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史忆人 典 故

1945年 4月，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和抗日战争形势
变化，新四军苏中主力部队相继渡江南下，在苏浙地区
开辟新的反攻基地。日寇为应对新四军战略反攻，消
除新四军对其长江下游占领区的威胁，加强控制华中，
尤其是苏中地区。1945年 4月，日军趁新四军主力部队
南调之际，除增调大批的日本关东军至连云港和上海
外，又命令汪伪政权所属的伪军孙良诚部第五军 42师
随同日军山本旅团昼夜兼程南下苏中布防，进驻高邮、
宝应、兴化，妄想进一步封锁、分割和蚕食苏中抗日根
据地。

4月下旬，新四军苏中第一军分区侦悉，盘踞在宝
应城内的汪伪苏北绥靖公署特务第 2团马佑铭部，途经
高邮以东的三垛、河口等村镇，调往兴化以南周庄一带
驻防。刘飞率人通过对三垛地区道路、河道和村庄进
行实地勘察，将伏击地点选在三垛至河口之间公路和
三垛河畔（即北澄子河东段）新庄至野徐庄一线约 3.5
公里的狭长地带。该地段沿河、沿路的村庄较多，有利
于我伏击部队的隐蔽，而且还有很多可以掩护我军出
击的沟坎。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地段距离高邮和兴化
两个县城较远，敌军增援难度大。刘飞计划将参战部
队分为河南纵队和河北纵队两部分，布置一个伏击聚
歼日伪“马团”的“口袋阵”。伏击作战计划很快得到苏
中军区批准。苏中军区命令新四军主力 52团、江都独
立团、三分区特务 5团、一分区特务营一起参加战斗，由
刘飞担任前线指挥。

战前，按照“口袋阵”伏击计划，刘飞向各参战部队
下达作战任务。江都独立团部署在三垛河南、河口以
西，担任正面阻击，与河北纵队配合消灭河道与公路上
的日伪军，同时准备阻击可能从兴化和河口西援之敌，
把守“袋底”，防止日伪军东逃。52团隐蔽于公路北边
村庄，待江都独立团开火后，即迅速出击，把日伪军消
灭在公路上，同时负责河口方向的警戒。特务 5团隐蔽
在三垛河南，严防日伪军南窜和西逃，并以火力支援北
岸，伺机过河歼敌。三个团对公路上和三垛河面上的
敌人，形成东、南、北三面夹击。特务营在三垛河北警
戒可能从高邮东援的日伪军，把守好“袋口”，防止日伪
军西逃。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唐
明皇就是唐玄宗。

不过，这称谓透着一股古
怪。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唐
朝以前的皇帝一般称谥号，像汉
武帝、隋文帝；而唐朝开始，皇帝
开始称庙号，像唐太宗、宋太
祖。一般而言，我们只称皇帝的
谥号或庙号。而李隆基这个皇
帝却有点奇怪，谥号庙号两个号
都很有名，简直可以说并驾齐
驱。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看唐明皇的全
称 ，曰“ 至 道 大 圣 大 明 孝 皇
帝”。谥号挺长，都是好词，这
也是谥号的通病，越来越长，后
人嫌费事，就用庙号取代谥号
了。唐明皇的谥号虽长，关键
字就是明。历史上，大多数时
间包括唐朝都称唐明皇为唐玄
宗。像中唐诗人元稹就有诗
云 ：“ 白 头 宫 女 在 ，闲 坐 说 玄
宗。”郑畋也有诗说：“玄宗回马
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苏
辙评价道：“唐玄宗、宪宗，皆中
兴之主也。”

到了清朝，事情起了变化。
康熙帝名叫玄烨，这皇帝的名讳

是要避的。玄不能称玄了，要换
个字，譬如元、真等。大家对《隋
唐演义》里的天下第一杰李元霸
很熟悉，其实这个李元霸历史上
叫李玄霸，清朝人褚人获在写小
说《隋唐演义》时为了避讳，就必
须给人家李玄霸改名了。《千字
文》里开头有：“天地玄黄，宇宙
洪荒。”清朝人要这么念是要杀
头的，得读成“天地元黄”才可
以。北京城有个神武门，按说此
门在北，应该叫玄武门，可清朝
就只能称神武门了。

