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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见证时代    翻开陶永灿先生的这本书，我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那些曾经书写在破旧的墙壁上、
镌刻在我们脑海深处的许多老标语，竟然在恍惚中渐行渐远地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最主流的标语形式就是用红漆刷写的一些字体简单的宣传文字，墙壁上是清一
色的革命口号和毛泽东语录。
无论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精神，还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至理名言；无论是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豪迈佳句，还是鼓舞战士为了“人民的胜利”，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代，国家初安，百废待兴。
领袖寄予马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勉励之言，一夜之间就被迅速悬挂在全国校园的墙壁上，
伴着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一晃几十个春秋。
还有那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也在最短时间内写在全国各个操场的墙壁上。
这些语句，满怀着领袖对青少年的期望与关切，影响极其深远。
时至今日，这些勉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话语，仍旧没有过时。
    六十年代，“超英赶美”的苦果让人难以下咽。
梦醒后，大家才知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一个荒诞的伪命题。
在那个满眼荒山、粮食短缺的困难时期，早在延安时期就已诞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时又成
为整个社会的精神依托。
这时，一个身材矮小、内心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不经意间改变着国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向雷
锋同志学习”也顺应潮流并成为家喻户晓的标语和口号。
再之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将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改造成了农民，即便“文革”结束，仍
有许多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中国步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发展时期。
琳琅满目的商品、鳞次栉比的楼房、更新换代的汽车、把世界变成地球村的互联网，伴随着我们的选
择更加多样化，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社会的巨大转型让很多人失去了思考，也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浮躁、冷漠与迷失。
    再翻开这本《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看到那段“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
”的标语，仿佛回到了战火激昂的年代，为红军战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斗争智慧叫好；
看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我能体会到父辈们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
的艰辛与酸楚；看到“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的标语，我又想起了“
民以食为天”的古语。
    正如作者所说，随着古旧建筑日渐减少、年代久远、风雨侵蚀，老标语越来越少。
然而这些标语所承载的那一段历史和时代的精神，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苦难、不屈、坚韧和乐观。
时至今日，仍然值得人们纪念、品读和反思。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何时，都要有一种精神。
    黑明    2011.12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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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标语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随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过去几十年留存下来的中国墙壁上的老标语将会逐渐消逝，而这些标语
所代表的过去那个年代还会继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本书作者历时三年，跑遍十余个省市，收集了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60年里各个时
期的标语近300条，每条标语都有详细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标语产生的时代背景等。
将历史通过生动的图像展现出来，让曾经生活在那些年代的人们缅怀过去，让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的
人们领略我们特有的历史，是我们的使命。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标语>>

作者简介

陶永灿，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瑶族，湖南绥宁人。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黑喜鹊白喜鹊》、中短篇小说集《有鸟的秋天》、人物传记《毕达哥拉斯》等
。
曾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1998年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远方的云朵》获2001
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多篇作品被转载，其中《泥鳅》入选《小学阅读指南》及《2006年中国儿童
文学精选》。
1994年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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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
毛泽东住在路边“协盛和”杂货铺里，店老板叫张四祥，主要卖布、豆腐等。
杂货铺后面还有个酿酒的地方。
部队指挥部驻在离杂货铺约一里的地方，驻地旁边还有个染布坊叫“泰和祥”。
部队从文家市出来，由于粮食不足，缺医少药，加之天天翻山越岭，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
武装的不断追击、骚扰，大家饱尝艰辛，饥饿、疲劳、疾病接踵而来，士气低落。
特别是9月22日，部队在萍乡的芦溪遭到赣敌朱培德部队的袭击，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连总指
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极情绪，一些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
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
一营的一个排，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不少人还互相询问：“你走不走？
”“你准备往哪儿去？
”这样，部队由1500多人锐减到900多人。
由于暴动时，只是各路部队相约进攻长沙，来不及对部队进行集中整训教育，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
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的现象经常发生，秋收起义前
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士兵则是粗茶淡饭，官兵待遇极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士兵中形成了逆反心理，使官兵之间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这种情形直接
