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马仁兴率领部队参加了兰

（考）封（丘）会战，奉命坚守黄河，与数倍于己的日军
作战。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右腿中弹，被送到洛阳养伤。伤
愈归队后，他见到了彭雪峰从新四军中派来的联络员汪
志。当了解汪志的身份后，马仁兴欣喜若狂，双手握住汪志
的胳膊：“同志，我算找到了你呀！”两人倾谈之间，马仁兴表
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虔诚信仰。1938年10月，在河南周口
经汪志介绍，马仁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
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为了起到一个党员应有
的作用，他不仅决定一人跟党走，而且积极开展地下工作，
秘密发展了潘洪飞、卜斌等30名团内外官兵入党，并建立
了党支部，下设3个党小组，他任党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
的笼罩下，坚持秘密过组织生活。同时，他还采取多种途
径，团结和争取本团和外团的官兵，待机起义。马仁兴还把
自己的长子马乘风秘密送到了八路军参加抗日，后来马乘
风在“五一”反扫荡中英勇献身。

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
气焰愈来愈嚣张，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呼声，令胡宗南、阎锡
山、庞炳勋等挑动事端，调转枪口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发动
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时，马仁兴部归庞炳勋指挥，并按庞
的命令开赴太行山脚下的山西晋城集结待命。行军路上，
马仁兴带头组织部队高唱抗日歌曲，帮助老百姓担水劈柴
做好事，群众无比拥戴。这些现象被密报后，庞炳勋立即通
电洛阳当局，成立一个国民党特别党部，派庞的嫡系分子方
政任党部主任，安插在马仁兴所在旅旅部，以监视马仁兴、
汪志、潘洪飞等人的行动。马仁兴处境十分危险，他也有些
急躁。恰在这时，党中央派何长工来太行山区秘密会见了
马仁兴、潘洪飞等地下党员，指示马仁兴“要坚持到最后五
分钟，尽量多争取些人过来”。这样，马仁兴才尽力控制自

己，没有轻易行动。
仅过一个星期，阴险狡诈的方政就发现汪志和潘洪飞

是地下共产党员，随即报告了顶头上司，要将二人捆起来送
到洛阳。为使这二位同志免遭杀害，马仁兴凭着自己的勇
敢和智慧，千方百计地躲开暗探的跟踪，半夜赶到旅部跟旅
长张占魁说情。通过多方周旋，才把汪志送回八路军，让潘
洪飞策马过黄河暂回老家躲避。当晚马仁兴亲自为他俩送
行。次日黎明，忙碌大半个通宵的马仁兴正准备上床躺下，
突然获悉国民党有不满情绪的旅部少将蒋秘书被方政同伙
杀害了。马仁兴虽早有准备，但没有想到反动派如此残暴，
义愤之情，不可遏止。“弃暗投明找党去，碧血丹心换中华！”
此时，他从心底强烈地发出这样的呼唤。天快亮了，马仁兴
仍无一丝睡意。他想，好友汪志和身边的洪飞走了，蒋秘书
又被杀害了，要想率众起义，困难重重。但是，何长工的指
示给了他力量。第二天，他有意识地把本旅倾向革命的二
十七团副团长卜云龙叫到作战室，意味深长地说：“方政一
伙越来越猖狂，好人受气！老兄，人急了也是要跳墙的！”

一连三天三夜，马仁兴几乎思索得没有合眼，双眼布满
了血丝。这一切没有躲过方政等密探的眼睛，庞炳勋得悉
后，拟下令缴马部的枪，伺机逮捕马仁兴。第二天，也就是
1940年4月13日下午，旅部一个参谋找到马仁兴，说庞军
长明天下午要到你们团检阅部队，其实，这是庞想找茬对马
仁兴下毒手。

马仁兴听到这个情况，反背着手来回踱步，边吸烟边思
忖：“到了，到了，起义的时候到了！”当晚，他不顾家眷的安
危，义无反顾，按计划行动。先召开了党员会，后召开了全
团军官会，会上，按事先部署，把10多名蒋军官，包括张占
魁的女婿统统抓起来关进一间房子，把手捆起来。把门锁
上，明确告诉他们：“我马仁兴不当亡国奴，反对内战，坚决
抗日，你们可以反对我，但要等我们走了才能重返蒋介石的

队伍里去，给你们留一条命吧！”同时，对两名反共的团副也
采取监视措施。等到人们酣睡时，马仁兴果断发出“弟兄
们，是中国人给我来呀！”的号召，毅然高举义旗，从山西林
县的河涧核桃窑启程，踏着凹凸不平的山路，摸黑向八路军
总部开进，次日拂晓，会师于山西省黎城县。接着发出“反
对内战，争取团结”的通电。

