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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1946 年 4 月的一天，李家沟当
地的一个小偷偷了陈添祥的颜料，
怕陈添祥追究，便恶人先告状，向李
作善说，陈添祥穿红袜子、系红腰带
（当地传说红军过六盘山时都腰系
红腰带，脚穿红袜子），说话像红
军。李作善信以为真。一天，李作
善沉着脸对陈添祥说：“你赶快搬家
另找住处。”陈添祥感到来势不对，
便找到李炳焯和李贵楠（已是地下
党员）询问情况。李作善说有人告
诉他，陈货郎说话像红军，腰里还系
着红布带子，所以要陈添祥搬家另
找住处，不再给他开具串乡路证，还
要向山河镇公所打个招呼。为了打
掩护，李炳焯向李作善辩解说：“没
有见过陈货郎穿红袜子、系红带子，
你可以不给他开路证，也可以让他搬
出中社保，如果你向山河镇公所报告
说他是红军，俗话说，招客有主，栓马
有桩，你就是窝藏红军的房主，想一
想，对你有好处吗？”保长听后，感到
事情不好办，便答应不去镇公所报
告。随后，陈添祥搬离保长家，住在
了离李家沟不远的张海福家里。

（作者系隆德县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

隆德县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活动（上）

——凤岭乡李家沟的红色故事
王 升

李家沟是隆德县凤岭乡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沟，76 年前，这里孕育了隆德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地下力量。
1945 年 9 月，中共甘肃工委派陈添祥化装成走乡串户的货郎，从边区来到隆德县，以上梁乡（今凤岭乡）李家沟为
落脚点，以转乡卖货为掩护，建立秘密据点，并利用走乡串户的方便条件，在贫苦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启发群众
的阶级觉悟，秘密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地下活动，把党的红色基因和血脉深深扎根于六盘山下，把革命的火种播
撒在隆德大地。

194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一名背
着货物，手摇拨浪鼓的年轻人，混在赶
集的人群中，大踏步朝着六盘山下的
隆德县城走来，他就是陈添祥，化名陈
兴荣。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添祥在
边区置办了全套的货郎用品和针线、
袜子等小商品，化装成货郎，并跟随老
货郎学会了摇拨浪鼓的技巧，学结巴
说话应对敌人的盘问。

准备好后，陈添祥带着仿制的平
凉县花所镇第五保通行证，来到隆德
县城，住在罗家小店。因为通行证上
写的是货郎陈兴荣到固原、环县等地

转乡卖货，而环县是陕甘宁边区的辖
地，当夜国民党警察 3次盘查户口，每
次进来都询问陈添祥走过环县哪些地
方，折腾了半夜，他感到在隆德县城很
难落脚，不利于开展地下工作。第二
天，陈添祥便随着几个货郎来到距离
县城 30里外的山河镇赶集，结识了同
行赵正录，散集后，由赵正录引路来到
离山河镇十几里的上梁乡李家沟，住
在他的朋友黄有录家里。李家沟便成
了陈添祥的长期落脚点，也正是在这
里点燃了隆德县第一个地下党活动的
星星之火。

假扮货郎 落脚李家沟

随后的日子里，在山河镇的集
市上，多了一名深受大家欢迎的货
郎陈兴荣。他白天到山河镇赶集做
买卖，晚上返回李家沟住宿，来回
几 十 里 山 路 ，风 雨 无 阻、从 不 间
断。陈添祥在李家沟结识了李炳
焯、李贵楠等，后经赵正录提议，他
们结拜为弟兄。后因黄有录家没
有多余住处，便由李炳焯、李贵楠
出保，陈添祥出钱租住在保长李作
善家后院牛棚里，夜里负责看守牲
口。李作善答应给陈添祥开具外
出串乡的路证，但对陈添祥并不放
心。一天晚上，李作善邀请陈添祥
到他家喝酒，想把陈添祥灌醉之后
询问他的来历，但没想到自己反而
喝得酩酊大醉。

