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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我之居地豫西鲁山，县城中心，有一条琴台街。从街口东行

200 米，北侧即古琴台。先有台，后有街。后多久，不得而知。总之，台街

交相辉映，纪念的是一个人，一个事儿。每每，朝霞清露，夕照晚晴，我穿

过熙攘人群，撇开叫卖声声，拐入琴台院，登临土台，看台周古藤盘绕，蓬

草疯长。漫眺四围，楼群耸立，远山朦胧，想这百尺高台，虽经千年风雨，

剥蚀大半，然那清纯的琴音，洞穿历史，仍萦在耳畔。

该台为唐开元年间，民众捐资自发修筑，为贤令元德秀抚琴善政之

用。其所享盛名，不亚于武汉伯牙琴台、苏州西施琴台、四川相如琴台。

有网友还把它排在我国古代“四大琴台”之首。

究其实，该台确应在那三台之上。

元德秀（公元 695 年-754 年），字紫芝，河南洛阳人，北魏皇族后裔。

天宝初，受署鲁山令，虽只 3 年，却清廉有名。廉到何等程度，时任宰相房

琯每见之，便叹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失。”由之，“紫芝眉宇”

延为成语，喻人德行高洁。与之同时代的诗人苏源明，常语人曰：“吾不幸

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而晚于德秀约 300 年的苏轼，则在其

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中感慨：“恨我不识元鲁山。”元鲁山，乃当时官

场对德秀的称谓。一个惭愧认识他，一个怨恨自己不认识他，更加反衬出

德秀之风范。苏轼还在《次韵王郎见庆生日并寄茶》诗中颂道：“折杨新曲

万人趋，独和先生《于蒍于》。”那么多的乐曲，苏轼独独与《于蒍于》产生共

鸣，概二人经历、追求相似也。

《于蒍于》，乃德秀所作反映鲁山地瘠民贫之曲也。

千余年来，赞颂廉吏元德秀的诗词百余首之多。皮日休叹曰：“三年

鲁山吏，清慎各自持。”“清似匣中镜，直如琴上丝。”“所恨不相识，援毫空

涕垂。”白居易比喻：“伯夷古贤人，鲁山亦其徒。”其族弟元结赞道：“英英

先生，志行卓异。口唾珠玑，襟怀奎壁。”王安石诫勉：“劝君莫问长安路，

且读鲁山《于蒍于》。”

元德秀是当代焦裕禄、孔繁森式的人物。他上任时，只携了一把琴，

几本书；归去时，仍是一把琴，几本书。《鲁山县志》记他离鲁所作《归隐》

诗：“缓步巾车出鲁山，陆浑（唐时县名，在今河南嵩县北）佳处恣安闲。家

无仆妾饥忘爨（烧火做饭），自有诗书兴不阑。”《嵩县志》载其“值岁饥，日

不举炊，惟弹琴自适。”唐散文家李华（曾作《吊古战场文》）在其所撰《元鲁

山墓碣铭》中，述其终于陆浑时，“（草）堂内有篇简巾褐枕履琴杖箪瓢而

已”。唐肃宗时，中书舍人卢载作《元德秀

诔》曰：“谁为府君，犬必舀肉。谁为府僚，

马必食粟。谁死元公，馁死空腹。”看到这

样的记述，我每每忍不住泪垂。他的俸禄

哪里去了？都接济给了贫苦百姓。

也难怪，德秀去世，其墓碣由李华撰

文，颜真卿书丹，李阳冰篆额。李阳冰，唐

文字学家、书法家，有“笔虎”之称。其人其

文其字其篆，堪为绝代。《辞源》中“四绝碑”