在欢迎大会上，马仁兴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无情地
揭露了国民党投降卖国的罪行，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积
极抗日的英明决策，表示要竭尽全力，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掌声不时打断他的话音。会后，朱德、彭德怀、左权、徐
向前等领导人一一同他握手，对他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誉，
祝贺他加入了人民军队，马仁兴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在获泉镇，马仁兴所部改编为十八集团军骑兵第二团，
马仁兴任团长。在奔赴抗日前线动员会上，旧部战友卜云
龙副团长突然出现在马仁兴的面前。原来，马仁兴率部一
起义，庞对马的知心好友卜云龙也下了“处决令”。被关押
时，卜云龙趁上厕所之隙，翻墙逃走，按马仁兴原来对他说
的地点，突破重重关卡，只身奔向太行山，终于找到了马仁
兴。随后，上级任命卜云龙为骑兵第二团参谋长。马仁兴
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令张占魁将他的妻子儿女逮捕
关押，一面悬赏捉拿马仁兴。上级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曾
动员他回避，可他坚决不同意。在他多次请求下，组织上批
准他带领全团跟随吕正操司令员从晋察冀转移到冀中。不
久，他的妻子儿女在好友的帮助下逃出了虎口，回到家乡避
难。后因连年战事频繁，马仁兴一直到牺牲都未能与妻子
取得联系。

到了人民军队，马仁兴如鱼得水，刻苦学习，扎实工作，
骁勇善战，在冀中保卫深（县）安（平）路战役中，他率领骑兵
奔袭安平县城。1942年，他不惧日军的铁壁合围，指挥部
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穿越碉
堡林立的滹沱河畔，跳出了敌人的层层包围，神出鬼没地打
击敌人。1943年到平西，正值灾荒，马仁兴带领部队开展
大生产、大练兵活动，克服重重困难，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其
艰苦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两次疯狂的进攻。

1945年，在绥远地区的凉城战斗中，他率极少兵力牵
制敌主力，取得了歼灭傅作义一个团的战果。 （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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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是元朝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奉
敕修纂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记述了从女
真族兴起建立金朝到灭亡的百余年历史。

在元朝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历
来被认为是修撰得最好的一部：“首尾完
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
史之中独为最善。”（《四库全书总目·金史
提要》）“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
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清赵翼《廿二史札
记》）

评价如此之高，主要是看重它叙事有
法、资料信实。《金史》之纂修，在当时的修
史传统下，确有过人之处。首先是解决了
关于“正统”的争论。非正统政权之史事，
只能作为“载记”或“世家”，附属于正统政
权之史下。例如元朝未修《西夏史》即因
当时未将西夏列入正统王朝。此前80余
年，元朝史官始终为此争论，脱脱提出宋
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金
史》与《宋史》《辽史》才得以各自成书，今
天来看，也是顺应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潮
流的需要。

其次，此前汉唐修史惯例是以实位帝
王入本纪，《金史》为记载立国之前被追封
为帝的先祖事迹，立“世纪”，反映了女真
族建国前历史面貌；为记载金立国后被尊
奉帝号的皇帝之父，立“世纪补”，容纳景
宣皇帝、睿宗、显宗等，层次清晰。

再次，在前代修史立表传统上，新立
“交聘表”，又附《金国语解》。当时金朝
南、西北、东南分别为宋、夏、高丽，宋夏与
金交聘，高丽向金称臣，使臣往来频繁，相
互贺正旦、贺皇帝生辰、告登位、告哀、吊
慰等，有定职也有临时派遣，种类繁多。
《交聘表》列时间、宋、夏、高丽四栏，对时
间、任务一一记载，是当时四国关系之晴
雨表。《金国语解》以汉字注音的形式，保
留女真语的基本词汇，有助了解金代女真
社会生活。

而且，《金史》资料信实。金代立国不
久就设立史馆，前后纂修10部实录，成为
《金史》成书的依凭。部分金遗民如元好
问、刘祁、王鹗等着力蒐辑史事汇纂成书，
加之印刷术的发展，都为修史积累资料提
供了便利。

《金史》全书总计135卷，包括本纪
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1卷，另附
《金国语解》1卷，在短短两年内即完成，
是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的集中
反映。

《金史》面世后，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

史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官方正史系列，历代
刻印不绝。流传至今者，有元至正本、明
洪武本、明嘉靖南监本、明万历北监本、清
乾隆殿本、清同光间江苏书局本、民国百
衲本。然而这些都是刻本，无标点、分段，
间有文字差讹。

