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群体“护宝”引发的思考

有两则普通民众保护文化遗产
的故事发人深省。

2003 年 1 月 19 日，陕西省宝鸡
市眉县杨家村王宁贤等五位农民在
村边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储满珍
贵青铜文物的窖藏。他们立即进行
了分工，由一人回村打电话通知文物
部门，其余四人用土块封好洞口保护
现场。赶来的文物保护人员被眼前
的精美文物震惊了：出土的 27 件青
铜器，件件都有铭文，件件都是“国
宝”。后经专家考证，这批青铜器具
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
西周纪年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并被
评为 200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之一。更令人感动的是，2003至
2006 年的短短四年中，在同一地区
又有 11批农民群体在生产劳动中发
现文物，并自觉报告文物部门或将出
土文物上交国家。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贵州省黎平
县地坪乡。2004 年 7 月 20 日，一场
百年不遇的洪水冲毁了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地坪风雨桥，当地
数百名侗族群众不顾一切自发跃入
浪涛滚滚的洪水，拼死打捞风雨桥
构件。经过三天三夜的奋争，从贵
州打捞到广西，抢救回 73%以上的
风雨桥主要构件，使风雨桥得以重
建，演出一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
上的壮举。

宝鸡农民的“护宝精神”，反映
的是当民众感受到家乡悠久灿烂的

文化传统、了解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
的法律之后所形成的自觉自愿的保
护意识和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风雨
桥伴随当地村民度过了数百年的沧
桑，凝聚了世世代代在此劳作的人们
的情感，爱桥、护桥的意识已经融入
了他们的血液。保护意识和参与热
情是建立在了解遗产、亲近遗产的基
础之上的。民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的热情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这两
个事例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

早在 20 世纪末，一些文化遗产
从业人员就开始用更加开放的思维
考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并
试图寻找各种途径启发公众对故土
历史的眷恋与自豪。北京老山汉墓、
济南洛庄汉墓发掘时都主动邀请媒
体介入，并适时进行了电视直播；我
国成为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会员国后，
各级文物行政部门也连续牵头开展

“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活动，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看，
这些活动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如何寻找一个更有效的平台争
取更多资源、吸引更多民众参与文化
遗产保护与宣传？在此情况下，设立
中国“文化遗产日”被提了出来。

众人推动一朝成

“遗产日”的想法来自法国著名
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84 年法国
将每年 9 月的第三个周末两天定为

“遗产日”（当时的名称为“国家文物
开放日”）。遗产日期间，被列入国
家文化遗产保护名册的各类建筑物，
包括博物馆、教堂以及部分政府机构
所在地等，都免费向公众开放。为使
活动更具系统性，每年的遗产日活动
都确定一个主题。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我国的一
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呼吁设立中国的

“文化遗产日”，但由于种种原因一
直未能实施。

在 2005 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
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单霁

翔 提 交 了《关 于
设 立“ 文 化 遗 产
日”的提案》。认
为当前我国文化
遗产事业面临着
城市化浪潮的巨
大挑战和文化遗
产事业加速发展
的 重 要 机 遇 ，适
时推动国家设立
文 化 遗 产 日 ，创
造一个全体社会
公众关注文化遗
产 保 护 的 氛 围 ，
是彰显我国政府
对文化遗产保护
的主导作用和决心，促进建立以国
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
的文物保护新体制的重要举措。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各地政府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
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公众对文化遗
产保护的关注和热情日益高涨，设
立“文化遗产日”的时机已经成熟。

提案很快经全国政协提案委员
会审核通过，并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
承办。然而，提案的承办单位表示，
尽管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设立各类
节日、纪念日、活动日的呼声日益高
涨，但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应严
格控制批准设立新的节日、纪念日、
活动日。应该说，这一回应是可以理
解的。据统计，我国含传统节日、纪
念性和庆祝性的节日共有 203个，如
果算上少数民族节日，平均起来一年
365天几乎每天都在过节。因此，在
确定设立新的节日问题上，国家采取
了慎之又慎的态度，基本上处于控制
增加的状态。

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结束后
不久，单霁翔在一次文物专家座谈会
上再次提到设立“文化遗产日”的问
题，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并表示
愿意通过各自途径发出相应呼吁。

