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的
湘江西岸。创烧于公元 8世纪中后期的长沙窑，
以其所产瓷器造型古朴、装饰风格多样，并创
造性地将单色瓷推向彩瓷时代著称于世。因
中唐时期王朝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及湘江、
洞庭之航运便利，产品得以集散于江
淮、江南等地的都会中心，进而通江达
海，行销海内外。它不仅是唐代国内最
畅销的民间日用瓷窑之一，也是当时
最活跃的商业性外销瓷之一，是与浙
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
大外销瓷窑”。

长沙窑不仅在瓷器装饰上创新
性地运用了彩绘、贴塑印花及商业铭
文等技法，瓷器上所题有关都市商贾、
歌楼妓馆、游子旅人生活的诗，也成了反
映中唐时期新兴市民文化生活的一扇窗。这
些题写在壶、盘等日常饮酒、品茶和饮食常
用器皿上的诗句，采用“赋、比、兴”的艺
术手法，将相思别离、边塞征战、宗教
信仰、处世人情、商贾旅人等题材
尽入诗中。通过陶工匠人的自创和
对当时社会所流行的诗歌进行改
编，这些以诗为饰的长沙窑瓷器
就成为满足唐代民间日常生活情
趣，适应买家的审美要求和反映唐
代民间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新的重
要品类。

现从长沙市博物馆馆藏长沙窑出
土瓷器上所载的9首诗歌，来解读千年
前长沙窑商户商旅生活的思想见闻。

釉下褐彩“欲到求仙所”诗文壶
（图1）高18.6厘米，底径10厘米。诗文：
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开。卜人船上坐，合
眼见如来。此诗表达的是外出行商前求仙
拜佛，祈求路途平安、财运旺盛的心理
诉求。长沙窑商户将瓷器装船准备启
程销往海外，须先到“求仙所”拜祭神
仙。当时社会流行西王母崇拜，但祭
拜的人太多，王母无暇顾及。最好的
方法就是找个占卜的术士，到船上烧
三炷香，拜上几拜，闭上眼就能看见如
来，请他保佑路途平安。因当时佛教对
民众的影响力不大，即将漂洋过海的长
沙窑商户在得不到西王母庇护的情况
下，就只能求比西王母地位低的“如来”
来保佑了。

釉下褐彩“人归万里外”诗文壶（图2） 高 19.2 厘米，腹径
13.7，底径 10.6厘米。诗文：人归万里外，心尽一杯中。莫虑前途
远，开帆逐便风。此诗表达的是出门行商饮酒壮行的坚定决心
和静待好风的豪迈气概。长沙窑瓷器行销亚、非两洲 13个国家
和地区，路途漫漫，行程艰险。想起要去向遥不可及的远方，内
心不由生出畏惧不安的情绪。但是，再多的困难也比不上生计
重要，只能劝慰同伴保持乐观心态，该喝酒时尽管喝。不要考虑
前路有多远，只需静待好风，扬帆远航，便能顺风顺水地到达万
里之外的地方。

釉下褐彩“小水通大河”诗文壶 高 15.2厘米，腹径 131.2，
底径 9.4厘米。诗文：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
路亦相过。此诗表达的是行商路途艰险，倡导谦逊有礼、彼此尊
敬的为人处世之道。据《长沙窑·综述卷》所述：长沙窑瓷器行销
全国14个省（市），皆走水路。“小水”为可通航的小河流，“大河”
则是途经的主干河流。小水大河连同蛛网，四通八达，使长沙窑
瓷器行销全国各地。因路途险阻，行至山谷幽深之处，栖居的鸟
儿也多了。碰到水路狭窄曲折之处，会与当地人的船只发生拥
挤，学会主动避让，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态度和蔼，双方自然也就
能够安然通行。

釉下褐彩“买人心惆怅”诗文壶 高19.6厘米，底径10.5厘
米。诗文：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
此诗表达的是卖方为了促进交易成功而采取的巧妙营销策略。
买方购买商品犹豫不决、欲购还休的心态，让卖人感到心里不
安。为增强购买者的信心，刺激购买者的欲望，特意将买卖双方
的心理以诗的形式题写在一种名为“安瓶”的瓷器上。希望将卖
方同样复杂的心情传递给对方，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起
到了交流沟通和互信的作用。

釉下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壶（图3）高20厘米，腹径15.5
厘米。诗文：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

