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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守业讲：因上海支宁教师来人
较多，又赶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各
地来人较多，银川根本无法安置几百人
的队伍。从上海出发前就与家里商定，
到银川后马上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吴忠
市先安置，由于衔接不到位，又没及时
向这批人说清楚，后来绝大多数教师都
有了怕他们捣乱的误解。其实宁夏文
教厅对这批教师很欢迎，根本没在政治
上设防。

李文元：几车人都被转到吴忠一个
招待所，转移过程中我们的心理阴影更
大了。五六天后一批未戴帽子的人分
配当了老师。一个月左右，我们又被接
回银川，参加修建银新公路。让我们回
到讲台的承诺没有马上兑现。

参加修银新公路时间不长，大概两
三个月，季节已到了冬天，很冷，工作
条件也差，粮票根本不够吃。父母亲
在上海的定量也很低，但还要省些粮
票寄给我。修银新公路时我在宁夏过
了第一个春节，是 1959年 2月 8日。放
了假，所有的人都趴帐篷里写信，不敢
把心里的苦和生活上的苦告诉家人，
怕他们担心。

本来我们是满怀再上讲台的信心
踏上了西行的火车，但到了宁夏，先是
修路，与教育无缘。随后又把我分配
到了永宁县掌政公社，下放劳动。还
与教育无缘，跟着公社的社员一起去

挖西干渠。
1959年的冬天特别冷，从上海来根

本适应不了这里的寒冷，腿冻出了毛
病，加上吃不饱饭，腿浮肿得比水桶还
粗，又怕别人说偷懒，病了也不敢请假，
咬牙坚持。

住的是地窝子，人拉肩扛，背背篓，
用铁锹挖冰冻的泥土，全是拼体力。早
晨 7点上工，一大碗稀饭，中午没饭，干
活到晚上，还是一碗稀饭。人饿得没有
一点力气，走路都打摆子，有个别身体
差的走在路上就倒下了，让人抬回去。

有一段时间我病得很重，又不敢给
别人讲，天天咬牙坚持，脚肿得穿鞋都
很吃力。

一天早晨实在坚持不住了，起床的
力气都没有，队里的一位老贫农发现我
没起来吃早饭，就到地窝子里看我。他
说你病得这么重，为什么不去看？那句
问候是我来宁夏后听到的最温暖的问
候，眼泪马上控制不住地往下流。这位
老贫农默默地看着我流泪，转身到伙房
给我端了一碗热呼呼的稀饭，劝我先吃
饭。我是一边流泪一边把稀饭喝了。饭
后他要送我去看病，还给队长讲，李文元
病得很重，不能上工了。因为老贫农的
请求，队长也同意我休息了几天。

我至今都特别感激那位老贫农，始
终记得那张憨厚的脸和给我端来稀饭
的粗大双手，一生忘不掉他。因为戴着

右派帽子，不能随便跟别人讲话，也没
敢打听他的姓名，无法报答，这件事情
让我后悔终生。修西干渠是一段很艰
难的日子，有些人没挺下来。

1960年 5月，县上重新把我们集中
起来学习。永宁县的领导很不错，对我
们比较宽松。但 9 月份又开始了“双
反”运动，每天都要抓出一个人来批斗，
有些人挨批斗的原因现在听来都觉得
莫名其妙。

有个从上海来的老师烟瘾很大，买
不到香烟，就去街上捡别人丢掉的烟
头。后来给安上了抹黑社会主义的罪
名，判了刑。

我受冲击不是很大，还保留了公
职，对农业劳动也开始适应了。由于表
现好，到 1961年 4月，永宁县把我的工
作分配到养和完小。

我是以教师身份参加支宁的，经过
两年的折腾，又当起了教师。但心理上
的阴影还是很大，右派的身份压得人始
终无法放开手脚工作。政治上抬不起
头，低人一等。任何事情不敢发表意
见，只是埋头工作。

来宁夏后有两件事情让我特别开
心，一件是宁夏人的纯朴和善良，另一
件事是上级领导对我教学质量的肯定
和信任。所以后来有机会回上海，我都
放弃了。从心底讲，我喜欢上了宁夏，
感觉这里的民风纯朴，人民善良。

