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今2300多年的
乘 法 口 诀 实 物

战国时期人们如何计数？出土简
牍如何修复释读？记者日前从湖北省
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湖北荆州秦家咀
墓地出土的乘法口诀实物——楚简《九
九术》，较此前所知最早的湖南里耶秦
简乘法口诀《九九表》，时间要早约一
个世纪。

秦家咀墓地是东周时期楚国都城
近郊的一处邦墓地。其中，M1093 墓
葬为战国中期的楚墓，出土大量竹简，
是目前出土战国楚简数量、文字最多
的墓葬。

“M1093墓葬中发现的乘法口诀这
支简，证明在楚国已有乘法口诀的运
用。”秦家咀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荆
州博物馆副馆长杨开勇说。

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曾
于 2002年至 2007年在湖南长沙参与里
耶秦简的出土整理与文物修复工作。
他告诉记者：“2002 年的一天，脱色处
理过的几支秦简上显现出了完整的乘
法口诀表，这成为当时重要的考古发
现。现在，我又亲眼见到了更早的乘法
口诀实物，令人惊奇！”

从《九九术》这支楚简的扫描图片
可以看出，竹简已变形，字迹有些许模
糊。目前经过释读已可确认简文：

“二；五七卅=（三十）又五，四七廿=（二
十）又八，三七廿=（二十）又一”。专家
将其暂命名为《九九术》，即乘法口诀。

先秦秦汉时期，“九九术”已成为
数学学习的基础知识，是基层官吏的必
学内容，用于日常工作中人力、物力、
资产的计算。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谭竞男
告诉记者，先秦秦汉的典籍中，如《荀
子》《管子》中已有引用“九九术”的用
例，出土的秦汉文献中也有多种“九九
术”发现。秦家咀墓地此次新发现从表
达、格式、形制上都与先前发现有较明
显不同，对于更新我们对战国时期算术
文献的认识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批出土战国
楚简已在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完成第
一阶段室内揭取与保护工作，红外扫
描、释文、缀合等工作同步展开。经
历 20多个保护修复步骤之后，近乎朽
腐的竹简渐渐恢复本貌，字迹逐一清
晰再现。

初 步 整 理 研 究 显 示 ，秦 家 咀
M1093 墓葬出土的战国楚简内容涉及
诸子、数学、医药、畜牧、文学、日书等
诸多类别。专家指出，这对研究先秦时
期的历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珍贵的
新资料。

（据《北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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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历经两千多年持续营造，宛如一条巨龙，横亘在
中国辽阔的大地上。“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
多长？”

2009年 4月，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联合公布明长
城的长度为 8851.8公里。根据国家文物局 2012年发布的
长城资源调查成果，历代长城总长度为 21196.18公里。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长
城卷》副主编赵琛说，随着长城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长城
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长城的概念和长城的长度也在发生
变化。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的过程，
分别是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要统计长城的长度，历代
长城缺一不可。

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指出，在建设
范围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
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
金界壕，明长城。

长城资源分布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长城、大运河、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极大地丰富了长城的内涵。
专家认为，目前一些省份仍存在“地方没有申报、国家没有
认定”的长城资源，其长度也没有被计算在内，希望通过第
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能把这些长城资源给予认定。

赵琛说，统计全国长城的总长度，需要统一培训测量
人员、统一对长城的认识、统一测量标准、统一计算方式，
才能最大限度减少长城长度测量的误差。

近年来，赵琛多次组织科考队寻找长城东、西起点，经
查阅长城资料和实地调研，他认为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宽甸
满族自治县红石镇的兴隆堡烽火台，是目前已知鸭绿江边
中国境内最东端的烽燧，该烽火台位于虎山长城东侧直线
距离 68公里处。他还带领科考团队十余次深入新疆大漠
戈壁进行长城考察：“我们今年新发现了新疆乌恰县山河
关关隘遗址，这比我们之前发现的长城‘西起点’，又向西
延伸了 60余公里。”