解，专指这块碑铭。

《新唐书》列其卓行：“有盗系狱，会虎

为暴，盗请格虎自赎，许之。吏曰：‘彼诡

计，且亡去，无乃为累乎？’德秀曰：‘许之

也 ，不 可 负 约 。 即 有 累 ，吾 当 坐 ，不 及 余

人。’明日，盗尸虎还。举县嗟叹。”释盗伏

虎，这胆略，谁人敢于担当？惟德秀也。盗

自请打虎，也是感佩德秀的德望。

《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同记了德秀一

件事：玄宗驾幸东都洛阳，在五凤楼，命三

百里内县令、刺史，率所部音乐，集于楼下

汇演，各较胜负。河内太守辇优伎数百，被

锦绣，或作犀象，瑰谲光丽。而德秀，惟遣

乐工数人，联袂歌自创之《于蒍于》。玄宗

一听这至真至纯之音，甚异之。听过词曲，

玄宗瞬间就明白了德秀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是在劝谏我要励精图治啊。不由发出由

衷的赞叹：“贤人之言哉！”玄宗把鲁山与怀

州的节目一比，更是感慨万千，扭头，问身

边的宰相：“河内百姓岂涂炭乎？”当场罢免

了河内太守，减免了鲁山的赋税徭役。

出奇制胜。草台班子的本色出演，竟

胜了声势浩大的歌舞团。

甘冒杀头危险，用清雅脱俗的演唱诤

谏皇帝，皆只为，德秀心中装着百姓，所做

为了百姓。

《于蒍于》的原词已寻觅不见。前年，墨子古街在编排《琴台善政》歌

舞时，复原歌词：于蒍苍黄兮草木摇落，秋风萧索兮四野生寒。连遭荒旱

兮赤地千里，战乱频仍兮遍地狼烟。十室七虚兮村寨凋敝，每睹此情兮涕

泪涟涟。抚民劝农兮夙兴夜寐，琴乐治世兮流水朱弦。余知鲁山兮惟民以

念，匪敢懈怠兮不负皇天。近兰远艾兮河清海晏，河图洛书兮国泰民安。

为表感激之情，洛阳献演归来，鲁山民众捐资，在北城墙根下，筑起一

座百尺高台，供德秀闲暇弹琴。无意插柳，这座琴台，成其广施德政的好

地方。收获季节，德秀抱琴登台，琴韵袅袅，百姓闻之，就纷纷把备好的公

粮交到县上，是谓“闻琴纳粮”。德化及人，四野晏安。

德秀做官弹琴，并非附庸风雅。他琴技高超，百姓愿听。传他常常微

服下乡，每每携琴，就地一摆，百姓立马围拢上来。轻拢慢捻，他弹上一

曲，然后停下来，与百姓交流，嘘寒问暖，了解疾苦。老百姓并不知晓弹者

是县令啊。这一弹一听，官民感情，融为一体。剩下的，就是不畏权贵，秉

公执法，解民之忧了。

一把七弦琴，成了他劝谏皇帝的金钥匙，成了他治鲁的灵丹妙器。

也难怪，王公六卿称他元鲁山、元大夫，布衣平民喊他元公、元县令，

文人雅士呼其七品琴师、音乐县令。无论哪个阶层，哪种称呼，饱含的，都

是感怀之心、赞誉之情。千年推移，现在，山城百姓把对他的崇拜，又升华

了一层，每每提及他，都称其为元神仙，把他享配入仙。

小小县令，入正史的，不多也。而元德秀，按卓行，他被列入到《新唐

书》《资治通鉴》里。按文采，他又被列入到《旧唐书》“文苑”中，与王昌龄、

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等诗星并列，且着墨 424 字。写李白的

也不过 319 字。可惜的是，“文苑”中记他所作诗词曲文，诸如《于蒍于》

《蹇士赋》《破阵乐辞》《季子听乐论》等，都未能保留下来。

鲁山琴台独具个性，成为名胜古迹，历代几修几扩。明清志书所载的

“重修琴台记”就有 6篇之多。至光绪年间，琴台规模达到鼎盛，占地 40亩，

修亭榭桥阁，筑大殿，建仙爷庙，垒月牙池，植桑园，设琴台书院。置紫芝牌

坊，上书“紫芝遗爱”4个大字，成鲁山古八景之一。其后兵燹匪患，被毁殆

尽，几成废墟。2008年，县里计划易地重建，几经论证，未能进行。2018年，

应民众呼声，有关部门在土台上修建石阶，台顶建亭，以供登临。

