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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五）

YI MIN SUI YUE
移民岁月 第一百一十二期

——记原宁夏医学院院长陈树兰

固原战国秦长城（二）

孙家庄长城内侧筑有城障，显
示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孙家
庄是一处文化积淀丰厚的地方。20
世纪 80年代初，在孙家庄发掘的西
周墓葬车马坑，出土了重要的车马
青铜饰件，包括在宁夏首次发现青
铜器鼎、簋。青铜器文化意义超越
了自身的价值，反映的是西周统治
势力早已进入宁夏南部，西周文化
同时逾越六盘山。

战国秦长城在孙家庄延伸至吴
家庄。吴家庄，是长城由南向东北
方向转折的地方，这里既是河谷川
道，也是滴滴沟的咽喉所在，更是控
扼固原城西北方向的重要门户。在
滴滴沟山口的高地上，远处可看到
长城沿线多个保存尚好的城墩，近
处则能看到长城墙体内的防水陶质
管道，2000年前的遗物触手可摸。

战国秦长城经吴家庄北上，不
时会发现城障、敌台、修筑城墙的壕
堑。进入闫家庄地界，长城墙体清
晰且保存尚好，有修筑规模较大的
城障，墩台遗址清晰，发现有绳纹板

瓦片等遗物。在长城村境内，长城
墙体已显高大雄伟之势，敌台凸出
墙体，间距 200多米，城障在长城墙
体内数十米处，遗迹清晰。再前行，
即进入固原古城以北，直趋东北清
水河方向。

自明庄西段始，长城走向分为
两道，即“内城”与“外城”。内城从
明庄越过银（川）平（平凉）公路，经
海堡、郭庄、十里铺村，过清水河（萧
关古道）至河对岸陈家沙窝。外城
走向形成一个不规则弓形状，经乔
洼过清水河到郑家磨，之后折向东
南至陈家沙窝，与内城合二为一。
内城城墩和城墙修筑高大、宽厚，气
势雄伟壮阔，墙体基本没有中断，保
存相对完整。墙体修筑过程内外取
土，外城墙壕形成深堑，内城墙壕成
为宽阔的平地。城墩布局有序，大
致每 200 米至 230 米 1 个城墩。明
庄、海堡等多处筑有城障，其外城墙
大都早已夷为平地，成为农田，只能
寻觅到城墩的影子。内外城墙在陈
家沙窝会合后，进入固原东部山地，

沿骆驼河东南进入彭阳县境内。
战国秦长城固原城北段，由于

特殊的地理环境，被多个朝代修缮
利用过。宋至道三年（公元 997年），
固原设立州郡级军政建制——镇戎
军，固原成为宋朝防御西夏的第一
门户。《宋史·曹玮传》里记载，“镇戎
军据平地，便于骑战，非中国之利”

“请自陇山以东，循古长城堑以为
限”，这里的“古长城堑”即战国秦长
城，说明宋夏战争时期，曹玮主政镇
戎军时修筑并利用过这段战国秦长
城，而且在其沿线挖掘壕堑，以阻止
西夏骑兵南下。宋庆历元年至四年
（1041 年—1044 年），宋夏双方在固
原长城沿线发生过数次规模较大的
战争，固原战国秦长城“内城”，在宋
夏战争时期被修筑利用过。此外，
考古勘探证明，明代对战国秦长城
也有过修缮利用。就其形式看，一
是堆高、堆筑长城墙体及敌台；二是
在墙体外侧疏浚并掘挖壕堑，以增
强防御能力；三是依托战国秦长城，
利用有利地形铲削增置山险墙。利

用这三种方式，修缮利用及新增铲
削墙体长达 16735.8米。修缮利用战
国秦长城墙体地段，一是清水河河
川段，二是明庄长城梁段。（《宁夏固
原明代长城：固原内边长城调查报
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文
物出版社）

关于战国秦长城筑城的历史，
早期的典籍《水经注》《元和郡县图
志》和清代地方文献《宣统固原州
志》里都有记载。秦昭襄王修筑的
战国秦长城，其防御重点在固原境
内。这里内城与外城合力扼守着清
水河河口，实际上管控着清水河北
上南下的通道。固原城以北修筑有
两道长城城墙，体现了清水河通道
的重要性，尤其是其特殊的防御功
能。因此，在海子峡河至清水河约
15 公里的长城防线上，还修筑有多
个城障和烽燧，长城、城障、烽燧一
体，配套设施齐全，旨在加强和提升
清水河通道的防御能力，体现的是
一种全方位的战略防御思想。

