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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满洲里出境后，李大钊一

行到了苏联 86 号小站 （今俄罗

斯后贝加尔斯克），被安排在铁

路车站站长家，受到了站长夫妇

的热情款待。后又由西比利亚大

铁路经赤塔等地去往莫斯科。李

大钊住在卢克斯大旅馆的三楼，

每天文书鞅掌，应接殷繁。

1924 年 6 月 17 日 至 7 月 8

日 ， 共 产 国 际 第 五 次 代 表 大 会

在 苏 联 莫 斯 科 召 开 。 这 是 共 产

国 际 召 开 的 一 次 重 要 会 议 ， 对

以 后 （1925 年 1 月） 中 共 四 大

的 召 开 也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 。

出 席 这 次 大 会 的 代 表 有 510

名 ， 代 表 49 个 国 家 的 60 个 组

织 。 当 时 ， 由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国 内 和 国 际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中 的

地 位 、 影 响 还 没 有 受 到 共 产 国

际 的 足 够 重 视 ， 会 议 虽 然 成 立

了 政 治 委 员 会 、 组 织 委 员 会 、

民 族 和 殖 民 地 委 员 会 、 农 民 委

员 会 、 妇 女 委 员 会 、 青 年 委 员

会 等 若 干 专 门 委 员 会 ， 但 李 大

钊 作 为 中 国 代 表 团 首 席 代

表 ， 并 没 能 参 加 政 治 委 员 会 、

组 织 委 员 会 等 重 要 的 委 员 会 ，

只 有 王 荷 波 参 加 了 民 族 和 殖 民

地 委 员 会 ， 刘 清 杨 参 加 了 妇 女

委员会。

在 共 产 国 际 第 五 次 代 表 大

会 上 ， 季 诺 维 也 夫 代 表 共 产 国

际 执 委 会 作 了 报 告 ， 批 评 了 欧

洲 各 国 共 产 党 在 统 一 战 线 上 的

错 误 ， 也 回 顾 了 共 产 国 际 执 委

会 和 中 共 中 央 在 如 何 对 待 国 民

党 这 个 问 题 上 的 分 歧 。 他 说 ，

国 民 党 正 向 左 转 ， 并 对 帝 国 主

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6 月

30 日 ， 共 产 国 际 主 持 民 族 殖 民

地 工 作 的 曼 努 意 斯 基 作 报 告 ，

他 在 中 国 问 题 上 继 续 强 调 共 产

国 际 关 于 国 共 合 作 的 政 策 ， 又

一 次 批 评 中 共 在 国 共 合 作 问 题

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

1924 年 7 月 1 日 ， 共 产 国

际五大第 21、22 次会议上讨论

了 曼 努 意 斯 基 的 报 告 。 在 第 22

次 会 议 上 ， 李 大 钊 （化 名 琴

华） 作 了 书 面 发 言 。 7 月 11

日 ， 李 大 钊 的 发 言 以 《中 国 的

民 族 斗 争 和 社 会 斗 争》 发 表 于

《真 理 报》 上 。 李 大 钊 没 有 直

接 回 答 曼 努 意 斯 基 的 批 评 ， 而

是 介 绍 了 外 国 帝 国 主 义 在 中 国

嚣 张 活 动 的 九 个 事 件 ， 即 张 家

口 的 卡 门 事 件 、 汉 口 纺 织 工 人

事 件 、 法 国 金 法 郎 事 件 、 旅 顺

口 和 大 连 、 临 城 事 件 、 棉 花 出

口 、 烟 草 消 费 税 、 广 州 的 关

税 、 列 强 的 海 上 联 合 舰 队 ， 认

为 “ 这 一 切 都 证 明 ， 帝 国 主 义

者 始 终 力 图 利 用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事 为 借 口 来 扩 大 其 势 力 及 特