一台独高，余音悠长。从来筑台筑怨，为公筑台，筑德也。匪台其高，

惟德云旷；匪台其远，惟德云深。人心是台。是故，登临斯台，凭吊元鲁山

者，比比皆是。金朝诗人元好问一登，禁不住“眷焉涕盈襟”，发出“千山

为公台，万籁为公琴”的感慨。明代诗人陈孜，道尽登临者的心情：“贤侯

德政爱民深，百尺高台静抚琴。一曲清风弦上调，满腔和气轸中吟。高山

流水非独乐，至今追慕仰遗音。”

音乐原本是娱乐的。用音乐劝谏教化的，历史上，功推元公一人。伯

牙、西施、相如之琴，为一人而弹，想来，正史记载他们的事迹不多。人们传

颂他们的，也仅仅是知音和爱情，虽为美谈，然毕竟是小我的境界。我孤陋

寡闻，不知这三位留下的琴台，是谁人、何时为之建造，规制多大，数千年来

有没有重修？相比之下，德秀之琴，为天下苍生而弹，他弹出的，是廉政善

政之音，充溢的是满满的正能量，所享之誉，该更高更亮。

七弦音清。追慕琴台遗音遗韵，感受紫芝高行。如今的琴台，虽已揽

不到“诸峰来朝，势若星拱，绿野绣错，映带左右”的气势，但畅襟怀，舒啸

歌，仍免不了思绪穿越，尘襟荡涤。

曲高韵雅。鲁山古琴台，已成为世人心中的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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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华和他的“速成识字法”
石群良 刘顺庭

今年 是“ 速 成 识 字 法 ”创 造 者 祁 建

华 诞 辰 100 周 年 。 祁 建 华 出 生 于 1921

年 7 月 27 日 ，“ 速 成 识 字 法 ”曾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让 1 亿 多 人 快 速 摆 脱 文

盲 。

毛泽东称祁建华为名副其实的识字

专家。

刘少奇赞誉祁建华为我国继仓颉以

后第二大文人。

周恩来总理在 1951 年 11 月全军文

教工作会议上说：“创造‘速成识字法’，

祁建华同志是有功的。”

◉阅读提示

创造“速成识字法”

祁建华出生于郏县堂街汪来湾祁

家，8 岁时，其奶奶、父 亲 、姐 弟 相 继 病

死、饿死，后随母亲搬到了河里圈李庄

村 外 婆 家 ，靠 亲 戚 接 济 艰 难 度 日 。 10

岁 开 始 上 山 割 草 、打 柴 、放 牛 ，有 时 间

他 就 趴 在 学 堂 窗 下 偷 偷 学 习 ，后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 入 堂 街 三 角 堂 民 治 中 学 ，

在地下党员张奎光、赵启扬的影响下，

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毕业后，由张奎

光 介 绍 ，他 相 继 到 襄 县（今 襄 城 县）颖

桥及漯河天桥学校任教。后因日军占

领中原，他回到了家乡。

回乡以后，为了消磨时光，他躲进一

个山洞里，通过同音字归纳等手段，仅用

11天时间，就学会 8000 多个汉字。

1948 年 4 月 28 日，刘伯承、邓小平

创建中原军政大学，祁建华考入军政大

学，一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野战军

十六军卫生部任文化干事兼做宣传工

作。之后，他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

作为文化干事，他的主要任务是帮

助战士学文化。当时，绝大部分战士是

文盲。政工组调来一个叫王祥德的政工

员，他成了祁建华第一个“速成识字法”

