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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４月以前，李兆麟到东北民众救国会取关系，我（夏
尚志）和他接头，他来过几回，说他有多少多少队伍。在我们领
导组织里，有一名叫张一吼的同志。张一吼住在沈阳二区，李兆
麟住在辽阳三区，这时河北省已往东北派了很多学生，省委也知
道满州省委1930年被破坏后又成立起来了，东北由河北省委派
人领导不方便，省委决定把派到东北的党员、团员和外围的群众
团体、校园会等都交给救国会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派我到东
北把所有的关系都交给满州省委。同时怕满州省委人力不足，
又派我当巡视员，留在东北工作。当时有两个重点地方：一个是
南满的李兆麟村那个地方；一个是北满张甲州那个地方。

1932年4月，我组织了12个人到东北，记得正是国联调查
团来北京时我们走的。经天津乘船到营口，先到南满李兆麟（又
名李烈生或李超兰）那去。李兆麟20多岁，家住辽宁省灯塔市
铧子镇小荣官屯。父亲在沈阳当过警察署署长，后娶个日本老
婆，当署长时弄了些钱，买了些地。李兆麟父亲死后日本妈也走
了。9·18事变后，李兆麟到北京与我取得联系，说组织了一支
千余人的队伍。1932年4月我到沈阳时，李连团员都不是，哈
市纪念碑上写的不对。我们到沈阳住两个地方，一个是辽阳三
区，一个是沈阳二区。张一吼家住在沈阳二区水洼家，张一吼是
奉军营长。一天我们到桥头去，他们组织100多人的队伍热烈
欢迎我们。我们到那后就问我们给他们带来多少枪，给多少衣
服，这是李兆麟让队伍上的人说的。我们向他们解释说：一把菜
刀闹革命，枪和服装要靠自己，要从敌人手里夺取，来装备自
己。他们听完后，表现得很冷淡。

李兆麟的人让我们走，说不给东西自己也能干，等于把我们
轰出来了。我问李兆麟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说出什么。李
靠亲属和乡里的关系，组织了150多人的反日会，后来发展到
250多人。这时，又问我是否可以夺取屯子里的地。我说可以，
想夺屯子里枪没敢，1932年4月至6月我就在李这里活动了。

在我们到沈阳后，就派两个山西人，老魏（后在王德太第二
军当政委，这个好同志，牺牲了）和王守贤（到哈后在工会工作）
同志，到哈尔滨满洲省委取关系。

6月初，他们知道巴彦有张甲州的队伍，省委派书记赵尚志
到巴彦部队去，当时大家叫赵为李先生，后他在这个队伍当政
委。我从6月末直接到队伍去的，正赶上张甲州被地主抓去，让
他投降地主武装，张没干。又让我们队伍去人保张，张父也来部
队，看见我说：“你们在北京认识，你去保张甲州吧！”我征求了赵
尚志同志的意见，赵说，“你要去保被抓，不又搭上一个吗？”没让
我去。

7月初，地主武装把张接到高粱地要枪毙他，张把地主的枪
给踢飞了，钻到高粱地跑回队伍。

张回队伍，看见我来了，摆起了资格。我看到这种情况，工
作不好干，我向赵说：“回哈后，我把情况向省委交待一下，我要
回河北省去了。”赵说：“不要着急，满州省委有意思想把你留在
部队里工作。”我说：“河北省委叫我来巡视的，张的部队这个样
子，我不能留下。”过了一个星期，赵告诉我，让满州省委把我留
下，中央同志将我的关系从河北省委转到满州省委，把我留下。

7月中旬，吴福海、张文藻从满州省委来到部队巡视，他们
带来了满州省委的指示，把这些队伍称为中国红军三十二师（不
是三十六军）。赵为政委，我任参谋长，兼二支队长。第一支队
长，张革（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别名张本天，在齐市五金公司上
班，后退休在家）。第三支队长“绿林好”，张甲州为司令员。又
过了半个多月，吴、张回省委汇报工作，可是内部有斗争太乱了，
决定将队伍改编为“哈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甲州、政委赵尚
志、参谋长是我，后来我在二支队工作，还有一个连的教导队，这
时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

这年7月初还没有成立红军三十二师时，我由少共转为正
式党员，当时有张革和我3个党员，张甲州没有恢复党籍。这时
张利用关系，拉拢地主势力专拥护他，不许部队信任别人，我们
让教导队的同志注意张的行动。

