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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福麟(1880年—1951年)，字寿山，祖籍
直隶宁河(今河北省宁河县)官庄，生于吉林省
农安县(今吉林省长岭县)。因家贫，幼年便给
财主家扛活，放牧牛马，故乡人称他为“万半
拉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
华，沙俄单独入侵东北。农安乡绅为自保安
全，商议组建联庄会，他于此时当了团丁。联
庄会成立不久，便在首领汪希文、李成贵策划
下，拉出为匪，不及半年，发展到130余人。
这时，驻防郑家屯的吴俊升派人招降，随即被
编入吴俊升的靖边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万福麟被提拔为什长，翌年代理哨长。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万福
麟任奉天康平县巡捕队正巡长。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万福麟先

后任哨长，哨官等职，参加过多次剿匪活动，
因功，至宣统三年(1911 年)升为马四营管
带。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因平定乌泰叛
乱有功，万福麟晋升为帮统。民国三年(1914
年)擢升为陆军上校，隶属吴俊升部下，随吴
俊升一起到洮南驻防，任114团团长。万福
麟打仗勇敢，善于用兵布阵。时值内蒙古上
层分裂分子巴布扎布叛乱，他精选一批战斗
力较强的士兵配以白色战马，编成一支骑兵，
号称白马队。民国七年(1918年)他率白马队
参加林西、经棚一带平叛之战。与吴俊升在
葛根庙附近设伏，利用白马队一部，将叛敌骑
兵诱入包围圈，步、骑兵同时出击而获大胜。
民国九年(1920年)，万福麟离开白城，升任57
旅旅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哈(哈尔滨)满(满洲
里)路段司令。次年，兼任满(满洲里)海(海拉
尔)警备司令。民国十年(1921年)，万福麟得
任安泰镇守使，晋升为少将。民国十一年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万福麟
负责后方防守，为预备队。5月，奉军败还。
不久，万福麟受任东北陆军第15混成旅旅
长，驻防满洲里。两年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
发，在争夺山海关（榆关）的战斗中，万福麟亲
临前线督战，为夺得热河战略要地立了功，升
任东北陆军第17师师长兼骑兵副军长。民

国十五年(1926年)初，万福麟因在平定郭松
龄倒戈反奉中有功，又晋升为第8军军长，并
被授予陆军中将、骁威将军等职衔。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任黑龙江保安
副司令。张作霖、吴俊升在日本帝国主义制
造的皇姑屯爆炸事件中丧生后，万福麟继任
黑龙江军务督办。同年12月底，东北易帜，
他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副总司
令。次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万福麟为东北
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蒋介石和阎锡
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万福麟奉
命率部进驻华北。翌年夏，他又奉命出兵击溃
石友三的叛乱。后因张学良在北平患病，他被
留在张学良身边佐理军务。迄“九·一八”事变
爆发，未能回省主持军政。此后，即滞留北平。

东北沦陷后，万福麟于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9月，被委任新编第4军军长。10
月，奉张学良之命由喜峰口进入热河，驻扎平
泉县。翌年初，日本侵略军进逼热河，万福麟
指挥东北军5个旅、3个炮兵团参加作战。因
汤玉麟抵抗不力，使万部腹背受敌而从喜峰
口撤出。旬日间，热河便被日军侵占。热河
之战失利，东北军一时声誉扫地，张学良引咎
辞职。万于热河败绩后，参加了同年7月对

方振武、吉鸿昌所部抗日同盟军的围攻，受到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的赏
识，并委任他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主
任。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任冀察政务
委员会委员，获二级陆军上将军衔。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重新编组军队，万
福麟受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
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
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
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
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万率部队参
加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
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
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
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精锐，苦战数
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损失很
大。武汉会战失败，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
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
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

抗战胜利后，万福麟一度被派任东北行
辕副主任、东北行营政务委员会主任。数月
后，东北解放。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万福
麟即随国民党政府转赴台湾，任国民党政治
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病逝于台中，
终年71岁。 （四十六）

中华民国时期活动在白城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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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正
迎来多年罕见的参观热潮。据
统计，截至 2018 年年底，全
国每年参观博物馆的人数突破
10 亿人次。参观博物馆正在
成为一种日益流行的生活方式
和休闲方式。