赵琛说，由于以前长城概念、测量技术等方面的局限，
加上各省区市记录的标准不同，所以目前统计出的长城总
长度也不完全准确，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认为，我国历
代长城长度总和至少有 5万公里。因此，万里长城有多长，
还有待进一步测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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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声，字警钟。九一八事变后，
在民族危亡关头，黄显声毅然投身民族
革命斗争，在辽宁组织数万抗日义勇军
展开抗日斗争，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
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下，他
从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
逐步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丰
富斗争经验的爱国将领，为中华民族的
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依山而建的黄显声故居，从门口望
去，房屋是青瓦红门的老式建筑风格。
故居门楼上方，悬挂着写有“黄显声故
居”5个金字的深色牌匾。走进院内，映
入眼帘的是位于院落中央的身披大衣、
英姿勃发的黄显声将军雕像。雕像取材

于岫岩偏岭镇的白云石，高 2.98米，花岗
石台座高 1.1米，雕像四周的花坛长 9.18
米，象征不忘国耻“九一八”。

黄显声故居正房 3栋共 15间，东西
厢房各 1栋共 14间，门房 3间。1896年
12月 18日，黄显声出生于正房。推开正
房大门，屋内陈列着黄家当年用过的衣
柜、炕桌、火盆、木桶等生活用具，以及黄
显声少年读书的桌椅、油灯等用品。黄
显声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聪颖好
学，7岁在家读私塾，9岁在青台峪读小
学，13 岁到九沟峪读高小，后来到安东
（今丹东）读中学。1918年春，黄显声考
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在学校接触到
进步书刊，经常与同学议论时政。经过

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毅然放弃继续升学
的机会，选择了一条投军报国道路。
1921年春，黄显声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
第三期炮科；军校毕业后，进入东北军。

黄显声故居的 7间东厢房如今被辟
为“黄显声生平事迹陈列馆”，展板面积
50余平方米，内容分为 6大板块，展陈 90
余幅珍贵历史照片和绘图资料，全面详
尽介绍了黄显声的生平事迹和功绩。

看着墙上“血肉长城第一人”“创建
抗日义勇军”展板上的图片和资料，仿佛
听见黄显声和辽宁抗日义勇军将士在战
场上英勇抗敌的枪炮声和厮杀声。

1930年，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处
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1931 年九一
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
国东北武装侵略的步伐。9 月，黄显声
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的警察
队伍发放枪支约 20 万支、子弹 1000 万
发，这些枪支弹药后来成为辽宁抗日义
勇军的有力支撑。九一八事变当天，驻
守沈阳的陆军独立步兵第 7 旅等来了

“不许抵抗”的命令，靠下级军官自发组
织的抵抗才勉强突围，损失惨重。日本
侵略者占领了沈阳市商业区及大小西
门。9月 19日凌晨，黄显声命令三经街
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处警察
分队及警察大队奋起抵抗，他亲自指挥
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
日军对战多时。在日军坦克攻势下，只
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很大。黄显声命
令各部向警察总局集中，继续抵抗。在
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国民党“不
许抵抗”的命令，黄显声不顾自身安危，
奋起抗争，肩负起豪迈的民族大义，展
现了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沈阳沦陷后，黄显声命令各部撤出
沈阳，向锦州集中待命。在锦州期间，黄
显声以全省的警察队伍为骨干，组织和
扩充抗日武装，将所编部队改称“辽宁抗
日义勇军”。

黄显声故居里还陈列着一尊铜铸黄
显声半身雕像。黄显声刚毅、果决的脸
庞以及注目远方的深邃眼光，使我们仿
佛看到他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不懈
斗争的决心，深切体会到他秉持坚定信

