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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最初整理焦作煤矿历史
时，刘九学这个人物还是个模糊
的轮廓，只知道他是焦作煤矿第
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他带领的班
组实现连续 19个月（有的文字
材料上说是 17个月，在全国战
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
材料介绍是 19个月）没有发生
伤亡事故，创造了安全生产全国
纪录。时任燃料工业部部长的
陈郁在焦作召开座谈会，总结刘
九学“安全计划化、安全纪律
化、安全群众化、安全制度化”
的安全生产经验，并在全国煤矿
开展了刘九学安全生产运动，有
效提高了煤矿安全生产的水
平。刘九学因此参加了1950年
的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
会议，参加了建国一周年的国庆
观礼，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的宴
请。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1956 年，刘九学作
为中国工会代表团成员到苏联
参加五一观礼。

当时，我们根据《焦作煤矿
志 1898~1985》认定，刘九学获
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时间是
1953年。

二

在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
100周年，筹建百年焦煤英模馆
的过程中，我们花重金在旧书网
上获得一本《全国工农兵劳动模
范代表会议纪念刊》，从这本书
中，我们对刘九学这位全国劳动
模范有了重新的认识。

1950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 日，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
际，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
会议在北京召开，464名战斗英
雄、劳动模范代表齐聚北京。
在这 464人中有来自工业战线
的有 208 人，农业战线 198 人，
部队代表 58 人。这是新中国

第一次全国性的劳模表彰与奖
励大会，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的
高光时刻。

首先是筹备的高规格。中
央人民政府1950年7月27日作
出会议召开的决定；中华全国总
工会作出作好会议准备的通知；
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作出选
好代表的指示。中央专门成立
了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
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副主任委员
是李立三（全总）、朱学范（全
总）、刘澜涛（华北局）、肖华（总
政）。

其次是接待的高规格。会
议代表按照大区分别到达天安
门广场附近的北京火车站，负
责接待的是政务院副总理董必
武、陈云，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林伯渠，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
参谋长兼北京市市长聂荣臻，
青年向代表送鲜花，现场气氛
热烈。会议代表除军队代表之
外，均配发了统一服装和帽子，
组织代表参观工厂、农村、学
校，观摩国庆一周年庆典，毛主
席在会议期间设宴招待会议代
表。毛主席亲自为先进集体奖
状题字。

第三是会议的高规格。毛
主席代表党中央致辞，朱德总
司令宣布会议开幕，政务院副
总理陈云致开幕辞，政务院总
理周恩来作政治报告，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部主任罗荣桓致
闭幕辞。

在会议的纪念册中，我们
发现在 208 名工业劳动模范
中，煤炭战线的劳模有 18 人，
在劳模事迹介绍中，分为简历
和事迹两类，煤炭战线有三位
作了事迹介绍，他们是焦作煤
矿刘九学、鹤岗煤矿李乐亭、抚
顺露天煤矿王子富介绍了事
迹。在 47 人组成的会议主席
团中，煤炭战线有三位，他们是
焦作煤矿矿工刘九学、抚顺露
天煤矿工会副主席王子富、大
同矿务局采煤工人马六孩。在

受到表彰的 26 个工业先进集
体中煤炭战线有 4 家受到表
彰，他们是焦作煤矿刘九学生
产小组、鹤岗煤矿李乐亭生产
小组、西安煤矿施玉海生产小
组、本溪煤矿曲福明生产小组。

三

在刘九学的事迹介绍中这
样写道：“刘九学，男，45岁，平
原省博爱县人，焦作煤矿矿工。
解放前，煤矿工人的生命从来没
有人关心。解放后，工人阶级翻
了身，安全生产才被提到头等重
要的地位。由于党政工团的教
育与策励，刘九学班创造了 19
个月无伤亡事故的安全纪录，受
到了全国煤矿管理总局的奖励，
称他们那个班为安全生产模范
班。刘九学同志接受了过去工
作中血的教训，深深体会到安全
工作对工人的重要。因而他经
常提醒工友们对安全工作的注
意。耐心说服与教育，使全班工
友们对安全工作都有深切的认
识。并能及时的表扬与批评，改
造本班思想落后的工友，建立了
分工负责制，使每个人都有了明
确的责任范围。”

