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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汉书（1924 年—1946 年），马殿元（1921 年—
1946年），二人均为江苏省阜宁县人。骆汉书生前任大
赉县五区区长，马殿元生前任大赉县五区区农会主任。

骆汉书与马殿元从小在一起读书，长大以后，目睹
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心中充满愤恨不平。他们经
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寻求救国之路。1941年，二人怀着
一腔热血，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3师8旅。骆汉书曾任
班长、排长、连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我军派遣大批军队和
干部挺近东北，收复失地。1945年冬，骆汉书、马殿元随
军挺近东北，接收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开辟东北解放
区。这时，蒋介石公然撕下伪善的面具，急不可待地妄图
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独占东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急忙从海、陆、空三路运送大批兵力到东北，并不顾全国
人民和东北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于1945年11月中旬，
悍然挑起了东北内战，向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控制
了主要铁路和大中城市。占据了长春和农安一带的国民
党军队不断向外扩展，威胁着白城子周围各县。党中央
高瞻远瞩地分析了东北的形势，指出东北的形势是敌强
我弱，敌之所以强，主要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我之所以
弱，主要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发动起来。认为要改变这种
形势，必须充分发动农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自卫
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根据这一指示精
神，大批干部被派到白城子一带开辟工作。

1946年3月，骆汉书、马殿元被派到大赉县五区开
辟工作。这时的大赉县，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刚刚结
束，一些地主、汉奸、国特、官僚等封建势力和敌伪残余
另换招牌，摇身一变，成为了这个“官”，那个“长”，什么
借粮、摊派不断，继续为非作歹，加之土匪遍地，保安队
横行，社会动乱不堪，民不聊生。骆汉书、马殿元没有被
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所吓倒。他们积极开展工作。白
天开大会，宣传我党政策，帮助农民群众干些农活。晚
上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情况，与群众谈心。使
他们了解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强烈反对和对
土地的热切要求。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躲在暗处的不
准群众翻身、随时准备反扑的反动势力的威胁。因此，
他们首先组织了区武装队、江防队，负责沿江防务、清剿
土匪、维护社会治安。为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
色政权积极工作。

4月上旬，骆汉书、马殿元根据吉江省委发出的目
前工作方针和群众运动的指示，积极开展了反奸清算、
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恶霸、反窝主、反伪满警察特务及
伪满时代恶劣的行政人员等敌伪残余势力的斗争，打击
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五·四”指标下达以后，为了充
分发动群众，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反奸清算和搞好生
产，支援前线，他们组建4个乡农会、11个村农会。同
时，村农会还建立了自卫武装“模范班”。农会的主要任
务是领导农民防匪锄奸，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发动群
众，开展土改，组织生产，解决纠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
动开展起来了。一向被地主剥削和压迫的贫雇农开始
觉悟。他们纷纷和恶霸地主清算剥削账，牵走了地主的
马，分了地主的浮产、粮食和青苗。一倒积压心头多年

的苦水，控诉地主的罪行。经过反奸清算斗争，初步打
击了地主的反动气焰，发动了群众，骆汉书、马殿元也在
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与群众更加密切了关系。

随着斗争的发展，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了。经过反奸
清算斗争，虽然反动的封建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由于他
们经验不足，相当一部分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有的农会领
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对地方搞了假斗争；
有的群众觉悟不高，在清算地主时，明分暗不分，白天分
到的果实，晚上又送回去了。这时，反动的地主阶级不甘
心他们的灭亡，妄想扼杀红色政权于摇篮之中，他们采取
煽动诱惑、内外勾结的手段，谋划农会叛乱。

1946年7月，地主王明武找来一些农会干部在家中
秘密集会，策划与江东“秧子队”（政治土匪）共同包围五
区区政府，狂叫“把骆汉书斩草除根，把区政府和农会一
扫光！”会后，他们又派人到处串联，商议暴乱事宜，并暗
中造谣，煽风点火。在这种形势下，山湾乡、东山头、根
宝店、叉古敖农会相继叛变。