试验对象。王祥德按照祁建华学字、识

字的方法，第一天就学会了注音字母，并

以此为辅助工具，不到 10 天就学完了有

500 多个生字的《人民军队“三字经”》。

祁建华又从字典上挑选出 2000 个常用

字，编成顺口溜，注上音，王祥德又用 20

天时间全部学会，在渡江作战和向西南

进军的战斗空隙里，祁建华运用这种识

字 法 ，帮 助 一 批 看 护 员 摘 掉 了 文 盲 帽

子。之后，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很快

在全军推广。

“速成识字法”为新中国
扫除文盲1亿多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指出：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

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祁建华很快就引

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他创立的“速成

识字法”很快从全军推向全国。霎时间，

扫盲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接着，已

到鸭绿江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祁建华

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扫除文盲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时任全国扫盲委员会编审司教研组

长的张田若在谈到祁建华“速成识字法”

的历史意义时说：一是提高了解放军战

士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战斗力。二是适

应解放全中国的紧迫任务。三是解放

城市，接管大批工厂，各行各业都需要

有 知 识 的 人 ，迅 速 扫 盲 是 当 时 国 家 集

中力量办的一件大事。四是到农村向

群众宣讲党的政策，管理农业，除靠当

地 地 下 党 员 外 ，亟 须 派 出 战 士 奔 赴 岗

位 ，没 有 文 化 怎 么 能 做 好 这 些 工 作

呢？五是全国人口中文盲占百分之八

九十，亟须高效的识字方法。用祁建华

的“速成识字法”，只要 150 个小时左右

的时间就能认识 1500 到 2000 个字，再加

100 个小时就可以读完识字课本四本至

六本，能够看懂通俗书刊，能够写简单的

信和文章。

“速成识字法”打破常规的“三五”观

念和“四会”原则，探索出“大量突击，分

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和提高”的教学

方法。这既适应了当时的客观需要，也

符合汉字教学的客观规律。毛泽东主席

曾给予高度肯定：“‘速成识字法’是扫除

文盲的有力武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学习写字是一项必须完 成 的 政 治 任 务

——必须要达到最低的标准，认识、能

写 1800 个字。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韩

德 彩 将 军 1949 年 3 月 入 伍 ，入 伍 后 就

参 加 了 祁 建 华 速 成 识 字 班 学 习 ，部 队

采 用 祁 建 华“ 速 成 识 字 法 ”，以 汉 语 拼

音为“拐棍”，3 个月后，学员们认识了

不少汉字。

1966 年 12 月的一个早晨，祁建华

一边做着饭，一边教大女儿学汉语拼音

方案。女儿学了一会儿，忽然愣怔了，

说：“一拼容易，两拼有的容易，有的难，

三拼最难。”一石激起千层浪，祁建华感

到惊奇，小顽童竟提出这个问题，值得

深思！“汉语拼音方案”确实有不足之

处，有的地方甚至不如“注音符号”易

学。比如“eng”，注音字母一个“之”就

够了，何必搞那么繁杂。现在自己有的

是时间，何不试试，设计一套新的注音

符号呢？

一位中学教师送给他一本《红旗》

杂志，上面有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文中

引用了毛泽东 1951 年在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关于文字改革问题

的讲话。毛泽东主席说：“方块字，千年

来害人不浅。”“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

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又说：“把注

音字母多改一些，改用两拼，以便代替

汉字。”“在制作字母方面要花工夫。”