8月中旬，哈北游击纵队打进了巴彦县城。进巴彦第二天，
“绿林好”降到冯占山队伍上去了，给他个旅长当，“绿林好”又动
员张甲州降到马占山那里。我们不同意，我们在巴彦住了5天，
很快带哈北游击纵队教导队200来人，从县城撤出，回到姜家大
狱，离开县城三四十里地。遇着红枪会200来人，打着红旗，头
上扎着红布，拿着刀枪，喊着奔向我们杀来。张甲州想带队骑马
跑，一个管伙食的同志，被红枪会给扎死了。这时，赵下令，共产
党员下马打红枪会。赵、张和我等率队下马，消灭十多个红枪会
人，他们被打散了，我们紧紧追击收缴了200来支扎枪。集中起
来全部烧掉，从此以后，哈北游击队名声大振，红枪会再也不敢
打我们了。我们的队伍继续扩大到500多人，又打了康金井，扒
了铁路，抓了几名铁路工人，后释放。这样一行动，队伍又扩大
到700多人，收编了一支义勇军队伍，也是土匪队，为第三支队，
代替“绿林好”。

这时队伍决定打东兴统治局（没成立东兴县前叫统治局）。
打东兴时，我们第二支队在前头，占领西头一个伐米厂，得了很
多东西，在碾子下起出200多包大烟土。东兴这个地方是最初
组织红枪会的地方，有很多红枪会，也是个种大烟的山沟。张甲
州、赵尚志司令部住在唯一的烧锅院内。第二天，“绿林好”也从
巴彦县来到东兴，张甲州硬逼着二支队把住的伐米厂倒出来，给

“绿林好”，二支队搬到北门里去住。
在东兴住到第4天，红枪会来打我们，我们北门的二支队支

持不住了，往街里撤到烧锅大院，赵在院里指挥打敌人，我也呆
不住，领着人也出去打。“绿林好”知道我们打红枪会，按兵不动，
实际上暗地里支持红枪会打我们，撤到烧锅后第4天，我出院到
炮台角去打设治局的红枪会，张甲州（他的警卫员叫“得胜”）和
他的警卫员在后边跟着。我走到炮台角时，得胜在我身后开枪，
把我腿打伤了。我看见他打完了，正在收枪，知道是他们打的，
但不能吱声，后来把我抬进院里。我在打东兴时得了三支好枪，
得胜看我躺在担架上，硬把枪给拿去了。为什么这样呢？部队
在巴彦县城时，吴福海、张文藻到部队巡视工作。我们开党的会
议，研究部队的情况，张文藻作记录。晚上张甲州的妹夫得胜，
从张文藻枕头下把开会的记录本给偷去了。知道我们开会研究
要处理张甲州，才能掌握住这支部队。张甲州召开会议，哭着

说：“虽然我不是党员，也是诚心诚意地打日本，为什么要消灭我
呀！”张认为处理他是我的主意，怀恨在心，所以，得胜在后边开
枪把我打伤了。

赵尚志也是在这天指挥战斗中，被敌用套筒子枪把眼睛打
瞎了，子弹头还在肉皮里，躺在屋里。后来我们组织撤出东兴，
赵尚志坐在爬犁上。我开始骑在马上，后来出城也找一个担架，
红枪会从后边追上来了，距离一里多地时，我们又组织阻击，打
了十几枪后，红枪会就回去了。

我们回到姜家大狱，有3个人负伤，赵、我还有一个同志，在
这里养伤一个来月。赵的眼睛好点，能骑马，我的腿也好些。我
们开始往西追赶李海青的队伍，想追到安达与他的队伍汇合，在
一起合伙作战。但李的队伍已从大赉县进关里了。我们的队伍
又回到呼兰、绥化、北安、铁力一带活动，这时队伍已发展到2000
来人。为什么发展的快，溃散的也快？张甲州培植自己的势力，
拉拢很多人，部队在征途中纪行松懈。抢了一些东西，分地主东
西时，也得些东西，又快过春节了，许多人得了东西想回家。

哈北游击纵队活动到铁力被军团马大板子队伍给打散了，
三支队是收编的土匪和地主武装编成的，被敌伪军团打溃散了，
一支队张革领导的也被打散了，张革得了霍乱病，在同学家养
病。只有二支队剩下40多人，又回到姜家大狱。不到十天功夫
全跑了，最后剩下十几个同志，张甲州控制不了队伍的消散，这
时我们研究回哈找省委去。我们走到三棵树时，只剩下赵、我、
张甲州和王某某四个人。把带来的十几支手枪分别埋在三棵树
荒地的深雪里。我们四人，随着人群进到哈城里，先到赵家，不
久我在偏脸子找个房子，张的小老婆、妹妹也住在赵家。

这时赵尚志天天在省委开会，总结队伍教训。吴是省委巡
视员，他是个工人，不识字，“五卅”运动时，他在上海当训宣队总
队长。赵尚志是省委书记，老季（胡士杰，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志）
就接赵的工作，当时军委书记和赵尚志谈了半个多月。省委批
评赵尚志，赵没有接受。最后采取组织手段，把赵尚志开除党
籍，并让赵通知我，给我留党察看处分（二个月），后把我留在哈
市任兵委书记。

