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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邵维正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
联合录制的 《党史故事 100 讲》，7 月 1 日在央视 10
频道 《百家讲坛》 栏目播出，党史专家、解放军后
勤指挥学院政策理论教研室资深教授邵维正应邀主
讲。年届80的邵维正是《百家讲坛》开办以来最年
长的主讲人。作为央视的品牌栏目，《百家讲坛》对
主讲人的选拔面向全国顶尖专家，作为一个并未上
过大学的军人，邵维正如此高龄受邀，足见其在该
领域的造诣。

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时间

邵维正出生于江苏常州，祖籍浙江黄岩。1951
年 3 月，邵维正弃学从军，去了朝鲜战场参战。回
国后，邵维正去了西北戈壁某师，期间还参加过高
原平叛战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被选派到解放军
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

197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邵维正调入解放军后
勤指挥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开始了长达30多
年的教学生涯。

邵维正来到学校进行党史教学之初，参与了大
型历史著作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的编撰
工作，他负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部分的撰写。
因为中共一大是在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悄悄召开的，
参与人随着革命大浪淘沙，幸存的人多年后也记不
清具体的召开日期了，所以7月1日并不是严格意义
上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于是他打算整理涉及中共
一大召开的时间资料，不畏艰难，重新调查考证中
共一大召开时间和参加人数。

方向确定以后，邵维正开始了忙碌的考证工
作，那段时期是他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那时没有
网络、电脑，邵维正为了查资料，骑着自行车跑遍
了中央档案馆、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
一切存放有关文献材料的地方。经常是白天查资料
访问，晚上整理材料到深夜。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
一次家。他记录资料的卡片渐渐地堆起了 1 米多
高，同时也制作了“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为了更
好地保存资料，中央档案馆要求查询人员不能喝
水，翻阅资料要戴上手套。时值酷暑，在屋子里，
邵维正小心翼翼、逐字逐句地查遍了所有当事人的
相关资料。终于，经过详实的考察和严谨缜密的论
证研究，他推断并确认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参
加人员。

1980 年 1 月，邵维正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论文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公开发表，在国内
外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
党史权威胡乔木同志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
价：“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工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

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邵维正由此奠定了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地位。

撰写首部中共创建史专著

一举成名的邵维正并没有自满。在拜访几位党
史研究界的前辈时，前辈们语重心长地说：“党史研
究是一条特殊的战线。过去，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
不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怕搞研究了，
年轻的又接不上。再过几十年，共产党这本‘家
谱’还是要有人来续，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
历史的需要啊！”

邵维正坚定了在党史研究道路上的方向。他认
为中共党史不但国内在研究，国外也在研究。如果
国内不能进行有效地研究考证，国外的研究常常会
扭直作曲，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在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邵维正清醒地意识到，进行党史研究必不可
少的是深厚的基础知识。为了充实党的各时期的
基础知识，他决定从党的创建时期开始，逐步进
行体系化的学习钻研。在建党 70 周年之际，邵维
正独立完成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中
国共产党创建史》，以 30 万余字篇幅，对中共创立
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阐
述，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白。这部论著获得
全军一等奖，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定为党史
研究必读书目。

从中共创立的起点逐步扩大，邵维正紧接着参
与主编了《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担任主编或副
主编的有 6 本全军统编教材，即 《中国革命史》

（1986 年版）《简明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
（1992年版）《中国革命史专题教程》《中共党史专题
教程》《中国革命概论》。很多读着邵维正主编的党
史教材成长起来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了教研骨干和
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学术会议上，邵维正常常遇到
当年的学生，他们时常这样介绍自己：“我是读着您
的教材成长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总后勤部轮训大队成立之
后，邵维正教授主要负责总后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
的轮训教学工作，这样更加拓宽了他的研究领域，
其中包含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军
队政治工作等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现实问
题的研究。2001年在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历时
3 年组织编写出版大型党史读物 《中国共产党 80 年
大事聚焦》，一经出版多次出现了脱销的局面，出版
社连续重印7次，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评价该书“开
辟了党史写作新路子”。该书生动形象，点面结合，
图文并茂，呈现了党的发展历史，成为普及党史的
典范读物，获得全军图书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
秀成果特别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90华诞，邵维正
主编出版了 《中国共产党 90年创新实录》 一书，这
是国内第一批向党的 90华诞献礼的著作之一，被评
为中组部、中宣部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三批理
论学习书目。