文革时期上海来的老师很多都受
到了冲击，但没有冲击我，一张大字报
都没有，只是受到了冷落，当地人对好
的老师还是手下留情。

1966年查出身体不好，医生开的证
明是，如果文革中没有问题，建议休
息。我当时带着两个班的课，校长听说
后，直接批准我休息，对我很关心。

1968年把我们几个右派老师送去
劳动，到街上去拉肥料，当时右派都戴
白袖章，很伤人自尊的，不想戴也得戴，
只好把白袖章戴在里边的衣服上。后
来被监管人员发现了，大声地训斥我
们。社员看到后就起哄，把看管我们的
那个队长赶跑了。跟社员一起劳动时，
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戴不戴白袖章，还跟
我们嘻嘻哈哈的，让我们很放松，有了
些自尊。

这么多年来，自尊心始终在支撑着
我。四清前在学校要带两门课，学校
把我当成教育积极分子，还当了班主
任，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教出的孩子
和家长都说李文元老师好，这是我最
满意的。

我坚信母亲讲的那句话：“中央最
终会给我们平反的”。我能做的就是用
勤勤恳恳的工作证明我是清白的人，用
家长、学生、同事对我的尊重来证明我
是个有用的人。

（王旭阳 蔺银生 整理）

据以前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倒塌的
方形古塔的塔高是十一层。开始发掘
时大家都有意想找到塔基座后再往下
挖，因为一般的古塔中都会有地宫，想
看看地宫里能不能发现些有价值的东
西，但在向下挖掘过程中，没有找到预
想的地宫，反倒是发现这座古塔不是原
来资料上显示的十一层，而是十三层。
十三层高大建筑全部建在巨大的石基
上，石头与砖块之间用黄泥浆勾缝，由
于古塔建筑位置在沟道中，每年的洪水
都会带下大量的泥石，经古塔的拦截后
形成泥土和石块的堆积，遮挡住了最下
边的两层，又因为时间太久，新堆积下来
的泥石板结成坚硬的表层，给人以误导，
以为在堆积泥石上只有十一层。另外一
个惊人的发现是找到了大量的西夏时期
印制品，其中的很多文字存留特别有文
物价值，这些文字不仅揭开了古塔的建
筑年代秘密，还通过残存的文字信息向
后人讲述了很多历史文明发展的轨迹。

牛达生：在现场考察中，我们发现
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
汉文题记就是建这座塔时记载下来的
愿文，是建造者心愿。残留的部分文字

为：“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
殿，缠腰塑匦佛像，到四月一日立塔心
柱，奉为皇帝皇太后万岁，重臣千秋，风
调雨顺，万民乐业……”这段文字证明，
古塔是西夏时期所建，而且是与皇族有
关的建筑。后来又在塔心柱残片模糊
的字迹中，辨认出“大白高国大安二年”
等字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大白高
国”，即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第三代
皇帝秉常的年号，“二年”，即公元 1075
年。这是个确切的建筑始建纪年，是目
前所知西夏古塔中唯一有具体纪年的
高层佛塔。这座古塔距离现在已经 920
多年。在这么长的历史空间里，历经了
兵荒马乱的战火、地震的破坏，还有风
雨的侵蚀，仍然保留到被炸毁前，十分
难得也十分罕见。

我们的考古工作绝不是为了发古
人的之幽思或去发古人的财，那只是满
足了人们某种感情的需要和财产的虚
无。考古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
对历史的发掘和对文物研究，去探究历
史，认识历史，寻找历史文明的脉络，我
们在发掘古塔的残留时就是通过细致
的研究，把住了这个历史的脉络，在随

后的时间里就是要根据这个脉络，准确
的给这段历史做出评定。

1972年，在去北京考察时，我听到
一位国家级考古前辈说：“西夏考古很
重要，因为在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的
记载，许多历史问题需要通过现在的考
古成果来解决，你们宁夏应承担起研究
西夏的责任。”今天看来，这话仍然十分
正确。

