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历史 2013年7月14日 星期日
编辑周玉冰 | 组版唐玉梅 | 校对刘洁

15
热线 0551-62620110
www.ahcaijing.com

老同志说历史

胡耀邦批示，
掀起岳西林业改革的探索

王道成

1984年2月，我从安庆地委农村政策研

究室调任岳西县委书记。岳西地处大别山腹

地，时任安徽省委秘书长张秉伦来岳西挨家

挨户看了一个乡的两个生产队后深有触动，

连夜起草给省委的传真电报，惊呼：这里没有

一家有件像样的衣服，没有一家有条像样的

棉被，没有一家床上有垫单，没有一家不缺油

少盐，没有一家不说粮食不够吃，没有一家不

欠债短款，“贫困状况使人触目惊心”！

针对岳西县贫困状况，我从２月底到６

月中旬，带着相关同志到群众中调查。走访

中发现，岳西山区耕地少（人均六分八厘），

土质差、农业新政策的威力在这里难以发挥，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工副业因交通、市场、信

息等因素制约，难以发展。山区资源优势是

林业。但长期以来，这个优势没得到发挥。现

行林业政策统得太死，与民意相违。导致一面

是少数农民生活贫困，一面是大量的小材小料

在路边腐烂，看了叫人心酸。农民名义上是山

场的主人，实际上没有任何支配权。而非林权

所有者（包括林业部门在内的个别权势者们），

却可以随批随伐，整车运走。这也就是中央、

国务院三令五申制止乱砍滥伐，各级党政年年

抓植树造林，收效甚微的原因之所在。

弄清现状后，我很是担忧。我认为林业

政策改革的出发点应该是还山、还林、还利于

民。于是向省委、地委发出了实行特殊政策、

特殊措施的呼吁。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岳

西开始了林业政策改革的尝试。

出于对党中央的信赖，我揣冒昧，给时任

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诚恳地指出现行

林业政策是偏颇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

革。一方面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另一方

面开放竹木市场，改变林业森工部门的职能，

使其由管理、设卡为主转向营林、加工。6月

13日，信通过省委机要室发到中央。

时隔一天，即6月15日，胡耀邦总书记

作出批示。全文是：“万里同志：此事请你处

理。在我看来，山区政策没有认真解决，我们

有些部门有些同志长期不关心群众的痛痒，

坐在房子里主观主义地制定政策，规定办法，

并且不太领会中央同志的主张。我认为再这

样下去不行。请你考虑是否召集一个会解决

一下。”

胡耀邦总书记这个批示是国家林业部６

月２９日晚传到安徽省委的，为了落实胡耀

邦批示精神，省委通过研究，随即派工作组到

岳西，掀起了一场林业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2011年12月27～29日，国家林业局林

改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建兴一行来到岳西，在

省、市林业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对1984年这

里曾经展开的那场林业改革进行调研。他们

走村串户，与乡村干部广泛接触，在县里召开

座谈会，并在合肥与我会见，对岳西县当年进

行的林业改革的大方向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它与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性的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一脉相承。还建议把岳西县作为国家林

业局深化改革、促进扶贫开发的示范点。

回想起来，这场林业改革得益于胡耀邦

同志的支持，他心系百姓温暖，实事求是的精

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张大千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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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是名垂美术史的大画家。2004年3月，他的一幅估价数千万元人民

币的巨幅山水画《苍莽幽翠图》浮世，从未外露的“秋迟”印章神秘现出，他的柏拉

图式恋情才被最终解密，而三跪红颜更是惊世骇俗。 少武

张大千20岁时，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过世，他到宁波天童寺出家，3个月后还俗

到了上海。为了谋生，一度仿画名家，他

仿石涛的画连行家都无法鉴别真伪。

当时，宁波富商李茂昌花了50块大洋

买回一幅“真迹”。女儿李秋君看后说：

“画是假的，但作画之人天分极高。”

此后，李茂昌在上海画界遍寻这位高

人。二人成了好朋友后，张大千跟李秋君

相识。李秋君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从小

精通琴棋书画，姿容雅丽，性格温婉，是远

近闻名的才女。

一日，张大千应李茂昌之约到宁波来

散心，客厅中，他被一巨幅《荷花图》所吸

引，一枝残荷，一根秃茎，一汪淤泥，飘逸脱

俗。张大千叹道：“画界果真是天外有天

啊。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

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实在让我弄不明

白。这位鸥湘堂主若在世上，我一定拜师！”

晚宴开始了，来了一位清丽绝伦的年

轻女郎。李茂昌笑道：“秋儿，这就是你一

直崇拜无比的张大千先生。”说完，他向张

大千说：“大千弟，见过师傅吧。”

张大千反应过来，推开了椅子“扑通”

一声跪倒在李秋君面前，口中喊着：“晚辈

蜀人张爰见过师傅。”

一段旷世奇恋就此拉开了序幕。

一跪佳人，惊叹才华欲拜师

随后，张大千在李秋君所居后楼“鸥

湘堂”里设了画室，两个人除了分室而眠

之外，几乎形影不离。

张大千正值青春年少，风流倜傥，可

唯独对这位李秋君，却从来不敢越雷池半

步。

张大千无时无刻不在想：“为什么相

见恨晚？”原来，张大千在妻子去世后，心

灰意冷之际，由母亲做主娶了亲，第二年

又纳了妾。而这位李家三小姐，又如何能

够屈尊为自己的妾？他偷偷地刻下“秋

迟”一方印。

李秋君也陷入无尽苦恼。一次，李秋

君见张大千在给四川的妻妾写家书，试探

地对张大千说，如果他能再收一个大小姐

为妾，该是福分无边了。哪知张大千在听

罢李秋君的话，怔了几秒钟，长长地叹了

一口气。跪倒在地说道：“三妹，我这一生

将为画而活，为画而死。红颜知己，除你

之外再无一人。但不能纳你为妾，那将使

一代才女受辱。”

二跪知己，心惜才女恨见晚

从此，李秋君把一生挚爱埋在

了心里，在张大千面前以妹妹自居。

上世纪30年代初，李秋君跟随

张大千来到了上海，在国立美术学

校任教，一如既往照顾张大千的起

居。张大千云游四方时，由李秋君

代选门徒，徒弟们也敬李秋君为“师

娘”，李秋君并不拒绝。就这样，她

终身未嫁。

怕三妹寂寞，抗战前夕，张大千

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心瑞、心沛过继

给了三妹做养女，李秋君把她们视

如亲生。

在李秋君的鼓励下，张大千远

赴敦煌写生，奠定了他在中国绘画

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连徐悲鸿也

感叹“五百年来一大千”，毕加索在

看了张大千晚年的作品后更曾发出

“真正的艺术在东方”

的感叹。

张大千从未中断过与李秋君

的联系：在黄山，在四川，在敦煌，

每到一处，他必定把艺术感受写成

文字，传送给三妹，这种习惯持续

近40年。

1945年 8月，远在成都的张大

千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挥笔画

下了一幅歌颂祖国山河美好的巨幅

山水画《苍莽幽翠图》，并且盖上了

“秋迟”之印。随后，他将此画交给

了好友谢稚柳，希望他把这幅作品

拿到上海展览时，李秋君能看到。

遗憾的是，《苍莽幽翠图》1952年就

被没收，直到1984年才归还。李秋

君终其一生，也未能见到这幅画。

1973年，李秋君去世，此时张大

千正在香港举办画展。闻此噩

耗，张大千面朝李秋君居

住的方向长跪不起，

几日几夜不能进食。

三跪故土，情深意切铭心骨

（作者曾任岳西县委书记、安庆市副市

长、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