今人阅读呼唤更契合时代需要的通
行整理本。

上世纪50年代，由郑振铎先生首倡，
经毛泽东主席大力支持、周恩来总理亲自
关怀，中华书局组织全国十余家单位200
多位专家，齐心协力开始了二十四史的点
校工作。至1978年5月全部出版，历时
20年。

其中《金史》的点校出版，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央民族大学翁独健
先生牵头组织辽金元三史之整理，《金史》
点校具体工作由中央民族大学傅乐焕先
生承担。1964年，傅先生曾向书局提交
材料，详细说明了《金史》底本选择、前人
成果吸收，以及本校、他校、标点等情况，
乃至对《金史》中人名、地名、部族、职官等
各种异称的使用情况总结和处理办法，这
实际上是对1964年以前工作的总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重启，傅

乐焕的山东同乡兼北大同学张政烺，与启
功、白寿彝等先生一样，被借调至王府井
大街36号中华书局大灰楼集中工作。在
这里，他与崔文印先生日日相对，点校《金
史》。张先生在古文字尤其是金甲文研
究、版本目录学、历史学等多个学术领域
都造诣颇深，曾在1962年前后被文化部
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却一天也没到
岗，仍在中科院历史所从事科研工作。

崔文印先生回忆说，张先生把他们的
工作称为“贴胡子”和“拔胡子”。按当时
工作惯例，崔先生把点校稿中有关标点校
勘的疑问、所查资料、前人探讨，写在浮签
纸条也就是“胡子”上，一本“胡子”经张先
生以及二审、三审批阅，不能最后写入校
记（又称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需拔
除。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点校本《金
史》终于在1975年7月正式出版。

2007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
订工程全面启动。傅先生、张先生早已故
去，修订工程聘请了吉林大学辽金史专家
程妮娜先生担任《金史》修订本的主持
人。程先生长期研治辽金史，尤其擅长辽
金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她主持下，建立了
10位先生参与的修订组，他们在宋辽金

各专题史领域各有所长，是一个人员结构
较为合理的科研团队。

此时距离点校本全部问世，已近30
年，有关二十四史的不少公私藏本陆续公
开，出土文献和实物时有发现，有关研究
成果层出，古籍整理规范日渐严密，故有
修订之必要。修订工程要求在点校本基
础上，全面复核有关版本，改不主一本择
善而从的做法为底本式校勘，并吸收学界
新成果。为此，中华书局制定了工作的总
基本原则——程序保证质量，贯彻在底本
选择、版本校勘、长编撰写、成果吸收、外
审、编校各个方面。

底本选择和版本校勘方面，《金史》点
校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曾参校北监本、殿
本，为便于普通读者阅读，对异文实际采
用了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方式。修订本
仍以百衲本为底本，详细记载各本差异，
在点校本基础上，又参校了南监本、江苏
书局本以及永乐大典抄本，在版本使用上
有很大提升。

为汇集各种校勘考订成果并有序排
列利用，交稿前采用长编制汇总材料，逐
句列原书卷、页、文字、校勘点、前人
成果、异文，并做出出校、改字与否的
判断。修订稿交稿后，书局延请组外专
家进行外审，并经过书局校对“校点校
本”“校底本”的至少两轮校对，发现的
异文再经编辑组、修订组确认。《金史》
全部卷次进行了全覆盖外审，在数个校
次的基础上，修订组、编辑组进行反复
打磨确认，从2009年 5月点校本 《金
史》修订方案评审通过，至2020年2月
修订本正式出版，已经历10年时光。点
校本原有 2017条校记，本次修订删除
120余条，修正不准确者数十条，新出校
记近900条，并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
修订，纠正标点失误200多处。修订本还
全面梳理、利用了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
发表的诸多校读札记，体现了当代《金史》
研究的最新成果。

《金史》——元修三史中最善之作
●马婧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赏析】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也是组诗作品，共二首，这是

第二首。第一首是这样的：“出得西湖月尚残，荷花荡里
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却北山。”概述诗人
送别友人的行程，略作描写。由此诗可知，诗人与友人
林子方在天未晓时即出净慈寺，入西湖，行经荷花荡里、

柳行之间，走过南山，又到北山，途中姹紫嫣红相伴，花
香袭人，一片清凉世界。而“红香世界清凉国”带给诗人
美好的感受，所以到第二首诗则转入议论和描写，充满赞
颂之意。