西夏考古工作因为史料的不足和
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在全国的考古圈内
被称为考古工作中的“绝学”，这也说明
了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和艰难程度。
那次在古塔废墟中的发掘，在别人的眼
中就是一处残破砖瓦的堆积，在我看
来，却像是一座珍藏珍宝的宝山，又像
是一座神秘的迷宫。当时我们像着了
魔一样每天挖，就是要挖开这座宝山，
揭开迷宫。

当时，我已经 50多岁了，每天都坚
持在发掘和清理现场。最后证明，我们
的发掘工作很成功，有了西夏考古中的
一次重大发现。我们在发掘和整理现
场过程中还发现，在遗址地表，砖瓦建
筑材料随处可见，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

有地方砖。现场采集到的瓦当、滴水和
脊兽残件中，还有部分是绿琉璃和蓝琉
璃的。这些琉璃构件，釉色光亮，质地
良好，制作精细。查阅《西夏法典》时发
现，在那个年代有个规定：除寺庙、皇宫
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
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
这些情况都表明，在西夏时期，这座古
塔的建筑规模很大，建筑规格很高。

发掘时间历经两个多月，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沟道里乱石荒滩，根本无法
搭建帐篷，又是夏季，随时可能会有洪
水的袭击，只能在一处倒塌的山洞边
上，支上立柱，再盖上防雨布当房间，最
大的困难是没有水，运水也要靠驴，有
时天气不好或驴过于劳累，驴脾气就会
来，拒绝进山。发掘现场就会断水半天
或一天，牛达生在时刻关注发掘现场能
否出情况的同时，还要担心大家的身体
和安全，既要当好领导和专家，还要当
好后勤的管家和“老妈”。

至今他也没有把那次艰难的考古
中取得的收获和成绩全归自己，时时会
想起与他一起克服困难的团队。

（李习文 蔺银生 马君武 整理）

裘志新：尽管宁夏比杭州差的很
远，干农活很辛苦，气候条件也差，但宁
夏的党政领导和农民都很有胸怀，除了
参军这个要政审外，其他方面没有让我
们有一点点被歧视的感觉。身份问题
在杭州会让人心里有很大的落差感，但
在宁夏那种落差感没有了，反而感受到
了很多的尊重，找到了平等感。这也是
我后来特别喜欢宁夏的一个重要原因，
裘志新所说的宁夏胸怀，成就了他成为
后来的小麦育种专家。

1972 年，裘志新到永宁插队已经
有了七个年头，这七年里，他先是跟
着队上的妇女后边起步，后来还成为
队上的壮劳力，工分也按壮劳力记。
七年里，他从杭州一个小资本家的儿
子变成了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这七

年里，他还收获了爱情，胜利大队的姑
娘李凤香和她的父母都很喜欢读过书
的这个杭州人，经常喊他到家里吃饭，
队干部和社员也都撮合他们，1969 年
裘志新结婚了，当时永宁县还宣传了
他扎根农村的消息。

这七年里，这个资本家的儿子还被
评为五好社员，政治思想好、劳动好、热
爱集体好、勤俭持家好、团结友爱好是
五好社员的标准。七年里，他又和同来
的杭州青年一起，把南方的插秧技术引
到了胜利公社。队上的水稻田产量从
200 多公斤提高到 470 多公斤，产量翻
了一番；七年里，他喜欢钻研技术，加上
当地干部宽广的胸怀给裘志新的人生
带来了一次质的转变。1972年他当上
了胜利公社脱产农民技术员，从每天靠
劳动挣工分到每月按照领工资，30多块
钱的收入在当时可以排到中等水平。

永宁县有个良种繁育场，只有四五
个编制，负责全县小麦良种的繁育，老
场长最头痛的事就是留不住人，来的大
学生最多三五年就会另谋高就。

为了扭转留不住人的被动，后来招
人时就从公社的农业技术员中选拔。

裘志新：接到让我到良种繁育场
当技术员的通知那天，我正在大队的
积粪队劳动，跟我一起积肥的几个农
民还高兴的起哄，让我请客。实际上
我知道，我又要从头学起。报到后的
第一年领导派给我的任务是小麦良种
的繁育，算是一头扎到了农业科技领
域，没想到的是这一头扎进去就是 40