陈添祥待人热情，经常赊账接
济穷苦百姓，也不会上门催要，深受
当地穷苦百姓的喜爱。每到晚上，
劳累一天的穷汉子们，就到陈添祥
居住的牛棚，围坐在小油灯前，抽烟

聊天，消磨着漫漫的黑夜，陈添祥也
趁机讲几段《水浒传》中官逼民反的
故事，激发他们的反抗意识。李炳
焯是陈添祥最早交的朋友，陈添祥
感到，像李炳焯这样朴素的农民革
命意识是非常宝贵的，决定接近他，
从各方面启发教育他。陈添祥经常
以道听途说的方式，告诉李炳焯，当
年经过这里的红军队伍，就是中国
共产党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
并且经常把“哥老会”和共产党做比
较，对他进行党的常识教育。通过
长时间相处和多方面考察，李炳焯
的认识和觉悟有了很大提升，一次，
陈添祥试探说：“我有个朋友是共产
党，你敢不敢见他。”李炳焯激动地
说：“敢见，我绝不会出卖你的朋
友。”条件成熟后，1946年 1月，陈添
祥正式介绍李炳焯入党，这是他在
李家沟发展的第一名党员。从此，
陈、李二人以合伙做生意为名，开始
地下党的发展工作。

结交挚友 发展第一名党员 明确分工
持续开展地下工作

1946 年 3 月，陈添祥摇着拨浪
鼓，李炳焯赶着几只羊，以外出串乡
为名，秘密进入边区向甘肃工委汇报
工作。工委指示：一是同意陈添祥把
隆德、庄浪、静宁三县做为他们活动
的范围；二是继续发展地下党员，尤
其是在保甲长中慎重地物色发展对
象，在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工委
领导接见了李炳焯，送给他一条棉
毡，要求李炳焯负责陈添祥的安全，
有事两人要多商量，发展党员要物色
好对象，既要大胆、又要细心。陈添
祥与李炳焯在边区学习了党的有关
文件，接受任务后，秘密返回李家
沟。两人对工作进行了分工，李炳焯
到庄浪县开展地下党的活动，陈添祥
继续在隆德、静宁两县开展地下党的
活动。陈添祥审查批准了李炳焯介
绍的李尧、谢殿忠两人为中共党员，
并派李尧、谢殿忠二人到庄浪县开展
工作。

巧妙掩护
机智化解险境

记者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看到，这枚邮票面值 80
分，图案充满深意：画面的上半部是一个大大的“税”
字，其中第一笔是个麦穗，象征农业税；下半部如同被
揭开的一角，揭开部分的白色背面印有“2006年 1月 1
日全面取消农业税”字样，露出的底面上是蓝天、白云、
彩虹和肥美的牛羊、绿油油的庄稼。

在我国，征收农业税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
594 年，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有 2600 多年历
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41%；到 2004 年，农业税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
到不到 1%。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分步骤取消农业税提上国家
议事日程：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五年内取消农
业税；

——2005年，免征农业税的省份已有 28个；
——2005年 12月 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
决定，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从此宣告结束，中国农民
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与农村税费
改革前的 1999年相比，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
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 1000亿元，人均减负 120元
左右。

取消农业税，让亿万农民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吉林农民谭业君的账本显示，2001年家里当年结

余是负数。“取消农业税后，每年结转时再也没有出现
过负数。”谭业君高兴地说，以前是往外拿钱，现在种地
国家还给补贴。

时光荏苒。在这枚邮票上，揭开的一页早已经翻
过。这是和一个古老税种的告别，更标志着一个崭新
的开始。 （据新华社）

小小邮票上
是牵动亿万农民的大事

2006 年 2 月 22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
枚邮票。小小的邮票，记录了中国一个古老
税种宣告终结，也标注出亿万农民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很多人以为，“爸”是“后辈”，“爹”
是前辈。其实不然。“爸”与“爹”几乎是
同时出现的。三国时期的《广雅·释亲》，
也释“爸”为“父”。

