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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短波

张澜：百姓笑破不笑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

澜以民主人士身份当选为副主席
之一。周恩来特意拨了一笔服装
费，他婉言谢绝说：“国家的钱，即
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
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于是自己出
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在开国
大典上，毛泽东笑着对他说：“表
老（张澜字表方，被尊称为‘表
老’），你太俭朴了，现在你是国家
副主席了，还是应该穿好点儿。”
大典后，毛主席派人送去了中山
装和呢大衣，张澜舍不得穿，一直
放在箱子内，死后还给了国家。
说起自己的旧衣服，他的口头禅
是：“百姓笑破不笑补。”

康熙：田园劳动强体质
康熙帝幼年常生病，但他对

疾病不消极，不热衷依赖药物大
补，而是喜欢“恒劳而知逸”。他
经常进行骑射狩猎活动以增强体
质，曾说：“自幼喜稼穑，所得各方
五谷菜蔬之种，必种之，以观其收
获。”这种田园劳作，对他的健康
也是有益的。另外，康熙作为一
代明君，不沉溺于世俗之乐，而是
热衷书法活动。他曾总结了一条
经验，叫“宽怀之有数行字”。七
个字道出了一个书法的功能：在
书写“数行字”的过程中得到“宽
怀”之效，获得强身之益。

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
县柯渡镇回辉村，至今还保
留着一条中央红军长征经
过此地时留下的巨幅标
语，上面写着：“红军绝对保
护回家（回族）工农群众利
益”，落款是“红五政”。这
条标语的背后，有一个感人
的故事。

骡马换黑骡子

1935 年 4 月底，中央
红军到达滇东北的寻甸
县。当时，红五军团便驻
扎在寻甸县的丹桂村。一
天，一个小战士接到命令，
从丹桂村搬运物资到回辉
村。可是，由于物资数量
多，驮东西的马匹不够。
当他着急找马时，突然发
现一户人家门口的马厩
里，拴着一匹瘦小的黑骡
子。他喜出望外，走进院
内，想找主人商量一下可
否借用骡子，连喊几声后，
无人应答，焦急的小战士
为了赶紧完成任务，便走
到马厩里解下拴绳，牵走
了黑骡子。

没过多久，黑骡子的
主人回族老乡金乌土脱回
到家里，发现自家养的黑

骡子不见了。他十分着
急。在红军战士的帮助
下，找到了牵走黑骡子的
小战士。小战士不停地向
金乌土脱解释并且道歉。

红军首长也知晓了此
事，严厉地批评了小战士，
同时连忙向金乌土脱致歉，
并同他商量道：“我们这里
正好有一匹怀孕的骡马马
上要生小马驹了，跟着我们
队伍行军不方便，你看可不
可以与你家的黑骡子换一
下，一来可以当作给你的
补偿，二来也当帮了我们
的忙，你看怎么样？”

金乌土脱被红军的诚
意打动，高兴地将高大的
怀孕骡马牵回了家。

制作标语

骡马与黑骡子交换的
事情发生后，被许多部队
领导用来教育战士。这事
儿传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等
人的耳朵里，他们认为，这

件事很有教育意义。为了
使全军上下更好地遵守党
的群众纪律以及民族政策，
毛泽东等人决定让宣传队
拟定有关宣传标语，在显眼
位置粉刷，广而告之。

不久后的一天清晨，
一个清瘦的身影一手拎着
小铁桶，一手拿着一支笔，
出现在回辉村。原来他是
一名红军宣传员，他一脸
严肃认真，小心翼翼地拿
笔蘸石灰浆往墙上书写大
字。金乌土脱牵着那匹从
红军手中交换来的大骡马
恰巧经过，他见宣传员正
踮着脚书写标语，便驻足
观看，还给宣传员找来板
凳，请他站上去写。

待宣传员写完标语，金
乌土脱将其完整念出：“红
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
利益。”念罢，金乌土脱激动
不已，他拉着宣传员的手
说：“红军真是老百姓的好
队伍，我们拥护红军！”宣
传员羞赧地回答道：“大爷，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条标语是毛主席让写的，
请你转告大家，红军关心每
一个民族的老百姓。”

这时，凑过来的回族群

众越来越多，他们纷纷竖起
大拇指称赞，并大声说道：

“红军好，我们拥戴你们！”

保护标语

中 央 红 军离开寻甸
后，便直奔金沙江而去。国
民党军队占领回辉村，见到
墙上的红军标语后，气急败
坏，强迫回族群众将其刮
掉。同时，当他们知晓红军
换马的事情后，又诬称那匹
大骡马是“匪马”，命令金
乌土脱将其上交。

回族群众心里跟明镜
一样，知道谁才是真正代表
老百姓的部队，因而没有人
去刮标语，反而不少人自愿
砍柴取砖，在写有标语的那
面墙下码垛堆柴，将标语严
严实实地遮盖起来。

至于那匹象征着红军
保护群众利益的大骡马，
金乌土脱早就悄悄将其转
移到邻县的亲戚家去饲
养，并向国民党军队谎称
马已经病死掩埋。国民党
军队无奈，也只能作罢。

一条小小的标语，群
众甘愿冒险保护它。它不
仅是一行文字，更是一种
承诺和一份期盼。徐嘉

一条红军标语何以保护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