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青庭刚刚入党不久，抗日同盟军在前有强敌，后有蒋
介石大军相逼、苏联援助无望、内部各军头相继出现裂痕的
困难情况下宣布解体。冯玉祥宣布下野后，善后事宜委二十
九军宋哲元处理。柳师在同盟军中是一支能征惯战劲旅，他
本人善于带兵，作战英勇，又与二十九军组建和决策人之一
萧振瀛有亲，故宋哲元很想拉过这支队伍壮大自己。宋率二
十九军一百三十二师及三十七师一部进抵张北后，立即派副
官与柳青庭见面，表明宋哲元本人已下决心依萧振瀛建议，
抵制何应钦“剿灭义勇军”的指令，收编柳部的想法。柳当时
感到尚未与前委商议，故寒暄后便返回驻地。宋立即委托萧
振瀛到义勇军驻地去做官兵的动员工作，赢得义勇军官兵好
感，一些带兵军官也感到接受改编后即成为正式军队，有粮
有饷，升级有望，故绝大多数同意接受二十九军的收编。当
时集结在张北一带的同盟军余部除柳、刘两个骑兵师及其他
原义勇军队伍外，尚有吉鸿昌掌握的新组建的受中共领导的
抗日部队3000余人。8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该部要准备
创建绥蒙苏维埃革命根据地。24日，柳青庭去二泉井子参
加了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前委书记柯庆施主持。会议
决定，由柳青庭率领两个骑兵师做前卫，先到商都集结，打通
到河套的通路，然后去创立绥蒙苏区，如不利时，再去陕北与
刘志丹的红军会合。柳青庭回到公会镇驻地后，与一、三、四

团长议出兵之事，几位团长均不甚积极，向柳表示，弟兄们不
愿再远离沦陷的故土西去。正在这时，住在柳师二团馒头营
子驻地的原十五军军长张允荣又打来电话，命柳青庭率其他
3个团官兵速去馒头营子集中。各团长借此机会紧急密议，
拒绝执行前敌总指挥部西去的命令。他们出于对柳青庭的
敬重和素日感情，未动武力，只是劝说，但目的还是胁迫他率
全师接受二十九军的收编。次日晨，一团长张鸿强同崔云凌
等向柳提出强烈要求，收缴政治处枪械；二团被张允荣监视，
不能集中；三四两团长也公开表示，本团官兵愿意接受二十
九军的改编。柳青庭无奈，只得通知前委，无法执行命令。
同时向各团、营长们提出要求，各部必须保护好本部工作的
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张允荣及各团、营长见其态度坚决，
又考虑到他在部队中的威信，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对在本师
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做了妥善安置，并发给路费，保
护他们安全离开公会镇。月底，柳青庭率本部4个团义勇军
官兵接受了二十九军的改编，同时被收编的还有李忠义的十
六军、刘警愚的第十五师等部。整编中，柳青庭的骑兵师第
一师改为二十九军骑兵师第一团，柳任团长。柳部编入二十
九军后，他本人与中共党组织中断了联系。柳青庭加入二十
九军，职务降为团长，但他仍以大局为重，立即率本部随一百
三十二师（赵登禹师）参加收复沽源的战斗，并受委驻防该

城。
由于柳部被收编前，他本人态度不甚积极，加以坚决保

护了军中的共产党人，宋哲元疑其政治身份并准备进行处
置，后经萧振瀛等人从中周旋，方保无虞。但宋终对柳青庭
放心不下，1934年9月，以派出学习的名义削去他的带兵权，

“保送”去南京军校高教班第3期学习。他在学习期间，于
1935年2月以学员身份集体加入国民党，“但组织不严密，也
无组织生活，离校后即自行断绝了关系”。7月，柳青庭学习
结束回到二十九军，不但未得到宋哲元重用，反降职为骑兵
九师二旅一营营长。8月，二十军驻守平津后，他所在师移
驻北平南苑。1936年1月，他方得升任该团团长。