且“爸”与“父”，有着更密切的
关系。

据学者考证，上古时期没有唇齿音
声母 f，只有双唇音声母，“父”字的声母
在上古时期应是 b，读 ba，至中古才读
为 fu。读音转变后，人们就造出一个

“从父巴声”的形声字“爸”，用于称呼
父亲。故王念孙《广雅疏证》云：“爸者，
父声之转。”

不过，虽然三国时期已有“爸”字，民
间也有人呼“父”为“爸”，但这个古老的
称谓只有少数地方使用，在书面用语也
极少出现。

直到清代，情况才有所改变。清代
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开始使
用“爸爸”这一称谓，但仍未能成为主流。

“爸”类称谓的真正崛起，是在 20世
纪初。近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越来越
多的人喜欢用“爸爸”称呼父亲。到如
今，“爸”类称谓的流行程度已超越所有
其他类型的称谓。这种历史变迁，正所
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在我国的方言中，对父亲的称呼可
谓五花八门。很多人觉得，用家乡话称
呼父亲，显得格外亲切。除老爷子、爷佬
倌、老窦、老汉儿、阿大、达外，还有“阿
翁”“阿父”“阿玛”“老子”“相”“官”等，
有些方言甚至称父亲为“伯”“哥”“叔”，
如果不是当地人，一定会觉得这些称呼
很难接受。 （据《广州日报》）

聊聊“父亲”称谓的历史变迁

“父”“爷”“爹”“爸”各领风骚数百年
据清人梁章钜《称谓录》等

书记载，自古以来对父亲的称谓
不下七八十种，有学者把它整理
成6类：

1.“父”类。包括父、父亲。
2.“爷”类。包括爷、耶、爷

爷、阿爷、老爷子等。
3.“爹”类。包括爹、爹爹、阿

爹、老爹。
4.“爸”类。包括爸、爸爸、阿

爸、老爸。
5.“大”类。包括大、阿大、

达、达达等。
6.“伯”类。包括伯、伯伯、老

伯、阿伯等。
在这 6 类称谓中，又以“父”

“爷”“爹”“爸”为主流。历史上，
这几类称谓此起彼伏，各领风骚
数百年。

“父”类称谓出现最早，甲骨文中已
有“父”字。何为“父”？古人对“父”字有
几种解释。

《仪礼·丧服》云：“《传》曰：‘父，至
尊也。’”释“父”为“至尊”，即家中至高
无上的人。

《释名》云：“父，甫也。甫，始也，始
生己也。”释“父”为生己之人。

《说文解字》云：“父，矩也。家长率
教者。从又举杖。”意思是，父，是规矩

的代表，是一家之长，是带领、教育子女
的人。

在商周时期，“父”就已用来称谓父
辈，并进入民间口语。

在先秦及两汉，人们常称呼父亲为
“父”“公”“翁”。至于“父”与“亲”组成
复合词，是魏晋以后才出现，但出现后很
长时间都没什么人使用。直至现在，

“父”和“父亲”主要用于书面语和背称，
面称用法甚少。

东汉以后，“爷”类称呼兴起，并在
南北朝时期取代了“父”类称谓。

“爷”字大约出现在三国时期，繁体
字是“爺”，最初写作“耶”。

《亲属记》说：“古人呼父为耶，只用
耶字，不用爷字。”司马光《书仪》卷一也
说：“古人谓父为阿耶。”

如《木兰辞》：“军书十二卷，卷卷有
耶名。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至唐代，呼“父”为“耶”或“爷”仍流
行一时。如杜甫《兵车行》诗云：“耶娘妻
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元稹《别毅
郎》诗云：“尔爷只为一杯酒，此别那知死
与生。”

兴起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及隋唐
的“爷”类称呼，至宋代开始被“爹”类取
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至现在仅存于北
方方言中。

