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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休整期间，柳青庭更加密切了同本师工作的共产党
人的来往。经于晓凤等人的启发，他开始认识到，无组织领
导的群众，自发的武装斗争，不能打败强敌；有了组织系统，
有了番号，但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无坚强的政治领导的军队，
也难以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抓队伍固然重要，抓
队伍的思想更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共产党人的帮
助，加快部队改造。7月，部队移防宣化后，他在中共地下党
组织的帮助下，先后在师部和各团部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师
机关设政治处，由共产党姜鹤年任处长；白坚到参谋处任少
校参谋；于晓凤、袁某某、张君平分别到了3个团任政治（处）
主任；于汉伦任一团中校团副；王一夫任师部书记，协助白坚
掌握部队改造。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柳大量地接触进
步书籍，世界观的转变上有了明显的飞跃。他开始认识到，
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有着本质的区
别，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也知道了江西等地红色革
命根据地的政权是人民政权。他崇拜李大钊、翟秋白那样献
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崇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行伍出身、

放弃高官厚禄而投身革命的红色将领；特别是对背叛自己出
身阶级而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知名领
袖人物更是敬慕；毛泽东那传奇般的事迹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更大。他学会了哼唱《国际歌》，逐渐地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
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当前抗日斗争形势，去认
识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开始对自己出身的剥削阶级
本质有所认识。在同于晓凤、张君平等人的交谈中，他也能
够严格解剖自己，表达了自己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决心。

在中共对同盟军中部分将领如柳青庭等开展工作的同
时，国民党也开始做这支队伍的工作。何应钦于当年（1933
年）4月份，即派出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复兴社分子李一
虎等到李部义勇军。当时，在李部任参谋长的古松年思想倾
向进步，在第八团司令部各处安排不少进步青年，并与各师
进步军官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于李一虎拉拢李忠义构成了
严重障碍，因此也成了李一虎阴谋翦除的重点对象。7月下
旬，李一虎捏造了古松年阴谋刺杀李忠义的冤案，李一时不
明真相，于7月30日，下令将古松年枪杀，并将平时同古接触

较多的进步军官王云章、韩春煊、孟述先、许烈等囚禁起来。
后经过北平军分会工作的中共党员于毅夫请当时有影响的
萧振瀛出面工作，方将王、韩等营救出来。李一虎又挑唆李忠
义拟调柳师各处进步青年去军部，意欲翦除柳的羽翼，一网
打尽。柳坚决抵制了李的安排，保护了本师这批进步青年。

李忠义在复兴社分子蒙蔽下，擅自杀捕抗日将领，引起
全军大哗，特别是柳青庭亲见爱国进步将领无辜被害，更感
到难过和义愤。他找到骑二师师长刘警愚，两人联名致电冯
玉祥，声明“李忠义破坏抗日阵线，不愿再归其节制”，并揭发
了李的其他问题。冯应两人要求于8月初调这两个师脱离
十六军，编入第十五军归张允荣指挥，刘、柳分别任第十五军
第五师、第六师师长，柳师调驻北公会镇及馒头营子。为绝
后患，柳青庭在调离十六军时，将已调至本师任参谋处长的
李一虎及其同伙副官长徐曾奇、参谋杨荣等特务分子处决。

柳师移防公会镇后，柳青庭正式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
党申请，申诉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经过中共
党组织全面考察，由于晓凤、张君平介绍，于同年8月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党旗前，柳青庭举起了右拳，在庄严的《国
际歌》声中宣布了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从
此，柳青庭开始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革命生涯。入党
后，与张志诚单线联系。在中共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前委会议
上，柳青庭被选举为前委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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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浦口定山寺后山，青松翠竹之间，
有土堆墓冢一座，墓前诗碑一块，完好竖
立。碑上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杨巍撰写的
诗依然历历：“此老平生铁作肠，诗篇每带
梅花香。若知出处惟渔父，自信粗豪过楚
狂。江海高风云滚滚，乾坤正气尚堂堂。
至今人到坟头上，松柏常时有雪霜。”何谓