思。此诗表达的是行商者面对遥遥无期的归途，思念家人的复
杂情绪。长沙窑瓷器外销，一别行千里，抵达的正是扬州地界。
扬州作为长沙窑瓷器外销的中转站，此时还未走出国门。要在
此地换船远行，仍需要些许时日。在等待之中，思念家乡亲人的
情感与日俱增，以至于一月之中的三十天，无日不承受思念亲
人的煎熬。

釉下褐彩“日日思前路”诗文壶（图4）高 16.6厘米，腹径
12.8，底径10.5厘米。诗文：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

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此诗表达的是行
商途中的艰辛和复杂的心理感受，以及
保持乐观心态的重要性。外出经商需
要不断地了解各地销售市场的行情，

今天到达一个地方，还要想着下一
站去哪里，那里的行情会是怎
样？“思前路”表达的就是对未知
市场行情的思虑，而“别主人”则
是说每天都有瓷器售卖出去，买
家成了瓷器的主人，所以说“朝

朝别主人”。但是，商旅途中每天
也有不同际遇，欣赏沿途美景和不
同地域的风俗人情，连鸟鸣的声音
都无比清新悦耳。也寓意随着生活
环境的日新月异，生活仍然充满希
望。
釉下褐彩“一双班鸟子”诗文壶

残高 15 厘米，底径 9.5 厘米。诗文：一
双班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岳家舫，

附我（信）到扬州。此诗表达的是因
思念外出经商的家人，托人捎带
书信之事。家人外出经商已经有
些日子，徘徊于江岸码头，想找
条去扬州的商船，顺便给家人捎
封信。此时，见有一双班鸟子（神
话传说中能够送信的信使，亦称

“青鸟”）飞来，落在一岳姓船家用
五两鸡毛做成的“五两头”（测风用
的候风器）上，表明这条船准备启
航出远门了。遂赶忙前去打探，询
问是否前往扬州？“附我到扬州”

中的“我”疑为“信”字的误写，长沙
窑瓷器为规模化生产，瓷器题诗要讲
求效率，写快了也会出错。参考题诗

内容相同的长沙窑出土瓷器，可确
认此件瓷器题诗中的“我”字系
窑工误写。

釉下褐彩“海岛浮还没”诗
文壶（图5） 残高 22 厘米，腹径
15.5，底径 13.5厘米。诗文：海岛
浮还没，山云断便（更）连。棹穿
波上月，船压水中天。此诗表达
的是大海航行的壮阔景象和不

畏风浪、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行
船在辽阔无边的大海上，放眼望去海岛沉

浮不定，远处的山和天边的云断了又连，天际线上的景物随
着波涛时隐时现。近处的月亮映在水中，海天一色，融合一
体。装载大量长沙窑瓷器的商船，航行在碧波万顷的朗空之
夜。船桨击打在水面上，将映在水中的月亮都击碎了。负重的
船体劈开万顷碧波，仿佛将整个天空都碾压于船底，有一种
行驶在天上的感觉。

釉下褐彩“万里人南去”诗文壶（图6） 高 17.5 厘米，底径
10.1厘米。诗文：万里人南去，三秋鹰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
同归。此诗表达的是外出行商誓与同伴共进退的集体意识和团
队精神。据《全唐诗补：长沙窑唐诗遗存》：此诗系初唐诗人韦承
庆所作的名篇《南中咏雁》。长沙窑瓷器题诗将“雁”改作“鹰”，
表明长沙窑瓷器题诗不照搬原作，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对现实生
活的感受随意改写，以迎合民间趣味。商户们海外漂泊半年有
余，时至深秋，鹰徙北地，该到了乘着季风返程之时。但是，同伴
售货未尽，归途不可预期。作为同甘共苦、命运相戚的同伴，自
然会忠于情分，陪同同伴将货物全部销完，再拿着挣到的货钱
返回家乡，是多么值得期待和喜悦的事情啊。

综上所述，长沙窑题诗瓷器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透过朴实直白、通俗易懂的语言，我们仿佛穿越千年历史时空，
走进长沙窑商户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外出行商经春至冬，承
受心理和身体的双重煎熬，无不让人们感叹他们的艰辛与顽
强，进而讴歌他们热爱生活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或许就
是长沙窑题诗瓷器最大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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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11月 27日下午，北大红楼二层陈独秀的办公室
异常热闹，陈独秀召集了李大钊、高一涵、张申府等人，热烈
地讨论着，要创办一个能及时反映国际时事的政治评论刊
物，在场的每人还掏出5块大洋凑到一起，作为办刊经费。就
这样，一个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周
刊——《每周评论》诞生了。