“爹”字最早见于三国魏张揖的《广
雅·释亲》，该书释“爹”为“父”。《广韵》
注云：“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可见此
称呼最早从北方开始，大约在魏晋南北
朝时期。

至宋代，已普及到大江南北。宋人
庄绰《鸡助篇》说：“今人呼父为爹，母为

妈，兄为哥，举世皆然，问其义则无说。”
为何呼“父”为“爹”，当时谁也说不清。

同时，人们还称父亲为“爹爹”。如
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云：“宋高宗称徽宗
为爹爹。”

一直至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爹”
类称呼仍绵延不绝。

“父”出现最早 甲骨文中已有“父”

“爷”兴起于东汉 初写作“耶”

“爹”于宋代普及 至今仍绵延不绝

至清代“爸”始流行
终“一统江湖”

陈添祥开展地下党工作时用过
的货郎箱。

彭阳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宁
夏南部山区开展革命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西征红军进
驻彭阳境内，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建地方政权，使彭阳
成为新开辟的陕甘苏区的一部分。特别是草庙区委的建
立，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发展和壮大党的组
织，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陕甘宁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1936年 6月，西征红军开辟固原东部和北部地区新的
根据地后，随即在毛井的董家庄（今属甘肃省环县）成立固
北县苏维埃政府，当地群众王海忠担任主席。10月 6日，
正式成立固北县委，设立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妇女部
等机构。1937年 1月，中共固原工委派王平水（长征部队
陕甘支队干部）、李向阳来草庙一带开展工作，在红二十八
军（军长宋时轮）地方工作队已开辟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
中共草庙区委，王平水任区委书记，办公地点设在草庙，辖
今草庙乡及白阳镇、孟塬、玉洼、交岔的部分地区，主要承
担宣传团结抗日、发动群众募捐支前、秘密发展党员、建立
党的地下组织、巩固党的基层政权等任务。3月，王平水调
任马渠区委书记，兰馨美接任草庙区委书记。到 1937春，
先后组建了崖堡、三个窑、米塬、虎岘、何岘 5个党支部。

1937年秋，由于国民党反共摩擦加剧，二龙山区被迫
并入草庙区委，孙湾党支部随之归草庙区领导。至此，草
庙区委辖地下党支部 6个。1938年 4月，中共固北县委撤
销，草庙区委划归固原县委领导。1939年 2月，草庙区成
立了堡子崾岘党支部。1940年 5月，中共草庙区委撤销，
地下党支部工作先后由平东工委、镇固工委领导、海固工
委领导，直到全国解放。

王平水，1915年生于福建省永定县。1931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
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五军团直属队青年干事，公略步
兵学校连政治指导员，干部团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 10
月，王平水随红军陕甘支队长征经过彭阳，途中因伤口复
发掉队，被组织上安排到甘肃环县红德镇一户农民家庭里
秘密养伤。

1937年 1月，王平水伤愈归队，受固原工委委派，在固
原东区草庙子开展工作，成立中共草庙区委，任区委书记，
后被任命中共马渠区委书记。1937年 6月，中共镇原县委
建立后，任镇原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平水与县委其他领导
同心协力开展剿匪工作，指挥镇原地方武装，发动广大群
众，配合红军的剿匪作战，消灭、打散、驱逐了镇原境内的
土匪武装。在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王平水等镇原县委领
导，加强辖区内各级政权建设，取消了原国民党县政府强
行摊派的各种苛捐杂税，采取鼓励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增
办许多群众文化福利设施，使经济文化事业逐步复苏，并
改善了人民生活。抗日战争时期，王平水任中共镇原县委
副书记，庆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为陇东根据地的
创立和发展，为陇东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稳固做了大量
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热西地委副书记，冀热察
军区热西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
部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
了热西土改运动；参与热西军分区部队的组建工作；参与
指挥热西军分区部队的剿匪作战，为热西革命根据地的
创建、巩固、扩大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一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干部部
副部长，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济南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兰州
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
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逝世，享年
78岁。 （据固原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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