诗歌前二句写诗人对六月西湖的总体感受。起笔就
是“毕竟”二字，略显突兀，但正与第一首诗相承——这也
说明，对于组诗作品，务必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割
裂开来孤立赏读。“毕竟”，“到底、终归”之义。对于六月

的西湖，诗人的感受是美好的，因而得出结论“风光不与
四时同”。以“毕竟”引起，一方面，有确认这一结论准确、
无可置疑的意味，强化了对六月西湖的赞颂语气；另一方
面，也包含着获得新发现的惊异之感，只因有此晓行送别
友人的行程，这才发现六月西湖的风光，终究与其他时节
不同，有独具的特色。那么特色是什么呢？接下来二句
承第一首中“红香世界”“荷花荡里”而来，重点描绘荷叶、
荷花，凸显六月西湖的特色。此时，荷叶满眼弥望，一直
延伸到天际，整个西湖宛如一块碧玉，带给游人清凉的感
觉；而阳光照射下朵朵盛开的荷花，也呈现出别样的红
色，娇艳、明丽。春日荷叶细小，初夏荷花尚未绽放，秋日
残花败叶满湖，冬日不见荷踪，唯有这六月盛夏，莲叶正
碧，荷开正盛，色彩丰富且对比鲜明，这是其他时节所没
有的。这两句描写，正是对前二句的极好诠释。

诗歌先虚后实，虚实相生，既有概括评论又有具体描
述，形象写出六月西湖的优美风景，表现出诗人对自然风
光的热爱。作为送别诗，似在纪行、绘景之外，也含有对
友人以美景相留的意味。 （雨果）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其二）
●[宋]杨万里

诗词鉴赏■■

《新华字典》堪称“时代的镜子”，每
一次修订和再版，都记录着现代汉语的
更新轨迹，跃动着时代最美的音符

初心——最初的心愿、信念；点
赞——在网络上点击代表“赞”的标记表
示称赞……日前，《新华字典》上新，增补了

“初心”“粉丝”“二维码”等100多个新词，引
起人们热议，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网友表
示：与时俱进，《新华字典》越活越年轻。

语言是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
沉淀着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习俗。语
言文字的更新变化，也是时代发展的一
部分。作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
书，《新华字典》堪称“时代的镜子”，每一
次修订和再版，都记录着现代汉语的更
新轨迹，跃动着时代最美的音符。

词汇之“新”源于中国发展之“新”。
21 世纪《新华字典》首次更新时，增补

“互联网”“白领”“基因”等新词。2011年
版《新华字典》中，新增“民生”“福祉”等
词汇。今年第12版的《新华字典》，收入
新词达到100多个，还增补了50个字词
的新义新用法。“初心”印刻着我们对信
念的坚守，“拼购”反映了新型电商消费
方式的流行，“点赞”则体现出社交空间
的线上拓展。

词汇之“变”折射时代观念之“变”。
删去动物条目下标注的制衣等用途，展现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
为“晒”字增添新释义：“多指在网络上公开透露（自己的信息）”，刻
画细致入微的时代情绪。

《新华字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优良传统：“展现语言生活之新，恪
守语言规律之典”。时代大潮向前飞奔，常常会跑出语言的镜框。语言
创新频繁的今天，许多新词昙花一现。《新华字典》的多次修订，既反映
时代变化，又起着规范语言文字的作用。经过修订者审慎考虑，有些新
词被收入其中并规范释义，能更好地形塑整个时代的思维图谱。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新华字典》能够长期受读者欢迎、历久
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与时俱进，不断跟踪时代发展
和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及时修订，精益求精。”当我们翻阅《新华字
典》时，在1.3万多个单字、3300多个带注解的词语之间，感受到的
是历史长河的奔流不息、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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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明

◆白城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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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修订本

说起宋慈这个名字，大家想到的是“大
宋提刑官”，是他集萃前人成果和常年断狱
经验所著的《洗冤录》，宋慈因此被尊为法
医学鼻祖，声誉驰名海外。其实宋慈首先是
一位能吏，他文武兼备，决事刚果，数次从
军平乱，又“以民命为重”，在江西、湖
南、广东等地任职，在其二十余年的仕宦生
涯中，他曾多次在江西任官，与赣鄱大地结
下了不解之缘。

宝庆二年（1226年），时年41岁的宋
慈担任赣州信丰县主簿，正式开始他的仕宦
生涯。主簿任期刚满，与信丰交界的南安军
（辖今赣州上犹县、大余县等地）境内“三
峒贼煽乱”，随后又蔓延至雄州（辖今广东
南雄、始兴等地）和赣州，三郡周回数百里

