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在金中都旧城东北部兴
建新的宫殿和都城，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命枢
密院发军五千，雇役千人开浚通州水路”，使漕运直抵
大都，“千樯万艘，辐辏云集”，由此促进了北京经济与
文化的发展。

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后，繁密的人口、辐辏的商旅、畅
达的交通，使京城的商业有了快速发展，夜市也曾繁盛一
时。其中以“东单、西四、鼓楼前”三大商业区最为繁华。
而清初受战乱影响，经济萧条，直至康熙年间才开始恢
复。但因清廷实行满汉分居制度，当时京城商业区主要
集中在前门外，即大栅栏、琉璃厂一线。由于实行严格的
宵禁制度，使京城的夜市规模受到较大影响。但有一处
的夜市较为繁荣，这就是地处京城东部的通州。

据《古韵通州》记载：自元代以来，通州因地处运
河北端而成为漕运重镇。尤其是大量南方漕船与民船
停泊于运河中，“众船相接，江上便成陆地”，由此促进
了通州的商贸活动，包括“夜经济”。当时通州城最为
繁华的地段是东大街一带。每到夜间，各商铺门前都
要悬挂数十盏羊角灯，照耀如昼。游人与买卖人也持
灯往来。整座夜市呈现出“千灯照碧，云高楼红”的繁
华景象。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士龙作为朝鲜使者前
往北京，正月二十八日返程途中在通州留宿，但见“店
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据《通州史话》载：通
州夜市历史悠久，清代已突破时间限制，“悬灯开市，达
夜买卖”“往来交易，至晓不绝”“夜市之繁胜于京城，南
商北客云集，水货山货无不充市。”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
党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
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
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
号通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
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
指挥。1930年 10月，蒋介石调集 10万
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
模“围剿”。12月底，敌第 18师两个旅
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
敌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
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
并缴获其使用的 1 部弹簧式灯座的
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
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
常通信联络。电台的报务员王诤、
吴如生、韦文宫、刘寅和机务员刘盛
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
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3 天后，红
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 50师，缴
获了 1 部完整无损的 15 瓦无线电
台。1931 年 1 月 3 日，毛泽东和朱德
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
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
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
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
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 年 1 月 6 日，红军总参谋处
的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诤等人对
这一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试机。
此时，这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
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
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
第一束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
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
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
用这部电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
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
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 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
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
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
中央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

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力
量。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
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
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
台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
非常看重无线电通信，在第三次反

“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
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
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人之间相
距约 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
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
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
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
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
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
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
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派人收
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
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针对以前在国民党军工作的技术
人员，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做好电台人
员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甚至亲自
指定王诤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
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业务管理和生活安
排，即使当时红军经费紧张、给养匮
乏，无线电人员每月津贴相比普通战
士也只多不少，还优先配备了运输马
匹。在红军领导人的关心下，无线电
通信队伍逐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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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忆人 典 故

梁兴初口袋里的
“救命银圆”

■ 拾遗 ■

1938 年，钱钟书来到西南联
大担任外文系教授。当时，他给
学生开设了三门课程：大一英
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及现
代小说。在日常的教学中，钱钟书
发现如果用中英文两种语言交
叉为学生上课，大家的学习成绩
并不理想。为了提高学生们的
英语听力，钱钟书上课时便只说
英文不说中文，而且要求大家也
不要讲中文。除此之外，钱钟书
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提高大家英
语水平的办法。

当时，昆明建成了好几家影
剧院，常常播放欧美流行的原版

片，看电影成为一项时髦的娱乐活
动。一天，钱钟书忽然微笑着向大
家提议：“以后大家在经济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去影院看一些
外国电影。”看到大家疑惑的眼神，
钱钟书解释道：“看外国原版电影，
也是提高英文水平的一种方式。
不过，这可能要花掉大家一部分生
活费。如果手头困难，尽可以来我
这里借钱。”由于当时的电影票非
常便宜，同学们大都能看得起，所
以也没有人向钱钟书借过钱。

钱钟书还曾自掏腰包，请全
班同学看过两场电影。

（据《天津日报》）

钱钟书鼓励学生看电影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
许渊冲，个子矮，嗓门大，素有“许
大炮”之称。