2005 年 7 月 19 日，郑孝燮、宿

白、谢凝高、黄景略、李伯谦、吴良
镛、舒乙、徐苹芳、傅熹年、常沙娜、
谢辰生联名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同志，倡议设立“文化遗产日”。党
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来信作出重
要批示，并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国务院办公
厅很快就组织召开了关于设立“文化
遗产日”的协调会议，国务院法制
办、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
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就设立“文化遗
产日”需要准备的事项进行了协调。

2005年 12月 22日，国务院下发
《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决定从 2006年起每年 6月的第二个
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中
国的“文化遗产日”终于诞生了。

自 2006 年中国第一个“文化遗
产日”以来，各地围绕“文化遗产日”
活动的主题，结合当地文物工作的
实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
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和文物工作
方针，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参与文化
遗产事业的生动局面，大力宣传文
化遗产事业惠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成
果，“文化遗产日”逐步成为广大民
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传承中
华文明的共同节日。

（据中国政协文史馆）

“文化遗产日”的诞生故事
从 2006 年起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

极性，提高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一年一度的“文化遗产日”，不仅仅是文物工作者的节日，而且逐步成为广大民众共享文化
遗产保护成果、传承中华文明共同的节日。

主要提案人

单霁翔（1954— ），江苏
江宁人。第十、十一、十二届
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家文
物局局长 、故宫博物院院长
等职。

中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单霁翔（右四）现场介绍故宫
考古新发现：首次发现明代大型宫殿建筑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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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黑乎乎的皮带，至今清晰
保留着用刀切割的痕迹。 80 多年
前，在一段艰辛而伟大的征程上，它
被主人用小刀切成若干段，烧焦、刀
刮、水煮后用以充饥。就算是这种

“食物”，它的主人每次也只有吃 3小
段的“份额”。

它的主人叫任弼时。他和同志
们相伴走过的这段惊心动魄的长
路，叫做长征。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草
地上的敌人，有时是数倍、数十倍于
他们的敌军，有时是不知藏于何处
的致命沼泽，更多的则是不停啮咬
他们胃和神经的饥饿与疲劳。

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过草地
时，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
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
弼时和警卫员李少清将皮带切成若
干段，放到锅里煮。虽然味道难闻、
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之为
吃“煮牛肉”。

吃剩下的半条皮带一直被精心
保存。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
回延安时，将其交给李少清。后来，
李少清将其捐赠出来。如今，这半条
皮带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如同穿
越时空的信函，揭示着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队伍如钢似铁的奥秘。

我们无法统计，在那段伟大的
征程中，有多少人在饥饿疲惫中沉
默地倒下，从此与大地融为一体；又
有多少人含泪告别战友，坚强地继
续前行。但能真切地感受到，在 80
多年前的远征中，这支势单力薄、却
斗志昂扬的队伍，这些宁肯用皮带
充饥、仍保持严明纪律的军人，这群
衣衫褴褛、依旧信仰坚定的共产主
义者，他们身上迸发出的、至今震撼
人心的精神伟力。

正是这样坚定的革命理想，正是
这样坚定的必胜信念，走出了人间奇
迹，为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电）

吃剩下的半条皮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
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1936年 8月 2日凌晨，东北大地，一辆
疾驰的火车上光影交错。一名身形
瘦削、形容枯槁却神情坚毅的女子，
正俯身疾书。她在赶时间，这趟车的
终点她再清楚不过——位于黑龙江
珠河县的刑场。她叫赵一曼，是被誉
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于四川
宜宾的一个地主家庭，她的一生原本
可以安逸顺遂。彼时国家风雨飘摇，
这名大家闺秀接受了进步思想，剪碎
裹脚布，走出大宅院，走上为人民争取
解放的道路。1926年，21岁的赵一曼
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跨江渡海走
天涯”，先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
大学等学习，回国后在宜昌、上海、江
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陈掖贤的
乳名，取安宁之意。1931年，日军发
动九一八事变。赵一曼“誓志为人不
为家”，将不到两岁的儿子托付给亲
友，隐姓埋名，只身奔赴东北。这一