1936年，,萧振瀛因坚持反对华北分裂，反对日伪拉宋
哲元部搞反蒋独立的阴谋，成为日本推行华北政策的障碍，
受到排挤，被迫降职。柳青庭同原义勇军将领王致超、韩树
茂等人到萧临时居住的西山寓所挽留，表示愿意带领本部子
弟武装讨逆，锄奸留萧，被萧劝止。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29军奋起抵抗，全国
抗战爆发,柳部参加了平津对日作战。28日，日军向柳团所
在师驻地南苑发起陆、空军联合总攻，机群轮番轰炸，地面炮
火猛烈轰击，虽全体官兵英勇反击，但终因工事简陋，装备落
后，驻地被敌炮火炸平。此战守军伤亡很大，二十九军副军
长佟麟阁、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29日晨，驻军撤
出北平，改守霸县。8月11日，柳团奉命日夜兼程，奔袭武安
县。由于日军已占领邯郸，以逸待劳，柳团远路而来，立足未
稳，仓促应战，苦战三昼夜，终因众寡悬殊，伤亡很大，无力再
战，撤出战斗，奉命到中牟县休整。

（九十三）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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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赏析】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先学前人路数，后跳

出前人窠臼，从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情
诗意，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对后世影响颇大
的新诗体。因诗人号诚斋，故称之为“诚斋
体”。这首诗就典型地体现出“诚斋体”的特
色。

其一，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自然画面，诚
斋体诗歌，多取材于自然和日常生活，关注一
些常人不曾注意的景象和事物，捕捉诗人的
一些新鲜感觉。《小池》写的是夏日小池上一
幅稍纵即逝的画面，以泉眼细流、树阴照水烘
托小荷、蜻蜓，发人所未发。读《小池》，确如

欣赏一幅摄影作品：汨汨泉眼，细流淙淙，清
澈的泉水流入小池；树阴倒影入水，遮蔽了炎
日，留下一方晴明、柔和的池水。池边是如此
静谧，池中则生机勃勃。几朵小荷初生，含苞
未放，嫩角尖尖；一只蜻蜓飞来，止于角上，轻
盈飘逸。这细小的景致，打动了诗人的内心，
于是迅速捕捉下来，发而成诗。

其二，情趣盎然，涉笔成趣。“读‘诚斋体’

诗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在诗人看来，山水风日
都是有生命的，草木虫鱼都是有意识的。……
杨万里对所写的草木虫鱼并不仅是客观的观
察，而且还进一步设身处地地去设想和体验。
（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小池》诗中事
物，仿佛都有生命，有自己的情趣和感觉。泉
眼因“爱惜”水流，才沉默地、吝啬地吐出一丝
细流；绿树仿佛风姿绰约的美人，要照着明镜

般的池水梳洗妆扮，投下的阴凉，也是因为它
喜欢晴柔的风光；小荷似已迫不及待，争先恐
后地伸出尖角，快活地向空中伸展着；蜻蜓更
是不甘落后，早早就占下了一只尖角，顽皮地
宣示自己的领地。诗人化身为每一种事物，体
验着它们的感觉；这些景物也融化在诗人的
感觉中，凸显出诗人的悠闲与胸襟透脱。

其三，平易浅近，自然活泼，却含义隽永。
诚斋体诗歌均短小精悍，用语自然平实，无奇
字、怪字，有时善用口语词，如“尖尖角”“才”

“早有”，通俗而活泼。但诗歌读来却不平淡，
相反，在盎然的情趣中蕴藏着理趣，颇耐咀嚼
品味。《小池》后两句，在“才……早有……”的
对举中，突出生命争先恐后滋长的勃勃生机，
富于理趣，因而，在流传中逐渐被人们赋予了
形容新人崭露头角的比喻义。

（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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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生生不息，真理味道历
久弥新，离不开蓬勃向上的“青年力”