“铁作肠”？青衣紫绶、境遇浮沉，“学道则
爱人”的儒者初心始终不改；何言“梅花
香”？出仕为官、讲学论道，爱国修己的堂
堂正气凛然未变。

“此老”为谁？明代定山先生庄昶是也。
庄昶，生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江浦

孝义（在今南京市浦口区）人，年少聪颖过
人，读书过目成诵，《明史》称其“自幼豪迈不
群，博嗜古学，文采过人”。成化二年（1466

年），庄昶进士及第，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不久即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翰林检讨。

明代翰林院是政府培养储备政治人才
的地方，是地位崇高的文化学术团体。而
立之年的他，可谓前途光明，但是这位被主
考官惊叹为“江浦何如山川而生斯人耶”的
青年才俊，没有因壮年得志而受盛名之累，
没有飘然得意，而是以儒家学者的胸怀和
敏锐的政治嗅觉，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了
民生疾苦上。

“蓬莱宫中悬艾虎，舟满龙池竞箫
鼓……大官角黍菰蒲香，彩绳万缕云霞
光。天恩敕赐下丹陛，琼筵侑以黄金觞。东
南米价高如玉，江淮饿莩千家哭……”宫中
端午照例赐粽，而东南米贵如玉，百姓忍饥
挨饿，庄昶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端午食赐粽
有感》一诗中，展现触目惊心的社会现状，既
有对民众的同情又不乏对官场的指责。

在他看来，翰林院官员的职责所在就
是为帝王提供“政治上有价值的献议和忠
告”。庄昶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胆量和勇

气践行着自己的职责，哪怕他的耿直让他
在登第仅仅一年多以后就遭遇人生的大挫
折，并最终断送了在别人看来可以飞黄腾
达的大好前程。

成化三年（1467年）上元节前夕，内阁
让翰林院官员为上元节赋诗以备赏玩之
用，庄昶认为这有悖于翰林职责，“烟火之
举恐非尧舜之道，烟火之诗恐非仁义之
言”，他与当时一同任职翰林的章懋、黄忠
昭共同上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奏折，指出“玩
好之物，鄙亵之词，甚非所以养圣心崇圣
德”，上奏的结果不言而喻，三人被施以廷
杖后贬黜，加上此前因言事被黜的罗伦，就
是当时有名的“翰林四谏”。庄昶被贬为桂
阳判官，成化四年（1468年）由于群臣求情
改调南京行人司左司副。

这无疑是对庄昶身心上的巨大打击，但
从读书致仕并经世治国的理想出发看，庄昶
是毫不后悔的，他后来所做诗句“自甘薄命
同衰叶，不扫蛾眉嫁别人”就是很好的佐证。

任职南京行人司三年后，父母接连去

世，庄昶以丁忧之礼回到家乡江浦，隐居定
山近三十年，讲学授徒，诗书自娱。看上去
似乎是开启了“闲人只是闲无事”的闲散生
活，然而，庄昶的隐居并非逃避，他依旧洁
身自好，清廉自律，心系一方百姓；同时他
绛帐授课，更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众
多年轻人。

江苏巡抚王恕打算赠白银十五镒让他
修缮破漏的房屋，他断然拒绝说：“私室可
官办乎？”生活清贫的庄昶有时甚至需要以
野菜充饥，却经常省下钱粮接济贫民。成
化十八年（1482年），浦口闹饥荒，庄昶不
但自己省吃俭用赈济家乡百姓，还劝有粮
者在寺庙中施粥以救饥民。

至于庄昶开课授徒的情况，从他的学
生——举世闻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文徵明
所做“千载名山无谢傅”“明月苍松旧草庵”等
诗句中，就足以怀想当年定山翠竹间，清泉
叮咚，草庵半掩，坐谈论道的琅琅金玉之声。

庄昶对家乡定山人文景观的建设也颇
有贡献，当年庄昶在定山修有定山草堂，草
堂四围种竹千余株，修亭数座，开水架桥，
使得定山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初步合二为
一，引不少名士流连。