在博物馆热里，年轻人无
疑是主力军。不论是在参观者
的占比，还是购买博物馆文创
产品，或者在网上参与相关话
题的讨论，年轻人都是当仁不
让的主力。据调查，北京故宫
访客逾半数为 30 岁以下年轻
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首都博
物馆的统计也表明，39 岁以
下的年轻人去博物馆的人数和
次数都是最多的。一些较为冷
门的博物题材纪录片和综艺节
目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国
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话》
等之所以能成为热点，和年轻
人的偏爱也有很大关系。年轻
人爱上博物馆是传统文化热向
青年群体延伸的典型表现。这
也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扬具备了更好的群众
基础。

不过，在博物馆热中，还
需有些“冷思考”，即不能把
热情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
参观上，不能仅仅满足于“集
邮式”地比拼谁去过的博物馆
多，不能仅仅满足于到热门博
物馆和热门展品前拍照打卡。
博物馆热应该走向深入。唯有
深入，才能使博物馆热走得
远，不会在热闹一时之后什么都没留下。

对观众而言，参观博物馆也应回归初心。博物馆是
知识宝库，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了解历
史、认识现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的有效途
径。因此，在参观之前做一点功课，充分利用博物馆官
网上的相关介绍，对馆藏特点、重要展品的历史背景、
意义价值等做一些学习，再去参观，感受就会大不一
样。但显然有这样良好参观习惯的观众是很少的，大
多数人只满足于来过、看过、拍过。借助 《国家宝
藏》等成功的电视节目，许多以往罕为人知的国宝变
成了大众熟知的明星，各馆的相关藏品观者如堵。今
年春节期间，河北博物院连续多日参观者超过 3 万
人，迫使馆方采取限流措施，而观众主要就是想来看
看在《国家宝藏》里出镜的三件国宝。但实际上，单
件器物所能展示的历史是有限的，如果能由此及彼，
举一反三，通过对某一件器物的参观扩展到对某一类
器物的历史考察上，收获就要大得多。器物本身固然
宝贵，但器物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乃至民族精神
才更加值得体味与追寻。

博物馆的参观者尤其是年轻人，不应满足于走马观
花式的参观，凑热闹没多大意义。参观博物馆是自我提
升，既不应该是附庸风雅地随大流，也不应该是自我炫
耀地满足虚荣心。过于注重表象就容易流于肤浅，白白
浪费了博物馆这样一座知识宝库提供的机会。

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许多爱好者，他们并不从事某
一行业或专精于某一领域，但对相关行业和领域有浓厚
的兴趣，在业余的自学中，掌握了丰富的相关知识。这
样的爱好者越多，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就越高。在当前
的博物馆热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热中，我们最期待参观者
回归初心，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功课，让参观之旅
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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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轴大风车，即立帆风车，是一种旋转轴垂直
于地面的风力机械。因其体形巨大，民间也直呼
其为大风车。它很可能不晚于南宋时期（12世
纪）已作为原动机用于驱动水车。立轴大风车是
一项体现中国技术传统的发明，具有两大鲜明的
特色：风帆的构造原理与中国传统船帆无异，能够
自动调节迎风方向，其原理迥异于西方的卧轴（水
平轴）风车；它能为龙骨水车（即翻车）提供原动
力，常被用于农田灌溉或盐场汲卤，其设计、制造
与使用体现因地制宜的思想。

立轴大风车最为特别之处在于风帆的自动调
节功能。它巧妙地借用了中国式船帆的结构与操
控方式。风帆升起后，不论风向如何，当风帆转到
顺风一边，它自动与风向垂直，受风面积最大；当
风帆转到逆风一边时，就自动与风向平行，所受阻
力最小。风车可以接受360度任何方向的来风，
且不需要增设迎风装置，操控运行便捷、灵活。

立轴大风车采用敞开式设计，无附属房屋建

筑。一部大风车高约8米，回转直径约10米，矗
立于田间地头或河渠之畔，颇为壮观。它通常包
括8面风帆与8根桅杆，1根主轴、1个大齿轮，以
及桁架、轴承、滑轮、铁链与绳索等零部件。8面
风帆均可独立升降与调节，改变其迎风面积，调整
风车转速，受驱动的龙骨水车的功率也随之而变。

