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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锐笔漫画世间百态

华君武、丁聪、方成并称“漫画三老”，

如今唯有方成健在。

“尽人事，听天命”

“小时候，我从乡下来到北京（那时称
北平）插班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才看到报
上刊登的漫画。”

1936

年， 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漫画展
览会。 漫画界的热闹景象引来了鲁迅的叫
好，他在《漫谈“漫画”》一文中指出：“漫画
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 要确切的显示事
件或人物的姿态， 也就是精神”

,

“因为真
实，所以也有力”。

“有力”的漫画成为
1935

年“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武器”。正读高二、会“画小人”

的方成被学校拉
去画宣传画。他
画了一把大刀，

上面滴着很多血，标题是《中国人的刀，哪
国人的血？》，意思很明了，大刀本来应该用
来杀入侵的日寇的， 可蒋介石却拿它砍起
了中国人。这幅画是方成的第一张漫画。

方成把自己和漫画的结缘归为
6

个字：

“尽人事，听天命。”

刚开始，漫画只不过是个爱好。他的“科
班”是化学，从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方成
在四川一家化学研究所谋职。“一二·九”学
生运动时画宣传画和大学期间办壁报的经
历给了他底气，

28

岁的方成开始闯荡上海
滩，很快被聘为《观察》周刊漫画版的主编。

经历早年的诸多辗转和意外， 方成对
漫画的感情，已经从爱好上升为事业追求。

他从此扎根北京，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主
任兼美术组组长华君武引荐下， 当起了该
报的美术编辑。

《武大郎开店》引起轰动
漫画是敏锐的， 痛快的， 可以针砭时

弊；有时却也是脆弱的，悲情的，往往在时
事中折戟沉沙。

1957

年，“反右运动” 掀起，

丁聪、李斌生等漫画家纷纷被打成“右派”，

方成竟安然无恙，因为他画的是国际时事，

讽刺的是外国。但他还是没能躲过“文革”。

“造反派”从“积案”中，翻出了方成在
1957

年为响应“百家争鸣”而发表的批评教条主
义的杂文《过堂》，将他投进“牛棚”，方成的
妻子、女漫画家陈今言因不堪屈辱和磨难，

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成为方成永远的痛。

经历多年的沉寂之后， 方成的创作欲
望被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唤醒而喷发，从
1979

年到
1980

年短短两年间，他就画了
100

多幅漫画，《武大郎开店》 是其中最著名的
代表作。

在这幅漫画中， 除了那位格外高大的
普通顾客外，店内的所有服务员，甚至账房
先生都被画成了矮子。店内贴着一副对联：

“人不在高有权则灵，店不在大唯我独尊”，

横批是“王伦遗风”。对于顾客的好奇，服务
员这样回答：“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 比他
高的都不用！”原来如此！

《武大郎开店》在《工人日报》和《人民日
报》相继发表后，方成每天都会收到读者潮
水般的来信。“武大郎”本是《水浒传》中备受
同情的人物，如今因为方成的妙笔，“武大郎
开店”已成“妒贤嫉能”的另一种表达。

《武大郎开店》的成功促成了新中国第
一个漫画个展。

但方成不敢有丝毫得意。 每当别人送
上赞美， 他都不忘强调：“华君武先生曾对
《武大郎开店》 提出过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他说：‘画是不错， 只是那副对联太一般化
了。’他的意见很中肯。画上的对联原是‘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陈腐得
很，而且与画的主题无关……我冥思苦想
了三天，终于从《陋室铭》中获得灵感，把
对联换成‘人不在高……’。”

【摘自《文汇报》江胜信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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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视野

细菌也有好的一面

提到细菌， 人们总是联想到感
染、疾病和死亡。不过，许多细菌事
实上对人类来说有着很大用处。

吃掉海洋油污
“

Alcanivorax

”杆状细菌，在海
上出现石油泄漏时会大量增加，因
为这些油污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食
物。因此，这种细菌可以用来清除海
洋油污。

既清污又发电
“

Shewanella

”深海细菌在低氧
环境中可以长出求氧纳米线，这
种附属物与铂电极相连时， 可以
传出电流， 同时它还可以消化有
毒废物。若使用在污水处理厂中，

“

Shewanella

” 细菌既可以用来处理
污水，还可以提供电能。

分解塑料袋
如今， 地球的塑料垃圾处理成

为了一大难题。

2008

年，加拿大一位
学生取得了惊人的发现： 有的细菌
可以吃塑料。 都柏林大学一位科学
家发现， 一种细菌可以将塑料瓶变
成一种新型塑料， 而这种新型塑料
是可以生物降解的。