100 年前，年轻的陈望道挑灯夜
战，奋笔疾书，专注地翻译首个中文全
译本《共产党宣言》。

100 年后的今天，复旦大学“星
火”队队员意气风发，在一次次志愿讲
解中，带更多人了解老校长陈望道追
寻真理的故事。

相隔百年，跨越时空，同样风华正
茂的年轻人以这种方式“相会”，重温
理想信念的厚重底蕴，印证着红色基
因的代代相传。

对复旦大学“星火”队队员来说，
年均 700 多场的讲解不是简单地重
复：不断扩充宣讲“素材库”，解锁更多
讲解方法，主动收集反馈意见，定制面
向不同听众的“菜单”……这群年轻人
主动为之，将真理的“甜味”从一方展
厅，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空间，惠及更为
广泛的人群。

红色基因生生不息，真理味道历
久弥新，离不开蓬勃向上的“青年
力”。一颗名为红色的种子，正在越来
越多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或许他们
正在聆听长辈的长征往事，触摸那段
惊心动魄的红色记忆；或许他们已经
走出书斋，深入革命老区和农村地区
调研实践，重走那段泥泞崎岖的红军
小道；或许他们在纪念馆、旧址故居里
生动讲解、播撒星火，重现风云激荡的红色光影；又或许他们要
投身基层一线，在天南海北锤炼本领，延续报效祖国的红色心
绪。不管是了解、倾听，还是弘扬、传承，红色都在成为青春的亮
丽底色。

红色基因何以经久不衰？对年轻人来说，由丰富内涵和厚
重底蕴凝结成的红色资源，堪称无穷无尽的宝藏，始终释放出源
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激励年轻人发愤图强、扬帆远航。年轻人的
参与，也赋予红色传承以与时俱进的时代表达。打动人心的红
色文艺作品、体验丰富的沉浸式情景党课、脑洞大开的红色文创
产品、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与年轻人共振，与时代共鸣。

今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将迎来出版100周年。
今天的年轻人，既在向历史深情凝望，也面朝未来目光坚定。青
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星火正燃烧，且看更多“青年力”
为红色基因带来生命力，为青春画卷绘就新的色彩。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首
次证实中国存在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
化的命名，揭开了科学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的
序幕。经过近百年的科学探索，原本单一命
名的仰韶文化，已经成为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的仰韶文化群，在我国史前文化中占有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仰韶文化对我国古代文明的
贡献显而易见

仰韶文化的重要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说明。

它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
年代约距今7000至 4700年，长达2000多
年，代表史前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时
代。西安半坡、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濮
阳西水坡、秦安大地湾等都是著名的遗址。
仰韶文化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期，其中
仰韶中期的庙底沟期是其鼎盛时期，文化面
貌空前一致。而在大约5000年后，大致都演
变成了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
化，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
青海、湖北、宁夏等地。遗址数量众多，仅
河南就多达3000余处。作为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文化，它向外具有较大辐射力。尤其是
其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色泽艳丽的彩
陶的大范围传播，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代表了
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波及周边地区，达到
史前艺术的高峰。

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见证，考
古学理论的发展、方法的进步大都与其发掘
研究相关。仰韶村遗址首次发掘是我国考古
学的发端，众多考古学者都曾参与其研究。
1951年，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成为新中国率
先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
渑池班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田野考古中多单
位联合、多学科参与的新模式，是考古学科从
文化史研究向复原古代社会和重建历史转变
的重要标志，其核心文化也是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考古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的史
前文化。上世纪80年代前，它曾长期成为整
个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中心课题，
往往启示或推动其他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同
时，它长久以来都是科技考古一显身手的主
舞台，成果丰富。

可以说，仰韶文化影响深远，对中国古代
文明的贡献显而易见。

仰韶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

为深入认识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
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近年来，考古工
作者对豫晋陕交界三门峡地区的新石器遗址

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
河南灵宝市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分布

区。在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新石器
时代遗址193处，是中原新石器遗址数量最
多、分布最密集的县市。结合文化谱系研究
可知，进入仰韶时代，文化、聚落便开始稳定
持续的发展，经仰韶初期、早期千余年的积
累，到距今约5800至5000年的仰韶中期，聚
落的数目、面积均达到顶峰。既有面积达近
百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也有四五十万平
方米的大型聚落，更常见的是20万平方米左
右的中型聚落和10万以下乃至仅数千平方
米的小型聚落。我们很容易将其分为区域核