权 ”。 李 大 钊 还 重 点 阐 述 了 共

产 党 在 国 民 党 内 开 展 工 作 的 目

的 、 作 用 和 意 义 ， 希 望 共 产 国

际 五 大 应 该 特 别 关 注 中 国 问

题 ， 给 予 中 国 共 产 党 工 作 指

示 。 李 大 钊 直 言 ，“ 我 们 在 国

民 党 内 部 工 作 的 主 要 目 的 ， 在

于 唤 起 群 众 的 革 命 精 神 ， 引 导

他 们 反 对 国 际 帝 国 主 义 者 和 国

内 军 阀 。 在 国 民 党 内 部 ， 我 们

将 其 左 派 争 取 到 我 们 方 面 来 ，

并 以 此 加 速 革 命 浪 潮 的 高 涨 。

尽 管 工 人 运 动 的 发 展 由 于 反 动

势 力 而 受 到 极 大 阻 难 ， 北 方 的

工 人 组 织 仍 在 我 们 掌 握 之 中 。

在 南 方 ， 特 别 是 在 广 州 ， 国 民

党 在 工 人 中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 而

我 们 的 策 略 是 掌 握 工 人 运 动 的

领 导 权 ， 以 使 其 成 为 革 命 的 先

锋队。”

共 产 国 际 第 五 次 代 表 大 会

闭 幕 后 ， 中 共 代 表 团 其 他 成 员

相 继 回 国 ， 李 大 钊 继 续 留 在 苏

联 ， 任 中 国 共 产 党 驻 共 产 国 际

代 表 。 其 间 ， 李 大 钊 在 莫 斯

科 、 列 宁 格 勒 等 处 参 观 访 问 ，

并 应 多 方 邀 请 作 报 告 、 发 表 谈

话 和 讲 演 ， 撰 写 有 关 访 苏 通 讯

或 有 关 中 国 革 命 的 政 论 文 章

等 ， 积 极 宣 传 、 介 绍 中 国 革

命 ， 争 取 苏 联 及 各 友 好 国 家 人

民 对 中 国 革 命 的 同 情 和 支 持 。

在 近 半 年 时 间 里 ， 李 大 钊 留 下

了 《苏 俄 民 众 对 于 中 国 革 命 的

同 情》《上 海 的 童 工 问 题》《中

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 等 15 篇

重 要 文 献 。 同 时 ， 李 大 钊 坚 持

出 席 中 共 旅 莫 （斯 科） 支 部 的

工 作 会 议 及 相 关 活 动 ， 参 与 指

导 日 常 工 作 ， 并 曾 在 中 共 旅 莫

支 部 的 全 体 大 会 上 ， 作 了 《中

国最近之政变》《中国的事变和

本 团 的 训 练》 等 关 于 国 内 革 命

形 势 的 报 告 ， 进 一 步 坚 定 了 革

命 信 念 和 革 命 意 志 ， 对 中 国 革

命充满豪情壮志和殷切期望。

1924 年 9 月 22 日 ， 在 莫 斯

科 国 家 大 剧 院 ， 李 大 钊 在 “ 不

许 干 涉 中 国 协 会 ” 组 织 的 大 会

上 发 表 演 讲 ， 向 全 世 界 介 绍 中

国 当 时 正 在 经 受 的 苦 难 和 压

迫 ， 讲 述 年 轻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诞 生 与 成 长 ， 呼 吁 各 友 好 国 家

