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毛泽东称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赵博生同志纪念碑碑文敬读

壹 宁都起义擎赤旗

部队经过整编训练，战斗力大大增强，迅
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从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 3万余人骤增至近
5万人。同时，起义部队把大量精良的武器装
备带到苏区，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
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五军团成立不久，在赵博生的指挥下，
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和南雄水口、建宁
等战役战斗，屡建奇功。为表彰赵博生和红五
军团的战绩，在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成立一周
年时，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他“红

旗勋章”。可就在 1933年 1月 8日，第四次反
“围剿”战斗中，赵博生不幸右额中弹牺牲，为
苏维埃政权献出了生命，年仅 36岁。

为纪念赵博生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
宁都县改为博生县，1933年8月在瑞金叶坪红军
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临时中央政府特意制作了这
块生平碑刻，镶嵌在博生堡的内墙。毛泽东称
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于1962年
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
云：“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
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据《学习时报》）

赵博生，1897 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
（今属黄骅市）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6期，先后在皖系、直系、
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
北军，任旅参谋长、特种兵旅旅长、军参谋长，
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其间受共产党
人刘伯坚等的影响，倾向革命。他曾创作《革
命精神歌》在部队教唱：“先锋！先锋！热血沸
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
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
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1931年春，由赵博生担任参谋长的国民
党第 26路军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但早在
这之前，他就曾派心腹张志诚去往上海联系共
产党，可是直到部队抵达江西，仍未联系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 26路军官兵爱国热情
高涨，集体要求：调第 26路军回北方，我们要
去打日本人！可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予
以驳回。将士报国无门，还要同胞自相残杀，
赵博生不愿无视国耻，不愿干手足相残的事。
就在这时，潜伏在第 26路军的中共地下党组
织，察觉到了赵博生的政治动向后给赵博生写
信，邀请他一同革命，赵博生没想到自己苦苦
寻找的组织就在身边。他表示：我要加入中国
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
火，在所不辞。同年 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
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 12月 14日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

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第 26 路军
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当天晚上，赵博生
在宁都城东耶稣教士住过的二层楼房里“设
宴”，将留在宁都的那些团长、旅长们都邀请
赴宴，将少数反对官兵禁锢，缴下他们的枪
支，以他们的名义，调其部队在指定时间、地
点集合待命，并亲自在宁都城上写下“解放”
二字。起义胜利后，17000余名将士全部加入
红军，并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赵博生
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对于宁都
起义，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评价：以宁都起义
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
不胜的。

贰 满腔热血染红星

赵博生同志纪念碑碑文。

读史忆人 典 故

顾祖禹与《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 年），字
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后徙
常熟，世称宛溪先生。其所著《读
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问世后，受到广泛重视，时人将之
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
史合抄》合称三大奇书。

顾祖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
顾柔谦精通历史地理，是当时有
名的方舆（地理）学家。从小跟父
亲耳濡目染，顾祖禹受到了良好
的学术训练。顾柔谦有强烈的爱
国情怀，认为地理知识的匮乏与
错讹是明朝当时军事失败的重要
原因，所以立志写一本实用的军
事地理著作，但因国家灭亡悲愤
过度，以致身患重病，临终嘱咐顾
祖禹完成遗愿。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祖禹
开始撰写《纪要》。为写好《纪
要》，顾祖禹广泛收集材料，力求
竭泽而渔，不遗漏每一个可以获
得的材料。他治学严谨，对收集
到的材料，都进行严格辨析与考
证，确定无误后才采用。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祖禹
终于完成《纪要》撰写，此时他已
年近50，距离开始写作已过去20年。
此后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纪要》
修订工作，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
用 30余年的光阴写出了一部地理
学巨著。

《纪要》重点阐述历代行政区
划沿革、山川险要、攻防利害，兼
论历代战事的得失成败，是一部
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融为一体的
专著。全书将史事与地理相互印
证，“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
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通过

分析地理形势，进而更深入理解
历史重大事件；通过考证历史重
大事件，以便全面认知地理形势，
因此顾祖禹将书命名为《读史方
舆纪要》。

《纪要》全书 130卷，合计 280
余万字。

鲜明的军事色彩是《纪要》的
重要特点。全书着眼于国防需
要，详细论述地理形势、山川险
易、军事要塞，对名胜古迹、旅游
景点则简略叙述。每一省卷首撰
有总叙，概论地理形势，同时引用
大量战争史实，以展现成败之关
键。每府、州、县同样是这种体
例，但论述内容更为详细。