去便是永别。
在东北地区，赵一曼文能发动群

众，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大
罢工，被当地战士亲切地称为“我们的
女政委”。1935年 11月，掩护部队突
围时，一颗子弹击中赵一曼的大腿，后
来她不幸被捕。狱中，辣椒水掺杂着
汽油，顺着塞在赵一曼喉咙的竹筒灌
入，等到肚子膨胀起来，杠子重重压上
去，辣椒水和汽油从口鼻中溢出。整
整九个月，各种酷刑轮番施行，但她始
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敌人想要的任
何信息。1936年 8月 1日，从赵一曼
口中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日军，将她押
上开往珠河县的火车。8月 2日，赵
一曼壮烈牺牲，年仅 31岁。而这封
绝笔家书也在战火中不知下落。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
放映。荧幕前的宁儿泪眼婆娑，那
时他正四处苦寻母亲李坤泰。几年
后，组织确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并
在日军审讯档案里发现了记载家书
的资料。20余载，家书终抵家。

（据新华社北京电）

殷殷致子书 拳拳爱国心

1946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2 日
进行的新开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
期东北战场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
战役，无论在战役上还是在战斗中
都集中优势兵力，开创了东北我军
一次歼敌 1个整师的先例。

四平战役后，1946年10月19日，
国民党军集中 8个师约 10万人的兵
力分三路开始向通化、安东（今丹
东）地区大举进攻，其中中路军由第
52军的第 2师、第 25师编成，企图在
左右两路敌军的配合下将我军主力
压缩歼灭于凤城、安东地区。

针对战场情况变化，我军决心改
变原定计划，主动放弃安东，在以其
他部队牵制阻击左右两路国民党军
的同时，以 1个团对中路敌军实行运
动防御，掩护部队集结和后方转移，
集中第 4 纵队主力，寻机歼灭第 25
师。10月 23日至 24日，敌人攻占赛
马集后留下 2个营据守，主力向南面
60公里外的凤城急进。为迟滞第 25
师进攻速度，我军于 24日夜集中第
11师和第 12师 3个团兵力，至次日拂
晓重占赛马集。赛马集失守后，第 25
师立即回头救援。10月 27日上午，
我 4纵主力进至赛马集西南 15公里
的双岭子地区时，遭遇第 25师回援

部队。我军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以一
部与敌保持接触，将其引向双岭子东
侧主力待机的新开岭地区，同时急令
位于东北百余公里外新宾地区的 4
纵第 10师回来参战。

新开岭是一个狭长的谷地，四
周高山重迭，便于我军隐蔽集结，是
个歼敌的好战场。10月 30日当晚下
午，第 25师便进至新开岭地区。而
此时我第 10师也已归建，遂立即阻
击敌军，并占领四周高地，对敌形成
包围之势。10月 31日 10时，我军发
起总攻。11月 2日，在强大炮火支援
下，战至 8时许，我军终于将老爷岭
攻克，居高临下形成了突破。到了
中午，敌人全部被歼，化装成伙夫的
师长李正谊也被活捉。

对于此战，毛泽东在 11 月 9 日
指出：此次作战经验很好，以后作战
凡打大一点的仗，战役上必须集中
兵力，以期必胜；战术上亦须集中兵
力，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
法。此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
歼灭敌人的战法更加熟练，并写入
十大军事原则之中，成为人民军队
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引领我军不
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据《学习时报》）

新开岭战役：集中兵力歼敌的典范

名片是向别人介绍自己姓名、
职业、身份等信息的小卡片，在东西
方的历史都很悠久。

根据学者们的梳理，中国古代名
片的发展史大致是这样：先秦至西汉
时期称为谒，在东汉以后，刺的使用
逐渐增多 (“谒”主要是请求接见，

“刺”多是通报姓名，二者质地均为
竹、木)；东汉，刺逐渐变为纸制；唐
代，刺的名称逐渐变更为名刺、名帖
和名纸等；元以后，名刺得到进一步
演变，种类繁多；明清两朝流行的名
帖主要有请帖、揭帖、说帖、副启、拜
帖等；19世纪初，随着西人东来，西式
名片慢慢在中国发展，中国进入中式
名刺和西式名片并行时期；辛亥革命
后，西式名片得到流行和普及。

