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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泰斗——吴家麟（八）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吴家麟妻子汤翠芳口述：吴家麟
作报告或讲学，经常是一堂课三四
个小时，一气呵成，中间不休息。他
讲课的开场白都是允许听众自由行
动，可一旦开讲，中间几乎没有自由
行动的人，大家都是全神贯注地从
头听到尾，有时讲课结束后还要
与学生互动，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
问题。

1983 年，香港亚洲研究中心邀
请他去香港参加中国法制与国家建
设研讨会，我的父母在香港多年未
见面。这次我和吴家麟一起去了香
港。吴家麟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了演
讲。第二天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还
邀请他给师生作一次学术报告。此
后香港有关单位和学者还邀请吴家麟
去参加现代高等教育动向探讨会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研讨会。我
特别担心吴家麟说错话，每次外出
参加活动前我都要反复提醒他，回
答问题时嘴边要有个“站岗”的，千
万不要说错话，做错事。每次他都
会笑着对我说：不要神经过敏，香
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要相信好人
多，相信香港人民也是爱国的。
1988年和 1995年，我和吴家麟又先
后两次去香港，回来后他写出了《九
七前夕的香港法律界》，系统地介绍
了香港的司法机构、律师制度、律政
署和廉政署，发表在《宁夏法学》刊
物上，并多次为区内外机关干部和

大学师生作香港回归前夕法律界的
状况的报告。

1983 年，吴家麟被任命为宁夏
大学校长，在大学校长的岗位上，他
更注重的是专业设置的改革开放；
大力倡导科研和教师队伍的管理改
革。与他共过事的校领导对他的评
价是：改革创新的思维、民主科学的
作风和睿智长者的风范。

1992 年吴家麟从校长的岗位
上退了下来，继续在宁夏发挥余
热。1999年10月，因病与妻子汤翠芳
一起回到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宁
夏人民没有忘记他，2008 年，吴家
麟被评为宁夏五十年影响力人物，
评委会给他的评语是：“他是中国
宪法学泰斗；他在逻辑普及工作
方面开风气之先，作出了巨大贡
献。”此外，自治区法学会还给吴家
麟颁发了“宁夏法学优秀成果特殊
贡献奖”。

2009 年，宁夏社会科学联合举
办“宁夏首届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活动，获此殊荣的有三位学者：西夏
学家李范文、法学家吴家麟和回族
学家杨怀中。宁夏社科联邀请吴家
麟回宁夏参加颁奖大会。吴家麟决
定再次回宁夏参加颁奖大会，因为
这是自治区政府首次对社会科学研
究人员颁发的重奖，是自治区政府
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鼓励和鞭
策，也是自治区政府对社会科学研
究人员的信赖和希望。

吴家麟妻子汤翠芳口述：很让
我感动的是，在吴家麟去世一年后
的 2018年，在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六十周年时，宁夏人民仍然没
有忘记他，还把“感动宁夏 60 年人
物”的荣誉称号颁发给他。《宁夏日
报》专门刊发了《法学泰斗一生系宁
夏》的文章来纪念吴家麟，宣传吴家
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今年在
整理当代移民史资料过程中，再次
想起了吴家麟，让我特别感动，宁
夏真的是片热土，宁夏人民真的是
有情有义，谢谢宁夏政协，谢谢宁
夏人民。 （蔺银生 整理）

1997 年香港回归后吴家麟先生
参加香港学术活动后留影。

正当一野三路大军直指平凉之
际，青、宁“二马”之间的矛盾逐渐暴
露。7月 24日，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
署长官马步芳派副长官兼参谋长
刘任在甘肃静宁举行军事会议，制定

“关山会战指导复案计划”（即“平凉
决战计划”）。决定以宁马第一二八
军、十一军共六个师又一个骑兵团于
平凉东南组织防御，抗击与消耗解放
军主力；青马部队由安口窑西移六盘
山，以便待机迂回，从左侧进行反
击。这个会战计划抛出后，对青马早
有戒心的宁马，立刻察觉到青马企图
在平凉决战中保存实力，而让自己打
头阵。早就对马步芳心怀不满的马
鸿逵，立即电令宁马总指挥卢忠良：
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于是宁马部队
自行向平凉以北撤退。宁马一撤，就
使青马暴露于一野的直接攻击之下，
迫使青马不得不改变部署，留骑兵第
十四旅在固关掩护，将主力撤至静宁
地区。至此，敌人的“平凉决战计划”
未及实施就胎死腹中了。