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这种明
显的分化，呈现为“金字塔”型多层级区域聚
落结构。据考古发掘材料，一个大型聚落内
部也有分化，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特大
房址、百余平方米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往往
和大型高等级墓葬组合在一起。面积数十平
方米的中型房址和中型墓葬组合，面积十余
或几平方米的小型简陋房址便只有仅可容身
的小墓甚至灰坑乱葬相邻。其中西坡遗址的
发现最有代表性，大墓出土玉器、象牙器等珍
贵文物，最大的房址外带回廊，共516平方
米，是迄今所见中国史前最大单体建筑，开创
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很可能是高耸的重檐
大屋顶，具殿堂性质。这时社会或者已分化
出平民、显贵、首领、甚至“王”的差别，进入复
杂社会。

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偏东的河南郑州以西
至河洛地区，仰韶中晚期文化十分繁盛。大
型中心性聚落呈丛体状集群分布，规模普遍
庞大，动辄数十万平方米，多有二三周宽深环
壕，出现中原最早一批城址。郑州大河村遗
址经过多次发掘，面积70万平方米，规模大、
各个时期的文化序列完整。考古发现完全建
筑在地面上的连间套房，墙体高达一米，并排
相连，保存完好。以造型独特的彩陶双联壶

和绘有大量太阳纹图案为代表的彩陶则集中
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陶技术。

河南郑州西山最早发现仰韶文化城址，
发现技术先进的版筑城垣，在建筑史上占居
重要地位。最近，郑州点军台和大河村也分
别发现同时期城址。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河汇入黄
河地理位置独具的“洛汭”地带，现存面积
117万多平方米，是迄今经发掘确认最大的
仰韶文化遗址。遗址有三重环壕，核心区是
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区组成
似具准宫城性质的“宫殿”区，或属中国最早
瓮城雏形。深厚夯土筑成大型广场。

郑州青台遗址环壕4条，居住区、墓葬
区、祭祀区、作坊区功能明确。青台及郑州汪
沟遗址都出土有目前中国年代最早的丝绸。
双槐树还出土有牙雕家蚕，晶莹剔透，呈现吐
丝前蓄势待发的状态。这些坚实的材料表
明，丝绸发源于我国，农桑文化已经形成。

不断深化对仰韶文化的认知

仰韶文化分布在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广
大地区，但它充分吸收了黄河上下游及南北
邻近地区的文化因素。

在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南邓州八里岗、淅
川龙山岗、南阳黄山遗址都发现有仰韶中晚
期带先进木质推拉门的套间房址。

陕西高陵杨官寨仰韶中晚期聚落面积
80余万平方米，大型环壕、大片墓地、制陶作
坊区规划显著，中部发现大型池苑遗迹，可带
给附近的排水设施1000立方米的储水量。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中心聚落有一
座特大型复合体宏伟建筑，具有“前堂后室、
东西厢房”独特结构，占地290多平方米，主
室地面抗压强度相当100号水泥，出土重要
公共用器，显系殿堂。

凡此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或
正壮大，或已形成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仰韶文
化的丰富内涵。

仰韶文化复杂化是在仰韶中晚期出现
的，是在仰韶初、早期农业稳步发展基础上先
量变后质变的结果，它是黄河流域自然条件
下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长期积淀下形
成了世俗淳朴、务实重农、重族群集体、兼收
包容等诸多中原文化的基本品质。

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的特点、发展模式，
符合中原地区的生存条件、文化传统、社会背
景，其分布区域正是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
三代的地域舞台。因此，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
早期文明化进程，其文化特质被继承和发展。

中国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而仰韶文
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动从未停止，中华文
明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出现的。

盛夏时节，圆明园的千亩荷
花竞相绽放，游客纷纷驻足观
赏、拍照留念。尤为可喜的是，
在荷花基地，去年的古莲莲藕，
今年通过扩繁（指取古莲的种藕
进行繁殖），长势良好并进入盛
开期（见图）。