“笔画要向一边倒，文字要能做到真正

简单，每字一笔，不纠缠。”还说：“改革

是费时间的，费 10 年时间也可以，不必

求快，但一定要好。”毛主席的话，给祁

建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遵照毛泽 东 主 席 的 指 示 ，祁 建 华

确定了改进字母的原则：一笔成，不纠

缠，笔势顺，一边倒，形象简便，美观大

方，看着顺眼。

遵循这个原则，在劳动实践和生活

实践中，新的拼音符号一个个地创造出

来了。为了试验速成识字新法，当时很

多小学生都到他的菜庵里免费学习，到

了冬天，八向通风的菜庵坐不住人，他

又和学生一起在菜庵下挖个地洞，这里

成了他教授汉语拼音新案的课堂。

1976 年 ，按 照 毛 泽 东 主 席 1951 年

对文字改革的指示，历经十年艰辛努

力 ，祁 建 华 的 汉 语 拼 音 新 案 诞 生 了 。

祁建华最后形成的汉语拼音新案共有

音 素 字 母 112 个 ，其 中 由 67 个 字 母 组

成的“普通话拼音方案”完全适用于普

通 话 语 言 ；由 85 个 字 母 组 成 的“ 通 用

拼音方案”适用于我们不同民族、不同

区 域 的 语 言 。 只 要 是 人 体 器 官 能 发

出来的声音，都能用他创造的字母准

确地记录下来，祁建华称此为“音能”的

发现。

祁建华 认 为 ，他 创 造 的 这 套 拼 音

字母能够同汉字一样读，拼写的文字

不仅优于现行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

而且可以成为取代现行汉字的中国拼

音文字。

怀 揣 着 成 功 的 喜 悦 和 实 现 梦 想

的愿景，祁建华带着他的汉语拼音新

案赴京了，据祁建华的二女儿祁慧琼

回忆：“记得那是 1988 年的秋天，父亲和

母亲带着当时还不满 6 岁的我去了北

京。到了北京以后，父亲就带着我去国

家教委见了一位司长，父亲让我给司长

读了报纸上的一篇文 章 ，以 此 来 展 示

汉语拼音新案的成效。到现在我还记

得那位司长听完我读报纸后那惊讶的

表情。司长举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

这么小就认得这么多字，实在是太神

奇了。”司长握着父亲的手说：“祁老师，

你在你们那里先搞一个试验班，之后我

们在全国推广！”

试验证明：汉语拼音新案可在百小

时之内让人识字 2500 至 3000 个，能阅

读书报和写一般应用文；用于普通小

学，可使小学生在 一 学 期 内 突 破 识 字

关 ，掌 握 3000 至 3500 个 常 用 字 ，为 阅

读 、写 作 和 学 好 各 门 课程打下坚实的

基础。

遗憾的是祁建华的试验是成功了，

可祁建华在郏县邮局工作的学生刘顺

庭却收到了这样一份电报：“祁建华同

志创造的拼音新案有其特点，用其方

便，但汉语拼音方案是法定的，望你不

要坚持己见。”祁建华苦苦追寻的梦想

只能成为泡影。

1979 年，祁 建 华 成 了 郏 县 长 桥 乡

的一名扫盲干事，他用自己创造的速

成 识 字 新 法 扫 盲 ，河 南 电 台还报道了

他的事迹。1979 年 9 月祁建华被增选

为河南省政协四届常委。

1988 年至今，《光明日报》《河南日

报》《人民日报》等 30 多家报刊、媒体报

道过祁建华的“四速”研究成果。

《大学文科园地》杂志第一次刊登

了他创造的对文化教育有深远意义的

“汉语拼音新案”。祁建华的名字又在

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1997 年 9 月 ，已 是 77 岁 高 龄 的 祁

建 华 病 倒 在 了 冢 头 一 所 小 学 的 课 堂

上。

拼音新案惠泽后人

著名语文教育专家张田若指出：“祁

建华因执着追求而蒙冤受屈，被遣返河南

郏县农村后，在劳作间隙，一边继续开展

扫除农村文盲的工作，一边探索儿童的早

教识字，把识字方法进一步发展，形成‘注

音会念，联词会讲，初步会念就是会用，写

用随后跟进’的识字思想和识字方法。”

2000年 4月，原国防科学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兼国防科技大学校长张衍看了祁

建华创造的拼音新案后，欣然题写：“拼

音新案，多年艰辛，反复试验，育人佳音，

学制缩短，成绩翻新，研究推广，强国利

民。”“拼音新案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颗新

星，光辉璀璨。”