鉴于“二马”放弃平凉决战，一野
司令员彭德怀遂修正作战方案，改一
举歼灭“二马”主力为各个击破。7月
27日，彭德怀、张宗逊命令各兵团继
续兵分三路追击“二马”。第十九兵
团及庆阳分区部队沿西兰公路两侧
夹泾河一路斩关夺隘，向西挺进，追
击宁马；第一兵团则分两路追击青
马。截至 8月 11日，一野部队连续行
军作战 20余天。由于“二马”放弃平

凉决战，迅速逃跑，使一野原计划进
行的平凉战役变成陇东千里追击
战。在 20 多天的追击中，一野各兵
团穷追猛打，势如破竹，前进千里，歼
敌万余，解放陇东、陇南 22座县城和
广大地区，迫使“二马”分别向陇中、
宁夏撤退，造成了分割“二马”、各个
击破的有利态势，为一野进行兰州战
役和解放宁夏创造了良好条件。

陇东千里追击战中的三次
重大战斗

陇东追击战的主要特点是敌人
逃跑，我军追击，故未能形成决战歼
其主力。但我军各部队进展迅速，除
先后解放 20 余座县城，横扫沿途敌
零散部队和地方武装外，比较重大的
战斗有三次：

一是固关战斗。7月 28日晨，第
一兵团一军及七军一个师向扼守固
关之敌骑兵第十四旅发起攻击。于
10时攻占附近据点及两侧高地。敌
狼狈溃逃，至 16时结束战斗，歼灭青
马骑兵第十四旅及第二四八师骑兵
团大部，毙伤俘敌副旅长马继奎（负
伤）以下 500余人，缴获战马 2000匹；
敌旅长马成贤左臂被炸断，仓皇逃
走。这是青马号称“铁骑”的劲旅第
一次被我军整旅全歼，对青马震动极
大，更加速向兰州逃窜。

二是任山河战斗。第十九兵团
7月 30日占领平凉、镇原后，马鸿逵
为守住宁夏老巢，以第八十一军、十

一军等部五个团的兵力于固原任山
河（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地
区组织抵抗。8月 1日，第十九兵团
以六十四军及六十三军一八八师、
骑兵第二师等部，向任山河地区之
敌发起攻击，经六小时激战，将其击
溃。任山河战斗是一场异常艰苦激
烈的攻坚战，战斗极其惨烈，歼敌
5000多人，我军也有 364名指战员光
荣牺牲。

三是三关口、瓦亭之战。宁马以
第一二八军扼守六盘山东侧之三关
口、瓦亭，企图依托公路两侧之悬崖
绝壁阻止我军前进。我第六十五军
之一九三师于 8月 1日凌晨向敌发起
强攻，一举攻占太白山，并连续粉碎
敌人组织的五次反扑，很快夺取了阵
地，打开了通路。前后不到四小时，
就结束了战斗。敌军仓皇北逃，溃不
成军。

整个陇东追击战役报告统计的
战绩是：毙伤敌 2539 名，俘敌 5898
名，起义 2111 名，投诚 1356 名，合计
11904名;毙伤战马 700余匹，缴获骡
马 2514匹。

宁夏原固原地区各县解放
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固原地区六
县（即固原、彭阳、西吉、海原、隆德、
泾源，今为固原市属四县一区和中卫
市的海原县；其中彭阳系 1983年从固
原县划出），在自治区成立以前，为甘

肃省固原回族自治州（辖西吉、海原、
固原三县）以及平凉市属的隆德县和
化平回族自治县（后改为泾源县）。
这几个县是一野在陇东追击战中解
放的 22座县城中的其中 5座，是由第
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部队于 7 月 29
日至 8月 11日先后解放的。其概要
情况如下：

7月 29日，第二兵团部队在追击
青马途中解放了化平。10月，成立了
中共化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1950
年 9月，化平县改名为泾源县。

8月 2日，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
和六十三军之一八八师，于 1日任山
河战斗胜利后，沿黄峁山、东岳山追
击逃敌，挺进固原。城内群众在地下
党组织发动下，沿途夹道欢迎。上午
10 时，解放军开进固原县城。9 月，
成立中共固原县委；10月，成立县人
民政府。

8月 3日，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
一九三师西越六盘山，在回民骑兵团
的配合下解放了隆德县。9月，成立
中共隆德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8月 9日，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
一八八师解放西吉县。13日，甘肃省
军区回民骑兵团进驻该县，担负军管
任务。9月，成立中共西吉县委和县
人民政府。

