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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虽然只是普通的人体皮
肤组织的一部分，但在古今中外的
历史上，头发却承载了太多的文
化、习俗甚至是政治内涵。哪怕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头发有
关的故事也很多，非常值得我们细
细探究一番。

短发成为追求革命的外在标志

在古代，头发一般是不能随随
便便修剪的，剪发是一件很大的事
情。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头发
往往成为时代风气转变的象征。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剪发
或剪辫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通俗
易懂的口号。1912年3月，孙中山
发布《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
文》，要求“凡未去辫者，于令到
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
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剪辫令刊
布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剪辫运动
的社会浪潮。

这次社会浪潮也深深地印在了
青年毛泽东的脑海中。时隔多年
后的 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县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谈
中提到：“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
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
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
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
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
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
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
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由
此，剪发或剪辫成为孙中山先生
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社会标志。

头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头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重

要的关系是：发型成为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外在标志。大革命时期，陈
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
委书记。当时，他穿着朴素，剃了
个平头。一位苏联同志对此的评价
是：“延年不但思想无产阶级化，
而且相貌也无产阶级化了。”在那
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辛亥革命前
的大辫子相比，短发或平头是新的
发型式样，并逐渐成为无产阶级革
命化的标志。

与此同时，女性剪短发则成为
追求革命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因为
普通的家庭女性还是基本上留长发
和保留发髻的。据大革命时期就入
党的曾志回忆，1924 年，她考入
湖南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
校，在校读书期间，学校里面反帝
反封建的宣传非常活跃，也有人宣
传共产主义思想。“那时提倡剪短
发，我很快响应，将一头秀丽的长
发给剪掉了，放假回家因此挨了父
亲的一顿臭骂。”基于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女生们的齐耳短发的
发型被称为“革命头”。

从头发长度窥见革命的艰辛

有短发，就会有长发。头发与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个重要的关
系是：头发的长短可以从侧面反映
出革命的艰苦卓绝。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由于高强
度的工作和环境的险恶，很多党的
领导干部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精心
修剪发型，以至于头发有时候会比
较长。比如，1936年，埃德加·斯
诺访问陕甘根据地，陆续采访了一
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和将领。他
是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时的印象：“我到后不久，就见到
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

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
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
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
梁很高，颧骨凸出。”

更早的时候，在井冈山革命根
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过程中，“毛
委员”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
是头发很长。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
争的曾志这样回忆当时见到毛泽东
的情形：“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
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
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
笑风生，妙语连珠……”同样参
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张平化这
样回忆见到毛泽东的情形：“只见
屋里有一张用两条长凳和一块旧
门板搭起的床，上面正睡着一个
人，身穿粗布衣裳，头发留得很
长。”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所
熟知的标准发型，革命年代的毛
泽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留着比
较长的头发。我们一方面可以由
此看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艰苦
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不重外表的豁达
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
从中窥见革命工作的艰辛。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长发可以
反映革命生活的艰苦卓绝，短发同
样也可以反映这一问题。长征时
期，由于军情紧张，行踪不定，
更没有多少时间保持身体和住处
的卫生，红军战士的身上、头上
往往都长满了虱子。长征结束抵
达陕北地区后，生活条件有了基
本的保障，身上的虱子消灭了，
但头发里的却不容易清理干净。
无奈之下，很多红军战士甚至包
括女同志在内，都把头发剃掉
了。当时，毛泽东的夫人贺子
珍、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等女同志
都曾经这样做过。革命的艰苦程
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特定环境下发挥掩护作用

短发可以成为追求革命与进步
的标志，长发也可以在革命工作中
发挥应有的作用。头发与革命的第
三个重要关系是，它可以在特定的
情境下起到化装掩护的作用。需要
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女革命者
都一定是齐耳短发。

在革命军队中，女兵一般留着短
发，但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工
作，情况则有所不同。短发或平头既
然成了革命的象征，那么它也有可能
会给革命者带来危险。刘英在自述
中提到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湖
南长沙城内流传着一句恶毒的话“巴
巴头，万万岁！瓢巴鸡婆遭枪毙”。
所谓的“巴巴头”就是指妇女的发髻，
而“瓢巴鸡婆”是当地的俗语：意思是
秃尾巴鸡，专门用来侮辱剪了短发的
女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抓住剪了
短发的女性就要枪毙。

有鉴于短发可能给女革命者带
来生命危险，在城市中做地下革命
工作的女同志通常会留有长发。道
理很简单，当周围的普通女性都留
着长发或者盘着发髻的时候，留短
发的女性就会非常显眼，很容易被
识别出来。这时候，留着长发对自
己来讲就是一种很容易做到的额外
保护措施。据罗亦农烈士的遗孀李
文宜回忆，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一
个规定，不允许女学生剪短发，目
的就是为了返回中国后便于化装。
回国后，留着长发的女同志一般会
梳一个假发髻。为了革命工作能够
顺利推进，就必须学会融入周围的
人民群众的生活。群众路线是我们
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上述
事例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据《党史博采》

革命年代的“头”等大事

李格非是北宋著名婉约派女词
人李清照的父亲，他是苏门后四
学士之一，南宋尹穑曾云：“李
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
而已。”足见其博学多才。李格
非以善论文知名，其“为文以诚”

“为文以横”的特点无不彰显着他
的真性情。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尽
显“横”态，在这篇散文中介绍了
洛阳名园十九处，借描绘洛阳园林
优美的景色，暗中寓意兴亡征兆。
他目睹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营私，
以小见大，借唐讽宋，由园林的兴
废联想到洛阳的兴衰，由洛阳的兴
衰又联想到国家的兴亡，由此大

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
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
又叹：“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他抨击当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又担忧国家的命运，展现出了强
烈的家国忧患意识和卓越的政治
远见，其文之“横”，个性洒脱，
由此可见一斑。

李格非在山东郓州教书期间，
生活很清贫，当时的郓州知州见他
平日里甚是节俭，日子过得清苦，
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李格非说：

“老李啊，你这一天天过得太苦
了，不如兼个职拿双份俸禄，减轻
一下家里的经济负担。”李格非听
后，立刻拒绝：“我做好本分工

作，该拿多少就拿多少，多一分钱
我都不要！”绍圣元年，李格非作
为受知于苏轼的守旧派，并未受
到革新派迫害，反而受到新党的
青睐，委派新任，李格非不肯妥
协，不攀附权贵，离开汴京，前
往北方的广德军当了一名通判。
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李格非
做官很有原则，不愿与权贵同流
合污，他在官场上的“横”，不得
不让人肃然起敬！

李格非在江西上饶做官时，当
地有一个专门给人算命的道士，经
常妖言惑众、危言耸听，把百姓唬
得一愣一愣的，聚敛了大量的钱
财，在当地影响极坏。这个道士出

门时特别喜欢乘车。有一次，李格
非乘车出门办事，刚好路遇了乘着
马车出行的道士，两辆车狭路相
逢，互不相让。李格非得知对面坐
着的是这个道士，当即命令手下把
道士从车里拖出来，拉到路边叫他
跪下，历数他的罪状，把他痛打了
一顿，并驱逐出境。

耿介正直、守正清廉，做人做
官讲究原则，敢于反抗权贵，是李
格非真性情中流露出来的“横”。
李格非的“横”，是对真理无畏的
追求，对正义不懈的坚守，即便面
对强权压迫，亦能挺身而出，捍卫
心中的道义与理想。

据《滕州日报》

李清照有个很“横”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