8月30日清晨，嫩江东岸的山西红网房子一带突然
枪声大作，骆汉书听到激烈的枪声后，忙派通讯员周宝
和与一名区队队员到江畔探听情况。二人没见到任何人
就返回区政府作了汇报。骆汉书误认为是江东的“胡子”
要来袭扰，便派周宝和去通知东山头和叉古敖农会去江
边的菜园子网房子为江防队布置防守任务。周宝和通知
了叉古敖村农会后，与会长崔士民等人一起离村去江
边。当行至村农会西墙外的地头时，受崔士民等人指使
预先埋伏的土匪、地主突然从高粱地里钻出来，缴了周
宝和的械，在他们的威胁恫吓下，周宝和供出了骆汉书
的行动计划。叛匪经过密谋后，来到嫩江岸边的样子口
网房子，见到东山头农会会长张万发等叛匪已经到达那
里，他们遂商定结伙设伏。

下午4点，骆汉书等人到菜园子网房子给江防队布
置任务后，又去东山头村，在村边遇见迎面跑来的张万
发，张报告说周宝和被土匪劫走了。骆汉书便命令他去
样子口面探听情况，张万发乘机逃走。骆汉书急忙在村
里找了一名“模范班”人员带路去样子口面网房子。来
到网房子院内，骆汉书急忙下马直奔网房子上屋走去。
这时，埋伏在西仓子南头的地主张玉珍从背后向他开了
枪，子弹从后腰射入，贯腹穿出。刹时，血流如注，骆汉
书倾倒在地。接着，地主王兆刚又补了一枪，打在骆汉
书的左腕上。之后，叛徒张万发恶狠狠地用套子枪筒朝
奄奄一息的骆汉书胸部猛击数下。这位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战士就丧生在地主、土匪、叛变农会干部之手。

嫩江岸边枪声大作时，马殿元刚开完斗地主大会，
正在腰根宝屯朱家大院西南角杜权家休息。受地主王
明武指使，毕武山、李禄二人前去抢马殿元的枪。他们
二人一起来到杜权家，见马殿元正躺在炕上看书 ，便上
前搭讪。马殿元见状生疑，正欲起身时，毕武山扑上前
去与其撕打，李禄也随即动手。毕、李二人将马殿元抱
住用木棒猛打，抢下马殿元的匣枪。因二人不会使枪，
便用枪柄砸伤了马殿元头部，跑出屋去。

马殿元苏醒后，忍痛撕下一条面袋布包扎了头上的
伤口，又找到了一支洋炮，然后，进入朱家大院西北角的

炮台里进行抵抗。这时，杜权受到朱家兄弟等人的唆
使，便假称要帮助马殿元，骗取了他手中的洋炮。于是，
朱家大院里的人破门而入，到场院背来麦秸、秫秸放在
炮台门口并用木棍往里塞。这时，叛匪任长贵乘马殿元
在炮台上的小窗户向外张望之机，用洋炮将马殿元打
昏。王明武一见便吩咐点火，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转眼
间烈焰翻腾。马殿元被这些地主、土匪、叛徒活活烧死
在炮台里。

为了纪念骆汉书、马殿元同志，中共赉广县委
（1946年9月由大赉、安广两县合并而成）于1947年春
决定将五区所在地端基屯改为汉书村，将根宝店屯改为
殿元村。1983年，大安县民政局选择新址为骆汉书、马
殿元烈士修筑水泥墓葬，重新安葬了烈士的遗骨。

（七十八）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在当前防控疫情的非常时期，口罩因成
为人们生活、工作的必备防护用品而备受关
注。笔者借此机会梳理出我国历年发行的
出现口罩图案的邮票，与读者一起在方寸之
间寻觅口罩的不同功用。

口罩是医护人员的标配，起到隔绝细菌
和病毒的作用。1959年9月25日发行的一

套12枚《人民公社》邮票之“卫生保健”，右
上角背景图案描绘了医院病房常见的场景：
一名佩戴口罩的护士端着托盘来送药，病人
躺在床上，也戴着口罩。这是口罩首次出现
在新中国邮票上。

1976年4月9日推出的一套4枚《医疗
卫生科学新成就》邮票中，有3枚的图案再

现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为患者动手术的场
景，票名分别是“针刺麻醉”“断肢再植”和

“中西医结合针拔术治疗白内障”，成为迄今
全套口罩数量最多的邮票。

1990年3月3日面世的一套2枚《诺尔
曼·白求恩诞生一百周年》邮票由我国与加
拿大联合发行，其中“白求恩在加拿大”邮票
的背景图案为白求恩与三位医生正在进行
外科手术，他们都戴着口罩。这也是我国第
一套与外国联合发行的邮票。

2003年5月9日发行的《万众一心 抗
击非典》邮票小版张右上角边纸图案是一名
戴着口罩的女医护人员的头像，她的双眼清
纯明亮、充满希望，展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
与决心。