8月 11日，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
一九一师解放了海原县。月底，成立
中共海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据参考网）

宁夏解放历程回顾（二）

与长城相伴

下马关是一座因长城而存在
的古城。明代人修筑长城，一般在
交通干线之外必筑关城，以控扼交
通。下马关古城便是长城沿线上，
尤其是固原内边这道长城上的最
大的一座关城。古城辟南、北二
门，它连接宁夏、固原两镇的道
路，自北而南穿城而过，南、北两
道城门的门洞便是古人车马必经
的“暗门”。

固原内边这道长城，位于明
代第一边防线延绥长城和宁夏河
东长城之南，为该地区的第二道
防线，属固原管辖，故称固原内
边。固原内边，因是第二道防线，
修筑质量较差，所以至今在宁夏境
内，内边城墙保存完好的便只剩
下同心县下马关古城内的这 30里
夯土墙。

这 30 里夯土墙，西起下马关
城，东止老爷山顶，既是长城的一
部分，也是下马关古城的一段遗
迹。据同心历史上首部县志《平远

县志》记载：下马关旧名便为长城
关，因三边巡视边防者必下马于此
休息，故得名下马关。后明王将设
在韦州镇的守御千户所改为平远
所，并移址下马关。清同治十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改平远所为平远
县，县址也设在下马关，辖今天同
心大部分地区。

如今，下马关古城轮廓尚存：
城墙内部的夯土墙还在，残高约 8
米至 10米，但坍塌严重，里外墙砖
几乎全被人为拆散。南城门及南
瓮城保存完整，瓮城北门洞上方
刻的“重门设险”四字仍清晰可
辨；瓮城正东设门，门洞上方嵌
有长方形石板，上刻“橐钥全秦”
四字。

站在裸露的夯土墙上，向北望
是古城内的居民区，一条曲折的沥
青硬化路面穿城而过；向东、向南
望去，最显眼的是层层叠叠的现
代化居民楼。即使现代气息不可
抵挡，但站在坑洼不平的夯土墙
上，却依旧有种亲密接触历史的
真实感。

一段红色记忆

脚下的这段长满杂草的夯土
墙，也曾出现在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1936
年，埃德加·斯诺跟随西征红军来
到下马关，在下马关古城南门城楼
采访了红十五军团团长徐海东，当
时徐海东将军的办公室就设在南
门城楼上的箭楼里。遗憾的是，箭
楼今天已不复存在。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
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
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
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
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
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
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
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
弹痕累累。他们（红军）告诉我，这
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
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
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
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
攻城的阵地。”

据介绍，《西行漫记》描述的这
座古城，确切地说在当时叫豫旺
县，而非下马关城。原来，在清朝
之后的历史变迁中，下马关城曾先
后改为“镇戎县”“豫旺县”。直到
1936 年国民党在这里成立豫旺县
政府，1936年 6月，西征红军解放了
时称豫旺县城的下马关，在这座古
城里建立了中共豫旺县委和豫旺
县苏维埃政府，把这里开辟为陕甘
宁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并以下马
关为中心，北向韦州、金积，西至同
心、中卫，扩大革命根据地。豫旺
县由此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

1936 年红军实际上在下马关
古城只打了一场小仗。据《西行漫
记》所记：红军包围封锁豫旺县不
过 10天。当时豫旺县里只有马鸿
逵一个旅的骑兵和大约 1000 人的
民团。红军根本没有进攻，到第 10
天晚上天黑后，红军便在城墙上放
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
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
后，红军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继而
占领了豫旺县。（据银川党史网）

下马关——因长城而建的古城

二、入朝参战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汽车
营把助教组织起来入朝参战，王澄洲
被分配到 68军汽车队任副队长（副
连级），直接参加战斗。入朝后，看
到的情况是，所有的房屋几乎都被
炸平了。白天挖地窖藏身，晚上盖
着大衣睡觉，早上起来大衣冻在了
地上。白天几乎不能出去，敌人的
侦察机、轰炸机乱飞。我们的汽车
部队、铁道兵、运输线经常被炸，汽
车兵伤亡达 50%。火车从丹东把物
资运到朝鲜境内，汽车连装上车运
到前线。大都是晚上出车，常遭敌
机的轰炸，一晚上行驶 100公里，没
有正规公路，全是山坡搓板路。运
输的物资有弹药、服装、食品，返回
时拉的是伤员。吃的是高粱米饭，
很少能喝上热水。王澄洲入朝时
80 公斤，不久瘦得皮包骨头，成了
54公斤。