说到唐玄宗、唐明皇，即使
是前朝皇帝，也要避讳当朝皇
帝。唐玄宗要是改为唐元宗，就
有点别扭了；唐玄宗大名鼎鼎，
改了庙号谁知道啊。聪明人洪
昇在写《长生殿》时，就用了唐明
皇这个谥号，因为戏曲的加持，
此名竟与唐玄宗“分庭抗礼”
了。不过这也有个问题，按照古
人习惯，谥号是朝代+谥号关键
字+帝，唐玄宗应该是唐明帝才
对，为何洪昇非要说成唐明皇
呢？也许，这是他对避讳这种制
度无声的抗议吧。

（据《西安晚报》）

唐玄宗缘何也称唐明皇

同样是因为涉及政令、军情，历
朝历代均要求邮件必须严格按程序
进行交接传递，如有遗失必须第一时
间上报官府；同时，实行严格的邮件
保密措施。

比如，秦朝的文书写在竹简上，
邮寄前要捆扎结实，还要在绳结处封
泥并盖上印玺。发展到清朝，“重封
入递”“木匣入递”“绢袋封发”“汇总
封发”“长引隔眼”等保密措施层出不
穷。寄送奏折等重要文书时，人们还
会使用“封桶”“报匣”“夹板”等封套，
这不仅给文书上了双保险，签收拆件

时也颇具仪式感。
如果“邮递员”玩忽职守，出现

私拆、损坏、泄密、丢件等情况官方会
给予严厉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

“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遣
驿而遣驿者，杖一百……诸漏泄大事
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
半。”意思是，不按程序交接文书者要
受杖责，泄露机密者会被处以监禁甚
至绞杀的惩罚。

除了要腿脚勤、能识路，还要守
规矩、不出错，古代的“邮递员”可不
好当。

到了宋太祖时期，朝廷开始“以军
卒代百姓为役夫”，即用军卒取代百姓
递送邮件，还专门设置了“递卒”这个
岗位。如果你细看《清明上河图》，会
发现这幅画上绘有驿站。画面中，驿
站门前坐卧着数名兵卒，他们手边摆
着几个公文箱，院内还有白马卧在地
上，另有马夫手持缰绳斜倚一侧。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历史上有不
少著名人物曾踏足邮政行业。比如，
孔子当过季孙氏家的“委吏”，负责接
收邮件及仓库物品管理工作；汉高祖
刘邦当过泗水亭长，工作职责之一就

是管理文书的往来；明代心学大师王
阳明曾被贬至贵州龙场驿当驿丞，也
算是在邮政行业干过一段时间。不
过，历史上最著名的“邮递员”，还得是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他早年
在银川驿当驿卒，因遗失文书丢了饭
碗，后来才揭竿而起建立了大顺政权。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邮政行业亦
是日新月异。如今，得益于发达的互
联网技术和立体交通体系，老百姓收
寄邮件只需动动手指，便可享受上门
服务，真正实现了“物畅其流”。

（据《海南日报》）

1945年4月28日，
新四军苏中第一军分区

在第六师 18 旅旅长（兼苏中
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刘飞指挥

下，向途经江苏高邮三垛、河口地
区的日伪军发起三垛河口伏击
战。这次战斗巩固了苏中抗日根
据地，被陈毅等人誉为“出奇制
胜，斩获众多”，成为新四军

华中地区速决战的典
型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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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启 超 家 教 很 严 。 小 时
候，他随父亲到朋友家做客，看
到主人家院子里的杏树蓓蕾初
绽，便悄悄折下放进袖笼里。
对孩子甚严的梁父当场便以出
楹联方式不动声色地教育了

