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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制定“科学宪法”

20 世 纪 50 年 代 中
期，聂荣臻元帅担任国务
院副总理，主持全国科学
技术工作。他不同意当
时要求科研人员每周一半
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和与科
研无关的体力劳动的相关
做法和规定。他建议以国
务院的名义下发通知，规
定科研人员每周能够有六
分之五的时间用于科研工
作。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
讨论，聂荣臻主持制定了
《关于自然科学机构当前
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简称《科学十四条》）。在
《科学十四条》中，聂荣臻特
别强调坚持学术民主的原
则，并针对问题，纠正偏
向。这在整个知识分子中
引起了强烈反响，邓小平称
之为“科学宪法”。

刘统勋：怒惩贪赃的县丞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黄河在开封决口，拖
了很久无法合龙，声称缺
少秸料。大学士刘统勋
奉旨前往视察，某夜微行
至大堤上，见满载秸秆的
车辆数百，牛马杂沓，赶
车人疲累不堪，有的低声
饮泣，询问得知已来多
日，不少来自数百里外。
再问为何不赶紧上交，告
以管事县丞借机勒索，大
家拿不出钱来，只能苦
等。刘统勋怒极，回去已
是子夜，即命巡抚将该丞
拿来，要立斩此人。后经
同僚劝解，饶其一命，革
职，枷示决口处，百姓欢
声雷动。只有半日，两岸
秸料车已称收完毕；又过
二日，决口得以合龙。

玛格丽特：节育运动先驱

美国桑格·玛格丽特
是节育运动的先驱。她
早年从事护士工作，亲眼
目睹一些妇女因多生子
女所造成的痛苦以及因
此造成的家庭贫困。为
了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和
儿童的体质，玛格丽特极
力提倡节制生育，并于
1913年相继创办了《叛逆
妇女》、《节育评论》等刊
物。为此她曾被囚禁。
1922年，她出席了在伦敦
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限制生
育大会。后曾到中国的北
平、上海等地宣传节育，播
下了节育的种子。她一生
创办了三十多个宣传节
育的机构，写出了《母性
锁链》等书籍，为倡导计
划生育鞠躬尽瘁。

历史短波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
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也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最 大 的 优
势。在党的历史上，1962年
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称
得上史无前例，也是党自我
革命的一次生动实践。

“咱们开个‘出气会’”

1961 年 11 月 16 日，中
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
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
指出：1958 年以来，在中央
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
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
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
风，妨碍克服困难，必须召
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
统一思想认识。

当时，由于1958年开始
的“大跃进”运动和连续三
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
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
计划无法完成。为解决这个
从未遇到过的困难，11月上
旬，中央专门召集六个中央
局第一书记开会，讨论1962
年粮食上调方案。中南局书
记陶铸提出，解决粮食问题
光找省委书记还不够，省委
书记也需要地委书记做工
作，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
找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中央
直接和他们讲粮食问题的严
峻形势和调粮的重要性，以

“打通思想”。刘少奇、邓小
平当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
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
时，提出把县委书记们也请
来开会。毛泽东还说，前一
段反“右倾”，很多人挨了
批，气不顺，咱们开个“出气
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
了，问题就好解决了。

1962年1月11日，七千
人大会（7118 人参会）召开
了。据参加会议的时任山
西省长治县代县长刘新起
回忆：会议期间吃饭10人一
桌，都是大锅菜，服务员要
收齐了 10 张饭票这桌才开
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
也不行。中央领导人去小
组听取意见，就餐时也要拿
出自己那张饭票，不因这桌
有领导人就特殊。每次吃
饭，不论主食还是副食，桌
上都是光光的，一点都不
剩。每桌两个肉菜，盘底剩
一点带荤腥的菜汤，有人觉
得可惜，用馒头蘸着吃了。
这一情况既说明当时粮食
形势的严峻程度，也说明全
党上下同甘共苦，艰苦朴
素，共克时艰。

心气顺了，劲头足了

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
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
书面报告，并提出修改意
见。1月27日，刘少奇在全
体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
作说明。他在讲话中向全党

尖锐地提出了“七分
成绩，三分缺点和错
误”，以及“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等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受到热
烈欢迎。

