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有
一枚正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
队”的印盒。这是一个铜镀铬的印盒，
长 10厘米，宽 4.5厘米，高 2厘米，做工
精致，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出现处
处斑驳，但在光线的照耀下整体还闪烁
着银光。

查阅红军在云南的历史，在目前的
史料记载中曾经有两支带有“滇”字番
号的红军游击队活跃在云岭高原，一个
是“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
队”，另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
区游击纵队”。

“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
击队”是 1929年 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
在广西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
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军二十
一师派人到云南省富宁地区发动组织
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
命游击队创建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
地位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是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南方坚持开展游
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也是党在云
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
根据地。1930年 6月，红七军主力北上
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韦拔群、陈洪
涛、黄明春奉命返回右江筹建红二十一
师，在右江坚持革命斗争。

1931年 8月，中共右江特委决定进
行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
线作战。1931 年 11 月，右江特委派黄
庆金、李德惠率领部分红军到滇桂边活
动。1932年底，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
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
后，右江下游党组织又陆续派六十二团
干部和地方主要骨干进入滇桂边区工
作，组建了 600多人的游击队。1933年
5、6月，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又派一批干
部进入滇桂边区协助工作。至 1934年
初，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已由中心区
的富宁发展到广西的靖西、那坡、德保、
西林、百色等县的部分地区。1935年后
发展到广南、麻栗坡。仅富宁就建立劳
农会 21个，赤卫队 27个，赤卫队人数达
2600多人。与此同时，各级政权组织如

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形成了全区性的
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
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

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在党组织
的领导下，历经近 8 年的艰苦战斗，鼎
盛时期，游击队和赤卫队发展到 8000多
人枪，根据地面积达滇黔桂的 28个县 4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 180多万人，英勇抗
击了滇黔桂三省反动武装 10 余次“围
剿”。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和平解
决，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
作。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主力接
受改编北上抗日。部分红军干部战士
根据中共广西工委“右江今后党的工作
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
示，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继续开展隐蔽
斗争，一直坚持到 1949年富宁解放。滇
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使红七军播下的
革命种子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在中国
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
队”则与长征有关。遵义会议后，中央
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立即调整战略方
针，改变行军线路，一渡赤水，向敌人力
量相对薄弱、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云
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1935 年 2
月 5日至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
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作出事
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一系列重大战
略决策和战术部署，其中包括在川滇黔
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共川南
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
川滇黔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周恩来
亲自参加红军纵队动员会，并明确游击

纵队的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
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
员；三是建立根据地。2月 12日，留下
组建游击队的红军指战员与红军主力
分手之后，组建成立了红军川南游击纵
队。7月上旬，中央红军北上后，红军川
南游击队与黔北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
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活动于川
滇黔边区。

游击纵队在三省边区积极开展了
英勇的武装斗争，主动寻敌作战，按照
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向川南游击。国
民党军队以为还有一支红军主力留在
川南，十分惊慌，急调川军以大量兵力，
对纵队进行堵截。蒋介石更深恐红军
纵队在川滇黔三省边区立足，创建根据
地，亲自调集云贵川大量兵力对纵队发
动多次三省“会剿”。面对数倍、数十倍
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跟追堵击，纵队
英勇战斗，迂回穿插，进占扎西、包围长
宁县城，奔袭川南重镇安宁桥、梅硐场
等 20余个乡镇，攻取四川筠连、贵州赫
章县城，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威胁泸州、
宜宾、毕节等要地，这样，纵队在三省边
区拖住大量敌人，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
军四渡赤水和红二、六军团的转移。
1936年 9月，游击纵队为了进一步开展
游击战争，把在云南威信一带组织起来
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正式成立“中国
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
击支队”。

1936年秋，川滇黔三省国民党军队
集中重兵对红军游击纵队进行了连续 3
个月的大规模“会剿”，游击纵队奋勇战
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到同年底不幸
失利。虽然游击纵队主力失败，但以云
南支队为代表的红军游击支队一直坚
持斗争到 1947年。川滇黔边区游击纵
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播在川滇黔边区
的革命种子，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 20
多个县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
制了近 10万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
力长征，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
荣任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篇章。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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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红色记忆