如今的浦口定山依旧江风浩荡，老竹
劲瘦。一代官员与学者慎独修己、仁民爱
物、初心不负的堂堂正气依旧滋养着狮子
山下正直淳朴的风土人情。

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第二批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第二批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是以抗
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根据地为主体，统
筹考虑红军长征、西路军、东北抗日联
军的革命史实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西
藏、新疆人民的革命活动，坚持以革命
史实为基础、以党史权威文献和中共
党史研究最新成果为参考、以革命文
物为依据，确定片区共计22个。

追溯历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
战争。在此背景下，抗日根据地迅速
发展起来。“鸡毛信”“地道战”等人们
耳熟能详的故事，“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都发生
在抗日根据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形成的
根据地，保存和遗留了丰富多样的革
命文物资源。那么，如何更好地保护
和利用革命文物，来讲好红色故事、弘
扬革命精神呢？

首先，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对
于现有的革命文物，应实施革命旧址
维修保护行动计划和馆藏革命文物保
护修复计划，加强革命文物保护维护。
对于新发现的革命文物，应当利用这
次划片的契机，依法纳入保护范畴。

其次，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径。
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革命历史的真实
存在，就不能为了革命文物的“珍贵
性”而降低“使用性”，甚至让革命文物
在库房里一“锁”了之，而是应当深入
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
素，多层次、多渠道拓展革命文物的利
用途径，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开发更多
与革命文物相关的创意产品，打造红
色旅游品牌。

再次，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
通过对相关革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挖
掘，还原革命历史的来龙去脉，以真实的历史感染人、打动人。
同时应当聚焦革命精神内核，着力策划打造主题突出、导向鲜
明、内涵丰富的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
增强展览讲解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并适度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增加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动性和体验性。

最后，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过去有不少地方抱怨，可以
进行“红色教育”的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太少，革命文物
传播方式也有限。据了解，前后两批确定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共有37个，涉及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68个
市1433个县，这意味着即使身处偏远地区，人民群众在家门口
也可以感受到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力量”。在此基础上，可以进
一步建立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与周边学校、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驻地部队、城乡社区的共建共享机制，运用“互联
网+”，对革命文物进行全景式、立体式、延伸式展示宣传，让更
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感受中国革命历史文化。

“长虹万丈跨卢沟，胜地流传七百秋。桥上
睡师今渐醒，似知匕首已临头。”

这是王冷斋组诗《卢沟桥事变纪事诗》中的
一首。王冷斋何许人也？1937年7月7日，日
军炮制“卢沟桥事变”时，王冷斋正是宛平县长，
他用一组七言绝句记录下事变的始末与个人的
心情。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卢沟石桥上时，仍对石桥
上造型各异的狮子赞不绝口。若论卢沟石桥的
历史，它已不止“流传七百秋”。早在战国时代，
卢沟渡口即是通往华北平原的南北要津，曾有木
桥架设在永定河上。金建中都（今北京）后，于大
定廿九年（1189年）营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
年）完工，距今已有828年历史，石桥完工时，它
的名字还不是卢沟桥，而被称为广利桥。

探索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的历史地理学家侯
仁之，对卢沟桥与北京城的关系曾有以下精辟
解说：“卢沟桥即是北京城在历史上开始上升为
全国政治中心时才有可能完成的一大建筑，同
时它也就给自古以来的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
道，留下了一个极为可贵的标志，它和北京是有
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

卢沟桥日后更一度成为北京城的标志而名
扬海外。元代来华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
中描述过卢沟石桥，以至在西方它被称为马可波
罗桥。他盛赞卢沟石桥“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
的大石桥”，他也用“气贯如虹”来形容石桥。

近代，随着铁路在中国的兴建，在永定河上
修起了卢沟铁桥，铁桥与石桥平行，是由北平
（当时北京称北平）到汉口的平汉铁路用桥。平
汉铁路是北平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而它又必
经卢沟铁桥，一旦失守，北平便成了孤城。在卢

沟桥事变中，石桥上曾发生战斗，但并未对石桥整体造成严重损伤，
是以我们今日仍可领略它历八百春秋而不灭的风采。在卢沟铁桥
上，中日双方发生了激烈战斗，铁桥三度失于敌手，而又三度复得。

