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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山固伦公主陵

在通榆县兴隆山镇，有一处距今200多年
的清廷公主固伦纯禧的陵墓。

清朝政府建立后，为了巩固对蒙古族的统
治，采取“满蒙联姻”的政治策略，将许多皇室公
主下嫁蒙古王公。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
月，圣祖康熙的异母弟恭亲王常宁的大女儿、19
岁的固伦纯禧公主嫁给了开国功臣蒙古科尔沁
部左翼中旗九世扎萨克班弟王爷。36年后，王
爷病故，公主回到京城闲住了15年，后因病笃
还旗，将尸骨埋在蒙古包旁，享年71岁。

公主陵园长94米，宽40米，内有坐北朝南
的享殿（地上庙宇）5间，东西两厢配殿各3间。
墓室在享殿地面下部，分左右两室，左室为陪葬
侍女，右室乃公主陵寝。木棺内尸骨头北脚南，
仰身直卧。头戴赤金凤冠，横枕黄金元宝，身着
丝织单夹衣裙多层数件，虽已腐烂成片，仍清晰

可见暗花衬地和龙纹图案。经统计，随葬品共
计265件，绝大部分为金、银、宝石、玉翠饰品，
还有部分铜制器物、钱币及象牙筷子等。

陵园内外一株株古老繁茂的蒙古黄榆如撑
起遮阳的绿伞，一道道隆起的沙岗似挡风的围
屏，默默地守护着公主的亡灵。

二郎庙

二郎庙坐落在通榆县城西郊3000米处，于
清光绪八年（1882年）修建。庙内塑有3.3米高
的汉白玉二郎神像，银盔素甲的二郎神凝眉立
目，威猛的哮天犬警视四周。庙内香烟缭绕，参
拜者络绎不绝。在二郎庙附近，有一片古老的
水域，名曰“二郎湖”。湖畔沙岗连绵，绿树环
绕，鸟鸣莺啼，景色美不胜收。

传说这里曾有一条蛇精，经常出来害人，而
人们却拿它毫无办法。终有一天，天上的二郎
神得知此事，为了结束人间悲剧，用神法降伏了

这个妖孽。后来，百姓为了感谢二郎神，便在此
处修建了一座庙宇，取名“二郎庙 ”。而庙旁那
片湖，据传为二郎神因口渴难耐而用其三尖两
刃刀掘出的神泉，自然称作“二郎湖”了。说起
二郎湖还确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奇，这个小湖
丰年时水不盛，但大旱时水也不减，历经无数大
旱之年从未干涸过，仿佛有股神力笼罩着。后
来经勘测得知，这个小湖下面有一个泉眼，连着
四通八达的地下水系。

如今，这里以二郎庙为中心，已建成了旅游
休闲度假区，成为人们休闲消暑的好地方。度
假区占地约4.2公顷，区内铺设了甬道，新建了
观景亭、小桥、雕塑小品等，还建成了猴山、鸟
类观赏亭和湖上拱桥、湖边钓鱼台等，被大家称
为通榆人的“避暑山庄”。 （白城市文联供稿）

五、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
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华
北抗日军民开始对敌军发起攻势作战。进入1944年，各根
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
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一年中，共作战
约2万次，歼灭敌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
1700多万。

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尚未发展成大
规模武装进攻便被制止。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
败涂地，八个月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
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
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
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这个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
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为实现这
一主张，共产党同国民党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后任美驻华大
使的赫尔利展开谈判，并同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坚决而灵
活的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
动的发展。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
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论联合政府》
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

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
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
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建立新中国，当时重要而
迫切的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
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
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
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把能否解
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
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共
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
作风对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
着重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
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
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
益出发，这就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
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
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
的决策。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行的，必须根据
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推向
前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列
主义的真谛，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
际，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
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科学体系。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
想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

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
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
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
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
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
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
战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
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
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
候补中央委员33人。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
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
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
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选出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
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中央领
导集体。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
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
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
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大会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
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使党达到
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先进性质。它通过的党的政治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表
明党代表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革命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
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
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
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
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

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
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沦陷区城市党组织积极开展瓦
解日、伪军工作，组织地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里应外合，配
合反攻。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
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
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
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
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此时，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在华
北、华中和华南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都处在共产党领
导的敌后军民的包围中，对日全面反攻的任务，也就主要由敌
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
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
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县以上
城市150余座。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
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
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
结束。中华民族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
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
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也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同盟
国家的支援，这些支援对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是一个
重要条件。

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
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
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党在敌后的艰苦条件下，广泛发
动、组织和武装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使日
本侵略者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领导的人民抗日
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党在抗战
中发展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
人，民兵260多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
公里，人口近1亿。所有这些，为夺取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
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
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
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
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中华民族由衰败
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17）

如果时间机器发明出来了，相信很多人
都想回到盛唐去看看。但什么人去最合适
呢？广东人。因为粤语和唐朝人说的话很
像，不会语言不通。

上次说了，字形在不断变化，字音也没闲
着，也在发展变化。古音不同于今音。比如
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后两句：“谁知林栖者，
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
们今天用普通话念起来，“悦”和“折”并不押
韵，但在唐朝，他们押的都是入声韵。而粤语
中就有大量的入声字音节。

这种古今异音的例子还有《敕勒歌》：“敕
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上学时
老师要求把“野”念成“哑”这个音，这样就押
韵了。

有老师教授读音当然便利，可大部分时
候，文化的传播是靠书籍这个无声的老师。那
么，古时候读者看书时，没有汉语拼音标注，又
没有老师可问，怎么能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呢？