区划沿革的详细考证是《纪
要》另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历代
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
代的区划变革，而《纪要》则对
4000余年区划变迁进行了详细论
述，尤其对县域的分合、地名的变
更、江河湖泊的变迁等进行了重
点考证。

辩证思维是《纪要》的又一
闪光点。顾祖禹虽然重视地理，
但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指出
地理战略优势的发挥，也需要人
的努力，不能单凭地利，所以他
强调“封域不可恃为强，城郭不
可恃为固，山溪不可恃为险”。
同时，自然地理的高下险易虽然
是固定的，但是战争一旦发动，
敌我形势却是不确定的，“州域
之建置有定，而形势之变动无
方”。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
发挥地理的优势。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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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大院：
地下贸易情报站1

万柳溪出生于经商世家，思想
进步，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全面抗战
爆发后，万柳溪在抱犊崮山区万春圃
（后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家躲
避战乱，结识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
领导人，并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深表赞同。

1940 年秋冬之际，中共鲁南区
委派第七区区长万国华（万春圃之
子）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情报处处长
邝任农的秘书王正言来到台儿庄开
展统战工作，受到万柳溪的热情接
待。他们转达万春圃的口信，希望
万柳溪以实际行动帮助共产党、八
路军，万柳溪欣然同意。1941年底，
王均陶受万国华委托来到台儿庄，
在万柳溪经营的万顺昌商号设立地
下贸易站。在万柳溪的安排下，
王均陶的公开身份为万顺昌商号管
事。1942 年春，鲁南区委组织部设
立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的城
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又派张德启
来到万家，秘密开展对敌情报工作，
地下贸易站由此被称为地下贸易情
报站。

万柳溪利用自己在台儿庄的社
会地位和影响对贸易情报站的工作
给予积极配合，并出面协调该站人员
和当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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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八
路军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抗日斗争。随着形势发展的
需要，1940 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中
共鲁南区委派人前往台儿庄，联络当
地开明士绅万柳溪，在其家中开设了
地下贸易情报站。万柳溪赤诚爱国，
其家人也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
动，为抗日根据地购买、运送军需物
资等方面均作出积极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搞所谓“以战
养战”。为进一步掠夺战略物资，压榨敌占区民
众，日军特务机关大量伪造法币并投放市场，造
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有法币流通的
根据地也受到影响。

为了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稳定根据地
金融，中共鲁南区党委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部
署下，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北海银行鲁南
支行于 1942年在根据地周边各县设立办事处，
统一领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
海币的工作，并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市
场。台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在鲁南区党委的
直接领导下，按照鲁南贸易工商局的部署，依
靠万顺昌商号的关系，与台儿庄的爱国商户
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贸易往来。在地下贸易

情报站和万家的积极推进下，用以采购根据
地土特产；土特产运回台儿庄后，商户高价出
售给日伪，并从日伪手中购置机械、医药（甚
至枪支）等物品送回根据地销售。贸易中，各
商户出于对地下贸易情报站的信任，均承认
和使用北海币，并按照根据地银行开出的比
率兑换。

不久，鲁南区党委为进一步开展物资贸易
和货币斗争，又在台儿庄城北的刘郭村开设“鲁
南商店”，因该商店主要经营项目为食盐，又被
称为“盐糟子”。“盐糟子”建立后，和台儿庄地下
贸易情报站迅速取得了联系，双方密切合作，进
一步保障了对根据地物流的畅通，北海币也在
台儿庄进一步流行起来。

（据人民政协网）

积极参与对敌货币斗争4

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一块
厚重的青石碑刻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国家一级文
物，高 70厘米，宽 84厘米，厚 8厘米，碑刻右侧赫
然竖刻“纪念赵博生同志”七个大字，碑文为竖写
阴刻，计 33行，共 601个字。当年，这块碑刻镶嵌
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上的“博生堡”内，堡名由朱德
亲笔题写，嵌于堡首。红军长征后，博生堡被国民
党军拆毁，这块“纪念赵博生同志”的碑刻被当地
群众秘密抬回了家，反盖在鸡窝上得以保存下
来。1953年，这块碑刻被捐赠给瑞金革命纪念馆
筹备处。碑刻保存完整，除个别字迹剥落外，其余
字迹清楚。其碑文如下（括号内容为引者所加）：