帮 助 中 国 革 命 ：“ 中 国 的 问 题

并 不 是 一 个 单 纯 的 民 族 问 题 ，

而 是 一 个 国 际 问 题 。 没 有 全 世

界 无 产 阶 级 的 援 助 ， 中 国 的 民

族 运 动 就 不 能 发 展 。 只 有 无 产

阶 级 能 起 到 革 命 领 导 者 的 作

用 。” 演 说 结 束 时 ， 李 大 钊 振

臂 高 呼 “ 无 产 阶 级 世 界 革 命 万

岁 ”“ 反 对 武 装 干 涉 中 国 ” 等

口 号 ， 赢 得 暴 风 雨 般 的 掌 声 。

这 次 演 讲 是 李 大 钊第一次在共

产 国 际 的 演 讲 ， 也 是 最 后 一

次 ， 留 下 的 十 几 秒 视 频 是 李 大

钊 唯 一 一 段 活 动 影 像 ， 直 到

1999 年 才 在 俄 罗 斯 国 家 社 会 政

治 历 史 档 案 馆 找 到 ， 让 我 们 看

到 了 当 年 李 大 钊 的 昂 扬 神 态 和

风采。

书 法 创 新 难 ， 隶 书 创 新 尤

其难。

为什么？因为隶书的出现是

中国文字的一次大改革，自秦汉

至 清 代 的 两 千 年 间 ， 在 隶 书 诞

生、发展、传承、演化过程中，

无数前贤穷研细究，以惊世的变

革创新，将隶书一次次推向新的

境界，体势趋于规范，风格几近

完美，再变化的空间有限，调整

更新的余地也相对很小。因此实

现隶书新的突破谈何容易。

然 而 ， 就 是 在 这 “ 难 上 加

难”的领域，王祥之先生却在中

国 书 坛 悄 悄 地 发 起 一 场 “ 隶

变 ”。 他 积 年 累 月 勤 耕 ， 穿 百

砚 、 秃 千 笔 ， 锲 而 不 舍 ， 终 以

“祥隶”的创立，铸就了这一古

老书体新的辉煌。

我和王祥之先生多有交往，

但 2001 年 始 终 未 见 他 的 音 讯 ，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我知道他平

时很忙，后来就不再打扰。直到

2002 年春节，王先生约我到他家

叙谈，才知晓其中的原委。

原来一年前，北大方正电子

有限公司决 定 将 王 祥 之 先 生 的

隶书定名为“祥隶”，开发并输

入 电 脑 字 库 。 其 软 盘 定 于 2002

年 5 月初在国内外发行，需要他

书 写 近 万 个 “ 祥 隶 ” 规 范 字 ，

且 繁 体 、 简 体 各 一 套 ， 只 给 10

个 月 。 因 时 间 紧 迫 ， 他 只能深

居简出。

在王先生工作室交谈中我得

知，北大方正是国内出版电脑书

法软件的权威性机构。当时只有

舒同、启功等少数著名书法家获

字 体 命 名 之 殊 荣 。 我 问 及 “ 祥

隶 ” 出 版 发 行 的 背 景 ， 谦 和 儒

雅、性格爽朗的王先生莞尔一笑

说：“‘祥隶’是北大方正从全

国范围的隶书中筛选出来的。他

们开发字体极严格，要求风格独

特、个性鲜明、字体规范、影响

广泛，且具有独创性。至于为什

么 把 我 的 隶 书 定 名 为 ‘ 祥 隶 ’，

我猜想有 两 个 因 素 ： 一 是 选 用

我 名 字 中 的 ‘ 祥 ’ 字 ， 体 现 了

书 法 创 作 的 主 体 ； 二 是 ‘ 祥

隶 ’ 寓 意 祥 和 、 吉 祥 ， 在 社 会

上容易被接受。”他对自己多年

的 心 血 羽 化 为 一 种 新 的 书 体 ，

感到十分欣慰。

其实，“祥隶”从初始到自

成 一 格 ， 经 历 了 漫 长 的 探 索 过

程。在长期书法实践中，王先生

深谙线条和结体是构成书法形式

美的最基本要素，因而他惨淡经

营，终其半生精力，方寻到创新

的独特路径。

王 先 生 在 椅 子 上 欠 了 一 下

身，摘下眼镜，深深地呷一口茶

水。他说：“我性情所好是雄强

苍 劲 、 浑 朴 厚 重 一 格 ， 在 遍 临

《祀三公山碑》《石门颂》《张迁

碑》 和银雀山、马王堆、武威汉

简帛书的基础上，选取了 《好大

王碑》 作为基本字帖，毫不犹豫

地舍弃了通常‘蚕头雁尾、一波

三折’的标准模式，取其顿挫的

直线，凸显线条的苍劲感。在结

体上，我舍弃了汉隶内紧外松的

惯例，取向于外紧内松，呈现出

中宫宽博、四周收敛的态势，示

人以雄强、厚重、力量的阳刚之

美。同时将撇捺缩短为两个点，

以突出其胸襟的博大，使字的重

心下移，增强了稳定感。为此，

有些朋友称我的隶书为‘短腿隶

书’，这虽然抓住了它的外在特

征，也很形象，但过于民俗化，

我觉得还是叫‘祥隶’好。”

