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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宝奋斗百年

永不消逝的“半部电台”

1930年 12月底，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
第 18师，毙伤俘敌师长张辉瓒以下 9000余人。

“在这一仗中，我们缴获了 18师的电台。”新中国成立后曾
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李衍福回忆。其实，这部电台是“半
部电台”，发报机已坏，只能收报，不能发报。

1930年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建立，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
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
及时获取消息至关重要。当时为了得到外面的消息，只能派一
些红军战士进入敌占区打探，但这风险很高，许多战士为此付
出生命。

对红军部队来说，这“半部电台”极其珍贵。
“经修复使用后在对敌侦察上发挥了不小作用。”据曾任无

线电队队长的王诤后来回忆，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用电
台联络时，都先问对方在何处，以便确定位置，且联络都用明
语，这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

几天后，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红军又缴
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
和一些技术力量。

1931年 2月，红一方面军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队训练班。
不久，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使苏
区无线电技术力量进一步壮大。

不久后，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在这次作
战中，红军靠着电台听到了敌军的行动方案。毛泽东、朱德依
据情报周密部署，在观音崖、九寸岭布下天罗地网，红军似神兵
天降，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捷报频频传来，电台立下了汗马
功劳。

1931年 11月 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
瑞金开幕。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当天成立，并
首次以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名义通过红军的无线电台播发新
闻。红色电波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传向全中国、传到全世界。

红中社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是“CSR”（即 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沿用 20
多年。

红军的这些电台使得红中社有了建社的技术保障，打破了
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一个新型的通讯社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
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声音，以及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的
消息，通过红中社发出的电波，越过万水千山，传向全中国、全
世界。

红军的这“半部电台”一直没被丢弃。它陪着红军战士走
完了漫漫长征路，在一次次战斗中立下大功。（据新华社）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9 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所在地。在土地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一部电
台。这部电台装在一个木制箱里，电台开关和调节旋
钮锈迹斑斑，变压器、线圈等零件布满尘垢。别看简陋
陈旧，它却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在红军一次次
战役中“屡建奇功”，并与党和国家的通信事业和新闻
事业密切相关。

赵元任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作曲家，亦是中国
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中国科学社创始人
之一。

上世纪 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
“国语”（即普通话）。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
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
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
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
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那你
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赵夫人
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
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据《天津日报》）

赵元任说国语被质疑

西汉的东方朔学识渊博，谈吐幽默，被誉为相声界的“祖师
爷”。有一次，东方朔跟随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汉武帝见到
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问东方朔是什么树？东方朔顺口说树叫

“善哉”。汉武帝暗中派人削掉树的部分枝干，并在树身上做了
记号。

两年后，君臣二人又路过此树，汉武帝故意问东方朔：“这
棵树叫什么名字？”东方朔又顺口说叫“瞿所（传说中的木
名）”。汉武帝沉下脸说：“同一棵树，过了两年，怎么名字就不
一样了？你竟敢欺骗我！”东方朔回答：“小马叫‘驹’，大了才叫

‘马’；人生下来叫‘儿’，老了才叫‘老头’；树也是一样啊！”汉武帝
听后哈哈大笑。 （据《天津日报》）

东方朔妙语连珠谈吐幽默

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温和宽厚、慈眉善目，很少有人知道他
义愤填膺、挥刀断指的壮举。

甲午战争以后，许多不法的外国传教士嚣张跋扈、为非作
歹，一些中国教徒也仗势欺人、鱼肉同胞。民众遇到不法侵害
时，常常有理难说、有冤难申。

1909年 12月 8日，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向全校师生作时
事报告。他痛陈教案实情：“现在的满清政府，极是软弱无能，
害怕洋人，巴结洋人，采用的政策完全是惧外媚外。而帝国主
义凶恶之气焰，一天甚似一天。老百姓不堪忍受，被迫起来反
抗，以至酿成教案。但不管在哪里发生教案，吃亏的却总是我
们中国人民。”

讲到激动之处，徐特立和学生都痛哭起来。忽然，徐特立
跑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当场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用
殷红的鲜血书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表示对帝国
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激励青年学生反帝爱国。

在徐特立的带动和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生先后走上救国
救民之路。 （据《人民政协报》）

徐特立断指血书激励学生

新中国首次“国展”选在天津

▲1951 年12月27日至29日，毛主席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
◀展会资料。

会展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1951 年，是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第 3 个
年头，国家经济呈现初步繁荣，党中央决定进行一次高级别物资交流会。
因这次物资交流会活动规模大、范围广，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展览空间，
于是选择天津承办这次展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国家级经济交流展
会，也是天津首次承担的国家级展会。