卢沟石桥桥头坐落着宛平城。日军企图强力进入宛平城，中国
军民奋力抵抗，日军未能强入。1937年7月28日，日军向北平发动
总攻，第二天北平沦陷，驻守卢沟桥的军队也撤出了。王冷斋在诗中
记录了自己的心情：“与城愧未共存亡，人庆更生我独伤。国步方艰
应有待，此身终合向沙场。”诗后自作的小注中，王冷斋自述守城二十
多天虽屡逢危难，但竟能不死，有人为此感到庆幸，而他却认为自己
不能与城共存亡，实是不幸也。

王冷斋随军撤出后，在军中听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局的看法。
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
国同胞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
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王冷斋写下了《卢沟桥事变纪事诗》的最后
一首：“延安奋臂起高呼，合力前驱原执殳。亿万人心同激愤，山河保
障定无虞。”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从此算起，中华民族历
经八年浴血奋战，而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华民族经历十四年抗战，
终于战胜敌寇，使山河无虞。

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古迹与新景交融在眼前。卢沟铁桥，始建
于1898年，1988年对原铆梁进行全部更换，现在它是京广铁路上的
一座桥。卢沟晓月，古燕京八景之一，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留下咏月
的诗篇，这美好的景致曾一度消失，在南水入京与永定河生态整治
后，它又重现在世人眼前。

卢沟晓月圆，这一轮明月中，有我们许多向往。

巍巍乎天门，汤汤乎横江。
春花才谢，夏日起头的荼蘼花半开，行走在安徽和县县

城之南的西梁山的山路上，松柏苍松、槐楝乌桕，望之蔚然深
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写的哪是秦岭山中景致，
分明就是西梁山。

西梁山石壁上的摩崖石刻，“振衣濯足”四个大字苍浑古
朴，经岁月风雨，字迹漫漶剥离，已然难见东晋书圣之风采。

“振衣濯足”为西晋左思《咏史》诗八首之五“振衣千仞冈，濯足
万里流”的集句，细思王羲之有归隐林泉、挂冠天门之意。

石壁下另刻有“天门”二字，《直隶和州志》记载，善于摩崖
窠书的明代和州州守池显京曾在此留下题额。池显京字规矩如
其人，他执政和州时免征牛税，为官清廉，风清气正，自不待言。

沿石级东下，一径芬芳沾衣落身。横江的浪花四季常开
不败。外滩上，浸水沙潮暗，干燥沙细白，同行的云常带着学
生来这踏青，孩子们在白沙上用手写字画画。手抓一把白沙，
光滑细细有暖意，细沙不经意从指缝中滑落，这就叫沙漏吗，
这就是时间吗？不觉间，日近正午，阳光有点辣，沙白渚清，江
水闪亮。

放眼望去，一向桀骜不驯的长江却在和州天门处，如谦
谦君子垂直弓行北去。唐代诗人李白欣然吟出：天门中断楚
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玉带横陈，横江，一练江水丝绸般柔滑，一路向北。天门
山就此被长江生生地一分为二，一为西梁，一为东梁。两山相
对，咫尺天涯，不能相守相拥。如此想来，两者更像是牛郎和
织女，被天宫王母发落人间，一条天河横在中间，只能日日相
望，夜夜相思。江水是他俩思念之泪，思之而泣，泣血成河，如

霞光染红了西梁山峰，也染红了这条江水。
地处吴头楚尾的天门，春秋时期曾上演长岸之战，《左传·

昭公》中记载：楚吴两国水军在此激战，吴王阖闾率军杀伤楚
军无数，江河一片鲜红。

西梁山曾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方圆不大地势也不高
的山峰上，长眠着4000多名革命烈士。