当“祥隶”以突破古人又别

于今人的独特面貌展现在世人面

前时，还有谁怀疑它在当代书坛

上的独特地位呢？我向王先生请

教成功的秘诀，他说：“兴趣和

爱 好 是 我 学 书 的 无 穷 动 力 和 源

泉”，随后向我讲述了自己学书

的历程。

他 1941 年 出 生 于 文 化 之 乡

乐亭，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

在乐亭一中，教美术的易惠堂老

师 乐 于 给 他 和 几 个 同 好 的 伙 伴

“吃偏饭”，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

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不久，在

“选飞”中，他脱下学生装，换

上了军制服，但对画画的兴趣仍

然不减。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

易却艰辛”，在艺术的旅途上没

有平坦大路可走。王先生和许多

书家一样，既要做好本职工作，

又要追求艺术。很长时间，他只

能挤做饭的时间练习书法。烧饭

时，有三五分钟空闲，便跑到房

间里写上几笔。稍一入神，多写

上几个字，那边厨房便告急，不

是 饭 做 煳 了 ， 就 是 奶 烧 “ 跑 ”

了，有时铝质锅底被烧化。为了

两者兼顾，后来他干脆把书桌搬

到厨房，一边是笔墨纸砚，一边

是油盐酱醋。有感于饭菜味和着

翰 墨 香 ， 他 索 性 把 书 斋 名 改 为

“五味斋”，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

他自己知道。

王 祥 之 先 生 成 功 了 。 当 今

“祥隶”已被众多街面牌匾、报

刊题头、碑额碑文使用，走进千

家万户。在人们对王先生表示由

衷敬佩和感激时，他没有固步自

封、沾沾自喜，而是跨上了继续

探索的新征途。

他深知大篆是隶书的母体，

于是溯本求源，又一头扎进琳琅

满目的金文、古籀书法世界。他

钟 情 于 商 周 时 代 青 铜 器 上 的 铭

文，对 《虢季子白盘铭》《毛公

鼎铭》《散氏盘铭》《大盂鼎铭》

逐 字 推 敲 品 味 ， 着 力 临 摹 ， 体

会其铸凿书法，奇异形体，巧妙

变化，无穷意趣。经长期浸淫，

其大篆书法日臻成熟，形成个性

风貌，2007 年终以 《王祥之大篆

对联 100 例》 一书的问世而一飞

冲天。

他 凭 借 对 各 种 书 体 探 赜 索

隐 的 深 厚 功 底 ， 历 时 十 载 ， 向

国 人 奉 献 出 《图 解 汉 字 起 源》

一 书 。 这 部 专 著 将 甲 骨 文 、 金

文 与 社 会 和 自 然 界 的 物 形 相 对

照，按物类把汉字分成 26 篇 203

部 ， 详 细 解 读 了 一 千 多 古 文 字

的 造 字 与 演 变 过 程 ， 以 及 造 字

五 法 、 汉 字 中 的 形 符 、 声 符 等

问 题 ， 为 探 索 文 字 起 源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的 思 维 范 式 ， 图 文 并