天津有一群民间收藏爱好
者，他们持久而积极地收集散落
在民间的乡土文献，其中就有
1951 年举办的“华北物资交流展
览会”全部文献资料。包括《华北
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参观向
导》《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
纪念册》以及展览会纪念章、展台
纪念戳等文献，详细记录了这次
展会的内容。其中有当时天津的
电汽车路线图，主要接待饭庄、商
店、旅馆、影剧院的位置，是当时
全新的天津指南手册。

在《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
览会参观向导》说明中，开宗明义
指出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是国家经
济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个交流会
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事务
部主持，范围包括华北五省两市
和内蒙古自治区，共设 17个展览
馆，展品包括各种农产品、土特产
品、工业品、矿产品，还涉及各地
区物资交流情况、工商改进效果、
战胜自然灾害成绩和经验等，是
华北地区经济交流的一件大事。
当时，华北有 6000万农民、200万
工人，展会旨在促进工、农、商互
相帮助、配合，实现经济繁荣。

大会会址选在原跑马场（今
河西区佟楼南部马场道 272 号天
津自然博物馆原址附近）。为搞
好这次展会，政务院华北部和天
津市政府在宣传、布展、接待、交
通、住宿、安全等方面做了精心安

排，动员全市各方面力量
参与，展示了新天津的新

面貌。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长期被歧
视，把他们和保守、落后、贫穷连在一
起。这次物资交流会要求将农民摆
在第一位，让他们感到天津人民对农
民的尊重，充分体现工农相依的关
系。鼓励农民将土特产品中的农、
林、果、毛皮、药材等物资卖给国家支
援城市建设和出口创汇。同时让他
们看到工业生产研制出的新农机、新
农具、新农药、新化肥及为农村制造
的各种生活新用品。

当时，有许多农民是第一次来

天津，所以大会组织者在向导手册中
标注了城市卫生要求和交通规则，标
明展会联络问询站详细地址，包括马
场道大会会场、火车站、平安电影院、
光明电影院、国民饭店、东马路青年
会、广西路青年会、利顺德饭店、中南
旅馆、北站福星栈、津门文具店、中央
药房等接待单位。这些单位都是全
市极易找到的地方。同时郑重承诺：
各商业部门对农民代表消费一律 95
折，理发 7折。

为让农民朋友尝到天津美食，

天津 30 个著名饭庄打出“热烈欢迎
农民兄弟，吃饭打折”的口号。媒体
对此进行了报道。为让农民了解工
业，天津企业公司和行业公会选出
22个企业代表让他们参观。农民朋
友看到了棉花经过纺纱、针织、印染、
漂洗成布的全过程，看到漂亮暖瓶生
产的过程，看到了炼钢、轧钢和工业
生产的双轮双铧犁等，农民代表纷纷
表示，一定努力生产，多打粮食，多种
棉花，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向工人老
大哥学习。

文献记录首次“国展”

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展会由于宣
传深入、准备充分、展品丰富，让与会
代表和参展者特别振奋。

17 个展览馆共征集上千种物
品，各种优质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几十斤的瓜，鲜艳的深州蜜桃等果
品，享誉世界的华北麻黄、甘草、山
药、红花、牛夕、菊花、薄荷和山区多
种珍贵兽皮，外贸急需的各种羽毛，
河北的长绒棉花等物品

让人们看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22
个工业行业生产的各种工业品，特
别是小型农具及大车轴承吸引了农
民，许多代表纷纷询问，如何将旧式
大车改成胶轮轴承大车。最感人的
是参会农民代表通过参观提高了觉
悟，表示一定将自

己的物资卖给国家。天津承担的首
次大型展会为天津迎来了新中国的
首个喝彩。 （据《今晚报》）

首先为农民兄弟服务

丰富展品振奋民心

古代商人如何

推销商品

《清明上河图》中热闹的街市。

这段时间，各大购物平台的购物节已经火热开启，商
家的各种优惠和促销手段层出不穷。其实，商业活动自古
就有，且花样迭出。那么在古代，人们购物是怎样一番景
象呢？

古人的
“冰上运动”

有人称，最早记载中国冰雪运动
的文字见于志怪古籍《山海经·海内
经》：“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有
毛，马蹄，善走。”因《山海经》佶屈聱
牙、晦涩难懂，如何理解难以形成统
一标准。故而，千百年来，人们对其
意理解也见仁见智，晋代著名文学
家、训诂学家郭璞注释为，钉灵国民
的膝盖以下长有长毛，形似靴子，跑
起来便能“自鞭奋蹄”。