横江浦，春秋无渡。大江横前，浪高风急，李白长叹长吟
《横江词》六首，却不得过江。千年后，若李白看到今日马鞍山
长江大桥飞架东西的模样，他该有怎样的慨叹。

在江东天门公园，李白的传说如影随形，一尊铜铸诗仙
塑像，他举目西望，青衫飘飘，腰上系着的酒葫芦如鸣佩环。

近前，似闻见一缕酒香，金陵酒、新丰酒……想来全不
是，应是太白酒。我曳着他衣之角，喃喃低语：不急，诗仙，顷
刻过江，一览西梁。

天门圣境、天门酒楼，以李白《望天门山》诗意取名建造的
楼宇酒肆，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古色古香，让人恍若隔世。繁

树花放，行走其间，脚踩松软的草甸，满目翠绿，一条江中支流
清澈明亮，岸湄芦荻青黄，见之，在水一方的诗境怀想无限。

石中清流急湍，篱落飘香。河之湄，桂荫下，系好浮槎。
江风习习，几人相忆在江楼，冰轮下，月迷津渡，浮光跃金，静
影沉璧，这是大唐气象？

回望来时路，横江一练，很想在此留一宿，听涛，千帆过
尽，舳舻相连，听浪花拍岸，巨浪滚滚。西楼、红瓦、江浪、白
沙、月光，树影，一连串意象，东梁西梁可曾见过，哦，不，牛郎、
织女应见过？

满眼飞絮，念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
梅子，这位曾担任和州管界巡检的贺铸，来天门游览，写下诗
篇：“天门束箭流，北注据牛弩”。站在西梁之巅，峨眉依旧，碧
水北去，陈桥唤渡不再，沧海桑田，沃野葱茏，麦浪滚滚，房舍
俨然，道边油菜秸秆香时断复续。

天门山，横江水，曾让李白魂牵梦绕，这里有太多的文化
底蕴，让人流连忘返。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赏析]
李白遍访名山大川，自云“五

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
游”。庐山是他喜欢的名山之一，
他曾在此隐居，写下多首诗歌咏
庐山美景。《望庐山瀑布》二首是
其中代表，一为五古，一为七绝，
后者更为知名，流传甚广。两首
诗内容有重叠处，可互相参看。

庐山多奇峰、瀑布，风景秀
丽，奇绝天下。庐山瀑布，有名者
不止一处，这里大概指的是南香
炉峰（庐山称为香炉峰者也不止

一处）附近的秀峰瀑布。
诗歌首句写香炉峰。以香炉

命名山峰，既因其形，又因其云雾
缭绕之状。庐山香炉峰“在庐山
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
山香炉之状”。从山下仰望峰顶，
日光照耀，紫色云霞升腾，如香炉
吐烟。紫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
尊贵，如仙界洞府称“紫阙”。对
志在游仙的李白来说，看到此景，
也许想到了神仙洞府。次句开始
写瀑布。诗人五古同题诗作说：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庐
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也说：“香炉
瀑布遥相望。”可见诗人是身在香
炉峰，向南遥望瀑布。但见瀑布
夹在两山之间，如一条长河从山

顶悬挂下来，白色水流在青色石
壁映衬下，显得分外鲜明。正如
徐凝《庐山瀑布》诗所云：“今古长
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诗
歌后两句则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对
瀑布做特写：瀑布仿佛几千尺的
水流飞奔直下，难道是银河从九
天之上跌落人间？“飞”字、“落”
字，写其从高处跌落的姿态；“直
下”，写山崖之陡峭，水流气势之
盛；“三千尺”“落九天”，写其落差
之大；“银河”写水流颜色之白；而
将瀑布比喻为银河跌落，大概是
因为山顶云雾蒸腾，迷迷茫茫不
见天日，故有此瑰丽奇妙的想
象。诗人不做评论，但可见其内
心所受震撼，也许泛起了对造化的
赞叹——“壮哉造化功”！诗人同
题五古诗作中有类似的描写：“挂
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
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
洒云天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
舟》中也有同样的想象：“金阙前开
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但都
不如这首诗简洁明快、气势雄壮，
且富有想象空间。 （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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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庐山瀑布
●[唐]李白

乾 坤 正 气 尚 堂 堂
●马瑞秀 湛军

天门山 横江水
●常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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