2001 年 8 月 11 日 ，祁 建 华 同 志 逝

世，消息传到北京，光明日报登出了《速

成识字法发明者祁建华逝世》一文。

2004 年 4 月 1 日，大象出版社出版

《河南教育通史》，王日新、蒋笃运撰著，

不惜笔墨为河南教育史上 79 个著名教

育家立传，古代有老子、墨子、韩非子、许

慎等，近代有李时灿、冯友兰、范文阑等，

现代有祁建华、张柏图、刘亚民等。

现为祁建华速成识字研究推广中心

主任、全国集中识字教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河南省记忆科研究会理事、河南省钱

学森大成智慧教育研究会常务秘书长的

刘顺庭，是祁建华落难时的莫逆之交，也

是他的学生。刘顺庭 1970 年 12 月参加

邮电工作，当报务员，后任邮电局副局

长。1983 年至 1995 年，刘顺庭利用下班

时间，每天与祁建华探讨拼音新案三四个

小时，对拼音新案体系的试验总结与形成

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 8月 11日，祁建

华离世，刘顺庭放弃郏县邮电局副局长的

位置，和几个深受祁建华教诲的学生，成

立了祁建华速成识字研究推广中心，继续

进行儿童识字的研究和试验。

刘顺庭说：当年祁建华老师非常落魄

——头发蓬乱，白衬衣也穿成了破烂的灰

色，有人就称他为“疯子”，一些农村的小

孩看见他还会一边喊“疯子疯子”，一边朝

他扔石子，而刘顺庭由于热衷于祁建华的

拼音新案，与祁建华成为莫逆之交，他自

然也就成了人们眼中的“二疯子”。

2020 年 12 月 23 日，央视四套《国家

记忆》栏目播出《新中国课本》，第一集

基业初创解说词：1951 年成都军区文化

教员祁建华创立“速成识字法”，两年之

内就扫除了全国 1 亿多青壮年文盲，这

在当时成为一个奇迹。

2021年 5月湖南电视台播出的《理想

照耀中国》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

制作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

题党史教育片，选建党以来 40 个动人故

事，拍成电视短剧，其中《秀才遇上兵》是

宣传祁建华用“速成识字法”教战士识字

的事迹。

拼音新案，让汉字快速走
向世界成为可能

祁建华创造的拼音新案，也被成功

传播到了海外。

法国著名汉学家百乐桑先生携弟子

到我国考察学习速成识字法，多次与集

中识字法教学研究会会长张田若晤面，

编写了汉语学习教材，用于本国的课堂

教学，取得很好的成效。

雷玲在《现代教育报》发表题为《上

海市张思中教学法研究所所长外语特级

教师张思中》一文中写道：“他（张思中）

使出了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时学来的‘祁

建华速成识字法’的看家本领，将这种方

法移用于俄语教学。很快，他所教的学

生俄语成绩明显提高。”

2019 年 10 月，河南省侨联访问团从

非洲回国，平顶山市侨联主席谢富强邀

请祁建华速成识字研究推广中心成员赴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一个识字班救

场。2019 年 10 月 17 日，中心老师到了

达累斯萨拉姆，3 天后在一个华侨居住

的公寓客厅里，识字班开课了。每周一

三五下午 3 点后，7 个儿童从不同区域的

学校来到速成识字班，学习两个小时后

再由家长接回。学完第一册韵文识字，

初步识字 900多个，孩子的学习情绪不断

高涨，经和家长沟通，决定趁热打铁，突

击第二册，到 2020 的 1 月 16 日突击学完

第二册，这样实际教学 36 天，用了 72 个

课时，完成上下两册的教学任务，学习生

字 2000 多个，这些儿童基本掌握了常用

高频字，能借助拼音进行阅读，汉语口语

也有很大提高。

（本版图片由王文一提供）

汉语拼音新案的诞生

祁建华

祁建华在教学员识字

志愿军战士通过“速成识字法”学习取得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