传统大风车以木结构为骨干，一般就地取
材。多种质地的木料经过备料、下料、加工、组装
和现场调试等过程，由技艺高超的木匠加工为功
用各异的零部件。此外，轴承、铁钉等零件的制作
需铁匠协助，而取材于蒲草的风帆的编制与系挂
则是传统家庭式的手工劳作。

中国风能资源丰富，立轴风车及其驱动的龙
骨水车是东亚地区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传统
风力提水机械，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应用
于农田灌溉和制盐生产。这项颇具地域特色和技
术特征的发明被称赞为“一个具有巨大利益和使
用价值的发明”。

中国神话中的伟大民族精神
●向贤彪

万福麟

一诺千金：一句诺言有千金价值，形容说话算数，极守信用。语出《史
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季布初为项羽的得力干将，所以刘邦下令通缉季布。但季布为人重信
义、得人心，很多人敬佩其信义，暗中为季布提供保护和帮助。夏侯婴也欣
赏季布的信义，就为季布说情，使刘邦赦免了季布，并任河东太守。季布感
刘邦之恩，为汉朝立下许多功劳。 徐义祥 包万峰/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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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书影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重要典籍，夸父逐日、女娲补天、
精卫填海等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都来源于该书。

这是一项饶有深意的比较：希腊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
来的；而在中国的神话里，火是中国人钻木取火坚忍不拔摩擦出
来的；面对末日洪水，希伯来人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战
胜了洪水。这说明中国人勇于抗争，不是把生存的希望寄托给
神，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

马克思说过，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梦。远古时代，先民生存环
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的护佑才
得以生存。于是，先民对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万物、部族首领
与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实际上，产生于文明史源头
的神话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并非超人或英雄的个人行迹，而是诗
化了的整个民族生活的折光映现。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明交汇
点，神话总是把大范围的时空信息压缩到一个时段或一些人物
身上。神话作为口头上的传说比文字的产生早得多，在民间的
影响力也大得多。经过几千年人们的口耳相传，这些神话故事
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便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
一种“精神图腾”和精神寄托。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着丰富的民族
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

古代神话中蕴含的创造精神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燧人取火、仓颉造字等神话中，蕴含着
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

今天，只要提到汉语传承下来的创世神话，人们总是从盘古
说起，古时的说书人爱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可见盘古开天地是古人公认的起源神话。最初，整个世界是一
团不大的混沌，大致像鸡蛋那样大小。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从

这团混沌中孕育出一个神，叫作盘古。经过一万八千年，盘古在
混沌中成熟了，再也不耐烦被禁锢在这团狭小的空间中。于是，
他便拔下一颗牙齿变作了一把利斧，用这把利斧将混沌劈开，从
而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伟大使命。天地劈开后，又面临着一次乃
至数次巨大的地质灾难。创造人类的女神女娲亲眼见到灾难所
导致的种种惨状，心中痛苦至极，于是便不辞辛劳地在世间遍选
五色奇石，又用火将它们熔化成熔浆。女娲托着这些五色熔浆
飞到天上，将天幕上那些巨大的窟窿一一补好。天上的问题解
决了，女娲又杀了一只巨龟，将它的四只脚砍下来，支在大地的
四方，以免天空再塌下来……燧人取火、仓颉造字的神话，则反
映了人们对取火和造字的探索，火让我们的先祖有了光明与温
暖，文字让我们先祖的经验得以永续流传，有了火与文字，大大
推进了中国文明的进程。无论是盘古开天、女娲补天，还是燧人
取火、仓颉造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在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发明创造，产生了许多
闻名于世的思想巨匠，发明了许多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
大科技成果，创造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许多气势
恢宏的伟大工程。这种伟大的创造精神，不仅是物质文明之母，
更是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支撑着中华民族
闯过一个又一个险滩和漩涡，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和灾难，傲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代神话中蕴含的奋斗精神

