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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道楚乡风物陋 ，文章屈宋
到如今。 ”信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大别长淮，豫风楚韵，物华天
宝，文人辈出。 1919 年“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信阳涌现了不少追随
时代大潮的文化人 ， 下面所介绍
的，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蒋光慈（1901-1931），男，固始
县陈淋子镇联合村人（后划归金寨
县）。 原名侠僧，又名蒋光赤。 11 岁
进固始县陈淋子志成高小，毕业后
考入固始中学。

1917 年， 蒋光慈到芜湖省立
五中学习，受高语罕、刘希平等进
步教师启迪，阅读了《新青年》《每
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思
想。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后，蒋光
慈担任五中学生会副会长，他联络
其他学校 ，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北
京爱国学生运动，率领学生宣传抵
制日货，参与义务教育，在学生会
办的《青年》杂志上发表诗文。 芜湖
学潮风起云涌，五中被誉为“芜湖
的北大”， 这是与蒋光慈作为学生
运动组织领导者之一的积极活动

分不开的。
1920 年，蒋光慈由高语罕介绍

去上海，成为上海外国语学社的首
批学员，结识了陈独秀、陈望道等
革命家， 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1921 年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
光等被派赴苏联学习。 在苏联莫斯
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期间，两次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
列宁。 1924 年 1 月列宁病逝时，他
专门写下了《哭列宁》的诗和散文，
并在《新青年》发表《列宁年谱》，是
较早宣传列宁的人。

1924 年夏天回国，他任教于上
海大学社会学系， 倡导革命文学，
先后在 《新青年 》季刊和 《民国日
报》 上发表 《无产阶级革命与文
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 》
等文章。 1925 年，他创作出版了描
述贫苦农民少年， 经过曲折的道
路，终于参加革命的《少年飘泊者》
等中长篇小说，发表革命文学的新
诗《新梦》和谴责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 赞颂革命人民的 《哀中国 》。
1927 年春，他完成了反映上海工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纪实小说《短裤
党》；1930 年 11 月， 发表了描述贫
苦农民开展斗争的 《咆哮了的土
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
要的地位。

1928 年， 他参与创办革命文
学团体太阳社 ，任 《太阳月刊 》主
编。 由于他的作品大都展现现实
社会重大政治斗争 ， 屡遭国民党
当局查禁 ， 本人也被政府通缉 。
1929 年 8 月， 他因患肺结核赴日
本休养。 在东京，组织了太阳社东

京支部， 与日本左翼作家藏原惟
人等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

革命文学问题 。 同年 11 月回沪
后，协助田汉开展进步戏剧活动 ，
并且与鲁迅、柔石、冯雪峰等人组
成 “中国左翼联盟 ” 筹备小组 。
1930 年 3 月， 当选为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候补委员 ， 负责主编左联
机关刊物《拓荒者》。

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他对
上级要求左联成员参与飞行集会

等冒险主义行为十分不满，认为革
命文学作品是将青年们的情绪鼓

动起来， 引导他们向革命路上走，
很有意义。 但当时“左”倾错误负责
人认为文艺创作不算革命工作，到
南京路上撒传单、搞暴动才算革命
工作。 他经考虑后提出退党。 虽然
退了党，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地为党
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抱病从事革命
文学的创作，著有诗集《新梦》《哀
中国》、 小说 《少年飘泊者》《短裤
党》《鸭绿江上》《丽莎的哀怨》《咆
哮了的土地》（后改名《田野的风》）
等。 文坛因此出现了以蒋光慈为代
表的无产阶级诗歌 ， 显示了诗的
“大众化 （非诗化）” 的发展趋向。
1931 年蒋光慈因病逝世。1957 年 2
月，安徽省民政部门追认他为革命
烈士。

林伯襄（1878-1956），男，商城
县南溪乡后湾村人（今属金寨县）。
河南大学首任校长，河南著名教育
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河
南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兼
省文教厅副厅长。 1956 年 11 月 26
日，林伯襄病逝于开封，事载《河南
教育名人传》。 河南大学校园内立
有他的塑像。

王实味（1906-1947），男，潢川
城关人。 王实味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 1947 年被处死 ， 到 1991 年被
最后彻底平反 ，经历了漫长的 44
年（王实味只活了 41 岁）。围绕王
实味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选集 》
中关于王实味的注释条目也几经

修改。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位悲剧
人物、传奇人物的蹉跎人生。

王实味 17 岁考取河南省留
学欧美预备学校 ，一年后因为经
济 所 迫 考 取 邮 务 ， 又 一 年 后
（1925 年 ） 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
预科 ，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 《休
息 》。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 ，
很快因为热恋湖南籍女同学李