安全是刘九学这位全国劳
模的含金量所在。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作为国家主人的
矿工生命得到了尊重，被提到
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可
见，刘九学被授予全国劳动模
范的时间应为 1950 年 7 月，他
就是我国煤炭战线全国劳动模
范第一人，有了这个定位，周总
理派飞机给刘九学送药就完全
可以理解了。

图① 原燃料工业部长陈
郁 在 焦 作 调 研 期 间 与 刘 九 学
（左）会面。

图② 全国战斗英雄、劳动
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刊里，介绍刘
九学的事迹。

图③ 刘九学。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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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长明

刘九学是出自焦作

矿务局（焦煤集团前身）李封

矿的全国劳动模范，焦作煤矿

曾在中站区盖起了一片工人

住宅取名劳模街。我的启蒙

学校就是劳模街小学。刘九

学1964年病逝，那年我只有9

岁，记忆不太清楚。记忆比较

深的就是第一次看到直升飞

机落在当时的市中心广场，据

大人们说是周总理从北京给

刘九学送药的。

刘 九 学 是 个 什 么 样 的

人？为什么周总理要给他送

药？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

我。我在焦作煤矿工作了45

年，每天忙忙碌碌，直到离开

工作岗位，专事研究焦作煤矿

的历史，儿时的困惑才逐渐清

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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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论语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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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解读

【原文】
入太庙，每事问。

【译文】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向人咨询

求证。
【解析】

本章表现了夫子初入太庙，专注于
礼的本质。此内容重出于《八佾·第三》
篇。

鲁国的太庙乃为周公庙，被赋予特
殊的地位，特许享有天子的礼乐和祭祀
仪式，一般人很难进入。从夫子“入太
庙”可以看出，这里有两种可能。其一，
夫子知礼的名声，使他有机会进入鲁国
的礼教圣地。其二，夫子以臣下的身份
担任国君祭祀太庙的助祭。这样的说法
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篇：“昔者仲尼与
于腊宾。”夫子曾参与鲁国的蜡祭活动。
郑玄对此解释：“时孔子侍鲁，在助祭之
中。”不过，从“每事问”可以看出这是夫
子初入太庙的场景，如果是屡次进入，断
不会事事都问，显示了夫子对礼仪的尊
崇、学习、反复求证的态度。

然而，由于没有出生在显赫的家族，
夫子的谦逊好学并没有为他赢得足够的
尊重。相反，有人据此嘲讽他：“谁说那
个鄹地来的小子懂礼呢？进了太庙，还
不是事事都要向别人请教。”言下之意，
这个所谓知礼的后生不过是徒有虚名罢
了。夫子听到这样的非议，他的反应出
奇得平淡，认为只有弄清楚礼的来龙去
脉和它所代表的精神实质，才能“克己复
礼”，真正发挥出礼的作用，为国家的长
治久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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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八事》是汪曾祺的一部作品
集，涵盖了汪曾祺的54篇经典之作，分
草木散文、美食散文、生活散文、艺术
散文、游记、现代诗、经典小说和作者
晚年自传八个方面，生动呈现了汪曾
祺“品味人间有暖，生活有趣，心中有
爱，人生有欢喜”的题中之义。

汪曾祺笔下的世界，处处氤氲着
人间烟火的诗意。他写草木，便使草
木有了情性，“巴根草，绿茵茵，唱个
唱，把狗听”；栀子花更是“粗粗大大，
又香得掸都掸不开”，率真泼辣如市井
少女，让人忍俊不禁。他写食物，则把
俗常滋味点化成生命哲思：一枚高邮
咸鸭蛋的油红透亮，一道寻常干丝的
精工细作，竟都成了人间值得的明
证。人间草木与烟火食事，被赋予灵
魂与情致，原来生活本身便是一座取
之不竭的欢喜矿藏。

细读之下，我更体会到这欢喜背
后沉静坚韧的力量。汪曾祺历经沧
桑，笔下却少有戾气与哀鸣。他写《葡
萄月令》，从冬埋到秋收，字里行间流
淌着对生命律动的默默凝视与守护。
他写故乡的野菜，描摹的是草木清香，
又何尝不是对故土与过往的深情回
望？这欢喜并非肤浅的乐天，而是一
种历经劫波后，依然能俯身亲吻泥土
的深情。这分深情，是穿透时间风沙

