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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央视一套播出的46集电视剧《共产党人刘

少奇》第九集中有个镜头：青年刘少奇来拜访陈独

秀，陈独秀为刘少奇泡茶，刘说不用客气。陈独秀颇

为得意地告诉刘：“这可是我家乡的桐城小花，其品

不亚于龙井，你得尝尝！”

桐城小花是产自安徽桐城的优质茶叶，明清时

作为贡品，特贡朝廷，属于中国历史名茶，《桐城风物

记》中亦载桐城小花“品不减龙井”。清人姚兴泉《龙

眠杂忆》载：“桐城好，谷雨试新铛，椒园异种分辽蓟，

石鼎连枝贩霍英，活火带云烹。”写的就是桐城小

花。陈独秀不是桐城人，而是与桐城相邻的怀宁人，

但自古以来“桐怀一家”，不分你我，所以陈独秀说桐

城小花是他家乡的名茶，也不为过。

陈独秀喜好桐城小花，除了受地域因素影响外，

毕竟桐城、怀宁是一体，鸡犬之声相闻，往来密切，桐

城还是陈独秀外婆家。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受桐城

文化影响非常大。陈独秀与桐城方家沾亲带故，桐

城人方守敦是近代较有声望的诗人、教育家、书法

家，当年曾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力助

吴氏创办桐城学堂，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

1939年，方守敦去世，陈独秀还送去挽联：“先生

已死无乡长, 小子偷生亦病夫。”表达了对方守敦的

尊重和对自己遭遇的不满。陈独秀与桐城人潘赞化

关系也不一般，潘赞化与青楼女子张玉良结婚，陈独

秀是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张后来被誉为“中国西

洋画中第一流人物”，成为中国画坛第一才女。同

时，陈独秀还和革命志士、桐城人尹宽是生死之交。

尹宽1924年从苏联回国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秘

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

茶不仅是日常饮品，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特产，

相互沟通交流的媒介，陈独秀与桐城的关系难分难

解，桐城小花为他所喜好也就不难理解了。

■ 周二中 据《人民政协报》

（一）
陈云治学，强调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他一生

谦虚、低调，称自己是“小学生”。在履历表上，文化

程度这一栏，始终填写“小学”，坚持终身刻苦学习。

他常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

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并且形象地把挤

时间自学比喻为进“长期大学”，说学成之后就是头

号的“博士”。

陈云自幼学习刻苦用功。8岁时被舅父送到镇

上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年后，陈云进入位于练塘

城隍庙的贻善国民学校学习。陈云初小毕业后，表

弟降生，舅母的风湿病又日益严重，舅父自己既要照

顾家庭，又要料理酒店生意，家境变得更加困难。懂

事的陈云只能默默告别了渴望继续读书的学校，回

家充当小伙计。每天，他总是背着表弟招待客人，抽

空拿出旧课本温习学过的功课。半年后，在舅母一

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又踏上了求学的道路，到青浦

县立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簿记。

1919年12月，为了生计，经班主任张行恭引荐，

14岁的陈云离开家乡，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他虽已失学，但是求学的念头、热爱学习的心却从来

没有动摇过。在学徒期间，除了繁重的劳动，不忘刻

苦学习文化知识。据工友回忆，每天清晨，天还没亮

他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语；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

也要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20岁

那年，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以后，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工作怎样

繁忙，斗争环境多么险恶，陈云都能想尽一切办法

“挤”出时间坚持读书学习。陈云“挤”时间自学的办

法，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有

‘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可以说，陈云是“挤”时间学习的典范。

遵义会议之后，陈云冒着生命危险，肩负党中央

的秘密使命，穿越1000多公里的封锁线到上海，再

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

况。圆满完成任务后，陈云留在莫斯科，进入列宁学

院中文部学习。他如饥似渴地系统阅读了马恩列斯

原著、学院编写的辅导教材，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无产

阶级革命历史的有关文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

工农运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等方面内容的论述，

获得学习“突击手”的称号。从苏联回到延安后，陈

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工作

异常繁忙，但仍继续发扬“挤”的精神，绝不因工作忙

而影响学习。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十分

繁忙，但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学习的精神，想办法“挤”