西方的拼音文字，比如英语，本身就表示

音素，只要认识26个字母就可以拼读。汉字
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它本身不表示音
素。所以，识字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文
化人打小就必须闯过的一个重要关口。为了
识字，为了有效地阅读前人的文献，给汉字注
音自古以来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也是一门学问，主要有3种注音方法。

汉代以前，人们给汉字注音采取譬况描
述的方法，即描述发音时有关发音器官的动
作及发音部位的状态，比如“急气”“缓气”“急
舌”“笼口”。唐代学者张守节说的“比方为

音”就是这意思。
由于当时对人体发音器官的解剖分析还

很不精细准确，对发音方法的理解也还处于
朦胧状态，所以这种譬况描述也就受到极大
的限制。后来的人看了这种注音，往往不得
要领，很难准确地将汉字的读音念出来。比
如，莒这个字怎么念？东郭牙对齐桓公说：

“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张着嘴不闭，能发
出的音多了，怎么就能知道说的是莒呢？

后来人就发展了，推出了直音法，就是用
同音字或者近音字来注音。古书里凡是说

“读若”“读为”“某音某”的，就是这个方法。
比如“饰读若式”“傅音附”。此法弊端显而易
见，一来不是每个字都有同音字，二来有的同
音字比要注音的那个字更加生僻难念。

所以，人们又发明出来反切法，就是用两
个字来拼读一个字，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和后
一个字的韵母，合并起来读。比如“东，德红
切”，用“德”字的声母合上“红”字的韵母一起
拼，就能拼读出“东”这个音。

自从有了反切法，全部汉字的注音就成
为了可能，各种韵书才得以出现，中国的音韵
学才能一代比一代缜密地发展下来。而其他
省份的人，不会粤语，若要穿越到唐朝，不也
得靠反切法才能与唐朝人交流？所以，反切
法才真可称得上是穿越必备宝典。

中国的治水活动源远流长，治
水活动常常以“水利”之名概括。“水
利”一词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
找到。

公元前 132 年，自战国时代即
屡屡为患的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
濮阳市西南方）决堤。23 年后，汉
武帝亲临决口现场，指挥将军以下
文武官员背负工程材料进行封堵，
其中就有时任郎中一职的司马迁。
这一特殊经历，直接促使他在《史
记》中开辟《河渠书》一章，梳理自大
禹到汉武帝时代，中华先民防治水
患、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壮阔历史，并
使用了“水利”一词。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的许多行
业与学科名称，转译或借鉴自外来
词汇。即便其词源来自古代汉语，
古今含义大多已迥然不同，如经济、
物理等。然而，“水利”一词，则与司
马迁在《史记·河渠书》的意义保持
了相当的一致性。《史记·河渠书》记
述的重点是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
继位以来的一系列治水活动，包括
瓠子堵口、长安至潼关一线的运河
工程、沟通汉水与渭水流域的山地
运河建设构想、今山西西南部与关
中平原东部等处的灌溉渠道建设
等。司马迁以较详细的笔墨介绍了
决策背景与建成后的实际效益：“自
是（瓠子堵口成功）之后，用事者争
言水利。”司马迁时代“用事者”所争
言的“水利”，其实包含三个方面的
重要内容，即以黄河干流沿岸为代
表的洪水治理、以运河修建为主的
河道整治以及以渠系建设为核心的
灌溉事业。时至今日，防洪、河（航）
道治理与灌溉，依然是现代水利事业的主要内容。

早在司马迁之前，关于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活动的文
字记录，已见于各类文献中。防洪方面，春秋末期成书的《左传》
记载，齐国在抵御晋国进攻时曾“堑防门而守之”，学者认为这里
的“防”就是济水南岸的防洪堤坝。河（航）道治理方面，被普遍
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在《禹贡》一篇里记载了大禹疏
浚开凿各地河道的情形。灌溉方面，《诗经·小雅》中的《白华》有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的一句，这里很可能是人工渠道的意思。
文献记载，可与考古发现中不断揭示的中国早期治水成就的遗
址、遗迹相互印证。在司马迁笔下，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
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并由此赋予“水利”一词以明确的内
涵，故现代中国水利行业长期把《史记·河渠书》作为“水利”一词
的来源。

在司马迁之后，“水利”一词的使用情况有所变化，在很多时
候特指灌溉。如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中，于《食货典》下设有

《水利田》一门，专门介绍历代渠道与灌区建设。北宋王安石变
法时曾专门颁布“农田水利法”，此处“水利”亦特指灌溉。事实
上，防洪、河（航）道治理与灌溉，往往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司
马迁对此有清晰认识，故将三者统一于“水利”之名下。这与现
代水利行业的有关认识极为相近。今日广义的水利事业与水利
学科，更增加流域管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
景观营造等内容，各分支内容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可见，
西汉时的司马迁在写作时已经既注意到治水事业内涵的丰富
性，更注意到其内在的统一性。

汉武帝时代的防洪、河道治理与灌溉工程，规模已经远远超
过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早期水利工程，耗费的民力物力
自然也变得巨大。司马迁意识到，水利事业可以给人民和国家带
来巨大的收益，为此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
也要注意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水的“利”，既是指
水作为资源的“利”，更是指治水活动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利”。

今天，中国水利事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是中国治水
历史符合逻辑的延续与发展。重温司马迁“水利”一词蕴含的深
刻内涵，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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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文字（中）——音的定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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