李子芳的父亲李兹螺早年出洋谋
生，在菲律宾与友人合开了个杂货商
店，家中小有积蓄。李子芳 5岁时丧母、
6 岁时丧父，家庭生活逐渐陷入贫困。
1924年，李子芳随父亲生前好友到菲律
宾继承了父亲留下的遗产，以半工半读
形式进入岷里拉中西学校读书，再不愁
吃穿。在此期间，李子芳接触到进步书
报，决意为国家振兴崛起而奋斗，并于
1927年春天回国。当不愿他再过苦日子
的姐姐劝他回菲律宾时，他说：“菲律宾
再好也是番仔（编者注：闽南语，指外国
人）的，中国再穷再弱也是中国人的祖
国。”他还说：“俗话说，父母不嫌子女丑，
子女不嫌父母穷。既然咱的祖国这样
穷，这样弱，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
为她争气立志，振兴崛起。”

回国后的李子芳先后进入泉州培
元中学、晋江中学、黎明高中读书，进一
步攻读《共产主义 ABC》《向导》《新青
年》等进步书刊。由于在学生中宣传革
命道理，触怒了反动当局，李子芳被迫
学期未满离校，后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
革命互济会组织，在泉州、厦门一带从
事地下革命斗争。1932年 4月，毛泽东
率领红军攻克漳州城，随后发动群众，
扩大红军武装。李子芳于 5月经厦门互
济会介绍，在漳州石码参加红军，被分
配在红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统计干事。

海外赤子归国从戎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前，李子芳
因 阑 尾 炎 刚 刚 开 完 刀 ，且 有 严 重
肺 病 ，军 部 领 导 建 议 其 撤 至 江
北 ，但 他 两 次 拒 绝 了 ，说 道 ：“ 同
志 们 都 在 前 面 战 斗 流 血 ，我 怎 么
能 只 身 撤 退 呢 ？ 我 是 组 织 部 长 ，
应 该 和 部 队 在 一 起！”在 恶 战 中 ，
李 子 芳 病 情 加 剧 ，时 时 吐 血 ，但
他 始 终 强 扶 病 体 ，坚 决 指 示 所 率
人 员 要 杀 出 一 条 血 路 来 ，并 勉 励
大 家“ 突 围 出 去 后 ，不 管 情 况 如
何 ，对 革 命 不 要 灰 心 丧 气 …… 中
国 革 命 的 胜 利 是 不 远 的 了 ”。 由
于 敌 众 我 寡 ，李 子 芳 不 幸 被 俘 ，
先后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的李村

监狱和石底监狱。
李 子 芳 被 关 押 到 石 底 监 狱

后 ，立 即 提 议 建 立 狱 中 秘 密 党 支
部 ，他 被 推 选 为 支 部 书 记 。 根 据
当 时 形 势 和 斗 争 环 境 ，他 要 求 大
家 对 严 酷 的 斗 争“ 要 有 充 分 的 思
想 准 备 ”，强 调“ 只 能 在 斗 争 中 求
生 存 ，放 弃 斗 争 就 会 落 入 敌 人 的
陷 阱 ”，提 出“ 坚 持 革 命 气 节 ，反
对 屈 膝 投 降 ，团 结 就 是 力 量 ，斗
争 才 有 出 路 ”的 革 命 口 号 。 关 于
斗 争 的 前 途 ，他 提 出 要 力 争 越
狱 ，设 法 逃 出 去 为 党 为 革 命 做 更
多 的 工 作 ，同 时 也 要 作 好 不 能 越
狱的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

备牺牲”。
1942 年 5 月，日寇大举进攻浙

赣 线 ，进 逼 上 饶 。 国 民 党 撤 离 上
饶 之 前 ，给 李 子 芳 吃 了 一 碗 放 有
毒 药 的 面 条 ，因 药 剂 不 够 没 有 致
死 ，他 们 又 用 绳 子 将 其 勒 死 就 地
掩埋。

1997 年，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
士 纪 念 碑 南 面 山 坡 下 ，李 子 芳 烈
士家乡所在地人民政府捐资兴建
了 一 座 六 角 形 琉 璃 瓦 翘 檐 式 亭
子，取名“子芳亭”，以纪念其可歌
可泣的战斗事迹和永不消逝的斗
争精神。

（据《学习时报》）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长征中，李子芳任红一军团组
织 部 干 事 ，一 度 调 任 军 团 直 属 队
政 治 干 事 。 当 时 ，部 队 大 量 减 员
和补充，干部调整变动频繁，他始
终 以 高 度 负 责 的 态 度 ，卓 有 成 效
地协助军团领导做好繁重复杂的
组 织 工 作 。 在 当 时 的 红 军 队 伍
中 ，像 李 子 芳 这 样 有 较 高 文 化 程
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指战
员是不多的，战士们雅称他为“大
学生”，可他在战时依然非常刻苦
地学习。

