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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部风靡全国的自传体

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10年间就陆续印刷了

1000多万册。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和主人公，就是被

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兵工功臣——吴运铎。

1917年，吴运铎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煤矿职员

家庭。在机器轰鸣声中长大的他，从小就对机械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工人，造机

器、开机器。

大革命失败后，父母所在煤矿陷入半停顿状态，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职工子弟学校也被迫关闭。吴运铎一

家人失业又失学，生活陷入绝境。为了谋生，14 岁的

吴运铎便下煤窑做苦工，后来又辗转做过电工、钳工、

铸工、水泥工，步步艰辛，境况却没有半点好转。

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在《新华日报》的影响

下，找到了人生的方向。1938年，他离开武汉，远赴

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皖南云岭开始，吴运铎便投入到他为之奉献

一生的人民兵工事业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

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

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五机部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等职，主持了多项兵器科研项目，培养了

大批军工人才，为国防现代化和改善部队装备作出

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的兵工生产

困难重重。土筑的锻铁炉、木头做的风箱……整个

兵工厂找不到一部像样的机器。吴运铎和同志们想

方设法，因陋就简，从没爆炸的敌人的炮弹和炸弹中

挖火药做原料，用民兵破路挖来的铁轨、道钉改造车

间里的钢凿、旋刀、钢模，用长凳、木桩、木板、石磨造

出了旋床、打光机、发动机等土机器，扩大了枪弹生

产规模。

面对敌人的“扫荡”，兵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要抬

着机器打游击，在战斗间隙马不停蹄地开展生产，供

应前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只读过5年小学的吴

运铎还是啃下了《经验设计》《机械原理》等书，设计

出一张又一张机床图纸，和战友们一起建立了子弹

厂，成功研制出拉雷、电发踏雷等多种武器弹药，为

提高部队火力作出很大贡献。

生产研制武器弹药的危险性有目共睹。吴运铎

在工作和战斗中曾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

腿致残，经历手术20余次，但身上仍留有几十块弹

片。面对危险与伤痛，吴运铎坦然无畏，以顽强的毅

力一次又一次战胜病魔，回到生产一线。他说：“个

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的劳

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

1951年10月，吴运铎被授予特邀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在同志们的要求下，他把自己的经历和事迹

写成了长篇文章《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并在《工人

日报》上连载，后来以《把一切献给党》为名出版，在

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广

泛传播。

离休后，吴运铎依然心系党的事业，参与了关心

教育下一代协会、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的有关工作，

为青少年教育和残疾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病逝。他用一

生，践行了自己“把一切献给党”的诺言。

■ 翟佳琪 据《学习时报》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是温和宽厚、

慈眉善目的长者，很少有人知道他义

愤填膺、挥刀断指的壮举。美国著

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

国》一书中还特意写到徐特立与封建

政治作斗争的标志——“诚意割去的

小指尖”。

徐特立断指血书与时代背景密切

相关。甲午战争以后，许多不法的外

国传教士嚣张跋扈、为非作歹，一些中

国教徒也仗势欺人、鱼肉同胞。民众

遇到不法侵害时，常常有理难说、有冤

难申，甚至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剧，人民群众的

反帝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全国各地也

不断上演中国人民同外国教会侵略势

力的斗争。

1909年 12月8日，徐特立以校董

兼教员身份在长沙修业学校向全校师

生作时事报告。他痛陈教案实情：“现

在的满清政府，极是软弱无能，害怕洋

人，巴结洋人，采用的政策完全是惧外

媚外。而帝国主义凶恶之气焰，一天

甚似一天。老百姓不堪忍受，被迫起

来反抗，以至酿成教案。但不管在哪

里发生教案，吃亏的却总是我们中国

人民。因为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的

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反而处处为洋人

张目，为虎作伥。”他还勉励学生：“要

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义之所在，虽

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要向帝国主义

报仇雪耻。”

讲到激动之处，悲愤之情难以自

已，徐特立和学生都痛哭起来。忽然，

徐特立从台上跳下，跑到厨房，拿出一

把菜刀，当场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

一节，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表示对帝国

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激励青年

学生反帝爱国。

在徐特立的带动和影响下，一大

批青年学生先后走上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期时期，徐特立将自己的全部精

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创办学校、

培养人才，尽心尽力教育青年一代，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国家命运。五四

运动爆发后，徐特立还同青年学生一

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苦

学救国本领。

■ 叶松 据《人民政协报》

1997年，为纪念建校95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决定面向全

校师生公开征集校训。校领导发现1993年启功曾为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书写的题词“师垂典则，范示群伦”，认为这8个

字既寓意深刻，又贴近师范大学的办学特色，建议作为校训。

启功却觉得这8个字一来嫌显艰深、不够通俗，二来稍

感平板、过于静态训释，作为校训不很合适。几天后，启功

又向学校提交了数种校训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将“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确定为校训。

校训一经公布，立即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认同。这8

个字不仅更加平易通畅，而且更加深刻蕴藉。它不仅紧扣

“师范”特色，而且蕴含了学与行、理论与实践、做学问与做

人、做一般人和做教师之间的辩证关系。随后，学校领导敦

请启功赐墨勒碑，启功欣然应命。但他特别强调：“校训之

撰，当属学校。校训碑正面右首当署‘北京师范大学校

训’。”落款则是启功“敬”书，表明在校训面前，启功只把自

己当成学校的普通一员。

后来，学校有关部门多次请启功阐释所题校训的意义，

启功每次都以“学习校训，理解如此”的口吻来写，从不把校

训当作自己的创造而专有。一次，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

启功总结了他对校训的理解：“所学，足为后辈之师；所行，

应为后人之范。”他进一步解释，“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

的学问、知识以及技能，仅仅‘具有’还不够，要达到一定的

程度，是要能够成为后学的师表；行，是指每位师生应有的

品行，这包括思想、行为、待人、对己，方方面面，时时刻刻，

都光明正大，能够成为世界上、社会中的模范。这种模范，

不是等待旁人选举出来，而是自己随时扪心自问，有没有可

惭愧的思想行为。校训没有任何人执行考试、考察、判分、

评选，但是每位师生，都生活在自己前后左右无数人的雪亮

公平的眼睛中。”

启功一生以书法大家、诗词大家、文物鉴定大家和著名

学者等多种名衔闻名于世，但他最看重的却是教师的身份。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8个字，既是启功一生从教的实践

经验总结，也是他一生70余年教师生涯的真实写照。

■ 夏明亮 据《人民政协报》

吴运铎：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徐特立断指血书激励学生 启功题写校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