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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扎萨克镇国公陵园

大安市新艾里蒙古族乡政府所在地东南约1.5公里
处，沙岗怀抱的山坳里分布着数十座荒冢，这就是清代科尔
沁部扎萨克镇国公的家族墓地遗址。

据资料记载，墓地原由7个大小不等的陵园组成，大者
面积约150平方米，小者约100平方米，共占地25万平方
米左右。

在九代扎萨克镇国公中，除第五代镇国公和第八代镇
国公外，其他七代镇国公的陵墓都各建一个陵园。规模较
中原地区公侯陵墓略小，设有牌楼、翁 仲、华表等饰筑，施
工精细，磨砖对缝，榫卯相连，干摆灌浆，别具一格。可谓简
而不陋，朴而不俗，不失庄严气派。

园内主陵，方形底座高约1米，陵室外形或圆或方，直
径4.5至5米，高2.5至3米。陵墓正面均刻有死者名讳、生
前职衔及生卒时间。墓室四壁和券顶，绘有彩色壁画，内容
多为游猎、伎乐、宴饮等，形象地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奢华
生活。棺椁停放于墓室中央。棺前备有陶缸，缸内盛油，以
供长明灯用。主陵之后，西侧有一略小于主陵的陵墓，东侧
有较西侧略小些的陵墓。据蒙古族“西大东小”的习俗推
断，西侧陵墓安葬的当为墓主人的正妻，东侧为其侧室。

墓葬地附近还建有陵界村。数百年来，先后有十户蒙
古族百姓世代看守陵墓（称“鬼奴”）。逢年过节，他们要清
扫陵园，点燃佛灯，到墓前焚香、磕头，除夕之夜，还要到陵

园“守岁”。墓主人死后尚且如此排场铺张，可以想见其生
前如何奢靡。

新艾里乡成为扎萨克镇国公的家族墓地，是由这里特
殊的地理位置和风光景物所决定的。据《清史稿》载，这一
带丘陵逶迤东延，状若卧龙，龙头即今新艾里。而在“龙头”
前，有清泉一泓（今安广镇龙泉泡），且左望嫩江，右挽洮儿
河，后有群山作屏障，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吉壤”。遂将“龙
头”之所在定为其茔地。乾隆十九年（1754年），喇嘛扎布
卒，始葬于此。其后第五至第十二代扎萨克镇国公死后均
葬在这里。

当年，这里曾有一棵古榆，腰径数围，树高参天，被人们
奉为“神树”，信其能降福消灾。每逢大旱，人们便募款捐
粮，杀牛宰羊前来祭祀，并请喇嘛念经祈雨，还要在“神树”
下搭灶安锅，烹肉煮粥，男女老幼齐集树下，享受“神树”赏
赐的酒食，热闹非常。

由于长期的风剥雨蚀和战乱，渐使陵墓坍陷，如今陵园
建筑已荡然无存，唯见一块残碑横陈于地，四周遍布残砖碎
瓦。然而每当春夏之际，方圆几十里内的学校仍组织师生
到这里野游，附近的村民也在茶余饭后来这里散步游玩，陵
园遂变成了公园。 （白城市文联供稿）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
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
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
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
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
到很大改善。

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凭借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企图将
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
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
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
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把战争引向国
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
形势。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
要突击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
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根据当时的战争形
势，三军的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
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
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
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
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的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
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展
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
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
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

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
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
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
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
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
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
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
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
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
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
季攻势，歼敌20多万，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人民解放战争
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
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人民军队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
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
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
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
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947年
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
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
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
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
据此，1948年4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
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
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
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至9月，
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
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
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
地制度。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
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
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

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
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解决农村基层
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和成分不纯问题。经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
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很大进步，为土改和解放战争的
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土改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发生侵犯中农
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偏向。中共
中央发现后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并明确规定了土改工作
的总路线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改运动走上健
康发展的轨道。

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绩。到1948年秋，
在一亿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
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
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负战争勤务，从而
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47年10月，

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余万学生掀起“反对非法逮捕、反
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斗争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
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开展“反
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五六月
间，全国兴起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积极
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的仇视和残
酷迫害。民盟中央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先后在昆明、
西安被害，许多民盟成员被逮捕或绑架。1947年10月，国民
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曾经在一部分民主人
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彻底破产。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中国
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
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
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
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国民党民主派实行联合，在香港
正式合组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宋庆龄为名誉
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
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
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
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
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的阻挠，通过各
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
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20）

