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A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刘婷 校对／闫方 组版／晓荷河洛文化

扫盲学习班按照“速成识字法”教
学，有计划，有步骤，目的是让人在短时
间内做到会读、会写。

据说，当时的扫盲标准是：
干部和工人得认识2000个常用字，

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两三百字的应用
短文；

城里居民一般得掌握1500个常用字；
农民得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

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便条、收据。
为了提高农民的学习积极性，扫盲

班尤其重视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
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

农民从自己的姓名学起，逐步学农
活、农具、牲畜的名称及记账格式，在实
践中感受识字的乐趣。

阶段性学习结束后，考试合格者，便
可获得一张识字证书。

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
益。扫盲运动，让无数人切实享有了这种
权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

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
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人是文盲，文盲
率高达 80%。自 1952 年扫盲运动开
始，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已
经有1亿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这是一个奇迹。

故纸拾遗 走进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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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不再当文盲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小学课文《小英雄雨来》里有
段描写很有意思：爸爸从集上卖
苇席回来，和妈妈商量：“看见了
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
上学念书不行，起码要上夜校。
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将来闹
个睁眼瞎。”

睁眼瞎，指眼睛瞪得老大，却
啥也看不见，比喻不识字的人，很
形象。

旧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低，有
条件读书的人少之又少，文盲一
抓一大把。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专教文盲看
书识字。数以亿计的人投入学
习，热情高涨。

当时，只要学会一定数量的
汉字，便可得到一张识字证书，理
直气壮地甩掉文盲帽子。

洛阳契约文书博物馆收藏的
识字证书，见证了那个激情燃烧
的年代。

新鲜
识字还给发证书

据洛阳民俗专家王支援介
绍，这张识字证书，是从外地搜
集来的。

证书边饰花纹，中间印有
“识字证书”四个大字。内容为：
“学员张良良系山西省新绛（市）
县第四区泽掌乡北苏村人，现年
三十七岁，学完扫除文盲阶段课
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下方
有校长的签名。颁发日期为

“1958年2月13日”，盖有红章，
以示正规，只是年代久远，章上
的文字已辨认不清。

学员张良良是山西运城一
带的农民，大约也是个文盲，37
岁才学会认字，脱离文盲队伍，
实属难得。

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
北跨黄河至山西南部。运城位

于山西南部，在广义上属于河
洛地区。

据老辈人回忆，半个多世纪
以前，我国文盲很多，尤其是乡
村，识字的人没几个。替人执笔
写信的先生，也有不少是“洛阳
秀才，错字布袋”，笔下常常蹦出
错别字。

国家要进步，先得启迪民
智、普及文化。文盲是建设新
中国的拦路虎，为了打趴下这
只拦路虎，在党和国家的号召
下，这场扫盲运动席卷全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开始，山
西、河南等地以工厂、农村、部
队、街道为点，大范围、高密度
成立了扫盲班、扫盲委员会，统
一安排学习时间，帮助大家读
书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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