这些古莲的“出生”要追溯
到2017年。在长春园东南隅的
如园遗址，工作人员在考古中，
陆续在镜香池内发现了11颗古
莲子，这是圆明园考古发掘中首
次发现古莲子。专家根据圆明
园和如园的历史推测，这些莲子
至少已在地下埋藏百年。

为了保护、培育这些古莲
子，2018年5月31日，圆明园将
11颗古莲子送往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进行培育，其中6颗古
莲子播种之后成功发芽结藕，
2019年复活开花。

古莲子为什么能复活？中
科院植物研究所高级实验员张
会金介绍，一方面是由于它一直
被埋在温度低、湿度小、少微生
物干扰的泥炭土中，在这种干
燥、低温、封闭的环境中，古莲子
不具有生根发芽的条件。另一
方面由于古莲子的外面有一层
硬壳，可以完全防止水分、空气
的内渗和外泄。在莲子里还有
一个小气室，其中贮存的空气可
以维持古莲子生命。古莲子含
的水分也极少，只有12%。在
这种条件下，古莲子过着长期的
休眠生活，新陈代谢几乎停止，
因而可以历经百年乃至千年后
仍能萌芽、生根、开花。

与普通莲子相比，古莲子发
芽时间更长，培育难度更大，成活
率更低。张会金介绍，因为莲子发
芽的前提是吸收充足的水分，但
是古莲子生命力减弱，吸水能力
变差。同时古莲子营养条件较差，
像普通莲子一样发芽开花，有一
定难度。此外，一些莲子被埋在地
下时可能被水分渗入或已经发

芽，但发育过程在新芽冲出外壳
前停止了。此种情况下，莲子的外
壳可能依旧完整，但莲子内部已
不具备延续生命的能力。

“古莲子要想重生，遇到的
第一个难题就是破壳。”张会金
说，莲子外壳坚硬，为了保证发
芽率，人工培育时往往要在莲子
底部打一个小孔，帮助莲子吸收
水分，快速发芽。但古莲子外壳
较脆，破壳不慎就可能导致种子
破碎。另一方面，如果孔打得太
深，会伤及莲子的内部结构。

打好孔的古莲子泡在水里，
等着它们吸水膨胀。“普通莲子
第二天就膨胀了，古莲子还得隔
一天，因为它的组织比较密，吸
水能力差。”张会金说，莲子膨胀
到四五天后吸足了水分，孔里便
长出细长纤弱的芽。

经过精心培育，6颗古莲子
在播种之后成功发芽，2018年8
月在实验花盆内长叶结藕。这6
盆由古莲子萌发长成的荷花当
年在温室中越冬。经观察，古莲
种藕种于花盆中，种藕成活率
低，发出的芽不等长大就开始烂
芽，未见完整荷花生长。为了提
升开花率，2019年4月，圆明园
专门整理出4个品种池（培育莲
花的试验田）用来种植古莲种
藕。两个多月后，古莲终于绽放。

今年，圆明园对去年开花的
两个古莲的种藕进行扩繁，共扩
繁出80平方米的荷花。花卉基
地副科长赵哀梅介绍，在圆明园
生长的4颗古莲子去年成功发
芽、开花、结藕，“可能因为适应
能力不足，这4株古莲并未结出
莲子，因此只能通过无性繁殖的
方式，将结出的藕移栽在土里扩
繁。”赵哀梅说。

下一步，工作人员将继续对
古莲进行精心培育和观察，力争
培育出莲子，不仅让古莲“儿孙
满塘”，还要对古莲的相关形状
作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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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百年古莲再绽新颜
●施芳

充分认识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
●魏兴涛

①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
仰韶文化中期彩陶花瓣纹盆。

②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仰韶文化
中期特大型房址。

③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仰
韶文化中晚期牙雕家蚕。

④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出土的仰韶
文化中期玉器。

核心阅读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
的开端，也是考古时间最长的史前文
化

通过持续不断的考古，我们对仰
韶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作
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