18世纪末至 19世纪，随着社交
的需要，名片在欧美社会的社交圈内
广泛使用。当时也正好是东西方交
往的一个关键时期。清代，名片盒的

出口主要是在广东地区，和其他外销
品在此聚集的原因大同小异，得益于
独特而专享性的外贸环境；另一方面
也和广东工匠高超的技术有关。

精美名片盒的出现，实际和 18
世纪到 19世纪欧洲崇尚浮华装饰的
风潮关系密切。贝雕、漆作、檀香木
等各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材料制
作的名片盒，而且做工极为精细。
无论哪种材质的外销名片盒，我们
都能看到鲜明的中国风情，特别是
岭南特色。很多人物的装束，一看
就是广东。山水、人物、楼台、桥梁、
树木、花草……在欧洲的社交场上，
指掌之间，翻动的是中国的趣味。
当然，名片盒中也有许多来样定制
的作品。一些名仕贵族或者大商人
还要求将自己的族徽、名字、标志符
号等镌刻在名片盒表面。从现存的
名片盒来看，有很多名片盒上有纹
章符号。 （据《广州日报》）

名片盒：方寸之上满载中国趣味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
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
高粱……”在我上小学时，母亲领我
观看电影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松花江上》，
我立即被那优美凝重的旋律所吸引、
震慑。更加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看
到了母亲眼睛里满含的泪水！

母亲轻轻在我耳边说：“孩子，这
首歌的作者是你的姥爷，他的名字叫
张寒晖。”后来我才知道，张寒晖是母
亲的四叔，由于母亲的父母早亡，年龄
幼小的母亲便跟随张寒晖生活。抗日
战争爆发后，党组织派遣张寒晖到西
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就把年龄尚
小的母亲带在身边，经常给她讲革命
道理和进步思想，后来又介绍母亲投

奔延安，走上革命道路。
张寒晖 1902 年出

生在河北定州一个清贫
的教师家庭，早年在家
乡读书，1925年考入北
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一生致力于用
小说和戏剧创作宣传号
召抗日救国。历任中共
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
兼组织部长等职。他创
作的《松花江上》《军民

大生产》《去当兵》等歌曲在当时的解
放区乃至全国广为流传。

《松花江上》创作于1936年。这首
极富号召力的名作，唱出了千百万离
乡背井的人们对家乡的怀念和对日本
侵略者的仇恨。母亲告诉我，当年姥
爷创作《松花江上》时，奋笔疾书，夜不
能寐。并将谱写成的初稿教给母亲，
让母亲一遍又一遍唱给他听，以便反
复琢磨推敲和修改。待到词曲成熟
后，张寒晖把这首歌教给学生和民众
们学唱，并带领民众到西安的城墙上、
街巷中去演唱。当时这首歌没有出
版，不知道作者是谁，可是旋律中凝聚
的血泪却强烈的感染着广大中华儿
女，人人争相传抄传唱。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城里已到

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当时
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行至“十里
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
们为安全起见勿去临潼，这时有人唱
起了《松花江上》，张学良听了眼含热
泪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
抗日的……我在一周内，用事实答复
你们！”

周恩来总理在处理西安事变时，
已经注意并学会了《松花江上》。抗战
开始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八路军驻
西安办事处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开展
深入的统战工作，会议结束时，他站起
身来，亲自指挥与会军官将士合唱这首
歌。悲愤的歌声让全场军官热泪盈眶，
群情激奋举起拳头喊出共同的心声：

“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张寒晖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经常到人民群众中
去深入生活开展创作，夜以继日的谱写
着一首首革命歌曲，他的窑洞里不时传
出谱曲的歌声。1946年3月，被誉为“人
民艺术家”的张寒晖在延安病逝，年仅
44岁，正是才华横溢的时光，却英年早
逝。他短暂的一生里，共创作了70多首
催人奋进的抗战歌曲。

伴着《松花江上》的悲壮乐曲，
战友们将他安葬在延安宝塔山南麓，
当时有战友为送别和纪念他，写了一
首催人泪下的诗留存至今：“春暖寒
晖下夕烟，松花江水流潺潺，心声岂