而东晋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裴
松之注释《魏略》却说，“乌孙长老言，
北丁令有马胫国，其人声如雁鹜，从
膝以上身头，人也。膝以下生毛，马
胫马蹄，不骑马而走疾于马。”

其实，直接记载“冰雪运动”的文
字，隋唐时期才初见端倪。《隋书·列
传·卷四十九》“契丹室韦”条曰：“南
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
落……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
山，居土穴中……射猎为务，食肉衣
皮……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
行。”南北室韦皆古代东北部少数民
族，在气候严寒、积雪甚深的环境下，
当地人发明了木质滑雪工具，堪称一
种省力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

而“冰上运动”文字记载最早见
于《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二》“回
鹘下”条谓：“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
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
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
势迅激。”意思是，向东可到木马突
厥三部落，这里人用桦树皮做屋顶，
多好马，习俗在冰上乘木马奔驰。
所谓木马，即用板系在脚上，用弯木
支在腋下，一使劲就可溜出百步，既
快又有力。

宋代开始，冰雪运动便不再是北
方少数民族的专利。北宋孟元老和
沈括的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梦溪
笔谈》等均有中原地区的冰上游戏的
记载。明清时期，踏雪、滑冰等冰雪
运动便大踏步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
发展。 （据《北京青年报》）

古人虽然没有专门的购物节，但
人们常常利用原有的节日，将过节和
购物合二为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
出现了在固定地点买卖货物的市场：

“集市”，人们在一些固定的日子去购
物就叫“赶集”，等到集市到来时，人们
往往会把想买的东西尽量买齐全。有
人还会“赶早集”，甚至半夜就要起
来。逢年过节，集市上更是热闹非
凡。集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即便是殷
商时期，交通工具不发达，货币流通也
不成熟，但商业依然非常繁盛。《周易》
中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随着商业的发展，集市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北朝乐府民歌《木
兰诗》中花木兰代父从军前，“东市买
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
买长鞭”，由此可见，在北朝时期，集市
里就出现了类似现在的“百货专区”

“食品专区”“洗护专区”等。

到了两宋，集市更加兴旺。根
据北宋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记
载，成都月月有集市，他这样写道：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
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
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
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每月集市虽有专属的名字，但不限于
销售的货物内容，如酒市出售文君
酒、锦江春、鹅黄酒等，也出售农具、
铁器、草药等商品。

书中记载，成都的大慈寺是佛教
圣地，唐三藏曾在此受戒，它又是成
都“十二月市”的重要交易平台，常呈
现出“商列贾次，茶炉药榜，贩脂卖
浆，倡优杂戏之类坌然其中”的繁荣
景象。当时，人们并不认为集市的热
闹，会影响寺院的神圣，“以游观之
多，而知一方之乐也；以施予之多，而
知民生之给也；以兴葺之多，而知太
平之久也。”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集市

想推销货物，免不了打广告。古
代商家为了卖出自己的货物，敲锣打
鼓，高声叫卖，印发广告，降价促销等
方式应有尽有。古代商家最简单又实
用的广告莫过于“吟叫”。宋代商人善
于推销商品，叫卖声非常有特点，不仅
各有语调，更会附上精心编写的辞
章。宋代高承在《事物纪原·博弈嬉
戏》中有过记载：“京师凡卖一物，必有
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
调，闲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
世，又谓之吟叫也。”

到明清时，吆喝已是一种最广泛
的宣传方式。清代一位叫做闲园鞠农
的人，专门将各种市声辑撰于《燕市货
声》一书，现在的人们通过书籍，能了
解当年的叫卖声：“口琴来！卖口琴
来！”——说是卖口琴，其实是卖骰子、
纸牌、骨牌等小玩具的；“嗳，活鲤鱼
呀！”——并非活鲤鱼，而是由纸制成，
初二祭财神时往河里放的。“牛儿芒
儿，过年的小黄历！”——一文钱两张
的《春牛图》，从十月份一直卖到开春，
是每一位种田的农夫必备的幸运物。

除了吆喝，广告宣传单也不可或
缺。宋代时，印刷术推广后，商家的广
告形式推陈出新，广告内容也更加多
元丰富。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出现了
世界上最早的铜版印刷“宣传单”：“济
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印刷广告。这则
广告中间印着白兔抱铁杵捣药的图
案，图案左右标注“认门前白兔儿为
记”，下方写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售办
法的具体内容：“收买上等钢条，造功
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为贩，别
有加饶，请记白。”也就是说，若买家批
量购物还可以优惠，无形中也扩大了
店铺的影响力。

（据《北京晚报》）

古人卖货也打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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