（据宁夏新闻网）

1953年，西北大区撤销，刘善理
的医疗队被划归宁夏省，医院的领导
不忍看到热恋中的一对情侣两地分
居，建议陈树兰也去宁夏，她接受了
领导的建议，再次向生活和工作条件
相对较好的西安说了再见，踏上西行
来到宁夏。用无私的奉献和辛勤的
汗水在这片荒漠的土地上，铸就了人
生的灿烂和辉煌。

陈树兰：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
直属医院的领导听说刘善理被宁夏
截留了，开始很不高兴，但最后也没
办法。人事处领导找我谈话，告诉
我刘善理的医疗队不能回西安了，
他今后要在宁夏工作，宁夏缺医生，
实在没办法，领导还从工作需要及
我们两人的关系考虑，建议我也去
宁夏，我没有过多考虑就答应了。
我对组织上的决定无条件服从。我
记得特别清楚，到银川的那天是
1953 年 5 月 3 日。那时银川还没通
火车，我是坐着大卡车离开西安，路
上走了两天半，住了两晚上旅店，一
路风尘来到了银川。直接把我分配
到宁夏省人民医院，就是现在的宁
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据宁夏医学院志记载，与陈树兰
一起来的还有伞鹤枕医生，他们俩
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外省最早分配来
宁夏的大学生。欢迎他们的规格很
高，卫生厅党委书记侯东海、副厅
长张程，院长李方春接见了他们。
李方春还带着陈树兰到各科室熟悉
情况，希望他们能为医院挑起更多
的重担。

1953年的宁夏尚处在十分贫穷
时期，全省的医疗机构不足百家，专

业医护人员少之又少，全院仅有内、
外、妇、儿、中医、针灸、急诊等十个
科室，病房也仅有 50来间，180张病
床。这样的规模还不如吉林省的县
城医院，更不如西安。银川市留给
陈树兰的第一印象是如同东北的乡
镇，没有柏油路，全是土路，几乎没
有汽车，大马车和小驴车全都在一
条路上行走，更像老家的集市。好
在她的追求不是城市的楼房，也不
是生活的优越，她关心的是如何为
更多的病人服务。

她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来宁夏后
她与刘善理能经常在一起，这给她今
后的工作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大爱
无疆的医者仁心从宁夏开始起步。

陈树兰：宁夏省人民医院的前身
是教会医院，解放前宁夏没有大医
院，我先在内科工作，当时医院是在
银川老一中的边上，都是平房，只有
几个科室，我们是这个医院最早上
过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当时的内科
只有 4名医生，其中 3名是卫校毕业
的，很难开展业务，除急症外，只能
治疗常见病，医院寄予我很高厚望，
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入党的心愿，每
天都在想着怎么样更好地提高医疗
水平为病人服务。刚到内科时主任
是胡善昌，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好医
生，他带着我，当时的内科只有 37个
床位，每天都跟着主任上门诊、查病
房，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连胃出血
这样的病都看不了，化验只能查血、
尿、便，不能查生化，病人发热了就
打退烧针，遇到大病的病人只能转到
兰州、西安。

（蔺银生 撰稿）

老银川人都知道，银川的桥不算
宏伟壮观，城里城外修建在渠沟上
的基本都是小桥，只是因桥名产生的
地名影响更大。

西门桥

西门桥因银川西门而得名，是家
喻户晓的地名桥。说到银川西门，正
名镇远门，即西门旧址。银川古城的
西门在凤凰街（旧称西环路）东面，解
放西街西头，是一座粉红色的城门
楼，与现在中山公园西门残留的古城
墙平行。保留到 20世纪 80年代的西
门是银川几个城门中的佼佼者。出
西门有不足百米的短街，称西关。现
在自治区政府所在地过去是宁夏机
械学校。校园南边临街的大片果林，
硕果累累之际着实叫人眼馋。门前
的铁匠铺生意兴隆，每每经过都要驻
足看看铁匠师傅们钉马掌的情景。
那时的马车、驴车多于汽车。

