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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都是宝贵经验的总结， 在学习 这 些

文件的过程中只有写笔记， 才能有思考，

才能清楚； 党内没有特殊人物， 不管 文

化人也好， “武化人” 也好， 男人也好，

女 人 也 好， 新 干 部 也 好 ， 老 干 部 也 好 ，

学校也好， 机关也好， 都要 写 笔 记。 首

长、 班长、 小组长要带 头 写， 还 要 检 查

笔记。

如何记 好 学 习 笔记 呢？ 作 为 党 的喉

舌， 《解放日报》 及时提供了范本。

（雅志 摘 自 《文 史 精 华 》 2019年 第8
期， 刘建军文）

粟裕主动为陈赓承担责任

1955年授大将衔的10位将领中， 陈

赓与粟裕是推心置腹的莫逆之交。 陈赓

对屡打大仗、 恶仗， 智谋百出的 粟 裕 由

衷地钦佩。 粟裕对陈赓也欣赏有加。

1954年10月粟裕 担 任 总参 谋 长 后，

陈赓以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之职兼任副 总

参谋长。 总参谋部分工的时候， 粟 裕 让

陈 赓 接 管 自 己 过 去 的 职 责 ： 分 管 作 战 。

因故不在总参时， 粟裕经常指定陈 赓 代

理 总 参 谋 长 职 责 ， 替 他 主 持 总 参 谋 部 。

外出后， 一旦想到一些重要的 事情， 他

都放心地委托陈赓办理。 粟裕还主 动 为

陈赓承担过责任。

一次， 粟 裕 要 求 总参 作 战 部 出 面宴

请苏联专家、 顾问， 由作战部 代部 长 王

尚荣等人陪同去全聚德吃饭。 这 时， 华

东军区要给一个师进行嘉奖， 新华 社 准

备发表这条消息， 打电话给作 战 部， 要

求审查这篇新闻报道。 因王尚荣 当时 不

便处理公务， 要求转告新华社， 可 将 新

闻稿送给陈赓副总参谋长审阅。

新华社 将 稿 件 送到 时， 身 体 正 有病

的陈赓已经躺下休息。 他被叫醒 后， 听

送稿者说稿件是经过作战部同意后才 送

来的， 以为作战部看过了， 便 说 “既 然

作战部看过了， 就可以了”。 于是， 新华

社第二天发布了这则新闻。

刘少奇看到后， 立即给粟裕打电话，

严肃地说： 中央军委已经有过决 定， 对

师级 （含） 以上单位的表扬， 只 有 军 委

才有这种权力， 大军区级无 权 批 准。 他

要求粟裕查询此事。

王尚荣等人表示承担这件事的责任，

陈赓马上说是他同意的， 责任应由 他 承

担。 粟裕则慨然说， 他 是 总 参 谋 长， 应

由他承担责任。

（高云 摘 自 《同 舟 共 进 》 2019年 第8
期， 张雄文文）

毛泽东鼓励舒新城：“自己干不了，

儿子继续干下去”

舒新城 是 湖 南 溆浦 人， 是 我 国 著名

出版家、 辞书编纂家。 1930年任上海中

华 书 局 编 辑 所 所 长 ， 主 持 《 辞 海 》

（1936年版） 的编纂工作。

1957年9月17日， 毛泽东到上海视

察 ， 接 见 了 舒 新 城 。 舒 新 城 提 出 编 辑

《辞 海》 和 《百 科 全 书 》 的 建 议 ， 毛 泽

东表示赞成， 并说： “到现在 还 只 能 利

用 老 的 《辞 海 》 《辞 源 》， 没 有 新 的 辞

典 。” 舒 新 城 建 议 说 ： “除 了 编 辑 《辞

海 》， 还 应 该 编 辑 《大 辞 典 》 和 《百 科

全书》。” 毛泽东马上说： “你的 建 议 很

好， 应写信给国务院。” 舒新城回答 说：

“我 已 写 信 给 人 大 常 委 会 ， 请 其 转 达 有

关部门。” 同时， 舒新城对编辑 《辞 海》

表 示 为 难 ： 一 则 人 手 不 够 ， 经 费 有 限 ；

二 则 自 己 年 纪 大 了 。 毛 泽 东 风 趣 地 说 ：

“你 有 儿 子 吗 ？ 自 己 干 不 了 ， 儿 子 继 续

干下去。” 他鼓励舒新城 “一定 干”， 并

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负责人帮助舒新 城

解决具体问题。

1958年5月19日， 中央致电上海市

委 ， 同 意 上 海 修 订 《 辞 海 》 的 请 示 。

1959年 春， 《辞 海》 编 辑 委 员 会 成 立，

舒新城被任命为主编。

（春草摘自 《浦江纵横》 2019年第11
期， 包天澄文）

华侨、华人捐助新中国公益事业的

影响因素

华侨、 华 人 热 心 捐助 新 中 国 公 益事

业， 这是他们对祖国 （籍） 作 出 贡献 的

一种重要形式。 影响华侨、 华 人 捐 助 新

中国公益事业的因素有：

1.对祖国 （籍） 的强烈责任感。 华

侨、 华人虽在异国他乡拼搏， 但 割 舍 不

断 的 是 对 祖 国 、 对 家 乡 的 血 脉 和 情 感 。

对他们而言， 捐款赠物、 造福 桑 梓， 既

是对祖国 （籍） 的一种奉献， 也 是 维 系

和祖国 （籍） 情感的一种特殊纽带。

2.自身经济实力及与新中国的经贸

联系。 华侨、 华人在个人事业 发展 相 对

顺利、 居住国经济形势相对较好的时期，

捐助规模就会随之扩大。 特别是与 新 中

国有经贸联系的华侨、 华人或在 华 发展

的侨企， 非常热心参与当地的公益事业。

3.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 党和政府

的政策引导与政策激励， 也有利于 增 进

华侨、 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进 而 激 励 其

建设祖国 （籍） 的热情。

4.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需求。

近些年， 扶贫、 救灾领域侨捐明显增多。

救灾是侨捐传统领域， 而扶贫主要 缘 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需求。

（夏雨摘自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
年第11期， 张赛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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