在位于六朝古都南京的中国科举博
物馆内，珍藏着一份特殊的考场规约。这
份长达近两千字的考场规约一共十二条，
对惩治舞弊等作出明文规定，使当时科举
考试中存在的一些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

这份考场规约的制定者，就是时任
江苏巡抚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六年期
间，林则徐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临官，对
科举考试弊端进行整治，留下“三度亲临
棘闱中，雷厉风行革弊政”的佳话。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林则徐
任江苏巡抚。这年刚好是壬辰科江南乡
试之年。按常规，江苏、安徽该科的监考
官应由安徽巡抚担任，但道光皇帝破例
指派林则徐担任。尽管林则徐接到诏令
时离八月乡试的时间已经很近，但他一
到江苏，立即遵照考场条例要求，将监考
官应办理的事务预先做了布置。

林则徐重视对考官的管理，考官负
责阅卷的重要工作，这是国家选拔人才
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为此，林则徐做
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选用身体文章俱佳的考官。
清朝科举考试阅卷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是
巨大的，需要精力充沛和学识丰富的考
官进行阅卷工作，但在直隶和各行省却
大多由年老的举人充任，他们大多缺乏
充沛的精力去认真批阅试卷。同考官中
即使有近期考中的进士，由于他们后来
大多经常处理文书簿册、钱粮会计之类
的事务，“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的总督、
巡抚虽按惯例考试选拔同考官等，也仅
仅走个过场而已。

为此，林则徐认为只有合格的考官，
才可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他对负责考
试的各类人员包括同考、提调、监试、收
掌等进行慎重挑选，任用了一批“文理优
长精神振作之员”，淘汰了一批“年老荒
庸滥行充数”者。

同时，他专门对负责监考和阅卷的
帘官进行考试，交卷时还会进一步要求
他们注解所写词意的出处。不仅如此，
林则徐还亲自出文两篇，要求帘官们详
细评论文章的得失，并规定评语不许空
洞泛浮。为了加强考官的责任心，林则
徐还把自己过去三次担任考官时所作批
语，印制成册，分发给考官们学习。

其二，制定主考及同考官批阅试卷
要逐篇分批的章程。当时乡试阅卷中有
同考官争先推荐的毛病，同考官们在拿
到第一场试卷后，大致浏览一遍后便定
出好坏，将合意的放在一起，加批语后推
荐给主考官；稍不满意的就归入落选试
卷之列，不做任何批语。为了将自己推
荐中选的考生尽早供主考官参考，同考
官们相互争赶时间推荐，对落选的试卷
随意点评，敷衍了事。

于是，林则徐做出规定：除了第二、
三场试卷的批语不作要求外，第一场的四
篇文章必须每篇批出。凡是含糊字眼，如

“欠精警”“少出色”等，一概不许使用。同
时，林则徐还要在中选文章揭晓后，亲自
将落选文章加以复查，如果发现首场文章
不错，但却只点评了几行的，将据实报告
并给予处罚，以此来警告其他阅卷者减少
惰性。如此一来，同考官们因有这些章程
条例约束，阅卷不敢马虎、草率，对于衡量
及选拔优秀人才大有好处。

其三，请求皇帝宽延阅卷时间。林则

徐考虑到，仅正科乡试首场的三篇文章一
首诗，每份试卷就有两千多字，即使投入
所有精力认真阅卷，每天也只能阅四十
份，而每个同考官一共要阅八百份，按此
计算需二十多天才可阅完一场。为了将落
选的试卷全部审阅一遍，林则徐奏请皇上
在不超过揭晓最后期限的条件下，能否宽
延几天。这样，时间充足，主考官和同考官
或可仔细阅卷，使人才不至于被遗漏。

林则徐发现当时考卷中雷同现象非
常普遍。原来，一些家塾教师充当“枪
手”，帮人写文章，一篇可得二三百文制钱
到一元洋钱不等。这些文章大多拼凑前
人文章，一篇多卖，互相传抄，考生们或背
诵或夹带这种“范文”，应用于考场上。由
于各阅卷官水平不同，于是出现这篇文章
被选中，而那篇却落选的情况。即使发现
考生文章是这种事前炮制好的“范文”，事
后对当事人也没有做任何处罚，使得那些
靠这种手段而侥幸考中的人无所顾忌。