西门桥是一座横跨唐徕渠的银
川名桥。清朝银川老城西郊的唐徕
渠两侧是农田农庄，只有简易的木桥
供两岸通行。1739年大地震，位于老
城东北五华里，驻扎满族旗兵及其家
眷的旧满城（原满春乡）被震毁。为
了避开地震带，新满城 改建在距老
城偏西十五华里处，被称作新城。西
门桥是老城和新满城之间的重要桥
梁，历来受到重视。20世纪 40年代
后期沟通新城和老城的老西门桥，在
现西门桥北约一华里处，石砌桥墩，
原木桥梁，木制护栏，三合土桥面。
若走新城，出西门后，沿西关大路（解
放街），到现西桥北巷口处，偏北上农
村土路，再西折，过老西门桥，向西
直行通往新满城东门。1955年新西
门桥改建到现在的位置上，连通解放
街和银新公路，使用了现代化的钢筋
混凝土。有四个桥墩、五段桥梁，以
及水泥护栏。再配上桥头两端的四
根仿古石纹水泥灯柱，真是一座造型
优美的大桥。原来的西门桥则被称
为“老桥”，仍旧通行车辆行人。20世
纪 80 年代之前，在西门桥头东南建
唐徕渠管理处，在西南低洼干涸的湖
泊湿地上组建银川市搬运二社。西
北是连片的稻田，夏秋时节蛙声一
片。东北是成片的村庄，古老的土
坯房和土坯围墙，展现着塞上农村的
原貌。收获季节，西门桥周边还是孩
子们寻觅舌尖美味的地方。唐徕渠
畔沙枣树的沙枣子、稻田中的三棱草
根茎形成的黑果子和白果子，都是人
们的美食。新世纪的银川，因城市发
展已将西门桥扩入市区，桥名改为

“国投桥”。但大家依然习惯称西门
桥。桥东的街巷依然叫西桥巷，公交
车站的站牌依然叫西门桥。西门桥
是银川的标志性地名之一，有其深刻
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城市发展迅猛，西门桥从城郊
分界线变为兴庆区和金凤区两个市
区的区划界限，它见证了银川的发展
历程。

八里桥

银川老城的北门，又称德胜门，位
于现在中山北街与北京东路交会处。
在银川老城的北郊，109国道跨四二
干沟处有座桥，离北门8里远，取名“八
里桥”。1974年原桥所跨排水沟拓为
银新干沟，桥亦北移改建，桥名沿用旧
名。周边村子还叫八里桥村。

如今的中山北街和清和北街（东
环路）在北门外金三角会合成一条
道，向北穿过贺兰山东路，再与丽景
北街会合成一条道，北行到银新干沟
与丽景北街相交处，就是八里桥的旧
址。不过，这个旧址也不十分精确，
因为道路和排水沟都发生了大的变
化。原八里桥大队的老社员说，老
八里桥在银新干沟和 109 国道相交
处的南边。记得 20世纪 60年代的时
候，八里桥是用几块水泥板拼起来
的，水泥板之间还有缝隙，桥下的沟
水特别清，鱼也不少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八里
桥跨越的排水沟拓为银新干沟，桥也
新建了，新桥的桥梁是三孔的，长有
四五十米，宽大约 10 米。浅色的桥
栏杆，加上桥两边是绿油油的稻田，
八里桥变漂亮了。时至今日，无论是
那座用水泥板搭起的简易八里桥，还
是后来新建的有石栏柱的八里桥，
都已不见踪迹。过去的 109 国道已
经变成了丽景北街。