《每周评论》的编辑部位于北大红楼二层的文科学长办
公室，每周出版一期，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要撰稿人，是北京
地区的政治报道和评论刊物，与《新青年》互为补充。它的创
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相结合。

早在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为延揽作者，与同
仁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不谈政治，从思想文化入手改造国民，
以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重塑国民精神、唤醒国民觉悟。让这些
进步知识分子下定决心，创办《每周评论》的直接原因是中国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第一次有了从帝国主义（德国）
手中拿回主权的机会，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渴望
了解到最前沿的国际消息，此时的中国急需一份报道和反映
国际政治的刊物。

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号问世。一出手就把
笔锋对准了巴黎和会和帝国强权。发刊词中明确写到：“我们
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
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
岁！”紧跟着报道了《和平会议》《和平会议的代表》，做出了

《和平会议的阻碍》等分析评论。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不过几周，帝国强权就
表现出欺辱中国和弱小国家的态势。陈独秀愤慨不已，连续
在《每周评论》发表《揭开假面》《公理何在》《理想家去哪里
了》。4月30日，英、美、法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把德国在山东半
岛的特权移交给日本，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主权，磨灭了14万
中国劳工在欧洲战场的贡献和牺牲。中国人必须在这个时候
站起来，斗争刻不容缓。

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五四爱国
运动的旗帜，就是在《每周评论》的引导下打出来的。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1日，《每周
评论》开辟《山东问题》专栏，连续 5期报道五四爱国运动的
前因、经过、结果。期间，陈独秀发表了 7篇文章，33篇《随感
录》，及时提出斗争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推动运动朝着正
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

同时，《每周评论》也是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
阵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道
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热门研究专题，为中国的民主革
命注进了新的思想因素。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
过《每周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他在《每周评
论》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称赞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
纪元”“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1919年6月，李大钊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演了著名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在反驳胡适的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
中写道，“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并讲述了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本国实际论述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运作方向，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价值，进
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19年 8月 31日，这部引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向民众普
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报刊被北洋军阀查封。《每周评论》总计出
版37号，在北京的发行量多达5万份，是大流行的刊物，掀起
了北京思想界的巨大激荡，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它敏锐地
捕捉到文化变革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契机，揭露了帝国主义
与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扩大了马克思主义阵
地，让救国救民的道路逐渐光亮起来。

在山东荣成市博物馆的郭永怀纪念馆，陈列着许多
珍贵的文物、图片，向世人展现这位科学大师的生平。他永
萦江山怀志九霄，忠于祖国舍弃名利，鞠躬尽瘁以身许国，
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1965年，郭永怀向国家
捐款的手迹（如图），讲述了这位赤子的报国故事。

签证抗争彰显热爱祖国
郭永怀 1909年出生于荣成，从小天赋过人，先后考

上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他目睹了日军
飞机轰炸的惨状，决心学习航空技术，让祖国不再受欺
辱，后通过留学生招生考试。1940年 1月，郭永怀和同学
们在上海登船，准备出国时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的签证，
坚决要求更改。面对外国领事威胁，郭永怀大义凛然：

“宁可不出国，中国人也要有自己的骨气！”然后带领 20
多名同学走下轮船。经过抗争取消了日本签证，1940年8
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前往加拿大留学。对签证的抗争，彰
显了郭永怀坚定的爱国信念。

为国学习学有所长
郭永怀进入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仅用半年

时间就取得硕士学位。1941年，郭永怀来到加州理工学
院，与钱学森一起师从世界大师冯·卡门教授研究空气
动力学，为后来取得巨大成就打下坚实基础。1946年，郭
永怀前往康奈尔大学任教，参与创立该校航空研究院，
为三大核心主持人之一。

郭永怀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为人类突破声障作出
了重要贡献，在应用数学领域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PLK
方法），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因研究成果突出，郭永怀
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加入了美国航空学会，还被聘请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员。