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要不要对部队进行改编和整训，能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官兵不平等的现象，不但决定了部队
将走向何种性质，也决定了部队能不能胜任越来越频繁而残酷的战斗。
只有让士兵成为部队的主人，部队才能对士兵具有凝聚力，才能把士兵群众紧紧地团结起来，部队才
能迸发出超强的战斗力，这对于人数不多但却要面对武器装备和人数都要强于自己几十上百倍的弱小
的工农革命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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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家乡有一座公路桥，建于1969年。
桥两边的栏杆上印刻着十多条“最高指示”，字迹清晰而美观。
还有一个叫小田的村子里，一座古建筑上也赫然写着几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标语，现在仍然依稀可
见。
两个地方都在交通要道上，每次路过，我都忍不住要看几眼。
凭一个文史工作者的敏感，我觉得这些即将消失的东西应该有些价值，于是用相机把它们拍了下来。
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没有电脑，照片存在单位的电脑里，被同事不小心格式化了。
    有一次去湖南靖州，看见一幢废弃的教学楼外写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心里不觉涌起一阵
激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条标语曾经遍布大江南北，让无数人着迷与癫狂，可现在，偶然看见这类东
西，居然让我们感到稀奇了。
也就在那一刻，我萌发了要收集老标语，然后出一本书的想法。
于是，我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搜集、拍摄、整理工作。
起初并没有具体计划，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平常外出稍加留意、随意收集而已。
    去年三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县文联永喜主席的电话：《老标语》被列为了2009年湖南省文联的资
助项目。
这让我大感意外，因为原来我并没有向省市文联提出过任何申请。
后来才知道，申报工作是邵阳市文联主席张千山为我代劳的，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事一无所知。
真的应该好好感谢张主席，感谢湖南省文联。
    既然是2009年的计划，就应该在2009年完成，这又让我有了一种紧迫感。
本是一种简单的随意性拍摄，后来变成了一项突击性工作。
于是，我北上南下，东进西出，一口气跑了十来个省市，拍摄了一千多幅照片，收集了几百条20世纪
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各类标语。
事实上，我最早的照片是2006年11月拍的，前后算起来，拍摄时间达三年半之久。
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艰难的——这当然不是仅指鞍马劳顿、舟楫之苦。
    在没有正式开始搜集工作以前，似乎到处都能看见标语，而一旦有意去拍摄时，它们彷佛一夜之间
销声匿迹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老标语越来越少了，而且还在不断减少、每天都在减少。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古旧建筑日渐减少，二是年代久远风雨侵蚀，三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有故意
涂抹、损毁的情况。
    我所拍到的老标语，绝大部分取自乡村，相对而言，农村的旧房子多一些。
但现在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旧房改造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特别是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更
让中国的乡村焕然一新。
曾有一个老祠堂，听说那里有几条标语。
我赶去拍摄时，村民们对我说：再过两天就要拆了，你来得真及时。
    几天后，祠堂果然变成了一堆废料，新的小学校正拔地而起。
少部分老房子即使暂时保留了下来，往往也是废弃建筑，无人检修和保护，任凭风吹雨打，自己也在
不断地倒塌、消失。
标语一般又是写在墙的外侧，常年累月地日晒雨淋，要长久地保存实在也很困难。
广东肇庆梁氏祠堂的标语还能辨认出来，就是因为写在了祠堂里面。
另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政治敏感者职业性地把过去的标语
或者抹去，或者铲掉。
这样，老标语日见稀少、难觅踪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无奈的是，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好标语，却因某个原因无法拍摄。
绥宁酒厂有一条标语：“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非常清楚，形式也很漂亮，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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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几个字被一个木棚遮住了。
我试图与厂方协商，想拆掉木棚，拍完后再复原，可厂方说要一万多块钱，我只好摇头叹息了。
    幸好在拍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与积极鼓励。
他们中有熟悉的，但更多的，在此之前我们并不认识。
    炎陵政协文史委的蒋三梅、叶瑞祥两位主任，以及政协机关工会的刘主席等，亲自驾车陪我去红军
标语博物馆、江家试馆、炎帝陵等地拍摄，并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在江西井冈山拍摄期间，龙市镇的“摩哥”罗齐林带着我四处打听，耐心寻找。
他既是我的摩托司机，又是我的义务导游。
重庆白公馆景区的负责人把正在播放的景区宣传片停了下来，让我拍摄墙壁上的标语。
肇庆的“的哥”不仅把我送到目的地，还主动用广东话帮我打听梁氏祠堂的具体位置。
安江林业车队如今是一个停车场，几辆大汽车遮住了“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标语牌。
当我说明情况后，看门的李师傅立即找来司机把汽车移开⋯⋯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热情与真诚，还
让我感动不已。
    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李影老师，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创造性的劳动，影友谌建文为我
提供了他收集的精美图片，还有几位不知名的网友也把他们的照片供我使用。
在此，我一并向他们、向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本书当然还存有不少遗憾，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标语还是一个缺位，因为种种原因，鄂豫皖、左右
江、琼崖的红军标语已不复存在，一些好的标语因为遮挡等原因无法拍摄，另外由于自己的知识、能
力有限，书中纰漏一定难免。
这些缺憾，以后我将慢慢弥补，同时也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继续支持。
    2011年12月  作者于湖南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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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标语:中国墙壁上的历史(全彩)》编辑推荐：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穷人来参加。
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
白军士兵要偿清欠债，只有暴动起来。
白军士兵不要上前线打仗，不要替军阀当炮灰。
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屠杀工农。
共产党员决不可以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什么都不好，决不可以把自己关
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
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
瓜豆、芋头之类。
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
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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