口罩还具有防寒保温的作用。1975年
9月26日发行的一套3枚《中国登山队再次
登上珠穆朗玛峰》邮票中的“五星红旗再次
飘扬在地球之巅”，采用一幅登山队员站在
珠穆朗玛峰上展开五星红旗的合影照片，其
中可见佩戴护目镜的登山队员们都戴着口
罩。

阻隔有害粉尘和有毒气体是口罩的另
一功效。1964年12月30日推出的一套8
枚《化学工业》邮票之“医药”，以一位身着防
护服、戴着口罩正在制药车间内工作的技术
人员为主图。1975年12月15日面世的一
套5枚《农业机械化》邮票之“棉田防治”，图
案描绘三名戴着口罩的农机技术员正在田
间喷洒农药，防止农作物的病虫害。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赏析]
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首五绝，

是我们几代人上学伊始就遇到的古
诗，清新的诗句，抑扬的音调，配上
稚嫩的声音，已经成为国人共同的
童年记忆。诗句很简单，没有什么
深意，描绘的只是诗人在一个春晓
静卧枕上的所闻所感，却自然描绘
出春晓特有的宁谧、清丽氛围，勾起
中国人的共情共感，因而具有永恒
的魅力。

一个春天的早上，诗人从一场
酣眠中醒来，不觉已是天光大亮，耳
畔传来鸟儿的啁啾声，枝头、空中、
檐下、脊上，处处皆是。所谓“晓莺
窗外啼春晓。睡未足、把人惊觉”，
或许正是鸟儿窗外啼鸣，才将诗人
从酣梦中唤醒。正如陆游诗所云

“鸟雀呼鸣报快晴”，鸟儿的啼鸣，报
告了天晴的消息；诗人忽然忆起，昨
夜风雨潇潇，不知何时已停止，怕是
有许多花儿被吹落在地了吧？一、
二句由视觉到听觉，是实写；三、四

句则纯是想象之辞，是虚写。在虚
实之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
空间。天已破晓，也许才刚“初见天
窗一点明”，也许已是“曈曈初日注
窗明”;鸟啼清脆，风雨初歇，似乎让
我们感受到雨后初晴天宇的明净;
花落知多少，又让我们想象落红遍
地、枝叶凝露的景致。想来此时衾
裯尚暖，残梦依稀，诗人慵卧枕上，
并不急于出门欣赏，只是静静谛听、
默默发问，却将春晓的自然景象真
切传达出来。杨万里《春晓》(其三)
说:“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
十分。不必开窗索花笑，隔窗花影
也欣欣。”可谓是孟浩然知音。

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春晓更
是让人留恋不已。古人以“春晓”为
题的诗不计其数，看重的都是春朝
的好光景。宋人尤带诗云:“沧海升
朝日，春光满太清。”(《春晓》)明人
卢宅仁诗云:“旭日出扶桑，晴光映
芳草。”(《题县八景》其六《洲渚流
芳》)都只嫌描绘太实，不如孟浩然
《春晓》自然。蔡襄《春晓》诗说“东
风气味浓于酒”，也许细品这春晓的

“气味”，就应在似梦似醒之间吧。
（雨果）

这段岁月带来的收获、实现的成长，将
沉淀为永恒的财富，为未来积蓄力量

这个假期，因疫情的到来变得格外与
众不同，也因师生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变
得厚重而有意义。我们常说，生活即教
育。这段特殊的日子，何尝不是一段最好
的教育、一节最生动的课堂、一本最有价值
的教科书，有关人生、有关成长。

从这本教科书中，探寻生命的意义。
抗击疫情的过程，我们看到坚守在抗疫一
线的最美身影，看到驰援武汉的各地医务
工作者写下“不计报酬，不论生死”的请战
书，看到钟南山院士红肿的眼睛与李兰娟
院士疲惫的面庞……我们还看到众多身边
的英雄，许多家长，他们既是孩子们的父
亲，也是学生的老师、更是患者的医生，还
是关键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许
许多多的他们，自愿请战，投身抗疫一线，
用实际行动为孩子们诠释对于生命、对于
祖国、对于人民的理解与敬畏。在这段特
殊的日子，生命、生活和生态如此紧密地连
接在一起，同学们开始探寻生命的意义，思
考如何与自己相处、与自然相处、与世界相
处这重要的人生课题。