治疗癌症
英国科学家明顿教授发现，一

种名为“产孢梭菌”只能生长于缺氧
环境中，如肿瘤的中心。当治疗癌症
的药物注入到肿瘤中时， 这种细菌
可帮助药物直接命中肿瘤细胞，而
不会影响健康的组织。

治疗抑郁和焦虑
在生物学上， 许多有益细菌发

挥了重要作用。 益生菌甚至可以改
变大脑的神经化学结构， 有助于治
疗焦虑或抑郁相关的神经紊乱。

【摘自《科技日报》彬彬
/

文】

地 球 在 变 暗

英国科学家斯坦希尔翻查以色
列过往的阳光记录， 发现半个世纪
以来该地区接收的阳光量下降了
22%

。这并非个例，全球都普遍出现
该现象。

中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比起
50

年前， 中国大地的光照平均减弱
了
10%

。

为了找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
因， 科学家们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
了观测和研究。 有科学家经过观测
认为，随着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化
石燃料，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的
消费迅猛增长， 燃烧时生成各种气
体以及工业污染， 向大气中排放了
大量粉尘和固体微粒；此外，随着全
球变暖，气温的上升增加了云量，光
线被大气中的微粒和云层散射；而
另外一些烟尘和化学物质， 例如硫

酸盐的微粒会反射太阳光， 从而减
少了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 导致地
球逐渐变暗。

科学家现在得出的结论是，地
球阳光量减少是因为大气层中的浮
质和其他微粒增加所致。 云中的小
水滴在微粒周围凝结在一起， 导致
云中含有更多的小水滴， 这些小水
滴会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太空中。

地球变暗不仅仅只是一种现
象，科学家认为，这样的变化会给
人类健康带来危害。比如日照少容
易使人患上冬季抑郁症。这是由于
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人体细胞就会
“偷懒”， 心情自然就易低沉消极。

有医师说，每逢阴天下雨，来接受
心理治疗的患者比平时要多出

20%

左右。

科学家们认为， 要解决全球变
暗的问题， 就要减少大气污染。当
然，这将是一条很长的路。

【摘自《光明日报》王乃仙
/

文】

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来自何处

文化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人
们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基本。从改革开放
至今， 虽然我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
从来没有忽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促进改
革开放，来确保改革开放的方向。但在政府
重视文化的同时，民间和社会却表现出对文
化的强烈饥渴现象： 人们热切地讨论文化，

学习文化，并激烈地抨击社会中一些“反文
化”、“无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渴求”的心理和“文化自觉”

的意识，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因素，以下几点
不可忽视：

第一， 这是民众在经济发展到一种程度
后，期求自我身份得到承认的强烈心理反应。

长期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基本实
现之后， 尤其是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
体后， 中国民众希望借此得到世人对中国身
份的认同。 这种认同最根本的是对中国的文
化认同， 体现在我们独特的文化具有恒久的

吸引力， 这种文化
的认同方能增添我
们的自豪感。

第二， 这是民众对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
够明确和社会继续进步并非信心十足的体
现。为了排解这种不自信情绪，为了寻求更为
安全的出路， 人们不自觉地从文化角度来思
考发展方向和对策。

第三，这是民众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全持
续性的某种担忧的表现。 一些人对于政治稳
定和社会的安全存在某种担忧， 希望通过文
化反思和文化重建来增加安全感。

第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暂时“不争论”

策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 一些改
革开放过程中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变成了现实
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腐败问题、

进一步发展的目标问题等， 人们希望通过从
文化角度来寻找答案。

但是， 不能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诉诸文
化， 尤其不能随便拿某一种既成的文化形式
来当做灵丹妙药。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创
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形式来，

为我所用，利我所需，铸我精神，固我根本。

【摘自《北京日报》程美东
/

文】

让病名更有尊严

那天在医院候诊， 遇到一位中
年妇女带自己的母亲看病。 母亲文
文静静，坐在医生面前。女儿向医生
诉说母亲的病情：阿拉娘，早饭吃过
就忘记了， 东西放好转身就不记得
了， 煤气开了就不晓得去关……医
生，侬看看伊，阿是老年痴呆症？