念在狱中英勇抗争的可贵品格。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黄显声

感到收复东北无望，开始与共产党取得
联系。黄显声是东北军中最早接受共产
党领导的高级将领之一。1936年 8月，
黄显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2月 27日，黄显声约东北救亡总会负责
人王化一在武汉自己的寓所里同周恩来
会晤，双方决定黄显声于 1938 年 2 月 6
日动身去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工作。
由于叛徒出卖，1938年 2月 2日，黄显声
还未动身，即被国民党驻武汉特务机关
秘密逮捕，国民党特务将其关押在贵州
息烽集中营。1946年 7月，黄显声被押
往重庆，关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不久被
迁往白公馆。

被关在白公馆时，黄显声与狱中难
友借对诸葛亮的评价来探讨国民党必
将失败和共产党终将取得成功的原
因。他说：“我以为诸葛亮之最足以为
后世法者，不是待人用兵而是其服务精
神，确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黄显声
表达了自己对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目
的的斗争必将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使
大家深深折服。黄显声是小说《红岩》
中“小萝卜头”的老师——那个儒雅大
气的黄将军的原型，狱中《挺进报》的创
办人之一。

在黄显声生平事迹陈列展最后一
部分——“英烈精神传千古”看到，1949年，
重庆解放前夕，在“11·27 大屠杀”中，
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歌乐山下
的步云桥畔，终年 54 岁。1949 年 12 月
15 日，重庆市各界民众举行隆重的追悼
大会，沉痛悼念黄显声等“11 · 27 大屠
杀”遇难烈士。

黄显声故居先后被命名为“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辽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
地”等，被列入辽宁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名录。走出黄显声故居，右前方
不到 200米，有一股流淌着的清澈泉水，
被村民称为“将军泉”，村里还有一座“将
军桥”。村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黄显
声的缅怀与崇敬。英雄虽远去，精神永
赓续。

（据《学习时报》）

“血肉长城第一人”
在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原蓝家

沟村），著名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是村民们最大的光荣。一座典型
的具有关东建筑特色的院落，便是黄显声故居。

黄显声故居。（资料图片）

秦汉以后，粮食储备和调
剂制度相当繁杂，但大体不出
两类：一是国家兴办的“常平
仓”，调控市场、平抑物价、为民
理财。二是民间兴办的“义
仓”，由于多建立于最基层里
社，也称“社仓”，主要用于具有
慈善性质的粮食救济。

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
54年），大司农丞耿寿昌建议在
边郡设置常平仓，谷贱时增价
籴买，谷贵时减价出卖。白居
易曾评价：“盖管氏之轻重，李
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者，可
谓不涸之仓，不竭之府也。”

常平仓可以说是一个建立
于供给与需求两端之间的“蓄
水池”。当农业丰收，市场供给
大于需求时，为防止谷贱伤农，
国家加价收储市场上的粮食；
在农业歉收，市场需求大于供
给时，为防止谷贵伤民，国家将
丰年收购的粮食低价卖出，在
这一进一出之间，平抑了市场
物价。

义仓，一般认为创立于隋
开皇五年（585年），大致可分为
两类，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牵头
组织民众捐助并管理；一类完
全由地方士绅自行建立并管
理。隋代工部尚书长孙平看到
天下多水旱，建议民间秋熟时
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以备凶
年。开皇十五年（595年）义仓
改为官办，变成一种强制性粮
食征税，由政府控制。唐代承

袭隋制。由于政府控制，隋唐
的义仓有名无实。

真正意义上的义仓起源于
南宋。南宋大儒朱熹于乾道四
年（1168年）在福建崇安（今武
夷山市）办社仓，在青黄不接时
给乡民贷米，乡民在冬天连本
带息按 120%归还。小歉时利
息减半至 10%，大饥时利息全
免。此举相当成功，至淳熙八
年（1181 年），社仓已积有米
3100石。

明清时期，劝善之书广为
流行，民间行善之风大行，捐建
义仓活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推行社仓的同时，政府积极
鼓励民间大力发展义仓，使得
义仓逐渐增多并在很多省份普
及，为保障社会粮食储备调控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
业是国家经济命脉，粮食安全
关系着国计民生，各朝各代无
不把它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
地位。

