在下面签上了“六面碰壁

居士”的名字，托夫人李秀文带给了郭

沫若。郭沫若收到后一再捧读，评价

说“叶挺的诗是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

诗就是他自己”。

1946年 3月 4日，在中共中央和

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叶挺终于

迎来自由。出狱后的第10个小时，他

写下人生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中共中

央复电，称赞叶挺忠诚地为中国民族

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

的奋斗、经历了种种考验，决定接受叶

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4月 8日，叶挺与夫人李秀

文、女儿叶扬眉和儿子阿九等人乘飞

机返回延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

遇难。正如《囚歌》中所写，叶挺在烈

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永远活在人们

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

开拓进取。

开国元帅陈毅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过小说、诗歌和散文，也翻

译过法国文学作品，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在战争年代，

他笔耕不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坚持诗歌创作。

1959年12月9日，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入会申请

表的“现在工作单位及职业”栏内，他填写的是“国务院工作人

员”，体现了他是自觉把自己作为“普通一兵”而置身于革命队伍

之中。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中，他这样写道：“1919年

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1922年

回国搞政治活动并做新闻记者，开始写诗及小说。1924年以后

做革命职业家直至现在，文艺活动作为业余工作时断时续，但未

曾完全放弃，写诗的时候多些。”对其他栏目，他也是有问必答，一

丝不苟。

陈毅在与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接触和交往中，也时时处处体

现着他的谦虚态度。有一次，他寄给《诗刊》杂志三首诗，在附信

中写道：“把近来写的三首诗仓促稿送《诗刊》凑趣；如蒙登载，要

求登在中间。”他风趣地自称：“我愿作‘中间派’。如名列前茅，十

分难受；因本诗能名列丙等，余愿足矣。”后来在送《冬夜杂咏》一

组诗时，他又在附信中写道：“为《诗刊》凑趣，得旧作《冬夜杂咏》

抄来塞责，仍请按旧例放在中间或末尾为妥。”

陈毅如此严于律己，并非偶然。他在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

一封信中说：“至于文艺写作，得便即大胆尝试，工拙不计。想

做革命又写革命，此宏愿也，何日能达到几分，不敢预言，

愿努力为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 夏明亮 据《人民政协报》

叶挺：北伐所向披靡 被囚5年不屈

陈毅申请加入作协

从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到抗日战争时期

威名远扬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一生波澜壮阔、坎坷悲壮，经历了胜利、失败、

曲解、囚牢等各种考验，出狱后不久在一场空难中离世，时年50岁。

在叶挺的故乡——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坐落着占地面积

300亩的叶挺将军纪念园，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挺故居、叶挺纪念

馆、腾云学堂、会水楼等建筑。 ■ 糜朝霞 据《南方日报》

王国维科普抗疫

周恩来（中）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