针对一些考生夹带“范文”资料等作
弊情况，林则徐抓住作弊文章雷同化的
特征，采取严厉手段。

除了在策问中援引的语句可以不管
外，凡发现文章中有与儒家经典四书五
经雷同达三行以上的便要严惩。全部批
阅落选试卷后，发现与中选试卷文章雷
同的，追查中选者，让雷同抄袭者很难蒙
混过关。主考官将雷同抄袭者的名字记
下来，揭榜后将名单交由林则徐亲自查
办。凡正途贡生监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
秀才，按照考场条例降级一等，罚他们做
对读生帮助校对试卷抄本。假如是花钱
捐纳而进入国子监读书的人，以后不准
参加应试。对全篇雷同抄袭的人，不管
是谁，一律取消考试资格，永不准再考。

与此同时，针对考场人员较多、进场
拥挤、秩序混乱的问题，林则徐下令事先
统计两省各府、州、县参考士子的人数，根
据人数多少，改原来一门进场为三门放
行，并且把入场的时间、场门、顺序，制成
清单。同时，在考场增设茶水饮食的供应
点，尽可能地给士子考场生活带来方便。

在林则徐精心整顿下，江南贡院考
场秩序焕然一新。尽管科举制度早已随
着历史的兴替不复存在，但林则徐大刀
阔斧整治科举考试歪风，坚持公道正派
选拔人才的担当精神，以及在阅卷中细
心勤阅、爱护考生的品质，至今仍有积极
意义。

头几年春节期间，看电视里有少林
寺武僧团进行精彩的武术表演。台下
有学者点评说，“武”字拆一下，是止戈
为武，就是怎么能让干戈化为玉帛，让
战争停止下来，这才是武字的本义。

这样解释武字，很流行。向世界传
播中国文化中爱好和平、制止杀伐的基
因，这事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可以举的
例子很多，偏偏“止戈为武”不在其列。

把武字的意思解释成止戈为武，曾
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文
解字》虽然伟大，但错误也有。小篆里
的武字，是上戈下止。这个止字是象
形，是趾的本字，表示人的脚。整个字
形就是一个人扛着兵器“戈”行进。去
干啥？去进攻，去打仗。这哪里有制止
战争的意思？

当然，后世给武字赋予新的意义、新
的内涵，这没问题，约定俗成即可，正恰
恰说明了文字的意义是不断变化、不断
丰富的。但不能因此就用今天的理解去
说明过去的字义，那无异于刻舟求剑。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过，文字的初始
阶段，先有义后有音，有了音之后才有

了形，是义—音—形。而人们学习研究
文字的过程正好相反，是先看到形，再
得到音，知道了音才能明白义，是形—
音—义。

中国语言学分三门：文字学——
研究字形、音韵学——研究语音、训诂
学——研究语义。训诂学在春秋战国
时期就开始萌芽了，到汉代有了极大
的发展，确立了两种基本的体式，流传
至今。一个是随着文章行文注释字义、
词义、文义的注疏，一个是字典、词典之
类的专著。

前者最有名的莫过于“四大名
注”：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
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他们
的注解范围远远超过了对一字一词的
解释，是把诸多相关史事、其他书里的
资料，大段大段地一并列上，以至于有
时候注解的文字比正文还多。

后者最有名的莫过于第一本字典
《说文解字》。许慎认真地解释了9353
个字的意思，并说明了每个字的造字
法。可以说，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就离
不开《说文解字》。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有人问钱钟书为什么不招研究
生。他说：“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
再来考研究生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

什么博士？”
训诂方法有很多，简单说一个，因

声求义，就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
义也相同或相近。比如我们常说，做人
要讲义气，要有道义，这个义字什么意
思？古人说了：“义者，宜也。”用同音字

“宜”来解释“义”。宜就是应该的意
思。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
做的事。

传统训诂的弊端也不少，除了“止
戈为武”是典型的拆字为训之外，还有
一个繁琐寡要的毛病。西汉有位学者
秦恭，解释《尚书》里“曰若稽古”这4个
字，竟然用了3万字。不过，一个字也
没流传下来。

某些学者的大部头著作，对某一词
的阐释，对某一事物的说明，看似洋洋
洒洒，实则空洞无物，比起秦恭，恐怕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林 则 徐 考 场 除 弊
●李向杰 蒋守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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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古文字（下）——义的播迁

“止戈为武”到底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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