邵维正对教学情有独钟，30多年来坚守在教学
一线。从军60载，从教30多年，邵维正在部队和地
方作辅导报告 1700多场次，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
奖”和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等 40多个奖项。他
尽心播撒着党的创新理论的种子，为中共党史研究
作出了卓越贡献。

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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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习钦是武强年画的原产地——河北
省武强县街关镇人。自宋元开始，武强人
就用当地芦草做纸，用土生杜梨树木料做
版，用槐花 （黄色）、石榴花 （红色）、靛
蓝草 （蓝色）、锅底灰 （黑色） 榨取天然
颜色来印刷年画。武强年画明初已初具规
模，清康熙、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最高产
量达1亿对开张，行销大半个中国。

马习钦所在的街关镇是武强年画制
作、销售的主要集散地。在兴盛期，这里
家家点染、户户丹青，都是前店后坊的格
局。从16岁起，马习钦开始在武强画厂拜
师学艺，师从孙惠荣。其间在年画老艺人
韩贞祥先生指导下，学习木版年画印刷及
印刷工具制作。为求工艺精湛，技艺超
人，每天他都趁师傅休息时，偷偷练习刻

版，下班回家后，找一些废旧木板练手。
练得手指磨出了茧，变了形，右手手指比
左手手指粗一半，两手一比差很多。凭着
这股子韧劲，不到三年时间，马习钦就熟
练掌握了年画木版的全套雕刻技艺和木版
年画印刷的各种技法。

有人曾对马习钦说：“手工刻版这么
辛苦，买个机器刻吧。”但是马习钦说，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丢呀，而且，机器
是学不来这种传统技法的。他说，机器刻
版分两种，一种是电脑钻头刻，一种是电
脑激光刻。前者刻出来的交叉点是圆的，
无棱无角，没活力，印出的画面死板；后
者刻出的版，线条直上直下，不流畅，印
刷时稍不注意就会把纸卡破。都不如咱手
工的，陡刀立线，线条上窄下宽，成梯
形，这样线条不易磨损，也不易断裂，使
用拉刻，印出的画面活泼不死板，看上去
温和、舒服。

马习钦还调整改进了印刷工序，以前
印刷使用品色，画幅装裱后跑色严重。
1998年，他用国画色、广告色等染料经过
多次试验，最后认为广告色为最佳原料。
但是广告色遮盖力强，于是他又更改了印
刷次序，先印套色版，再印线条版，这样

画幅更加清晰、美观，装裱更加容易、不
跑色。这是他对武强年画印刷工艺的一次
大改革，使木版年画的观赏效果得到了显
著改善。为印刷和补刻 《乾隆版大藏经》
经版，马习钦组织举办了传统雕版印刷培
训 活 动 ， 并 亲 自 镌 刻 《释 迦 牟 尼 说 法
图》，使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
刷术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受到相关

专家和学者的认可和赞赏。
马习钦至今已从事武强年画创作研究

40余年。自1975年起，他一直跟随高级工
艺美术师路治国、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王
子学创作和复制木版年画。1976年至1997
年，他配合路治国创作和复制武强古版年
画 30 余种。1994 年 10 月，他与路治国合
作复制的 《大戳锤门神》 荣获文化部举办

的“中国民间艺术
一绝大展”民间年
画类金奖。到 20
世纪末，马习钦将
武 强 木 版 年 画 的
绘、刻、印、裱融于
己身，成为武强木
版年画艺术传承的
骨干和代表。他还
举办刻版培训班，
培养年画刻版、印
刷人员 100 余名。
2007年 6月，马习
钦被命名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武强木版年画代
表性传承人。