止三千万，一曲哀歌动地天！”
后人为了铭记和缅怀这位为抗战

作出伟大贡献的人民音乐家，在他工
作战斗过的陕西师大附中校园里，树
立了一座肃穆的雕像。在他的故乡河
北定州市设有张寒晖纪念馆，还有以
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化广场。在大型音
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凝聚了中国
最具权威的著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的
经典巨作中，经周恩来总理提议，采用
了张寒晖谱写的《松花江上》和《军民
大生产》两首歌曲。

母亲曾将珍藏的姥爷照片拿给
我看。照片上的姥爷身穿棉布长衫，
瘦削清癯的脸庞，显得很儒雅。眼镜
后面，一双深邃睿智又善良的眼睛令
我至今难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之际，在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
昌盛的今天，更加思念这些革命的先
驱前辈。通过翻阅查找资料，满怀着
崇敬之情，穿过一百多年的时空岁
月，我循着历史的足迹，努力地走近
姥爷，他的身影在我心中更加清晰伟
岸。回味聆听他留下的经典巨作，饱
含激情的优美旋律激励着我，不忘初
心，不忘国耻，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伟大
中国梦而努力奋进！

（甘丽莎，女，回族，中共党员，政协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委员会委员，自
治区政协原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松花江上》背后的故事
甘丽莎

张寒晖和《松花江上》曲谱。（资料图片）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做亡国的奴隶，还是用生命去抗争？
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的一把
手枪，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回答。

此枪为国家一级文物，美国造，
马牌，长 20.5厘米，重 1.2千克，枪号
80292。这把手枪的主人是赵尚志，
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1908 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省
朝阳县，1925年进入哈尔滨许公中学
读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历史
上抵御外侮至为悲壮的一支部队——
东北抗联，开展了长达 14年艰苦卓绝
的斗争。他们不仅要以死相搏、突破
日伪军层层围剿，还要直面挑战人类
极限的恶劣生存条件，在极寒冰冻、缺

衣少粮、弹药断绝中赓续民族烽火。
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投身抗日

斗争，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珠
河反日游击队队长、东北抗日联军第
三军军长等职，指挥了攻打五常堡、宾
县和冰趟子伏击战等著名战斗。日寇
对他闻风丧胆，悬赏万元通缉，叫嚣

“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头一两金”。
日寇对赵尚志制定了恶毒的诱

捕计划，侦知他在萝北、鹤立和汤原
活动，令特务刘德山以收山货为名，
寻找抗联并打入内部。

1942 年 2 月 12 日凌晨，原计划
袭击梧桐河金矿伪警察分驻所和警
备队的赵尚志，背后遭遇刘德山的黑
枪，腹部中弹受伤。他忍着剧痛回身
用手枪连射两枪，当场击毙刘德山。

伤重难行的他，将文件包交给战友并
命令撤退。

据敌伪档案记载，重伤昏迷被俘
后，赵尚志仍不屈斗争。面对日伪军
审讯，他怒目而斥，“你们不也是中国
人吗？你们出卖了祖国，还不觉可耻
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
我就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问？”残暴的
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请功，将遗体抛入
松花江冰窟中。

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当
地公安人员找到了赵尚志将军生前使
用过的手枪献交，成为镇馆之宝。为纪
念英雄，哈尔滨市新城大街更名为尚
志大街，他战斗过的珠河县改名为尚
志县，他牺牲的村子更名为尚志村。

抗联老战士李敏生前数次接受

记者专访，每次谈及逝去战友都泪
流满面：“我们弹尽粮绝被日伪军围
困了三天三夜，几个刚刚突围的同
志忍不住趴在沼泽里喝泥水，结果
没喝几口就被追来的敌人打死了。
树皮、草根在最孤绝残酷时期，也成
了‘奢侈品’；因为缺少子弹，每一粒
枪弹和补给都要从敌人手中缴获，
战斗时要同时背几条不同的枪；密
营为防止暴露不能生火，许多战士
生生冻掉了手脚……”

然而，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
却从未退却，在黑土地上前赴后继，
留下层层鲜血浸泡过的颜色，镌刻下

“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誓言，
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据新华社北京电）

将军手枪忆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