会议原定 1 月底
结束，由于与会者意犹
未尽，有话要说，毛泽
东建议延长会期，请大家在
北京过春节，留下了“白天

‘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
（每天早上喝稀饭，中午和晚
上号馒头），大家满意”的名
言。毛泽东在29日的全体会
议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
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
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
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
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
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
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
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
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
你。”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我
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
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
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
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
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
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
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
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
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
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
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

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
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的讲话和延长
会期的决定，获得全场极为
热烈的鼓掌。这样，从 1 月
29 日到 2 月 7 日，会议便以

“出气”、“顺气”为主。1 月
30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
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民主
集中制问题，并做了自我批
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
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
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
当是我”。毛泽东的讲话受
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把整
个会议推向了高潮。接下
来的几天，各小组会放手让
大家提意见，号召大家打消
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
完，重点是对省、市、自治区
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真正
发挥了“出气大会”的作用。

会议的民主作风活跃了
气氛，大家的心气顺了，认识
也就统一了。2月7日，在心
情舒畅的氛围中，七千人大
会胜利闭幕。 张神根

七千人大会：史无前例的“出气会”

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参会代表

刘伯承在川军第五
师时，师长熊克武起初并
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在
一次宴会上，熊克武碰到
了一名当地人称“阿医
生”的德国医生。阿医生
问熊克武：“贵部军官刘
伯承近况如何？请代我
向他问候。”

熊克武不知刘伯承
为何许人也，只得含糊称
谢。

据阿医生说，刘伯承
右眼中弹失明，系由他负
责施行手术，安装假眼。
手术前，刘伯承为保护脑
子免受损伤，希望不要用
麻醉药，但阿医生考虑到
眼部神经分布细密，属于
极度敏感区，一般病人难
以忍受疼痛，于是还是使
用了麻醉药。

前后施行了两次手
术，特别是第二次手术长
达 3 个小时，麻醉药性因
此消失。阿医生很是紧
张，怕刘伯承休克过去，

可是刘伯承非常清醒，这
使得手术仍得以继续进
行。

手术过程中，刘伯承
始终坐在椅子上一声不
吭，只是双手紧紧抓着椅
子的扶手。阿医生眼看
着他大汗淋漓，汗水不停
地顺着扶手流淌下来。

对一个人竟然可以
忍受如此的剜心之痛，阿
医生感到不可理解。手
术结束后，他问刘伯承：

“你不痛吗？”
刘伯承笑了笑：“不

过是割了72刀罢了。”
阿 医 生 更 加 惊 异 ：

“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答道：“你每割

一刀，我就暗记一数，一定
不会错。”

动过这么多手术，没
见过这么刚猛的。阿医生
简直难以置信，他伸出大拇
指连声称赞：“真是勇士！”

在赴宴之前，阿医生
已经打听到刘伯承乃熊克

武的部下。当着熊克武的
面，他对刘伯承推崇备至：

“刘先生的惊人勇敢及忍
耐令我震骇，终生难忘。
以西方的标准，他可称为

‘军神’，贵军有勇士如此，
将每战必胜。”

熊克武听后很是吃
惊，回去便进行了查询。一
查，阿医生所说完全属实。
刘伯承是熊克武所办的蜀
军将弁学堂学员，自熊克武
在川中开始“二次革命”以
来，他就一直随熊转战川
中，但因其职务较低，所以
没能引起熊克武的注意。

熊克武在得知刘伯承
的事迹时，刘伯承已不在
军中。原因很简单，那些
昔日的上级和同僚们都
认为刘伯承少了一只眼
睛，形同废人，没有人愿
意再收留他。

熊克武力排众议，立
即派人将刘伯承请回军
中，并任命他为九旅参谋
长。 关河五十州

刘伯承的人生“转机”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

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
封来信。信中说他在北京做了一
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当
时，很多西方外交官都对北京的
服务业很有意见。为此，外交部
派专人陪同小尼赫鲁到上海，找
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
缝”余元芳改衣。余师傅不负众
望，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西服改
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
意，当场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
为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岳父也
都各做一套。后来，小尼赫鲁还
特地给外交部写了一封表扬信，
信中说他到过很多国家，也买过
很多西服，但再也没有买到过这
么漂亮、舒适、挺括的。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
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56 年，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
服务行业”的号召。时任北京市
副市长的万里亲自到上海，动员
上海的餐饮、服装、洗染、照相、
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
北京安家落户，最终使北京服务
行业档次提升上来。 黄加佳

1956年，上海名店援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