从这本教科书中，体悟责任与坚守。
付出、奉献、责任、坚守，这些原本对于
孩子们略显抽象的概念，在这个假期变得
鲜活而生动。每一位老师，既要负责孩子
们的教育教学，也要负责家庭教育的科学
指导；既要负责班级的疫情防控上报，也
要担任疫情期间德育教研与心理辅导；既
是维系学校正常运转的一员，也是孩子们
可亲可爱的在线“主播”……非常时期，
每一位老师都练就了非常之功，创造出无
数的非同寻常。他们以最大的诚意、最艰
苦的付出，在这段岁月留下了最特殊的印
记，也以行动为孩子们诠释了何为奉献付
出、责任坚守。

从这本教科书中，实现自我激励与成长。这段日子，同学们主动
思考有关尊重、规则等社会话题，探讨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学
们在对抗懒散、惰性，自我管理、自觉学习，用实际行动践行“21天形
成一个好习惯”；同学们积极践行清华附小成志少年“一身好体魄、一
手好汉字、一副好口才、一篇好文章、一项好才艺”的育人理念，感受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师生们都相信，或许我们会遇到不同
形式的艰难困苦甚至不幸灾难，但一定能做到最好的自己。

种下责任的种子，相信岁月的力量。与疫情战斗的日子终究会
结束，但这段岁月带来的收获、实现的成长将沉淀为永恒的财富，为
未来积蓄力量。

骆汉书 马殿元
◆白城英烈

Ｂ 白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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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地方任官时，曾以圣散子方治时疫，后来他将这个方
子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所著《伤寒总病论》中。

苏轼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
出任杭州通判，十八年后，也就是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
度来到杭州任官，出任杭州知州。苏轼再至杭州，当地因大旱
歉收，《宋史》记载“饥疫并作”，即饥荒与瘟疫并行，百姓苦不
堪言。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又请求
朝廷赐给度牒（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可出售以补府库之不
足），以度牒易米赈济灾民。

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苏轼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方”
的药方。这剂药方用料便宜，“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
即得千服”，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
粥，派遣官吏带领医生“分坊治病”，救活民众无数。

圣散子方是苏轼在黄州时，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
方。苏轼曾著文介绍其药效：“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
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
散子》者，一切不问”，病情严重的“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
稍进，神守完复”，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即使“平居无疾，能空腹
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巢谷喜欢研究药方，这剂圣散子
方被巢谷视为至宝，连亲生儿子也不舍得传授。苏轼在黄州任
官，恰出现疫病，苏轼再三求方，巢谷应允了，但要他指江水为
盟，绝不外传。苏轼口头答应，心里却认为这样有效的方子，应该

流传后世才是。为了治疗更多百姓，苏轼把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
庞安时，庞安时将其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伤寒总病论》，到了明
朝嘉靖年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

杭州这场疫病让苏轼认识到，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人口
流动频繁，因而“疫死比他处常多”，所以应设立“病坊”。苏轼
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还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
乐坊”，坊事由僧人管理。为了让安乐坊长久经营下去，后来
采用置田获利的方法。这在当时也很普遍，书院、义庄等设施
也多置田产以使资金来源稳定。据史料记载，苏轼还将收到

“某宣德”的一笔“金五两、银一百五十两”的礼金，以此人名义
转捐给了安乐坊，“用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苏轼在杭州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以圣散子方治疫病仅
是其中一端。杭州人民感激苏轼的恩德，家家挂有其画像，

“饮食必祝”。
两浙转运司对苏轼的做法也很赞赏，向朝廷上奏了苏轼

建安乐坊之事，并建议医僧三年医治超过千人的，“赐紫衣（赐
僧紫衣主要代表了其身份的官方化）及祠部牒各一道”，改安
乐坊为安济坊。

后来，广州疫病流行,在广州任官的苏轼友人王敏仲来信
求助，苏轼把他在杭州战“疫”的经验介绍给了他。

苏轼认为“救药病疠，政无急于此者矣”，此前王敏仲已向
苏轼说过“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
并且“广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与杭
相类”，苏轼建议“莫可擘划一病院，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
乃长久之利，试留意”，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留
意于长久之计策。

春 晓
●[唐]孟浩然

诗词鉴赏■■

方 寸 之 间 话 口 罩
●司徒一凡

1976年4月9日推出的一套4枚《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邮票。

苏轼与圣散子方
●崔洁 黄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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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烈士骆汉书名字命名的“汉书村”位于大安市月
亮泡镇。

用烈士马殿元名字命名的“殿元村”位于大安市月
亮泡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