许渊冲在翻译方面非常痴
迷。许渊冲专攻的领域是将公认
为不可译的《唐诗三百首》《宋词
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楚辞》《论
语》《诗经》《道德经》《西厢记》《牡
丹亭》等翻译成英、法文版本。他
不仅要翻译，还要求译本必须音
美、形美、意美；原著中有比喻、借
代、拟人、双关、押韵的，译本也必
须如此。这样的难度，常常把许
渊冲“折磨”得狼狈不堪。卡壳时
他如坐针毡，灵感来了又眉开眼
笑。大学问家顾毓琇称赞道：“历
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
然，功力过人的，许渊冲实为有史
以来第一。”

1998 年，德国交响乐团来北
京演出，并特意说明演奏乐曲中的
《寒秋孤影》和《青春》，是根据中国
唐诗创作的。现场听众中有很多

专家，但都没听出这两章的出处。
这件事，被当时媒体喻为 20 世纪
的“斯芬克斯之谜”。后来，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作出批示，一定
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那两
首唐诗搞清楚。许渊冲根据德文
译者惯用的译文习惯，分析出了这
两首唐诗的出处：《寒秋孤影》源于
张继的《枫桥夜泊》；《青春》源于李
白的《客中行》。

许渊冲的名片上写有一句
话：“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
一人。”看起来很“狂妄”，但许渊冲
却自有他的底气。2014年，许渊冲
摘得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
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
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许渊冲曾
说：“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
有点狂的精神。咱们国家的科技、
军事、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
就是文化这一项，我要填补的，也
是这一项。”

（据《人民政协报》）

许渊冲的“痴”与“狂”

梁兴初 1930年加入红军后，因作战勇猛，很快
当上了班长。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他
率领全班勇猛冲杀。当发现一个敌人向战友开枪
时，梁兴初为救战友，用身体挡住了敌人射来的子
弹，负了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

战斗胜利后，梁兴初因失血过多，导致昏迷，被
战士们抬下阵地，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梁兴初刚一
恢复，就要求归队杀敌。但医院认为他尚未痊愈，
要求他继续住院。随后，梁兴初便外出跑步，坚持
锻炼身体。

一天，梁兴初在跑步后，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
街上号啕大哭，于是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妇女回
答道：她家丈夫不幸患病，本想养几只大鹅换钱给
丈夫治病，但是有人用假银圆骗走了她的鹅。

梁兴初听后非常同情，告诉这位妇女会联络负
责治安的同志帮助抓捕坏人，找回银圆。但这位妇
女认为“远水不解近渴”。梁兴初为了让她能够及
时给丈夫治病，立即掏出自己珍藏的一块银圆交给
了这位妇女。这块银圆是梁兴初的母亲在他离开
家乡参加革命时给的，梁兴初一直藏在身上舍不得
花。如今这位妇女有困难，梁兴初二话不说，把这
块银圆送给了她。

妇女在离开之前，把那块假的银圆交给梁兴初
做纪念，并承诺有了钱一定归还。梁兴初一面随手
把假银圆放进口袋，一面告诉妇女不用还了。

不久，梁兴初伤愈归队，率领战士们和敌人作
战。一年后，梁兴初率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
役，在黄陂战斗中，已经是连长的梁兴初带领部队
向敌人发起冲锋，突然被敌人射来的子弹击中胸
口，倒在地上。战士们急忙将他用担架抬下战场急
救，哪知梁兴初很快从担架上跳了下来。战士们感
到不可思议，仔细一看，原来梁兴初虽然胸口被击
中，但子弹却被口袋里面的什么东西挡住了。梁兴
初一摸，发现口袋里放着的是那块假银圆，帮他挡
下了子弹。不久，和梁兴初熟识的战友向他表示祝
贺，说他“这是好心人有好报”，梁兴初回答说：“这
是人民救了我。”由于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梁兴初便
将那块假银圆一直放在身上带着。

解放战争时期，梁兴初率部参加辽沈战役，指
挥部队在黑山与 5倍于己的敌人激战。经过三天三
夜的战斗，敌人溃退。梁兴初立即命令部队发起反
击。战斗进行中，为了观察敌情，梁兴初举起望远
镜，将身体探出战壕，突然飞来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的左胸。指挥所的同志急忙将他抱起，准备送去后
方医院。谁知梁兴初又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继续
指挥战斗。原来，子弹再次击中了他口袋里的那块
假银圆。 （据《人民政协报》）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
中，王诤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
来获取情报。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
天线架在山顶，提升通信效果，天亮
前撤回以免暴露。当时国民党军队
译电机关和指挥官还没意识到无线
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电台开始联络
时，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处、谁在主
要方向，王诤和无线电通信队成员就
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有用
信息。王诤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呼
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法，因而能
从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名，进
而判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
布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
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等
信息，为红军总部领导制定战略决策
提供了重要依据。红军依托这些重
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
弱部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二、三
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
苏区军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