最难的是如何伪装行车，每天
太阳落山去掉车上的伪装到兵站装
弹药、粮食等战略物资，前方缺什么
就送什么。敌人的照明弹不时往下
扔，小飞机上的炸弹、燃烧弹、机关
枪同时向车队开火。王澄洲开的车
轮胎被炸飞了几次，幸好没伤到
人。朝鲜的元山港口架了桥，反复
被敌机炸毁，后来想了个办法，把桥
架在水下面，上面浅浅一层水，让敌
机空中侦察时以为没有桥了，而我
们的汽车则在水下桥梁上行驶。一
次晚上开着车，遇到敌机轰炸，紧握
方向盘拼命向前冲，突然感觉肩膀
发热发烫，一看是一块炸弹的弹片
贯穿车门双层铁皮后，又射穿他的
棉大衣，最后嵌在了肩膀上，流了很
多血。当时开车精神高度集中，要

不是弹片特别滚烫，还不知道自己
负伤了。朝鲜战争很惨烈，但也锻
炼人。汽车部队、工兵、担架部队都
是美军打击的对象，每个团有一个
担架连。

金城反击战，是抗美援朝的最
后一战，上级命令我们晚上跑步急
行军到前方阵地，把美军部队丢下
的汽车抢回来，正值盛夏，跑步热得
难受，在黑暗中看到一汪水，不管干
不干净，趴下就喝。待连夜赶到汽
车跟前时，汽车已经被美国人炸坏
了。回来路过昨晚喝水的地方，担
架兵和几个战士死在了水洼旁，
王澄洲一看昨晚喝水的地方全是血
水。离停战还有 5天，运输队的战友
牺牲了一半，战友的牺牲让人痛不
欲生。担架连太惨了，死了那么多
人，但谁也顾不了谁。汽车连每个
人几乎都负伤，小伤口都是自己包
扎处理。

汽车兵晚上行车不敢开灯，路
况又不好，每个人开的车外壳碰得
坑坑洼洼，没有了车的样子，车灯、
保险杠全碰掉了。随后一个阶段，
严重缺司机，中央下令动员各省组
织司机支援前线，上海来的司机多
一些，去朝鲜的人多，回来的人
少，运输部队牺牲最多。王澄洲
1951 年 3 月入朝，直到 1955 年 5 月
才回来。

救战友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眼
前。一次，为前线送来弹药后，上级
首长让王澄洲从前线把一口大红棺
材拉到丹东。车行走时，敌人的照
明灯、飞机一直跟着车跑，他开着车
躲不能躲，停不能停，就冒着敌人的
炮火一个劲地往前开，跑了一天一
夜，天亮时到了朝鲜的一个较大的
镇子安州。没房子，老百姓在地上
睡觉。停下车看时，车身被炸破了
几十个洞，到这里就相对安全了，因
为安州以北是我方高射炮控制的区
域。心里踏实了，吃了饭，检修了
车，换了轴承。又跑了 100多公里，
终于到了丹东。把棺材交给了办事
处，也不知道大红棺材里是谁，可能
是一位级别较高的首长，否则不会
装棺材专门运送回国的。返程时又
让他送 68军 204师的团长朱少军到
前线指挥所。汽车来回都有任务，
是上面安排好的。朝鲜停战后，
王澄洲见过一次朱少军团长，想让
王澄洲为他开车。（撰稿 拜学英）

抗美援朝老兵王澄洲的经历（二）
王澄洲 口述

王澄洲近照。

在宁夏境内黄河北岸，有一个曾
经名不见经传，后来却轰动世界的地
方——沙坡头。在这里诞生了人类
治沙史上的奇迹，结束了长久以来

“沙逼人退”的困局。而这一奇迹的
创造则源于一种简单到不可思议的
方法——麦草方格。“麦草方格”究竟
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它到底是谁
发明的？对治理沙漠来说它是否是
一件攻无不克的利器？

中卫有沙山 名曰沙坡头

“中卫沙山，旧名‘万斛堆’。元
代向东南延伸堆积为大沙丘，称为沙
山。明初，风沙至黄河北岸临水堆积
为百米高大沙丘，名曰沙坡头。”中卫
市政协委员、沙坡头旅游景区总经理
助理杨富国是市作协主席，也是土生
土长的中卫人，说到沙坡头的来历，
他如数家珍。