八里桥革命公墓

银川市八里桥革命公墓，始建于
1964年，1971年对八里桥革命公墓进
行了改建和扩建。现公墓总面积 1.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呈
正方形。公墓大门上书“革命公墓”
4个大字，四周建有围墙。墓院内松
柏成行，杨柳成荫，庄严肃穆。墓院
正中建有一座两层楼的烈士纪念堂，
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表由水磨石砌
成。纪念堂由上下两个纪念厅组
成，正中写有“烈士忠魂永垂不朽”
8 个鲜红的大字。公墓安葬着在革
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的崔景岳、孟长有、
马 文良三烈士，纪念堂里安放着
曹动之、顾金海、路小固、王涛、卢雪鹏等
80 多位革命烈士的骨灰、遗像等。
1991 年被银川市政府列为“银川市
烈士建筑保护单位”，1995年被命名
为“宁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
7 月被命名为“银川市国防教育基
地”，2012年 9月被命名为“自治区国
防教育基地”。这里已成为瞻仰烈
士、教育人民群众及青少年的革命教
育基地。 （据银川党史网）

说说银川地名桥（一）

石嘴山市境内贺兰山岩画的分
布，因自然条件的差异，可分为山地
岩画和山前草原岩画两种类型。

山地岩画主要分布于贺兰山中
北段、大武口区和平罗县境内，大
多凿刻在深山腹地的山谷岩壁上，
如黑石峁岩画，归德沟、白芨沟岩
画，还有分布于沟口两侧的沟崖
上，如韭菜沟岩画、大西峰沟岩
画。山地岩画分布集中，岩画点周
围地势相对开阔。画面大小有别，
最大的有几平方米，最小的仅几平
方厘米。

黑石峁岩画位于大武口区西北
10 余公里处，黑石峁是贺兰山小枣
沟北侧的一个山头，海拔 1432 米，
山头上大小石块质地坚硬，呈褐黑
色，表皮细腻光滑，像涂抹了油
彩，遍布山头，故名“黑石峁”，岩
画凿刻于黑石上。黑石峁上的黑
石头民间一说为天外来客陨石散
落，一说为“外星人所为”。岩画
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内容为放牧、
群鹿、双人舞、狼、狗等图形。岩
画主要采用敲凿的方法，也有凿刻
的，个别的采用画刻法。黑石峁岩
画首次发现于 1984 年 6 月 23 日，
共计 59 幅。最大的是第 9 幅《群羊

图》，长 1.23 米、宽 1.085 米；最小的
是第 23 幅，长 8 厘米、宽 7 厘米。
黑石峁岩画已被自治区列入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归德沟岩画位于大武口西南
10 余公里，南距韭菜沟 1 公里。岩
画分布在沟谷两侧山坡的岩层上，
南北绵延约 1 公里，共有岩画 58
幅。主要内容有马、狗、羊等，还
有人物骑马出牧图和野鹿。岩画
使用凿刻法。在岩画中有一些题
记，如“大喜大吉”“天坤有神地下
人”等，推测与古代的巫术和占卜
有关。因岩画面朝西向，保存较
差，有部分脱落或看不清楚，图像
粗糙且不规范。

白芨沟岩画位于白芨沟西口平
罗县崇岗镇杏花村南 1公里处，距汝
箕沟 10公里。它是贺兰山岩画中唯
一的一处彩绘岩画，采用了南方岩
画的涂绘方式。岩画以红色涂绘，
计有 37组 100余幅。人物图像有征
战的乘骑者和狩猎的猎人，动物形
象有北山羊、蛇、狗等，尚有表现生
殖崇拜和太阳崇拜的内容，还有手
印、标志和符号。

大西峰沟岩画位于平罗与贺兰
两县交界处。距沟口约 15公里处有
西夏皇城遗址。岩画分布于沟谷两
岸的石崖断壁上，绵延 10公里，向阳
坡的岩画数量较多，岩画分布于沟
口、马场、东沟门子一带，内容主要
是人面像、人物和动物等，闻名于世
的野牛岩画就位于大西峰沟内，岩
画多为研磨而成。

韭菜沟岩画突出的特点是有虎
的造型，且体态强健，身上饰有条
纹，为双勾刻线，另外有塔的造型。

山前草原岩画主要分布在贺兰
山东麓洪积扇上的荒漠草原中。这
里属于贺兰山洪积倾斜平原，地势
较平缓，有冲沟分布，沟谷出口处
有砾石堆积，植被稀疏，风蚀强
烈。岩画凿刻在乱石丛中，或布于
山沟两侧的岩石上，岩画画面较
小。这类岩画主要分布于贺兰山
北段的大武口区和惠农区境内，如
麦如井、翻石沟、大树林沟、小树林
沟、红果子沟等地。据统计，这类
岩画有上千幅，但由于采石原因，
数量有所减少。岩画内容以北山
羊和马为主，其次有黄羊、岩羊、
牛、骆驼、大雁、虎、狼、豹、人物和
符号等。构图较简单，以单一型构
图为主，组合图案较少。制作方法
有磨刻和凿刻两种。