母亲嗫嚅着：我只不过，记性不
好……

医生问了母亲一些问题， 母亲
很迟钝。 医生开了单子让她做脑部
CT

。女儿接过单子并不急着走，忧心
忡忡问医生： 我妈妈到底是不是老
年痴呆？医生不耐烦，说：是不是老
年痴呆症，做了检查再说，下一个！

母亲站起来，满脸委屈，自言自
语说：我不是痴呆……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真是难过。

当着病人的面，左一个“痴呆”，右一
个“痴呆”，人生了病本就悲哀，还要
接受一个让人自卑和羞耻的病名。

我搞不懂，为什么西方的“阿尔茨海

默症”到了我们这里，就译成“老年
痴呆症”？这“痴呆”两字，足以打击
病人的自尊， 让他们感到自卑和无
助，又怎能利于治疗？

这些年， 发达国家不仅将疾病
命名更趋人性化， 而且还非常关注
对弱势群体的用词，比如“智障者奥
运会”，如今叫“特殊人奥运会”。他
们还在正式文件和公开场合摒弃了
“老人”（

older

）这一用语，代之以“长
者”（

elder

）的敬称。在对待老弱病残
和社会弱势群体方面， 发达国家的
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如今，翻翻中文医学词典，触目
惊心的不止“老年痴呆”一词，如“癫
痫”，“红斑狼疮”、“易性癖” ……这
“癫”字，“狼”字，“癖”字，让病人备
受刺激，早有医学工作者呼吁更改。

中国的文字如此丰富， 难道我们找
不到既准确又人性化的词语来表达
这些疾病吗？

【摘自《文汇报》王周生
/

文】

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情怀

（上接第一版）

在李文祥家的堂屋里， 他颤抖
着双手把这枚奖章戴在胸前， 向记
者讲述了受表彰的情景。

老李生活十分俭朴。 他原来的
部队看望他时带来的那台电视机，

已成了他家最值钱的家当。

天刚擦黑， 老李的妻子就把饭
做好了。在饭桌上，他不小心把菜掉
在桌上，又悄悄拣起来放进嘴里。

“俺爹一直这样节俭，他抽的烟
不到两块钱。身上穿的这件上衣

２５

元，都好几年了。 ”老李的独生女儿
李金英说。

李金英有两个儿子， 其丈夫在
外地打工， 老李夫妇和女儿一家一
起生活。

“我真想那些战友啊，要是他们
活着该多好啊，我能活到这把年纪，

看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已经是天大
的福了， 还显摆啥功劳。 功劳是党
的，是战友们的。我很后悔让卢书记
看到那些军功章， 给大家添这么多
麻烦。 ”

一直固守响应党的号召信念
李文祥从国家干部到农民，一

直固守着响应党的号召这个信念，

从入党那一天起，

６２

年从来没有动
摇过。

在这位老人的心灵世界里，价
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离不开一个
最基本的观念， 那就是对党的忠诚
高于生命， 他的幸福快乐来自于这
个信念。

在李文祥的记忆中，永远无法
抹去的一幕，是淮海战役中的鲁楼
阻击战，他和战友用生命守住了阵
地。 这次战斗，李文祥打坏了

３

支
枪，消灭了

３０

多个敌人。

１９４９

年年
初，在长江边上，他入党的情景永
远留在心中。 他记住了指导员对他
说的话，共产党是一心为老百姓好
的。 之后，他就一心一意跟着共产
党走。

他对记者说：“一个党员无论什
么时候都要守住自己的良心， 都要
管住自己。 ”

十年浩劫中， 邻村的人跑到他
村里吆喝， 要让他们一起批斗上级
领导。李文祥不但没参与，反而带领
村里青壮农民住进田野里几十天，

给庄稼除草施肥。

村委会主任董明亮介绍，目前，

北街村有
８６０

人，

１７８

户人家，

７４５

亩地，人均不到一亩田，人均收入在
４０００

元以上。

李文祥家里有
４

亩地， 他女儿
专门把记者领到地里看了看， 小麦
长势很好。过去，老李夫妇帮助大家
很多，如今他年龄大了，一到农忙季
节，村里人都争先恐后帮助他们。

１９６２

年夏天，李文祥和妻子从
福建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 那时的

北街村，到处是盐碱地。 面对贫瘠
的土地，面对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的乡亲，他决心改变家乡的贫困面
貌。 他带领全村人开渠引水，复耕
农田，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北街村
摘掉了“苦窝”帽子，变成了当地的
富裕村。