沙坡头所在的腾格里沙漠是我
国第四大沙漠，蒙语意为“天一样辽
阔”。沙坡头则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
边 缘 ，沙 漠 占 全 市 土 地 面 积 的
22.7%。这里干旱少雨，年均降雨量
仅为 187 毫米，年均蒸发量却高达
1980毫米，是降雨量的 10倍多，长期

处于荒漠化威胁中。“中卫市在 20世
纪 50 年代初还是中卫县，县城之外
不到 5 公里就是漫天的黄沙。”对于
当时的情景，杨富国在他所著的《风
雨沙坡头》一书中做了详细描写。

那时候沙坡头的环境到底有多
恶劣呢？当地经常饱受风沙折磨的
人们调侃说：“早起一推门，推不动，
沙给堵了。再开个门，没几天，又堵
了。沙丘齐墙高，晚上顺着就上房顶
了。”这是沙坡头“前世”的真实写照，
也是世界沙灾的真实写照。

沙坡头的治沙，是从包兰铁路建
设开始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为加快西
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决定修
建包兰铁路。这是我国修建的第一
条沙漠铁路，在中卫境内长达 55 公
里，6次穿越腾格里沙漠，且要穿越长
42公里、高 130米的沙坡头。杨富国
告诉记者，沙坡头为高大格状流动沙
岭，是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的沙祸之
源。作为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
沙丘的沙漠铁路，当时，包兰铁路的
修建并无成功先例可借鉴。

“那时的包兰铁路沿途沙丘裸
露，植被覆盖率极低，干沙层厚达 10

厘米至 15 厘米。曾有国外专家预
言：腾格里沙漠区段将成为包兰铁路
的‘盲肠’，即使建好成功通车，但用
不了 30 年，这条铁路将不复存在。”
杨富国说。

“麦草方格”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但是，外国专家的担忧很快被一

种叫“麦草方格”的很普通的固沙方
式轻松解决。

“麦草方格”是怎么发明的呢？
兰州铁路局中卫工务段铁路固沙林
场高级工程师郜永贵说，“麦草方格
的出现是个偶然。”在固沙治沙初期，
因自然环境异常恶劣，植物固沙行不
通，林场尝试过卵石铺面、沥青拌沙、
草席铺面等固沙方式，但一场大风过
后，都被掩埋殆尽。“治沙是个世界级
难题。”郜永贵说。

一天，职工们正在休息，随手捡
起了驼队洒落下的一捆麦草，便用铁
锹把这团麦草深深插进沙子里。大
风过后，其他种下的草本植物悉数被
黄沙吞噬，唯独这捆麦草坚强地挺立
在沙丘之上。“这一发现，让职工们喜
出望外。”今年已近 80岁的兰州铁路
局中卫工务段铁路固沙林场第二任
场长张克智回忆。这偶然的“一锨

草”开创了治沙历史。
在一次平铺式沙障试验中，固沙

团队选用麦草和稻草做材料平铺在
沙上，但风一吹，麦草就吹跑了。在
一次工作闲暇时，林场职工在沙漠中
偶然扎了“人定胜天”“中卫固沙林
场”几个字，之后竟意外发现几个字
当中，方块形的字没有被沙子埋没。
受此启发，林场职工开始尝试用麦草
扎出圆形、三角形、马蹄形……试验
证明，1米见方的麦草方格是效果最
好的固沙方法。

俗话说，寸草遮丈风。经过艰苦
的探索、试验，“麦草方格”固沙法，终
于挡住了腾格里流沙进攻的脚步。

1994 年，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
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
韦尔向中卫固沙林场颁发“全球环境
保护 500佳”荣誉证书。这一消息报
道后，世界震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百名专家学者先后来参观考察，
称赞这是“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世
界上首位的沙漠治理工程”。

从此，沙坡头独创的“麦草方格”
固沙方法被全世界广泛应用在固沙
事业上。

（据《人民政协报》）

“麦草方格”创造的中国奇迹（上）

下马关，原是明长城固原段极普通的一个关隘，因其设在固原三边总制巡视边防下马休息处而得名。后来，这座明
代古城成为清代平远县治所，再后来，它又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战场，因开国将军徐海东率领红军西征于此而闻名天下。

400 余年来，下马关虽历经各类自然、人为灾难侵袭，于今形制依然完整，全没有平日所见古城那般颓废与寂寥。
现在的下马关古城内建满民房，城墙里住着人家，院落里鸡犬相闻，宁静平和中透着勃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