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1931 年 5 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
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藩
部的一部功率为 100瓦的电台。无
线电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与上
海中共中央取得了通信联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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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坪村开幕。
在会场不远处的几间土房内，王诤、
刘寅等红军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
前缴获的那部 100瓦的电台进行文
字广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消息，很快化作
空中电波传向远方。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对外播发新
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
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党第
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
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
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向全
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

（据《学习时报》）

■
反
﹃
围
剿
﹄
中
露
头
角

红军创建首支无线电队伍前后
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

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
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的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
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1931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
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
快速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
靠留用原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红
军总部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电台
作用，迫切需要无线电技术人才。
1931年 1月 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
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江
西宁都组织第一期无线电培训。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常抽出
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
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
梁，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
起来，朱德则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
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时，
训练班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
树荫当课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
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
捏不住了，还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
4个月里，王诤为学员们教授报务和

机务，还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
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练器材，供
17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
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
严密封锁，生产通信器材物质条件
困难，王诤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把铜
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
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
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伍官兵的不
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中共中
央无线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
学校，直到长征前夕，共举办无线电
训练班 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
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
2100余人，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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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也爱逛夜市？盘点古代的“夜市经济”
“夜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产物。在商品经济高度
繁荣的今天，夜市随处可见。但夜
市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属品，它由来
已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晚
唐诗人杜荀鹤就在《送人游吴》一
诗中描述了苏州夜市的盛景：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尽管古代没有“夜经济”一说，

但“夜市”作为“夜经济”的重要形
式，肇始于殷周之际，渐兴于汉唐、
盛于两宋，并延续元明清诸代。

说起“夜经济”，古已有之，其雏形为
“夜市”，原本为开设于夜间的买卖街市，
后泛指夜间的商贸及娱乐消费活动。

早在殷周之际，“夜经济”已有了雏
形。《周礼·同市》云：“朝市，朝时而市，商
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
主”。“朝市”即早上及白天的市场，多是商
贾之间的“大生意”，而“夕市”即夜市，为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一般市民与小商贩
之间的“小买卖”。

两汉时期，夜市逐渐繁盛。东汉学者
桓谭在《新论·离事》中已有关于夜市的记
载：“扶风漆县之邠亭，部言本太所处，其民
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

史籍中对唐中晚期夜市的记载比较
明确。诗人王建在诗中称之：“夜市千灯
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
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因唐代居民区与
商业区严格分隔，夜幕降临，街鼓响起，城
门、市门与坊门关闭。韦述《西都杂记》
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
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
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
安），由执金吾（守城官吏）每晚以鼓声告
知百姓，“禁夜”开始，只有正月十五可以
开放三天，设有夜市，实为灯市。

历史上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
宋代。据《宋代商业史研究》载：乾德三年（公
元 965 年）四月十三，太祖赵匡胤下令开封
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由于
当时坊市合一，每天夜市还未结束，早市已经
开场，故《铁围山丛谈》云：“夜市直至三更尽，
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

宋朝的夜市，人来客往，买卖兴旺，酒
楼、小吃、茶坊、勾栏（戏院）等应有尽有，并以
北宋东京（今开封）、南宋临安（今杭州）为盛，
已形成了“夜经济”的规模。

元明清时期，夜市时兴时衰。元朝立国
不足百年，并实行宵禁制度，元大都建成初期
及南北漕运开通后夜市逐兴，后受到一定抑
制，直到明朝才得以恢复。

明朝时的夜市，以北京、南京、杭州、西
安、开封等城为代表。明代诗人郎瑛在《七修
类稿·北关夜市》诗中对当时夜市景象的描写
较为细致：“地远那闻禁鼓敲，依稀风景似元
宵。绮罗香泛花间市，灯火光分柳外桥。行
客醉窥沽酒幔，游童笑逐卖饧箫。太平风景
今犹昔，喜听民间五袴谣。”

而清代文学家宣鼎在《夜雨秋灯录》中
对当时的夜市也有所记载：“忽见高处有城
垣，门半掩，悄睨之，中有灯火。人物往来，贸
易若夜市。客本贾人，见之心喜，掩入，随步
所之，见各家门户悬有灯彩。”由此可窥见明
清夜市之盛况。

“夜经济”其雏形为“夜市”
夜市在宋代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

通州夜市至晓不绝

（据《北京晚报》、济宁市博物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