时间读书。“文革”时期，陈云下放到江西南昌“蹲点”

调查，带了三箱书，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

鲁迅等人的著作认真地看了几遍，结合他参加革命以

来的经历、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反复思考了国家经济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到了晚年，陈云依然强调学习。1994年5月在

生病住院期间，即使由于青光眼和白内障的影响，他

也一早一晚通过收听广播新闻来关心党和国家的大

事，关心改革开放的进程，适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
陈云治学，强调学习哲学。他一生极为重视学

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

窍”，倡导“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在长达70余年的

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参与领导了革

命斗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的杰出智慧和领导才能。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全党掀起了学习运动

的高潮。为探索在职干部学习理论的路子，陈云在

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并由自己

担任组长，认真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矛盾

论》《实践论》等著作。他领导的学习小组前后不中

断地坚持了五年。陈云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带头坚

持学习，从没有因为自己工作忙而未完成学习小组

规定要学习的章段。曾经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在

《向陈云同志学习什么》一文中指出：陈云在“延安时

期，从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

起来很认真。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

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

论界的同志请教。”“一有空就学习，这已成为他一生

不变的生活习惯。”

在延安，是一生好学的陈云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

之一。陈云说，“这样系统地学了几年马列著作和毛

泽东著作，对我很有帮助，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

套‘打倒’了。”日积月累的勤奋研读，使陈云能够敏锐

地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纵观历史，认识世界。这为他

坚持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和开阔的视野，使他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关注的工作

上，能够跨历史时期、跨社会制度进行综合分析。

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陈云总结出15个

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

说，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结起

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成为陈云毕生实践、毕生强

调的领导原则和思想方法。

党的十三大后，陈云退出中央领导岗位第一线，

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并提醒年轻领导干部要在

实践中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用它来

观察和处理问题。

（三）
陈云治学，对子女强调“读好书，做好人”。陈云

一生酷爱读书学习，常对孩子们说：我只有小学文

化，小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再上学，所以希望你们多

念点书，有知识，有文化，好为国家多作贡献。

从孩子们小时候开始，陈云就鼓励他们多看书、

看报，拓宽知识面。他送给5个子女每人一本《世界

知识年鉴》，让孩子们开阔视野，了解世界各个国家

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陈元是陈云的长子，

受父亲的影响，他很早就开始看《参考消息》。在北

京郊区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的二女儿陈伟华给远在江

西“蹲点”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了自己的学

习愿望。一向重视学习的陈云当即回信说：“我万分

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

看书了。”除了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陈云更重

视引导孩子们怎样正确学习。陈云就告诫小儿子陈

方要锻炼自己的思维方式。

在5个子女的回忆里，陈云即使在江西下放期间，

也仍然坚持学习哲学：“我们去看他，他给我们讲得最

多的就是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

好哲学。”陈云一再向孩子们强调学哲学的意义：学哲

学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过程，一个人只有掌

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

情。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陈云还和小女儿

陈伟兰打起了比方：学哲学就像扭秧歌一样。扭秧歌

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学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

退、退退进进。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学习搞扎实。

陈云治学，讲究学习方法。他把学习方法总结

为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定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

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读书要学原著，一本书、一

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读书要做笔记；读书最好有

个小组；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等。

为了号召家人学习，一个时期，陈云还将大家组

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专门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陈云的5个子女回忆道：父亲读起书来，

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以至由于工作

和学习过于繁重、紧张而病倒过。在陈云的鼓励影

响下，全家的阅读气氛浓厚，孩子们都养成了热爱读

书、学习马列理论、学习哲学的好习惯，这也成为陈

云传给孩子们终身的财富。

陈独秀爱桐城

陈云的读书学习生涯

陈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2岁丧父，4岁丧母，从小由舅父

抚养长大。由于家境贫寒，只读过小学。但能够成为党和国家

的卓越领导人，与陈云终身重视学习，严谨治学密不可分。陈

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勤奋、刻苦

读书，终身坚持向书本学习、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具备很

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

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 徐建平 据《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