赵被开除党籍后，从我住的那个地方走的，走时身上一个钱
也没有。我们吃了一顿饭，他说：“我走了，我还要革命的。”后来
知道他到滨县孙朝阳部队去了。

在省委未决定给我处分以前，有一天我们是三伙人去三棵
树，取埋在雪里的枪。我和老大哥，老王两个人一伙，拿回来二
支撸子，交给了朝阳同志。第二伙赵尚志他一个人，去取他埋的
枪，他拿走了，张甲州和于天放二个人，拿走二三支手枪，跑到呼
兰于天放家去了。

上边就是我回忆有关哈北游击纵队的情况。 （七十）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欧阳修在《诲学说》中提及的名句激
励着一代代庐陵人好学奋进。在江西省
永丰县，如今不少学校墙面上仍贴着这
句警语。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大家，祖籍
江西永丰县。他幼年丧父，家庭生活拮
据，买不起纸笔。为了让他接受良好的教
育，母亲郑氏便用芦苇秆做笔，在沙地上
写画教他认字习文。

由于自幼接触诗赋文字，勤学奋进的
欧阳修年纪轻轻行文就见笔力。后来欧
阳修以进士及第，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
使、参知政事等职。宋神宗御题赞其“功
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

欧阳修文风平易近人、言简意赅。写
《醉翁亭记》时，原稿开头写滁州四面环
山，东面有什么山、西面又有什么山、南面
是什么山、北面又是什么山。后来欧阳修
觉得太过啰嗦，便反复删减修改，最后只
剩“环滁皆山也”五个字作为开头。

永丰县欧阳修后人欧阳勇介绍说：

“欧阳修写文章言语精炼但寓意丰满，和
他推崇简单朴素、摒弃华而不实的行文理
念是相呼应的。”

“经世致用，穷而后工。”欧阳修提倡
文学为现实服务，不要泛泛而谈。在嘉
祐年间，文坛流行晦涩怪僻、内容空虚
的“太学体”古文。为正文风，欧阳修担
任主考官主持科举考试时，要求考生写
平易自然的古文，严拒行文华而不实
者，成功选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一批
优秀人才。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开创了
一代新文风，为后世文坛提供了一种便于
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体。他秉
持平易自然又寓意深刻的行文风格，文章

道德深深影响了一代代庐陵人。
“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意思是说，

祭祀再隆重都比不上赡养时出些绵薄之
力。这句话出自欧阳修的祭文名篇《泷冈
阡表》，如今一座两米多高的泷冈阡表碑
矗立于永丰县沙溪镇西阳宫，是欧阳修留
给故乡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永丰县梁坊桥村，“厚养薄葬”成为
当地新风尚。“现在一场‘白喜事’花费不
过千元，不像以前大操大办，费钱费力。”
村民洪兆明说，给父母更多陪伴和关心，
比办风光的葬礼好。近年来，梁坊桥村大
力发展中药材和苗木种植，人均纯收入超
过1.5万元，成为生活幸福、环境秀美的新
乡村。欧阳修，当无憾矣。

100多年前，在圆明园冲天
的火光中，一匹“骏马”流落异乡、
颠沛流离；2007年，它现身拍卖
市场，被港澳知名企业家、爱国人
士何鸿燊出资购回，并在港澳地
区公开展示多年。11月13日，
国家文物局宣布，这匹“骏马”昂
首北上，将归藏于圆明园。

这匹“骏马”便是圆明园十二
生肖兽首铜像之一——马首铜
像。何鸿燊先生本月决定将马首
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为更
好践行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地的文
物保护国际共识，国家文物局经
与何鸿燊先生协商一致，将马首
铜像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
藏，回归原属地，为其百年回归之
路画上圆满句号。

这将是第一尊回归圆明园原
址的兽首铜像。

“在70年抢救流失文物的不
凡历程中，港澳爱国同胞始终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秉承

着拳拳爱国之心，搜求海外遗珍，
捐献祖国，化私为公，广益民众，
何鸿燊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说。

资料显示，马首铜像为意大
利人郎世宁设计，融合了东西方
艺术理念与设计风格，清乾隆年
间由宫廷匠师精工制作，以精炼
红铜为材，色彩深沉厚重，以失蜡
法一体铸造成型，神态栩栩如生，
毛发分毫毕现，历百年风雨而不
锈蚀，展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准，是
一件非凡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据介绍，除马首外，多年来，
在国家文物局和社会各界力量的
共同努力下，还有牛首、猴首、虎
首、猪首、鼠首、兔首等6尊圆明
园流失兽首铜像通过不同方式回
归祖国。这7尊兽首铜像自11
月13日起齐聚“回归之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
果展”，公众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2、3展厅一览它们的风采。

哈北游击纵队的建立和活动情况

欧阳修：文章师百世 百世传风神
●熊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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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白城记忆