梁启超——“袖里笼花，小子
暗藏春色”，听到梁父出的上
联，梁启超恍然大悟，羞赧地
对了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
察秋毫”。

（据《天津日报》）

1949年 4月初，叶圣陶出任
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前
身）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
任。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要承
担教科书的研究、编写、编辑、
出版与发行等职能，下设国文、
史地、自然三组，其中国文组负
责编写教科书，制定新的课程
标准。

这年 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学语文
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
作为学科名称。而在此之前，我
国没有“语文”这个词。民国初
年，小学和中学的汉语课程统称
为“国文”。1920年，北洋政府将
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
语”（后小学各年级均改为“国
语”），中学仍设“国文”课。

1950年 6月，国家出版总署
编审局编辑出版了全国统一的以

“语文”命名的教材。叶圣陶在
《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
意”中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
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

‘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
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
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

‘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
‘语文课本’。”

他还专门解释说：“什么叫
语文？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
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
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
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
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对“语文”学科的命
名、解读，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认
同。从此，“语文”将“国语”和

“国文”合二为一，成为我国中小
学母语课程的通用名称。

1960年 1月 21日，叶圣陶在
答孙文才的信中，解释了“语文”
一词的由来和含义：“‘语文’一
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之中小学
语文课本。当时想法，口头为语，
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
’。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
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
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
容文学以外之文章。我个人想法
如此。”阐述了“语文”含有“语
言”和“文章”之意。

叶圣陶不仅首先提出了“语
文”一词，而且还为《语文》教材
题写了“语文”二字，饱满厚重，
儒雅周正，成为一代代学子永远
的记忆。

（据《人民政协报》）

三过家门而不入，历来是说
那些勤于职守、公而忘私的人的
高尚品格。讲的是大禹治水的
故事。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
神话传说故事。相传他是黄帝
的后代，在三皇五帝时期，黄河
泛滥，鲧（禹父）和禹父子二人受
命于尧、舜二帝，负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
中的洪水斗争，面对滔滔洪水，
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
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
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
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
了治理洪水，吃苦耐劳，克己奉
公，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
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
不入。大禹治水 13年，耗尽心血
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
业。《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
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是有记

载的。
这个家门在绍兴市。《吴越

春秋》有记：大禹治水“闻乐不
听，过门不入，冠桂不顾，履遗不
蹑”。如今在绍兴西北还有“夏
履桥”与“夏履镇”。相传大禹三
十而未娶，后与涂山氏姑娘女娇
结婚，婚后四天大禹就离家投入
治水大业，妻子女娇想念丈夫，
便派人于路旁桥头等候，希望他
过家门而能小憩。但事业心颇
重的大禹肩负太重，哪有时间回
家歇息？三过家门而不入，让在
桥头等待与丈夫相会的女娇非
常失望。后来，人们便把这座石
桥取名“禹会桥”，希望他们夫妻
相会，以解相思之苦。这座美丽
的石桥如今还在，这一风景与传
说仍在江南流传，成了抗洪治水
的经典篇章。

（据《联谊报》）

梁启超折杏花被父教育

叶圣陶首提“语文”

三过之“家门”在哪里

“

周朝时已有邮递驿站

古人如何收寄邮件？
无论是期待已久的网购商品，还是亲友从异国他乡寄来的一张

明信片，在签收它们的一瞬间总能让人感到愉悦。随着邮政行业的
发展，收寄物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实际上，邮政活动在古代中国就已经产生并发展成为一个行
业。邮政的历史从何而起，历朝历代的人们如何收寄物品，是靠“飞
鸽传书”还是“龙门镖局”？今天让我一起去探究古代邮事。

在古装剧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这
样的场景——君王正临朝议事，突然一
名士兵一边大声喊报一边飞奔入殿，手
持一份“八百里加急”送来的战报。