芬而被迫离开了党组织 。 1930 年
在上海跟李芬的同学 、 同乡 、好
友刘莹结婚 。 多年流徙奔走 ，不
满当局 ，忧虑时事 ，1937 年 10 月
只身奔赴延安 。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著
的工作。 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
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 王实

味的每月生活津贴是四块半，比当
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
毛主席少半块。 他在工作中跟同事
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 王实味
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直言指

责，得罪的人很多。 1941 年开始的
整风运动 ，因为丁玲 、萧军 、王实
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
潮。 1942 年 3 月王实味连续推出
《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
文章，写延安的消极面、阴暗面，当
时他已经预料到这类文章会被国

民党利用。
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说 ：

“这是王实味挂帅了， 不是马克思
主义挂帅。 ”“丁玲是同志，王实味
是托派。 ”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
花》有文章。”1945 年“七大”时毛泽
东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
们打了败仗。 我们承认打了败仗，
于是好好整风。 ”从 1942 年 6 月起
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
且不断升级扩大。 康生的插手使得
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

事件演变。 后来他又被定为“托派
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
政治研究室的其他 4 人，一起被打
成“五人反党集团”。 1942 年，王实
味被开除党籍 ，1943 年被逮捕关
押 ，1946 年重新审查后的结论是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 年
3 月延安保卫战开始， 王实味被转
移押往山西省兴县城郊晋绥公安

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不久，此地遭
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 ，
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

法， 上级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
处死 。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 7
月 1 日夜将王实味砍杀后置于一
眼枯井掩埋，时年 41 岁。

他的北大同学、妻子刘莹多年
来一直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
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 1978 年，
刘莹才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已于

1947 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
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 刘莹当时
已经 72 岁高龄， 断然肯定这是政
治诬陷、人为的千古奇冤。从此，她
多次到北京申诉。 1984 年，当时的
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
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

温济泽。 1986 年，透过层层纱幕，
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 “托派”
的帽子。

1991 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
志来到刘莹家，宣布摘掉最后戴在
王实味头上的“托派”帽子，全部彻
底地平反昭雪。 时年 85 岁的刘莹
看到复查决定中对王实味恢复了

“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 。
当公安部的同志将 1 万元慰问金
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 ，把慰问金
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
学奖励基金。

茶，既有解渴、健身、疗疾之效，又富品尝
情趣，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功能，在烦嚣的现
代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其魅力。饮茶品茗，典雅
清和，蕴藏着高雅的情致、深邃的内涵。这既是
一种生活艺术享受，也是丰富生活情趣，导致
身心舒坦的高雅娱乐。

要做到文明饮茶，首先要重视茶的品质优
劣，争取用优质的名茶，并注意防止茶叶中混
入异物和怪气。茶具，是冲泡饮茶的器皿，必须
清洁卫生。 泡茶人的手也要干净，茶叶最好不
要用手去抓。 用水要甘洁而无污染，煮水要开
而不老。 冲泡的温度和方法等，要按照所用茶
叶的情况来决定。 茶泡好，最好用茶托或茶盘
送至客人面前，如果用杯则应握于杯柄。 切忌
手握杯口，既不卫生又不礼貌。

文明饮茶，虽然主要是主人的责任，但也
和主客双方都有关系。敬茶，本身就是一种礼
仪，但如其意不诚，或是对客人不够温和，连
个请字也没有，当然谈不上文明两字 。 要做
到文明饮茶，主人应文雅、热情、恭敬、有礼，
或双手捧茶，或请字当先。 客人应持同样态
度，起身双手捧接，温语道谢。

一般说，文明饮茶以慢慢啜饮为主，不可
猛饮狂喝。 饮茶的量与速度，应当根据茶的品
种、方法及饮茶人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也不是
绝对只讲究少量、慢啜的。

饮茶，也是文明的一个化身，必须讲究饮
者的行为。日本茶道讲究“和、敬、清、寂”四规，
可以认为是文明饮茶的集中表现。我国著名茶
学专家庄晚芳先生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后提出

了中国茶德，即为“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
处世，敬爱为人。 ”四句浅释为：

清茶一杯，推行清廉，勤俭育德。
清茶一杯，以品为主，共品美味，共尝清

香，共叙友情，康乐长寿。
清茶一杯，德重茶礼，和诚相处，团结合作。
清茶一杯，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总之，用茶敬客是生活中一种很高尚的行

为， 是对人纯洁的礼遇， 是精神文明中一种
“雅” 的情感……我们要认真地把古代留下的
这种文明之风传播全球，永世长存。

（楚 云）

信阳的著名文化人（上）

文明品饮毛尖茶

豫 风 漫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