故仓储粮食，以备不时之
需，成为一种历代常规的制
度，政府与民间共同用力，为保
障民生与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这种粮食调控制度，
以不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为前
提，实现了调节粮食供求关
系、稳定粮食价格、保护粮农
和消费者的利益、救灾备荒及
维护社会稳定等多重功能，意
义深远。 （据《今晚报》）

万里长城有多长？

重视粮食储备是中
国优秀的历史传统。数据

显示，我国储备的主要粮食已
超过全球库存量的 50%，是世界
第一储粮大国，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那么古人在粮食仓储

和粮食供应安全方面是怎样
做的，有哪些历史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古代先民十分重视粮食储备。
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距今

8000 多 年），考 古 学 家 挖 出 了 189 个
“粮仓”，能储存粟至少 5 万公斤，在当
时的生产条件下，这样的储粮规模令
人惊叹。

在距今约 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
的池中寺台地，考古学家勘探出一片面
积超过 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显示出
城内巨大的粮食储藏量。

甲骨文中有派官员巡察仓廪的记
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较健全的粮食储
备制度。《周礼》记载，西周不同层级的行
政机构均设有储备仓库，其中就包括粮
食储备。具体执掌储备的官员叫“遗
人”，他的职能是：掌管王国的委积（指粮
食等财物储备），用来向民施以恩惠；掌
管乡里的委积，用以救济乡民中饥饿困
乏的人；掌管门关（国门和关门）的委积，
用以抚养为国牺牲者的家属；掌管郊里
的委积，用以供给出入王都的宾客；掌管
野鄙（距京城三百里以内的地区）的委
积，用以供应往来的旅客；掌管县都的委
积，用以防备灾荒。

今天，我们所说的粮食储备调控制
度，一般认为源起于战国时魏文侯相李
悝在魏国实行的“平籴（dí，意为买进
粮食）法”。这一制度是政府运用财政
力量和价格手段来调控粮食供应，稳
定粮价。

“平籴法”根据年成好坏，把好的年
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
中、下三等，国家按年成好坏收购或卖出
相应数量的粮食。比如遇到大歉收年，
就把大丰收年收购的粮食增量拿出来
卖，用以平衡市场的粮食供需。平籴的
结果是，“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
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
富强”。

平籴法限制了不法商人对粮食的投
机活动，有效地防止了农民破产和贫民
流亡，维持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

储粮备荒起源早

官方与民间共发力

图为位于陕西省大荔县的丰图义仓，建于清光绪
八年（1882 年），占地面积 11039 平方米。建筑格局为城
中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坐东朝西，夯土筑城，是义仓
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内城以仓墙合一的建筑形式构筑，
兼具防御和仓储双重功能。慈禧曾御封其为“天下第
一仓”。

1949 年 9 月 19 日，北平城里洋溢着欢乐的气
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政协
会议）筹备工作接近尾声。大会召开在即，千里之外
的香港却传来一则噩耗——原定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的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在绕道香港时被国民党
特务杀害，不幸牺牲。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震动，在最
后确定正式会议代表名单之时，没有删除杨杰的名
字，而是用黑框圈起，特许列名缺席。

杨杰，这位曾负责民革西南地区组织发展和反
蒋军事活动工作的“军学泰斗”，成了大会名单上唯
一加黑框的代表。这也是新政协会议的民革代表合
影中少了一人的原因。

名单中的其他民革代表到达解放区的路途也并非
一帆风顺。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随后，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
开始为了筹备新政协和筹建新中国向着解放区出发。

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国民党内部和民主
党派人士中威望很高，列在中共拟邀请北上人士名
单的第一位，也是国民党特务和香港警方的重点关
注对象。这注定了他的离港之路必将困难重重。在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周密策划下，李济深终于在
1948年底登上了北上的苏联货船。

1949年 1月 1日，李济深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同
行者茅盾的手册上写下新年贺词：“同舟共济，一心
一意，为了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10 月 1 日，
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民主人
士代表出席开国大典，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据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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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协会议名单上
唯一加黑框的代表

■ 以物述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