麦如井岩画是石嘴山市最北端
的一个岩画点，位于惠农区西 10公
里处，岩画刻制在黑色岩石上，岩画
分布不均，朝向多数面南。其画面
较小，多为个体图案，组合图案少。
内容以动物居多，有马、北山羊、岩
羊、野牛、狗、鹰等，也有少量人物和
植物、符号图案。凿刻方法是敲击
与画刻并用。

翻石沟岩画位于麦如井南侧 3.5
公里处，这里沟谷深邃，乱石广布。
岩画分布相对集中而又杂乱无章，
画面朝南居多。个体画面较多，组
合图案较少，内容有北山羊、岩羊、
羚羊、马、牦牛、狗等动物。制作方
法有敲凿和刻画两种，以敲凿为主。

大树林沟岩画位于大武口区西
北约 25 公里，翻石沟南侧 1.4 公里
处。岩画分布范围，北到贺兰山正
义关口，南到贺兰山红果子的明代

长城，南北延 5000 米。这批岩画分
布面积广，主要分布在贺兰山山前
洪积扇沟口外的乱石丛中，估计有
千幅以上，刻画的主要内容有鹿、
羊、狗、驴以及人物狩猎等图形。采
用敲凿和画刻法制作，以敲凿为主。

小树林沟岩画位于大树林沟南
侧 500米处，处于一狭窄的山谷中，
岩画数量较少，内容有北山羊、岩羊
和马等动物图案，尚有围猎图、猎人
系有尾饰。岩画的凿刻方法与大树
林沟岩画相似。

红果子沟岩画位于惠农区西南
10公里处，沟内有小片灌木，岩画分
布于沟北侧的洪积扇上，数量较少，
呈稀疏状，内容与树林沟岩画相似。

贺兰山岩画是用金属钝器凿刻
的，构图方法是采用刻线勾画动物
的轮廓，或进行通体雕凿，刻痕深
浅不一，部分岩画又经砂磨，光洁
平滑。岩画题材均取自古代放牧、
狩猎及各类动物活动状况，刻画得
形象逼真，艺术造型古朴粗犷，颇
有自然之美。贺兰山森林植被历
经人为和自然的破坏，较之古代森
林面积已大减，而这些古老的岩画
如实地记录了贺兰山历史上的自
然生态和植被面貌，记录了古代北
方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形
态、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等，为研
究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史提供了
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1988年，黑石峁岩画、树林沟岩
画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
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
年，贺兰山岩画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石嘴山档案）

档案中的石嘴山（一）

六盘山，纵贯宁夏南部原州、隆
德、泾源 3县区，雄跨甘肃、宁夏。最
高峰 3100多米，傲视西北黄土高原，
陡峭的耸岩危峰，愈显山势挺拔雄
伟。依山体修凿的穿山公路盘旋蜿
蜒而上，弯弯曲曲缠绕在山间。当地
谚语说：“六盘山，十八旋，上山二十
五，下山三十一。”这座南北走向的
高山，是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
必经之路，也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后一
座高山，翻过这座山，到陕北再无高
山险峰阻挡。1935年 10月，巍峨的
六盘山层林尽染，万里长空雁声阵
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固
原青石嘴战役中痛歼前来堵截的国
民党骑兵团，打通了通往陕北革命根
据地的道路，在经历了无数血与火、
生与死的考验后，毛泽东率部翻越六
盘山。

时值仲秋，天高云淡，毛泽东和
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同健步登上六盘
山主峰。秋风带着黄土高原固有的
泥土芳香迎面吹来，主席停下脚步，
招呼身边的随从人员休息一下。他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摘下帽子，点燃
一根烟深吸一口，回头高兴地对身
边的同志说：“这里可观三省，雄踞
要塞, 历来是兵家要地，翻过去我
们就快到陕北了！同志们，胜利就
在眼前！”