后仍葆有童真的目光，是饱尝世味后
更懂得珍视一缕阳光、一碟小菜的温
润心境。

在汪曾祺那里，欢喜最终源于对
生命本身“无用的深情”。他写“无事
此静坐，一日当两日”，写“人活着，就
得有点兴致”。这闲情，是心灵挣脱
功利罗网后的自由呼吸，是在喧嚣世
界里为自己保留的一隅精神庭院。
有了这庭院，我们方能在庸常中见光
华，于细碎处识乾坤，于有限中拥抱
无限——在生活表面浮泛的忙碌之
下，原来深藏着一汪澄澈的欢喜之泉，
只需俯身，即可啜饮。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流连在《欢喜八事》“品四方美食”的字
里行间，不觉口中生津，如临其境。读
汪曾祺写咸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
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吱”
字，仿佛让红油喷溅的微小声响直接
渗入了耳朵。“摘枸杞的嫩头，略焯，切
碎，与香干同拌，浇酱油、醋、香油，也
可入油爆炒，清香入味。”富有韵律的
美食描写，简直把一款美食带色、带
声、带味地端到了读者面前。至于蛋
白柔嫩、蛋黄通红的高邮咸鸭蛋；枝干
翠绿，和肉炒时清香无比的蒌蒿，无不
形色香兼备，让人读之而不由食指大
动。还有对各地贴秋膘风俗习惯的描
写，又将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描
述得妙趣横生，令人浮想联翩。爱美
食者，皆爱生活。人间烟火气，最抚凡
人心。

随着汪曾祺舒展的笔墨，我们了

解了山丹丹的皮实稳重、枸杞头的谦
逊如一、槐花的热烈奔放。还通过他
质朴真情的描述，洞悉了平民百姓恬
静的性情和淡然的人生追求。无论是
老堡垒户对生长于野外的山丹丹花的
钦慕不已，还是退休夫妇采摘枸杞时
的从容闲适，抑或是养蜂人对槐花的
悠悠爱恋，汪曾祺都以其返璞归真的
文字，轻巧别致地勾勒了一幅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恬淡画面。

汪曾祺的小说风格比较接近他的
散文，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
河。他的小说里着墨多的是自然风
光、民情风俗，没有强烈的情节冲突和
戏剧张力，在塑造人物方面着色浅淡、
绝少铅华，亦不褒贬人物好恶。总体
来说，是淡淡的情节、清晰的人物，却
诱人读了还想读。只因其中深谙着中
国传统的人文色彩和审美格调以及人
们向善向上的追求。本书入选的小说
《受戒》《鉴赏家》《大淖记事》都有这些
特点。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我写的
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所追求的不
是深刻，而是和谐。”

合上书页，窗外蝉鸣依旧热烈如
沸。汪曾祺的文字，却为我心中注入
一片清凉的欢喜天地。当我们懂得
像他那样，深情凝望一株草木，精心
对待一餐一饭，于喧嚣尘世中守护内
心一方闲情的净土时，欢喜便不再是
远方的风景，而是脚下坚实温热的土
地。这土地之上，处处生长着微光与
慰藉，足以支撑我们安然走过风雨人
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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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蝉欢唱的日子，独坐室内，慢慢翻看着汪曾祺的

《欢喜八事》。《欢喜八事》封面就让人喜欢，浅蓝色的边框，白

色的内里，“欢喜八事”四个字玲珑且调皮、古朴又简约，和汪

曾祺清丽典雅、富有弹性和生活趣味的文字极为相配。汪曾

祺的话如清泉潺潺：“人生一定要爱着什么，写写字，画画画，

做做菜，有闲情，才有欢喜。”这句子如同轻轻叩响心扉的指

节，瞬间勾住了我的灵魂。

“

2025年新鲜冬虫夏草

预订电话: 13839165077
地 址：人民路报业国贸一楼北厅焦报欢乐购

人间烟火——冬虫夏草

◆0.3~0.4克/根，989元100根

◆0.4~0.5 克/根，916 元40 根

◆0.5~0.6 克/根，968 元30 根

广告

00..55~~00..66克克 00..44~~00..55克克 00..33~~00..44克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