年。其实在我们之前宁夏已经在小麦
育种方面有很多专家，而且育出了很
多有影响的小麦新品种，我们的研究
是在那些前辈的成果上起步，能够取
得特别明显的成果，应该讲是基础好、
起点高、弯路少。

有了这样良好的基础，裘志新的勤
奋与努力再加上老一辈育种专家时不
时的拉一把，裘志新培育出了享誉西
北、华北的“永春四号”小麦新品种，后
被命名为“宁春四号”，再后来又有了

“宁春系列”小麦新品种。20多年的时
间增产数十亿公斤。

小麦育种最大的难题是周期长，一
个小麦新品种的培育至少需要十几代
的改良和物种进化。宁夏无霜期短，再
加上夏季高温，只适合一季小麦的生
长，为了克服季节制约，加快新品种培
育，裘志新从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就开
始了奔波中国南北两地的小麦育种工
作，春季在宁夏播种，收获籽种后立即
奔赴云南再租地复种，云南收获后再奔
赴海南租地，再收一季后，来年再开始
这样的往复。就这样，把一年当成三年
用，育种圈内称他为“追赶太阳的人”。

裘志新：要说追赶太阳也不容易，
因为异地租种土地的困难很多，不仅有
生活上的困难，还有气候、温度、生长适
应性和经费等一大堆问题。我们在租
种第二年就遇到了云南的大旱，那次租
种了一亩地，下种后小麦刚刚出苗，就
遇到了云南 40 年未有的干旱年份，刚
出苗的小麦让太阳打蔫，再不浇水的话

麦苗将保不住了。如果这些麦苗死掉
了，我们前两年的育种工作就白忙了，
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培育
的品种已经有了良好的品质表现，那时
候真怕前期的工作付之东流。我和另
外一个同志一起商量，一定要保住这些
麦苗不被旱死。我们就向周边去找水，
云南的水塘也多，距离租种地有将近
5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水塘，借了两副
水桶和扁担，天天挑水浇地，20多天，来
来回回的挑水浇地。

后来有几天，当地租给我们地的农
民也被感动。从我们开始挑水浇地的
第五天开始，他主动跟我们讲，每天免
费给送两顿饭，饭送来后我们吃，他这
个农民就利用吃饭的间隙，帮我们去水
塘里挑几趟水。就这样靠挑水，保住了
育种成果。

在常人理解，小麦育种是个技术含
量很高的工作，但裘志新说，小麦育种
最重要的是选对植物父本和母本，再将
父本母本中的优秀基因进行促生，让优
秀的基因变成稳定的品性。追赶太阳
只是为了缩短育种时间。在实际工作
中，还有很多根本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工作要做，比如对付地下的老鼠和空中
的麻雀。在云南育种时，撒鼠药、下鼠
夹是最常见的事，有一年租来的一亩地
下了近一百个老鼠夹，每走一步都会有
一个老鼠夹，把育种田全部包围起来
啦。在驱赶麻雀时，还遇到当地动物保
护组织的指责。 （蔺银生 整理）

1938年，国民党顽固派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
的反动政策，撕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协议，破坏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妄图消灭日趋壮大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
量。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固原等大片地
区，破坏了我党领导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工会、青年、妇女以
及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纠集反动民团、土匪和特委，在边区
境内进行抓人、抢掠、烧杀等破坏活动。

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国民党第三专区专员钟竟城
将土匪头子赵老五委任为环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组织并
武装了 300余名匪徒，侵占了边区环县的甜水堡和固原东
部地区，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奸淫掳掠，多次袭击我区、县党
政机关。固原县民团团总卢业广、卢建祥父子和区长王慎之、
乡长安文明等也经常利用夜间偷袭边区，抢掠财物，煽动自
卫队叛乱，三岔区干部苟惠民等 14人惨遭杀害，马渠、草庙、
车洼、石家沟口、峁家堡子等地的抗敌后援会无法工作。针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坚
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
退”的政策口号，制定了反对磨擦的斗争方针和自卫原则，
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此方针
指导下，固原地下党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
地斗争。 （据固原党史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和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
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
海德）等国际友人的深切关注。他们目睹了中国人民在苦
难深渊中挣扎的情景，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
红军西征期间，他们以极大的热忱来到西征战役的主要战
场——宁夏豫旺、固原地区进行采访、开展医疗救援活动。