“八百里加急”的说法并非完全
是艺术加工，那可以说是古代版的

“特快专递”。
中国邮政事业起步很早，在甲

骨文里就有驿传系统的相关记叙，
说的是各地发生的“新闻事件”，会
定期通过这个系统报告给殷王。发
展到周朝，各地道路拓宽，通达全国
的交通网络初步形成，这为邮政事
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朝廷
任命“行夫”，由其负责管理各邮递
驿站，并对他们提出了“虽道有难，
而不时必达”的要求；派“野庐氏”主
持交通设施建设和维护工作，指导
督促各地在交通主干道两侧种树，

每隔一段挖掘水井、建造“宿息”，供
“邮递员”歇脚休息。

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
立类似驿站的机构，只是叫法有所不
同——齐国、郑国叫“遽”，晋国、楚国
叫“驲”，也有一些诸侯国叫“传”。
这些机构主要负责传递政令和军
情，直至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为平
民百姓服务的私人邮政系统，且发
展十分缓慢。

隋唐，古代中国迎来邮政行业发
展的第一个高峰。据专家统计，唐玄宗
时期，全国约有 1600多个驿站，从事
相关工作的“邮递员”达两万多人。
他们承运的物品范围拓展至水果、水
产等生鲜品类，由此可见当时的物流
运输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大家熟知
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
荔枝来”就是最好的佐证。

因为运送的主要是政令和军
情，或达官显贵的信件和物品，古代
中国的邮政行业甫一诞生就对时效
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早在秦汉时期，官方就有明确
规定：短途邮寄一般使用“步递”，

“邮递员”每个时辰平均要走 10 里
路，所承运的信件和物品必须当天
送完；中长途邮寄一般使用“传车”，
这种车每天最多可以行驶 200里至
300里。急件则要用快马专门运送，
速度最快时能达到“日行四百里”。

宋朝开设“急递铺”，负责“急
递”的马儿，脖子上配有铜铃，疾驰时
会发出叮当声，以警示路人注意避
让，毕竟耽误了送信时间就有可能犯
下“贻误军机”一类的杀头大罪。

清朝战火不断，为保证军情信
息快速传递，邮政行业进一步提
速。一旦前方有紧急军情要报，每
个驿站都派出快马接力，以日行 800
里的速度飞递军情。这大概就是我
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八百里加急”
送信的场景了。这样的工作效率，
三藩之乱时，军情从西南送到京城，
5000多里的路程仅走了 9天；施琅收
复台湾的消息从福建传到京城，也
只用了短短 7天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出现了首

家经官方认证的镖局。后来涌现的
各类镖局接单范围很广，包括信镖、
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身镖等，
功能颇为齐全。

效率的提高，让“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不再是个例。

同样是在唐代，平原郡的螃蟹十
分有名。为给皇室进贡螃蟹，百姓捕
到螃蟹后会立即用毛毡包裹好，然后
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确保螃蟹运抵长
安时仍然鲜活。明朝皇室特别喜欢吃
鲥鱼，于是官方在南京开办了鲥鱼厂，
每年鱼汛来临时便征发渔户捕捞鲥
鱼，安排贡船沿着大运河昼夜不停地
行驶，要求六月底前务必送到御膳房，
以保证鲥鱼能在七月初一的太庙祭祀
上亮相。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
样的“生鲜专递”也有劳民伤财之
嫌。唐代诗人杜甫曾作诗讽刺：“忆
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枝）。百马
死山谷，到今耆旧悲。”清代官员沈
名荪曾在《进鲜行》中感慨：“三千里
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
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至尊。”由
此可知，要寄这一类的“生鲜专递”，
除了要有道路交通的优化、邮政驿
站的密布，还得有不计成本的投入，
这绝非一般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

杜甫吐槽“生鲜专递”