他心里一直装着村里的发展和
群众的生活， 唯独没有自己。 实际
上，他和妻子的日子过得很苦，一直
住在年久失修、漏风漏雨的土屋里，

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带领和影响着群众脱贫致富。

他担任村干部近
２０

年，他家却
是全村盖房最晚的一户。 村里建养
殖基地，他二话不说，就捐献了准备
盖房的材料。 他忠诚地履行自己回
乡支农时的承诺：本本分分当农民。

他从来没有主动向国家伸过一次
手，向组织上提过一个要求。

以朴素真挚情感诠释幸福快乐
“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回到农

村受苦受累值吗？ ”几十年来，一直
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总是回
答：“俺很知足，俺很幸福。 ”

采访中， 记者逐渐理解了他为
什么回到农村

５０

年安贫乐道不言
功：将自己过去的一切功劳“归零”，

甘愿付出而不主动向组织提待遇，

时刻为国家着想，这就是他的“幸福
元素”。

这位老人一路走来，坦荡光明。

无论走过的路多么坎坷艰难， 他都
视为一马平川。 因为他心里装着群
众，肩上担着沉甸甸的责任。他告诫
自己，不该炫耀的功绩，不该得到的
名利就丝毫不能“抓”在手上。

翻阅范县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
的历史档案，在一项项涉及老党员、

老退伍军人的调查中， 李文祥名字
的下面，几乎全是空白。

“要那待遇干啥， 有吃有喝就
行！ ”老李的态度总是这样坚决。

他女儿说，前年快到春节时，听
说老复员军人可以到民政部门领
钱。 趁父亲不在家，找出复员证，到
民政部门领了钱。 腊月二十五那天
赶集，破例多买了几斤肉。父亲看见
买的肉比往年多，就问钱从哪里来。

当得知情况后，父亲大发脾气。

“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一个农
民，和俺村的大爷、大叔一样，耕田
种地样样都会。村里人很尊敬他。 ”

老李的妻子是福建人，

１９５７

年
和他结婚，

５４

年来， 她一直静静地
守在他的身边。说到“金婚”，她说没
有听说过。

在利益面前， 李文祥要求自己
严格，对家人也同样如此。他以一个
普通党员对党朴素真挚的情感，展
示了不求索取， 对党无限忠诚的赤
子情怀。

（新华社郑州
１１

月
８

日电）

学林漫步

农发行信阳市分行2011年

秋粮收购贷款资格企业名单公告

为落实国家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粮食市场稳定，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方便农民售粮，创造各类
企业公平使用信贷资金收购粮食的环境， 现将获得农发行信阳市分行

2011

年秋粮收购贷款资格企业
及其收购布点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承贷收储企业名称

中央储备粮潢川直属库

中央储备粮河南公司信阳直属库

河南山信粮业有限公司

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固始顺兴粮油有限公司

固始粮油（集团）公司

河南黄国粮业有限公司

收购库点全称
固始县、潢川县、息县、淮滨县、光山
县、新县、罗山县、商城县等分库
淮滨县丰盛粮油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直属库本库
河南山信粮业有限公司
商城县鑫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商城县东谷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商城县长达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国丰粮业有限公司
固始县金源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淮滨县丰盛粮油制品公司
河南强盛粮业集团
河南信阳平桥国家粮食储备库
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固始顺兴粮油有限公司
段集、张广庙、马 、三河尖、陈集、徐
集、杨集、胡族铺、汪棚等

9

个购销企业
河南黄国粮业有限公司

库点所在地
固始县、潢川县、息县、淮
滨县、光山县、新县、罗山
县、商城县
淮滨县
息县
信阳市南京路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汪桥镇
商城县李集镇
商城县达权店乡
固始县
固始县
淮滨县
罗山县
平桥区
固始县胡族铺镇
固始县草庙集乡
段集、张广庙、马 、三河
尖、陈集、徐集、杨集、胡
族铺、汪棚等

9

个乡镇
潢川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