赵博生同志是宁都暴动的领袖，是坚决领导
转变和创造红五军团为铁军主要负责同志之一。
宁都暴动一周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下令嘉奖，
并表扬以荣誉的红旗奖章。远在中国大革命时代
博生同志，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故
他虽历任白军中旅参谋长及旅长等高级军职，但
异常刻苦自励不存一钱，痛恨国民党的背叛革命，
决心为工农解放，常对人说，我每天都准备死，虽
在未死时活一天就要坚决奋斗为工农劳苦群众谋
利益一天。一九三零年冯阎蒋军阀混战后，他在
陕西率特务旅之一部欲南入汗（汉）中谋革命出
路，结果失败，以后曾二次找共产党接头。一九三
一年七月遂在宜黄加入共产党，勇敢坚决的在共
产党领导之下，领导廿六路军士兵两万人举行了
伟大光荣的宁都暴动，竖起了辉煌的苏维埃红
旗。红五军团成立后，博生同志历任五军团十四
军、十三军军长，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一九
三三年一月八日我（红）一方面军与敌主力决战于
金溪南城之间，（击）溃敌人廿九、九十、十四各师，
消灭及半数，红五军团在左翼吸引钳制三倍于我
之敌，于张员庙博生同志亲临前敌肉搏冲锋，自七
时至十六时战局将终，与敌相距只百余米远，（子）
弹中博生同志右额不出，遂作了伟大胜利中壮烈
的牺牲，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下令追悼博生同志，
改宁都县为博生县，永远纪念博生同志。记着呵，
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争解放而死，在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枪火之下的呵！博生同
志虽死，他的光荣牺牲将永远照耀和深印于千百
万工农劳苦群众心坎里！

碑文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3年 8月拟写，讲述了赵博生矢志革命寻求光
明，于西北军期间秘密入党并发起宁都起义，在第
四次反“围剿”中率部奋战时壮烈牺牲的英雄事
迹，读来深受感动，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掩护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商业
秘密贸易往来，万柳溪在台儿庄城北六里的栗
庄村特别设了一个榨油坊。榨油坊的原料多是
铁道大队从敌人火车上缴获来的大豆，从根据
地秘密运来，在栗庄榨油坊制成豆油批发销售，
用以换取经费，或换取根据地需要的物资。不
久，榨油坊又发展成根据地与游击区、敌占区输
送枪支等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从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期间，日伪为了
“困死”共产党、八路军在鲁南的抗日力量，大搞
“囚笼政策”，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严加封锁，

将物资送往根据地变得日益困难。为了给抗日
根据地提供更多的紧缺物资，万柳溪出面秘密
联络台儿庄多名具有进步思想的商号、货栈老
板共同行动，为根据地筹集了更多的物资。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地下贸易情报站的同
志和万柳溪研究决定：由万柳溪出面，以万家能
为沿途伪军提供“三白”（粮食、食盐、棉花）物资
为交换条件，从敌人手中获得了物资运输“通行
证”以及押运人员的“良民证”。为了保证物资
的安全，地下贸易情报站一般会挑选可靠人员，
以独轮小推车或肩挑的方式运输。

在公元前 3000年，我国就已有
保护牙齿清洁口腔的记载。早在春
秋时期，《礼记》就有“鸡初鸣，咸盥
漱”的记载。我国最早使用的漱口
剂有酒、醋、盐水、茶及温水等。酒、
醋、盐水等有解毒杀菌的作用。茶
中含有氟和维生素，可以防蛀，保持
口腔清洁。五代时期已经出现了复
方配制的洁牙剂，以后又逐渐发展
到采用香药去秽，在牙齿清洁剂中
加入清热解毒的中药如金银花、野

菊花、蒲公英、藿香、佩兰等，不仅能
保持口腔清洁，还有治疗口腔疾病
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我国公元前就开
始用“牙刷”来清洁牙齿，当时使用
的工具十分简单，如杨柳枝。东汉
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中
讲到洗浴时所需的 7种用具，其中有

“六者杨枝”之句，就是将杨枝的一
端或两端打扁成刷状，形如扫帚，以
蘸药或香料刷齿。（据《天津日报》）

1951 年，在修建白沙水库的过
程中，考古人员在工地发掘出数百
座墓葬，其中有 3座仿木砖筑结构的
宋代家族墓，许多精美的壁画保存
完好。1951年 12月上旬，考古发掘
队对最早发现的古墓进行发掘、清
理，这就是后来被业界所称的一号
宋墓或赵大翁墓。

