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到一九四六年底,已有四五千人,分布在大邑、郫县、新繁、华阳、仁寿、茂县、汶川等

二十余县。川南民变武装有人、枪五万余,活动于古蔺、古宋、叙永、宜宾、富顺、荣昌等

二十余县。

随着民变运动的发展,参加的阶层也逐步扩太。除农民外,工人、手工业者、学生,甚
至国民党政府的小公务员和中小地主,有的也被卷入了运动;而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投入

起义队伍的事,更是经常发生。起义群众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如川康地区就是汉族和

彝族联合起义。民变运动已逐渐形成为农村各阶层人民反抗蒋介石暴政的联合斗争。

民变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镇压民变武装,国民党反动派抽调大批

军队实行 “清剿”。但是,由于四川人民所受灾难极为深重”再也无法生存下去9用武力推

翻反动统治已经成为广大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因此起义军愈 〃剿”愈多,活动范圃越来越

广。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农民起义已普及一百三十余县。

民变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它冲击了国民党的

反动统治,扰乱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从而有力

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促进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
洗 盏

”
辨

黄 镇 华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沟名篇 巛亩F赤壁赋 》中有这样一句: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 。 对 其 中的 “洗

盏”
一词,《 古文观止 》、《中华活叶文选 》和 《古代散文选 》都淡作注,只有从曹国锋先生译注的 《古文

观止 》的译文 “洗了杯子再吃” 中,看得出他对 “洗盏”的理解。肉Ι三家是不是也认为 “洗芑:” 即 “洗了

杯子” ,由于这太简单扌没作注呢?不得而知。我认为,不能把 “洗盏”解为 “洗了杯子”
。为什么呢 ?

(-)可以任 “杯盘狼籍”而不顾,可以 “相与枕籍乎舟中”——苏轼与客豪放如斯,怎么会在这里横生出这

种 “讲究”呢?(二 )再说,正装着酒在吃的杯子,又有什么必要要洗了再装酒吃呢?我这里想对 “洗盏”

提出另外的解释—— “干杯”。“洗”,意为如水之荡尽,一扫而光。 “洗盏”,让杯中之酒一扫而光,即
“干杯”。这样, “洗盏更酌”就应译为 “干杯再饮”。我们可以想象:当苏轼说理谈玄,议论风生时,众

客皆停杯释箸,心驰砷往。最后,大家烦愁顿治,痛快至极,来 :干杯再饮,

页

45

47

65

65

66

66

89

又 9第钅7贞 {3礻 j丨 {珀勹

-80冖ˇ

本 刊 第 二 期 正 误 表

行     琪

4         主绅

22         唯一的 ˉ

13        和坤

39         黄鸽

14         坤

⒛         君师

33         天射

(1),应改放在该页笫一段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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