塞北的秋天，天空蓝得明净透
亮，望着一排排南飞的大雁，回想长
征的磨难，展望革命的前途，毛泽东
思绪万千，一首气势豪迈的《长征
谣》诞生了：“天高云淡，望断南归

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
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
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
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
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长征谣》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金戈
铁马、风雷激荡的雄姿，表达了中国
共产党人和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反蒋
抗日的决心，成为红军战士奔赴陕北
的巨大精神动力。后来，《长征谣》
在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广
为传唱。

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长征
谣》几经易稿完善，到了 1957年，以
《清平乐·六盘山》为题在《诗刊》创
刊时首次公开发表，宁夏的六盘山也
因此享誉世界。1959年 9月，北京人
民大会堂落成，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
见，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
计、命名了会议厅。人民大会堂管理
局决定，各省会议厅分别由各省、自
治区自己设计布置。人民大会堂会
议厅作为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的场所，
宁夏厅作为与外省区交流的一个窗
口，广大干部群众都希望把宁夏厅布
置得新颖别致，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
风格。宁夏厅的布置工作由自治区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负责。黑伯理任
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他刚从北
京调宁夏工作，对布置人民大会堂宁
夏厅的工作非常热心。在制定方案
时，许多同志提出，毛主席率领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宁夏六盘山，并写
下了光辉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已
在全国人民中广为传诵，最好的方

案是用宁夏独有的贺兰石雕刻上
毛主席亲笔写的这首词，再配上一
幅毛主席长征过六盘山的画，这将是
对宁夏各族人民极大的鼓舞。这一
方案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批准和北
京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赞同。

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
会办公厅负责布置会议厅的黄文奎、
王晓风同志先后到中国军事博物馆
和中央档案馆，查找毛主席《清平
乐·六盘山》诗词的手稿。查了好几
处，没有找到这首词的手稿，据说当
年毛主席过六盘山时是在马背上吟
成的，很难找到这首词的手稿。他
们又从毛主席手迹中找字拼写这
首词，拼字不仅找不全，拼出的字
之间也不连贯。在这种情况下，黑
伯理想到了董必武副主席，如请董
老出面，可能毛主席会答应书写
的。20世纪 50年代初期，董必武担
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
任时，黑伯理在政法委员会办公厅
工作过，曾任政法委员会人事处
长、政法干校办公室主任，后又任
法律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董老是
认识黑伯理的。黑伯理对请毛主席
书写这首词抱了很大希望，他给董
老写了好几封信，由董老的秘书申
德纯、牛立志（任建新同志夫人）转
送。以后黑伯理到北京参加会议
间隙，由任建新、申德纯、牛立志带
领，到董老家拜访，给董老带去了
一方贺兰石砚，由砚谈到书法、诗
词，并又一次当面拜托董老请毛主席
书写《清平乐·六盘山》一词，还提

出不仅把这首词用贺兰石雕刻后
挂在人民大会堂宁夏厅，还可立碑
于六盘山上。董老非常高兴地答
应一定代为争取毛主席书写。

之后，董老给毛主席写了一封
信。全文为：“主席：我受了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委一位同志之托，他要我
转恳你把你在六盘山作的清平乐词
写一纸给宁夏，那里的同志将把他刻
石立碑于六盘山上以留纪念。受托
很久了，总觉得这样的琐事麻烦你太
不应该。日前，宁夏来信催问，无
奈，只得请你原谅，费神随笔一挥为
盼！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你的
诗词十九首中录出清平乐一词如另
纸供阅，以省记忆！此致敬礼！董必
武（—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董
老在另一纸上工笔录写了《清平乐·
六盘山》一词。董老信中提到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委一位同志”，就是
时任自治区人委秘书长的黑伯理。

1961 年，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
工作会议期间, 毛泽东主席在开会
之余，于 9月 8日书写了《清平乐·六
盘山》一词。《清平乐·六盘山》词中
有一句，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为

“旄头漫卷西风”，毛主席书写时改
为“红旗漫卷西风”。并复董老一封
信：“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
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
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毛主席
在董老给他的信竖排末行左上方用
铅笔批注“已办”。

（据银川党史网）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