茂 ， 趣 味 幽 眇 ， 蔚 为 壮 观 。 王

先 生 以 一 己 之 力 完 成 如 此 浩 繁

的巨制，难能可贵。

本 文 写 到 最 后 ， 我 不 愿 以

“大师”“名宿”等称谓来评价王

祥之先生，估计他也不欢迎这样

做，应该说他对艺术是执着且忠

诚的，他的那支笔属于人民。我

为这位乡兄骄傲。

（本文标题字体即为王祥之

先生创立的祥隶体）

4 月 28 日，团结出版社在承德召开优秀图书奖

座谈会。我市作家杨立元创作的文学评论专著 《承

德作家论》 和刘长明创作的长篇小说 《新生》，被

该社评为 2021-2023 年度优秀图书。团结出版社向

优秀图书奖获奖者颁发了证书。

《承德作家论》 是杨立元教授“滦河作家系列

评 论 ” 专 著 （共 10 部） 的 最 后 一 部 。 此 书 的 出

版，使他完成了“为滦河作家作论，为滦河文学写

史”的夙愿。该书运用诗学和史学、美学和社会

学、个人和时代、作家群落和地缘文化的综合视

野，对承德作家群进行了深度观照和全面评论，受

到读者尤其是承德作家的好评。

《新生》 是刘长明献给唐山大地震 45 周年的一

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平视角、小人物，讲述了震

后唐山人心灵修复的故事。心灵修复的艰难与痛

苦，使劫难之后的唐山人有了更加强大的心力，

对 生 活 与 生 命 有 了 更 加 崇 高 的 认 识 。 该 书 曾 在

《唐山晚报》《唐山文学》 连载，在喜马拉雅网络平

台播出。 （烁 辉）

1967 年 12 月 ， 我 参

加铁路工作的第三年，就

参加了古冶铁路地区党委

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成

为一名党报业余通讯员。

至今已经 50余年。

这些年，从参加工作

初始用粉笔写黑板报、用

钢笔写稿件、用信封投递

稿 件 ， 到 用 传 真 机 发 稿

件、用邮箱发稿件、用微

信传稿件，一件件往事难

以忘怀。

手写时光最难忘。用

笔在纸上写文章，可以一

气呵成，用不着一边敲打

键盘一边看打出的字，而

且写出来后可以用传真机

随时传过去，省事、省时

又 省 力 。 一 旦 稿 件 见 了

报，自己还可以与底稿对

照一下。几十年前写过的

一些原稿我还珍藏着，真

是其乐无穷！

在手写年代，我随身

带着稿纸、信封和笔，看

见或听见时效性强的新闻

报道线索，拿出笔就写，

写 完 马 上 往 报 社 、 电 台

送，基本做到上午发现的

新闻下午送稿，下午发现

的 新 闻 晚 上 送 稿 ， 不 隔

天，就连星期天、雨雪天

也不例外。报社、电台传

达室的门卫都把我当成老

熟人了。

打字发稿最快乐。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后 ， 用 笔

写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给报社投稿大多改用邮箱

发送，这下子难住了我。

我不会拼音打字，也不会

用电脑，尽管女儿给我买

了电脑书，为我配全了电

脑、打印机，在键盘上贴

了对应汉字，还给我配置

了一个汉王笔，我使了半

天劲还是没有学会。起初

我先用笔在稿纸上写好文

字，让女儿或女婿帮我打

字，用邮箱发给我，我改

好后再发过去，有时赶上

急稿我还一个劲地催。女

儿气得对我说：“总让别

人帮，看你以后还怎么写稿写文章！”这句话真是

提醒了我。不会使电脑，等于睁眼瞎、干着急。在

老伴的鼓励下，我首先从学拼音开始学打字，就像

小学生一样一天学几个记住几个，接着在键盘上一

点点熟悉拼音练打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我

逐步可以在电脑上打字写文章了！尽管速度慢一

点 ， 笨 鸟 先 飞 也 挺 满 足 。 2011 年 7 月,`我 即 将 退

休，一家地方铁路公司找我返聘负责搞宣传，第一

句话就问我会不会打字。这样，我又先后在这家铁

路公司搞了 4年宣传工作。

在退休的这 14 年中，我逐渐习惯了用电脑打

字，与笔和稿纸渐行渐远，于是把以前用的稿纸都

闲放在书柜里，成为我永远的记忆。我在电脑上打

字，先后筛选整理了参加工作以来在中央、省、

市和铁路各新闻媒体刊登的近万篇各类新闻稿件，

先后编成了四部作品集，累计 100多万字。

回 顾 手 写 作 的 那 些 年 代 ， 酸 甜 苦 辣 余 味 悠

悠，如今最让我欣慰的是，多年勤于钻研业务的

习惯使我在古稀之年跟上了飞速发展的时代步伐，

电脑、手机，电子邮箱、微信……我的写作生涯也

做到了与时俱进，没有被时光淘汰。

（三）李大钊在莫斯科

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
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

□□ 刘凤敏刘凤敏

领异标新创领异标新创““祥隶祥隶””
□ 刘士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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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两位作家作品我市两位作家作品

获团结出版社获团结出版社

优秀图书奖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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