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
斯诺和海德姆在此受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
军团首长的热烈欢迎。1936年 8月 22日，西方野战军总
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彭德怀、
左权、聂荣臻、朱瑞、李富春、刘晓等领导及各师团代表和
驻豫旺堡连以上干部。彭德怀和斯诺在欢迎会上讲了
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
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
经过，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
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又
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
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大家虽听不懂，要由黄华进行翻
译，但同样受到与会红军将领热烈地鼓掌欢迎。事后，驻
豫旺堡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演讲稿摘要用毛笔写在
一所民房墙壁上，一直保留到 20世纪 60年代。

斯诺、海德姆以极大的热情，深入西征部队，发挥各自
的专长，积极为广大指战员服务。斯诺以新闻工作者的职
业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进行紧张的采访。
海德姆每到一地，深入红军驻地了解部队的医疗卫生状
况，受到红军和回族群众的真诚欢迎。海德姆在西征前线
一边陪同斯诺采访，一边给当地红军和回族群众治病，当
地回族群众对他非常友好，这使他很受感动。海德姆发现
回族群众姓马的多，为了更好地同群众相处，便决定在自
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面加上马姓，改名为“马海德”。

在豫旺堡，斯诺和海德姆与彭德怀同住西方野战军总
部院子里，彭德怀给他们介绍了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
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彭德怀还带着斯诺一
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
社的演出，给斯诺的采访提供了许多方便。红二师政委肖
华曾为他安排了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对红军丰富多彩的
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对红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
都有列宁室”感到新奇，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
同下，他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对红军的生活作
了进一步观察。

1936年 8月 26日，斯诺在豫旺堡采访 10天左右后，应
徐海东邀请，前往驻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8月 27日，
斯诺与徐海东长谈了一整天，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
兴趣，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8
月底，斯诺专程到固原七营进行了采访，会见了邓小平。

海德姆全心全意为驻地群众和战士服务。有一次，一
位红军战士被毒蛇咬伤，海德姆毫不犹豫地用嘴对着伤口
把毒液吸出，而后敷药包扎，使病员脱离危险。他以满腔
的热情一边紧张地诊疗治病，一边做调查研究，还到红军
各卫生医疗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大量材料。在与西征前线
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接触中颇有感受，回到保安后向
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改进苏区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
毛泽东非常欣赏。不久，海德姆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1937年 2月，海德姆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0年，海德姆加入中国国籍。（据固原党史网）

1935年10月6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张闻天、
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的率领下，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到
达张易堡（现张易镇），夜晚，毛泽东就住在张易毛庄村。10
月 7日晨，红军与尾随而至的敌前哨部队发生小规模战斗，
留下部分战士在堡子梁阻击敌人，大部队沿王套、后莲花沟
向六盘山急进。在红军前卫部队翻过六盘山行进到青石嘴
附近时，抓到敌人的便衣侦查员，经审问，得知国民党东北
军骑兵第 7师 19团两个运送给养的连队刚到青石嘴休息。
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会议，下达作战命
令。王开湘、杨成武率领 4大队担任正面攻击；杨得志、萧华
的 1大队和张春山、赖传珠的 5大队分别从两侧迂回，陈庚、
邓飞率 13大队后卫掩护。这时，敌人正在吃饭，一时枪声大
作，乱作一团，在钳形包围下成了瓮中之鳖。整个战斗持续
约半个小时，共歼敌 200多人，缴获战马 100多匹以及 10余
辆马车的弹药物资。红军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骑兵侦察
连，任命梁兴初为连长，刘云彪为副连长。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2008年 7月，自
治区党委和政府建设了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纪念碑。纪
念碑占地面积 4800平方米，纪念碑主体高 19.35米，碑体两
侧翼高 10米，碑名高 7米，象征 1935年 10月 7日红军长征
青石嘴战斗日期。

2009年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宁夏党史教育网）

斯诺 海德姆
对西征红军的采访与宣传

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纪念碑

党在固原的基层组织建设
裘志新在检查麦穗生长情况。

（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