白城地区东北抗联口述史

昂首北上！马首铜像将归藏圆明园
●施雨岑

11 月 13
日，圆明园马
首铜像在“回
归之路——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年流失文物
回归成果展”
上 亮 相 。 当
日，圆明园十
二生肖兽首铜
像之一——马
首铜像捐赠仪
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记
者李贺摄

甲骨文研究不仅
是纯学术的事情，更
是与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文化软实力，中
国文化走出去等紧密
相关。在“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构筑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的过程中，
甲骨文研究可以扮演
更重要的角色。

习近平总书记致
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的贺信，为
我们的未来工作指明
了方向。

有关甲骨文等古
文字研究的现状是研
究资料和研究力量分
散，沟通协同不够。
2014 年由清华大学
和复旦大学牵头，由
李学勤、裘锡圭担任
首席专家的“九校一
院一所”11 家研究单
位组成的“出土文献
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协同创新中心”入选

“2011 计划”，是入选
的唯一与“文化传承”
类别相关的中心。经
过几年运作，中心在
学术研究、学生培养、
梯队建设、国际交流
等方面成绩卓著，产
生一大批标志性成
果。目前应建设这样的学术平台，加大对甲
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的支持力度。

甲骨文发掘整理研究缺乏标准，造成的
后果是丢失了很多古人留下的信息，甚至造
成文物损毁。缺乏标准也不利于资料和文本
的比对和电子化。甲骨文研究经过几代学人
的努力，已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需
要被更好地推广和应用。在发掘清理甲骨的
程序和工具、甲骨的拍照和墨拓、甲骨的著
录、甲骨的隶写及符号使用等方面，都需要集
思广益，加以标准化，推动学术发展和研究实
力的整体提升。

甲骨文发现120年以来，有约16万片的
甲骨收藏遍布世界各地。以往虽然有过一些
普查和采集工作，但既不彻底，又没有利用最
新技术手段，因此参差不齐，效果不佳。建议
重新启动对全球甲骨文资料的全面普查和采
集，利用最新科技手段，获取甲骨的拓本、彩
色照片、尺寸、收藏信息等，如有条件，最好还
要对甲骨进行三维扫描。在这方面，近些年
相继启动的如“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调查”和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与数字化回归”等工程可
以提供借鉴。

甲骨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
得我们倍加珍视，努力提高研究水平。

推
动
甲
骨
文
研
究
更
上
层
楼

●

刘
钊

“命运总是不如愿。但往往是在无数
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难中，才使人
成熟起来，坚强起来，虽然这些东西在实际

感受中给人带来的并不都是欢乐。”时至今
日，作家路遥30多年前在《平凡的世界》写
下的句子仍然照亮着很多青年人的生活。

小说《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
“皇冠上的明珠”。在这部堪称经典的著作
中，路遥以中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
年代中期为背景，讲述了以孙少安、孙少平
两兄弟为中心的陕北农村普通青年的平凡
生活。

这部作品出版后即引起强烈反响，即
便在路遥因病去世后，热度依然不减。在
历年的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文学类图
书中，《平凡的世界》总是排在前列。今年
是路遥诞辰70周年，许多读者在追忆路
遥，重读《平凡的世界》。

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的
“不朽的星辰——路遥诞辰70周年纪念活
动”在京举行。据介绍，《平凡的世界》当下

销量逐年递增，目前总销量已经突破1800
万册。

对于路遥作品长久而强大的生命力，
评论家白烨表示：“路遥的作品吸引了一代
又一代的读者，正说明了路遥是为大众写
作。路遥曾经写道，‘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
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
是平凡的世界，但也永远是伟大的世界’。
他在写作的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人
民。”白烨说，眼里有读者、脚下有大地、胸
中有大义、心中有人民，是对路遥最准确的
形容。

作家白描认为，路遥的作品多温情，重
爱心，有诗意，出发点是对人的悲悯之情、
大爱之心，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

“他对我们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人民
的热爱，在字里行间表达得非常有力量，非
常感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

群说。
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路遥并不是一

个保守的、封闭的作家，他对现代派的文学
非常了解。“路遥的先锋性就体现在这一
点，他不会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
去。路遥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就是，他让中
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稳住了阵脚。”

评论家杨庆祥说，路遥作品提供了丰
富阐释的可能性和对话能力，才得到不
同代际读者的接受，并慢慢奠定其经典
地位。路遥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宽度
和厚度。

为什么路遥的作品到现在还能够拥有
众多青年读者？评论家傅逸尘说，路遥的
作品保留着恒常性的价值判断，比如英雄，
比如梦想，比如奋斗，比如人生的原则。正
是这些恒常的价值穿越时空，在当下的青
年读者中获得共鸣。

胸中有大义 心中有人民
●杨鸥

《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