1952年1月10日，一号宋墓的发
掘工作基本完成。由于这座宋墓墓画
上有内容为“元符二年赵大翁……”的
题记，以及该墓地券中写有“大宋元
符二年九月十日赵某……”的字样。
考古人员又在一号宋墓的西北方向
20米处、东北方向 16米处，各发现了
一座和一号宋墓形制类似的墓葬，分
别命名为二号宋墓和三号宋墓。

三座墓葬中，年代较早的一座
修建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 年），据
墓中文字，墓主叫赵大翁，身份应是
当地的地主或商人。据了解，仿木
建筑的雕砖壁画墓流行于北宋末年
中原和北方地区，白沙宋墓是这类
墓葬中保存较好、结构最复杂、内容

最丰富的一组。
1954 年，宿白撰写的考古报告

基本完成，同年在北京举办“全国基
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
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 年《白沙
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
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白沙宋墓》
的编写无先例可循。

多年过去，《白沙宋墓》一版再
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
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
影响着同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
究。2001年 3月，白沙宋墓被评选为

“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大发现”；
2021 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作为北宋晚期仿木建筑雕砖
壁画墓的考古发掘，白沙宋墓不论
在墓葬的规模形制上，还是仿木建
筑细部和彩画制作，以及雕砖壁画
的题材和内容方面，都是空前的发
现，也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北宋
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窗口。

（据《人民政协报》）

古人用什么漱口

宿白与“白沙宋墓”

1956 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
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
信。在信中，小尼赫鲁表达了他的不
满，说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
21次仍不合身。这已经不是外交部
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
方外交官都对北京的服务业很有意
见。为此，外交部派专人特意找到有

“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
为小尼赫鲁改衣。余师傅只花了 2
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
上后非常满意。后来，小尼赫鲁还特
地给外交部写了一封表扬信。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
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56年，

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
号召。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时任
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亲自到上海，
动员上海的餐饮、服装、洗染、照相、
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
京安家落户。尽管这些著名企业都
是上海一流的品牌，但上海最终还
是忍痛割爱，因为那年代全国支援
首都北京，不仅仅是光荣，更是义不
容辞的责任；而北京方面也开出相
当优厚的条件，不但负担上海来京
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
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
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
调入北京。 （据《天津日报》）

支援首都义不容辞

1941年至 1942年，是鲁南人民抗战最艰难、
困苦的时期，日伪军加紧对根据地“蚕食”“扫
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摩擦。

1941 年 10 月 26 日夜，国民党顽固派部队
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
村。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中共鲁南区党委书
记兼军区政委赵镈率鲁南军区警卫连英勇阻击
敌人，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1941 年秋冬之际，党组织将赵镈的爱人
李炎及其幼子赵继烈秘密送到台儿庄万家隐藏
保护。万柳溪以李炎为其妻妹的名义办理了

“良民证”。
万柳溪夫妇把赵继烈当成自家孩子一样对

待。当时，李炎因赵镈牺牲而悲伤过度，身体虚
弱，赵继烈当时尚不满 3个月，嗷嗷待哺。万夫
人就为他买来奶粉，亲自给赵继烈喂奶、洗尿
布，每天都过来陪李炎说话，以姊妹相称。
在李炎身体不适时，万夫人怕孩子小受到惊吓，
晚上就陪床睡，帮李炎照看孩子。李炎母子在
万家生活了约 1年时间后，被组织上秘密转移。

此后，沂河支队司令员宋鲁泉的母亲

（万春圃的姐姐）及其次子被送来在万家住有
一年半；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鲁南区参
议会参议长彭畏三的夫人韩疏影（鲁南抗日子
弟小学教员）也来到万家，住了 1个多月；万春
圃的夫人刘惠和 7岁的 5儿及不满周岁的六儿
也被送到万家，住了 1年之久；临郯费峄四县边
联县参议会参议长盛清沂的儿媳王宝君带着孩
子来到万家。因她有文化，被万柳溪介绍到台
儿庄小学教书……

党的干部及家属住下后，万家不仅供应食
宿，临走时还要负担盘缠路费，这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为此万家变卖了不少地产。万柳溪的五
女儿万方春回忆说：“父亲为了解决避难革命干
部及家属生活问题，把自家的地卖了不少，宁让
他自己的孩子吃得‘孬一点’，也要给‘客人’做
得好一点，炒个菜‘客人’多一点，我们少一点，
也经常会把家里喂的猪和羊宰杀给他们改善生
活。”有时候家里来的“客人”多，她们姐妹就睡门
板，床都让给“客人”。这些“客人”没事的时候就
给万家人讲共产党的事，还经常唱着小调（后来
才知道那是革命歌曲），万家人也跟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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