神农尝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蕴含着中华民
族伟大的奋斗精神。

神农尝百草，说的是上古三皇五帝之一的神农氏具有特殊
的牛头人身的外形和勤劳勇敢的精神品质，长大后被人推为部
落首领。因为他的部落居住在炎热的南方，称炎族，故又称他为
炎帝。神农氏的贡献在于，他从鸟儿衔种子中得到了启示，发明
了农业；为了解除部落成员的疾病之苦，他勇尝百草、以身试毒，
因此神农氏又被尊为“药王神”。愚公移山，讲述了愚公不畏艰
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家门口两座大山搬
走的故事。精卫填海，则是一则关于女性的悲壮神话，相传精卫
是炎帝神农氏的小女儿，名唤女娃。一日女娃到东海玩，溺于水
中，死后其不凡的精灵化作一种神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
木，投入东海，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好像在呼唤自己。

这些神话故事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正是

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激励中国人民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
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
疆，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大江大河，战胜了数不胜数的自然灾害，
建设了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发展了门类齐全的产业，形成了多
姿多彩的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依靠伟大的奋斗精神，创
造了无数人间奇迹，也必将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古代神话中蕴含的团结精神

对炎黄始祖地位的共同认同、龙图腾的形成与流传，蕴含着
伟大的团结精神。

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三代，为了凝聚民众的需
要而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
始祖，并完成了“神祖合一”。禹、契、后稷既是神祇，同时又是先
祖，这大大淡化了其神性，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禹、契、后稷这三
个个案中，实际上众多的神话人物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
文明创造者等等，并步入了历史文化殿堂。

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
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得到了广泛认同。五帝
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奠定了黄帝“人文初祖”的地
位，构建了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
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民族发展的根基。

随着华夏民族的外并与内聚，最终完成了从“血缘”到“文
化”的融合，实现了对炎黄始祖地位的认同，孕育了龙图腾和我
们对“龙的传人”的自我期许，从而成为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标
识和牢固根基。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从来没有断流过，中华民
族始终以团结统一的形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特别是每当遭遇
强敌，面临生死存亡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总会表现出和衷共
济、守望相助、众志成城、携手前行的可贵品质。

古代神话中蕴含的伟大梦想精神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神话
故事，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梦想精神。

嫦娥奔月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
个神话故事说的是，在很久以前，因为天上有十个太阳，庄稼颗
粒无收，先民痛苦难耐。嫦娥的丈夫后羿为了解救人类，一口气
射下九个太阳，因而受到王母娘娘的奖赏，赐予不死药，而且说

服下此药可以升天为仙人。然而后羿与嫦娥真心相爱，根本就
不想分开，回到家后将不死药交给嫦娥，却没有想到嫦娥遭到恶
人要挟索要不死药，无奈嫦娥只能将不死药吃到肚子里，由此飞
天成仙。但是嫦娥对丈夫有难舍之情，所以选择飞向离人间最
近的月宫，这就是嫦娥奔月的由来。

夸父追日的神话，女娲补天的奇思，嫦娥奔月的传说，敦煌
飞天的舞姿……遥望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国人民早就有飞天的
梦想。更有勇敢的先驱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代价，去圆这世
世代代的飞天梦想。据记载，在十四世纪末，明朝的万户坐在装
有47个自制火箭的椅子上，双手各执一个大风筝，命人点火，试
图借助火药的推力和风筝的升力实现飞天的梦想。万户以其惊
人胆魄和天才设想，以生命为代价，向遥远的太空发起了第一次
冲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尝试利用火箭推力飞行的先驱，为后人
进入天空打开了思路。伟大事业都始于伟大梦想。中华民族是勇
于追梦的民族，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是中华民族的
飞天梦。有梦想就有希望，有梦想就有力量。无论前进道路上遇
到什么样的困难，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我们都不能丢掉圆梦的初
心，停下逐梦的脚步，而要以坚忍不拔的努力，去实现伟大梦想。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
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中国古代神话孕育了伟大民族精神，一代
又一代华夏儿女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不懈奋斗丰富了伟
大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实践中，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境界。精神上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精神上的站立才是真
正的崛起。只要我们坚持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断保有自
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保持中流击水的劲头，中国号巨轮就一定能
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女娲补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