●如今很多社会问题、民族文化素质问题都
与我们长时间冷落传统文化相关。我们要和传统
对话、和经典对话，要让文艺成为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留住乡音乡情。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表示

●在市场经济时代，一部分文化产品加入到
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消费主义
可能给文艺造成损害的这种警惕性不够。需要警
醒的不应该只是文化生产者、产品提供者，读者
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作家阿来认为

●与创作的繁荣态势对照，理论批评无论在
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显得有些薄弱，有许多问题
亟待理论批评的梳理和关注。没有理论批评及时
把脉与矫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将无从谈起。
提高理论批评水平，是儿童文学发展的当务之
急。理论批评应当特别重视本土的原创作品，对
那些符合儿童心理特征、蕴涵丰富、艺术上有特
色的作品，应加大评论和推介的力度。

——儿童作家金波认为

●最好的电影导演是有话要说，不管走到哪
里，始终要感知自己与世界与现实的关系，当有
冲动有话要说时，完成的作品才是言之有物，有
感情、有温度的。贴近社会、贴近现实，才能拍
出有质感、有温度、有机理的作品。

——导演王小帅表示

●我现在的感觉是今天的文学也许难呼应今
天的现实，但是，今天的现实一定会成为明天的
文学。

——作家苏童认为

●音乐就七个音符，但它能够不断地反映人
的喜怒哀乐，反映各种情绪。我们首先要尊重，
再去学习、分析，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再
去前行，这才是一个创作者的追求。

——作曲家徐沛东认为

●只有文学本身可爱，奖才可爱。奖能锦上
添花，奖能促进发行，但是奖不能弥补缺陷，奖
不能化东施为西施。把功夫放在争取得奖而不是
写好作品上，只能说是作者没出息到了极致。

——作家王蒙表示
（刘格非辑）

当人们从北京市海淀区采石路7号社区活动室
经过时，都会被从屋内传出的优美手风琴乐声吸
引而驻足。合奏、重奏、独奏，琴声、掌声、笑
声……因活动室地处空政文工团院内，人们自然
地想象这是专业团体的练功琴房。其实，这是任
士荣盲人手风琴班在上课。

任士荣曾是空政文工团的手风琴演奏家，是
我国最著名的手风琴大师之一。

2007 年，有一次，任老为一场手风琴比赛当
评委。中间休息时，有两位盲人找到他要学手风
琴，看到他们真诚渴望学习手风琴的样子，任士
荣很感动。于是他收下了这两位盲人学员，不久，
又组建了盲人手风琴班和中老年手风琴班。任士
荣义务授课，这一教就是八年。“因为盲人看不见，
我就为他们总结了触摸教学法，让他们摸黑键、
摸手型、摸风箱，让盲人学员通过触摸来感受和
体验拉琴的技术和演奏的技巧。”任士荣说。

80 岁高龄的任士荣谈起学员学琴，异常兴
奋，说到自己却总是那么简单：“能被社会需要，
被别人需要，就是一种幸福，我要让盲人也能享
受音乐的快乐。”

下课了，任士荣第一个走出教室，他拉着一
队背着手风琴的盲人走出大院 （下图），几年来，
这一幕曾让多少人感动。

（据《劳动午报》报道）

他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和出席会议的人数，解决

了中共党史上两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他独立完成了中共第一

部创建史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他就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教授、党史专家邵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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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维正。
李步前摄

延安宝塔
山下，邵维正
为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栏目
录制《党史故
事 100 讲 》。
图 为 录 制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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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珊

传承人

任士荣

让盲人享受音乐
万玉藻

每一堂课，任士荣 （左一） 都毫不保留地把
手风琴演奏技巧传授给学员。

非常非常

武强年画制作工艺采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现在，马习

钦正潜心研究武强年画的制作工艺，结合现代手法，使武强年画的绘、刻、印、裱四

个流程在不失传统做法的同时，更加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