古代“邮递员”不好当

4月 27日拂晓，我军参战部队
进入预设伏击阵地周围的村庄隐
蔽，等待日伪军钻入伏击“口袋”。
4月 28日，日伪军独立团在日军两
个中队配合下，由水陆两路经三垛
东进，其前哨是日军一部和伪军独
立团 1500余人，中间是日军主力两
个中队 300余人，最后面是伪军第
87团第 3营。另外，河面上的一路
有 3艘汽艇，这些汽艇拖着 20余只
民船，满载辎重，船上有日军 50余
人，伪军 200 余人，与陆上部队并
进。15时，敌军逐渐进入“口袋”。
因公路缺口，敌军前哨部队停止前
进 20多分钟，寻船搭浮桥，后续部
队不断赶上来，这对我军收紧“口
袋”全歼敌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
件。16时 30分，待公路和水上敌军
全部钻进“口袋”后，我军总指挥下
达出击命令，江都独立团集中火力
射击，52团也展开侧击。特务 5团
和一分区特务营南北配合，以交叉
火力封住“袋口”。河上敌军船队
除在最前面的一艘汽艇仓皇向东
逃窜外，其余瘫在河里。艇上日伪
军企图泅水窜逃，被我军三垛河南
纵队火力压制，死伤殆尽。在“新
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治
攻势下，日伪军大都纷纷缴械投
降，少数负隅顽抗的最后大部分被
消灭。前后一个半小时，公路东段
的伏击战基本结束。

最艰苦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
日伪军尾段，即处于“袋口”的新
庄。殿后的一个日军中队和 200

多名伪军进行了激烈反抗。负责
防止敌人西逃的特务营在战斗打
响后，迅速封死了敌军向西回撤的
道路。在特务营火力打击下，日伪
军随即开始迅速向新庄跑去。由
于敌近我远，新庄随即被日伪军占
领，并同前面逃来的日伪军汇集于
此，凭借断墙残壁负隅顽抗，妄图
固守待援。52 团 1 营试图由北面
抢占新庄，但因庄河阻隔，加上敌
军火力密集，被阻在开阔地带。在
此情况下，1营 2连组织突击小组，
拖着麻绳，在火力掩护下强渡庄
河，接着全连迅速攀绳过河，冲上
庄头，与日军肉搏拼刺。2连白刃
战拖住了日伪军，使其封锁我军前
进道路的火力大大减弱。被日军
压制在开阔地带上的 1 连趁机突
入新庄，发动攻击。我军迎难而
上，向敌人步步紧逼，冲入敌人阵
地，迫使困守新庄北部的敌人向南
退守。

随后，52团 1营 3连、特务营以
及江都独立团一部渡过三垛河前
来增援，从四面八方把固守新庄南
部的敌人紧紧包围，发起了围歼新
庄残敌的总攻。黄昏时分，我军炮
火集中向敌军轰击，顽敌死伤大
半。这期间，敌军两次企图突围，
都被我军打退。战至 19时，我军除
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监视新庄内
的残敌外，大部分参战部队主动撤
出战斗。29日 10时，新庄内残存的
30多名日军和 200余名伪军逃出新
庄，我军参战部队也全部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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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个多小时的战斗，伏击
战胜利结束。当我军押着近千名
日军和伪军俘虏行进到后方的村
庄时，庄头和路边许多村民用热烈
的掌声欢迎自己的队伍凯旋，庆祝
我军的伟大胜利。三垛河口伏击
战我军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沉重
打击了日伪军的凶残气焰。

三垛河口伏击战共歼灭日军
240多人、伪军 600多人；俘虏山本
顾问等日军 7人，“少将团长”马佑
铭、中校副团长韩永恩等伪军 958

人；缴获轻、重机枪 19 挺和步枪
1000多支，各种炮 16门以及大批弹
药和物资器材。这是新四军苏中
军区继车桥战役后的又一大捷，为
巩固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
有利条件。这次伏击战受到新四
军军长陈毅等高度肯定，嘉奖电
说：“三垛河口伏击战出奇制胜，斩
获众多，予孙逆良诚所部以重创，
挫其锋芒，殊堪欣慰。望向前线指
战员及光荣负伤同志代为慰问！”

（据《学习时报》）

侦悉敌情 巧设“口袋阵”

敌伪入“口袋”打响伏击战

战斗告捷 获颁嘉奖令

■ 拾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