忠于祖国大师归国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中华儿女争相归国。当时郭永

怀在美国的工作、生活条件优越，待遇优厚，但他报效祖
国的心情却更加迫切。得知郭永怀准备回国，有人劝他，
美国条件那么好，为何总惦记那个贫穷的祖国？郭永怀
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面对有关部门
询问，郭永怀回答：“到美国来，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
国！”在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1955年他回应美国
当局：“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为阻止
郭永怀回国，美国找借口传讯其夫人李佩一年之久。为
了尽快回国，郭永怀聘请律师与移民局交涉，美国政府
被迫放行。为避免回国受阻，他拒绝接触军方机密，还在
送别餐会上当众烧掉了多年的研究资料。1956年 10月，
郭永怀携妻女举家回到祖国。

奋斗拼搏报效祖国
“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我便全心全意地去做

好。”郭永怀把爱国化为身体力行的行动，经钱学森推
荐，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同时身
兼多职：化学物理系的主任、三峡大坝核武器攻击研究
主任、西南工程物理学院副院长，还有《力学学报》和

《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同时翻译出版《流体力学
概论》。

郭永怀和钱学森倡导了中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
体力学、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力
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
目。他全力以赴地投入研究和指导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从不休周天和节假日，工作是他最大的乐趣。

为国担当勇挑重担
“只要国家发展需要，再大的风险也要去闯，再硬的

骨头也要去啃，再重的担子也要去挑。”1960年郭永怀被
任命为二机部九院副院长，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与王淦
昌、彭桓武成为我国核武器研究的三大支柱。在核武器
研究进程中，郭永怀既是科研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又是
学术带头人，还是一线工作者。他提出了“铁条包布”的
设计思想，为核装置的武器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导弹、核弹、人造卫星几个领域，郭永怀都作出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在九院，他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
负责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进行相关
工作和实验。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
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潜地
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
究试验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参与领导了我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

1963年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基地，在环境十分恶
劣的高原戈壁，郭永怀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开展试

验，从课题设置、方案制定、装置建立、实验落实、结果分
析等，均一一过问……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甘当铺路石培养人才
郭永怀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非常重视人才培

养：他与钱伟长一起创办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为北
京大学力学专业流体班授课；担任了 1956—1959中国科
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主任；在中国
科技大学创办化学物理系，担任主任，并为该校力学系
学生讲课。他讲课时喜欢用形象或类比的方法把物理
概念讲清楚，再用简洁的数学公式表达出来，省略掉数
学推导和派生的结果，让同学们自己推导，从而让学生
锻炼出精湛的学问，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力学人才，成
为我国力学事业的中流砥柱。郭永怀参与创建的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不可或缺的尖端科技
人才。

报国情深无私奉献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郭永怀没向组织提任何要

求，1965年还把归国前变卖家产的 48460元人民币全部
献给国家。在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仅三四十元。他对
祖国慷慨无私，而对自己和家人则是尽量节约，倾其所
有献给祖国，这笔无私的捐款，体现了郭永怀对祖国最
纯真的爱。

以身许国熔铸信仰
自1968年10月起，郭永怀在青海紧张进行中国第一

枚热核导弹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12月4日下午，他发现
了极其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乘夜航飞机赶回北京。不
幸的是，飞机在降落时坠毁。最后时刻，郭永怀与警卫员
紧紧抱在一起，将绝密文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周恩
来总理得知郭永怀牺牲后悲痛不已；科学界同仁们听闻
这一噩耗扼腕垂泪。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家，人
们在力学研究所树立了郭永怀的塑像，将其骨灰安置于
下方。

郭永怀牺牲的第 22天——1968年 12月 25日，中央
政府授予他烈士称号。同日，他生前准备的中国第一枚
热核导弹试验成功，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为英雄冲
天怒放。1970年4月24日，郭永怀生前参与领导研制的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郭永怀是中国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同时在
三个领域都作出重要贡献，也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他用一生铸造热爱祖
国，担当为国，奋斗报国，科教兴国，无私奉献，以身许国
的永怀精神，既体现了“爱国、创新、奉献、协同、育人”的
科学家精神，更深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精
忠报国精神，充分展现了新中国科学家优秀代表的崇高
品质和精神风貌。

知识分子的斗争阵地——《每周评论》
赵玥欣

深沉的爱只为中华
——郭永怀手迹背后的故事

张琇杰

长沙窑诗文里的唐代商旅生活
刘海泉

北大红楼（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文科学长办公室
旧址复原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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