“皆为盗区”。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决心出兵
征剿，特聘请宋慈共同平乱。赴任前，好友
刘克庄置酒并赋《满江红》一阕为之饯行。
刘克庄对宋慈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像辛弃
疾、王佐一样建功立业，早日凯旋，同时又
规劝宋慈效法汉代循吏龚遂平盗的“长
策”，招降纳叛，不要妄开杀戮。

当时副都统陈世雄手握重兵，却优柔寡
断，迟迟不行动。宋慈分析形势后，首先赈
济被胁从的饥民，使他们安定下来。看到计
策奏效后，他又率领官兵三百人，出其不意
攻破石门寨，俘虏了守寨头目。陈世雄看到
宋慈立功，耻为其后，于是轻兵冒进，中了
敌人的埋伏，仓皇逃至赣州。在此征剿成败
之际，宋慈向叶宰建言，主张效法先前采取
的赈济饥民、分而化之的军事策略，同时他
又重新组织力量，率领精锐义兵力战，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宋慈在平乱上立下大功，本
应论功行赏，由吏入官，不料上司魏大有嫉
贤妒能，当众侮辱宋慈，宋慈不为所屈，愤
然而去。不久，宋慈被太学时的恩师真德秀
举荐到招捕使陈韡幕下任职，在陈韡的帮助
下，宋慈得以恢复原来的官阶。

嘉熙四年（1240年），由于在广东提点
刑狱任上表现出色，宋慈改任江西提刑，同
时兼知赣州。当时赣州自产食盐质量差，临
近的汀州也不产盐，受利益驱使，赣州、汀
州两地农民纷纷贩私盐获利。在秋冬农闲季
节，他们集结数十百人，成群出动，而且自

带兵器，出入闽粤边境的汀、梅、赣、潮等八州，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商业武
装势力。他们沿途为非作歹、横行无忌，不仅直接影响了宋廷的赋税收入，
而且扰乱了地方治安。

为消除这个不稳定因素，宋慈到任后，采取了“鳞次保伍法”，将五人
编为伍，立保相为统摄，严格户籍管理。在此基础上，又加强出入检查讯
问。因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此法推行之初，不少官员持有异议，不久成效
逐渐显现，御史台将之上报朝廷，很快得到朝廷认可，还被作为典型经验推
广到浙东各路。

在宋慈任江西提刑时，地方上有一个头目叫杨子高的豪横势力，因争夺
财谷，杨子高不念与陈氏一族的亲戚关系，进谗言诬陷陈氏。不久陈氏之父
被斩首，财物为杨子高侵吞。受到冤屈的陈氏四处投状告发，希望寻求帮
助。当时杨子高挟势盘踞一方，为非作歹。他结托州县官府官吏，打探消
息，同时又蓄养了一帮恶人，做了不少欺男霸女、夺人钱财、害人性命的恶
事。恰巧宋慈即将离任，但眼看民众含冤，宋慈嫉恶如仇，决意要扫除这个
为害一方的豪横势力。他立马派人传唤杨子高，不料杨子高却伪称抱病。宋
慈一眼就识破了其奸计，杨子高显然企图拖延时日，等待宋慈离任，躲避官
府审问查验。宋慈认为一刻都不能懈怠，要立即将其恶形恶状查证清楚。

没想到的是，在审理杨子高案的过程中，又牵扯出王元吉的案子。王元
吉亦是一方恶霸，他不仅贩卖私盐，甚至胆大到私铸铜钱，其罪行比杨子高
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元吉之所以敢如此目无国法，正倚仗了与他狼狈为奸的
杨子高。杨子高常常对人宣称自己是朝廷任命的制使，就连王元吉也误以为
真，可经宋慈查证，杨子高的官员任命告身“皆是揩洗书填”，显系伪造。
按大宋的律法，光伪造公文一条，就可对其处以极刑。但考虑到杨子高所犯
下的罪还未审结，且在宋慈离任后，他极有可能翻改口供，宋慈不能让他逃
出法网，于是当机立断，特事特办，先将杨子高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
城，其他两条罪状，继续催勘证据。依附杨子高作恶的王元吉亦被判罪，刺
配广州摧锋军，并没收非法所得。元凶巨恶受到法律制裁，这个为恶一方的
黑恶集团也随宋慈的一纸判文走向覆灭。

宋慈晚年身居高位，却蔬食缊袍，萧然终身，不改清廉本色。斯人虽已
矣，他的正气和清廉，必将随同他的名著传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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