1936 年秋天，红一军团在甘肃
七营川吊咀子组织团以上干部学习
世界知识，为了测验大家的学习成
绩，出了“帝国主义的几大特征”“什
么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 5 道题
目，陈赓、李子芳得了 110 分。时任
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学习总

结讲话中说：“陈赓、李子芳同志成
绩最好，都得了满分，另各加 10 分，
以资奖励。”此事，足见李子芳不仅
重视学习马列主义，并且把马列主
义学习得很好。

由 于 在 工 作 中 展 现 出 卓 越 的
才 干 ，在 红 军 胜 利 抵 达 陕 北 后 ，
李子芳被提拔为红一军团政治部
组 织 部 长 。 国 共 合 作 抗 日 后 ，南
方 八 省 游 击 队 奉 命 组 成 新 四 军 ，
党中央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新四
军 的 各 级 领 导 ，李 子 芳 也 于 1937
年 10 月奉调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
织部长。

在任内，他知人善任、善于团
结 和 使 用 干 部 。 有 一 次 ，华 侨 战
士 陈 子 谷 找 到 李 子 芳 ，汇 报 其 接
到两个叔叔要他回泰国继承祖父
遗 产 的 来 信 ，自 己 感 到 刚 穿 上 新

四 军 的 军 装 就 要 回 泰 国 不 大 好 。
有的同志怀疑陈子谷此一去也许
就 不 再 回 来 了 。 李 子 芳 则 认 为 ，
对于爱国华侨知识青年应在政治
上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李子芳
趁 开 会 的 机 会 ，当 面 向 叶 挺 军 长
提 议 ，让 陈 子 谷 以 叶 挺 军 长 秘 书
的名义，回泰国去为新四军募捐，
同 时 处 理 自 己 的 遗 产 继承问题。
叶挺军长采纳了他的建议。陈子谷
回泰国后，为 新 四 军 募 捐 了 一 笔
款 子 ，并 卖 掉 了 自 己 应 得 的 遗
产 ，凑 成 一 笔 巨 款 ，寄 到 了 新 四
军。 3 个月后，陈子谷又回到了皖
南 新 四 军 政 治 部 。 1982 年 ，肖 华
将 军 在 怀 念 李 子 芳 的 文 章 中 指
出，李子芳具备了红军政治工作人员

“严谨、缜密、细致、泼辣”的优良素
质，是个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者。

政治组织工作知人善任

李子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归侨赤子
李子芳，1910 年出生于福建晋江永宁乡（今为石狮市永宁镇）岑兜村，1932 年 5 月参加

红军，1933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
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是我党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海外华侨的光荣与骄傲。

“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
归侨赤子李子芳。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成立后，为解决苏区军民的看病问
题，组织创立了专门的医疗机构，并迅速建
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的卫生管
理体系。

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卫生部，下设总务
处、医政局、保健局、卫生材料厂、医院政治
部。苏区政府设立卫生管理局，专门负责人
民卫生健康事业。在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
内设立卫生管理局，下设药品药材科。随着
形势发展的需要，卫生管理局将药品药材科
升格为药品管理处，主要负责苏区药品药材
的生产、供应、调拨、管理、检查与监督工作。

为了加强药品药材管理，中央政府、中央
军委卫生部门先后颁布《卫生运动指南》《传
染病预防条例》等文件，对药物购销、生产、使
用、保管、发放、供应、监督等工作作出了明确
规定。从 1933年起，中央苏区各级地方政府
成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省、县设立卫生部，
区、乡设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员，管理辖区的卫
生行政、卫生建设和卫生教育等事务。

为了培养药品专门人才，红军卫生学校
（前身为军医学校）每期招生都会招收药剂、
司药专业学员。中央药材局也多次举办药
品材料加工生产培训班，苏区卫生部门为此
组织人员编辑印发了大量包括有药物学知
识介绍的教材。受训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
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专家。

中央红色总医院成立后，除有诊察室
外，还设有手术室、药房、化验室、中草药制
剂车间、放射室等。医院除收治病人外，还
自行生产、制作一般的卫生材料、中草药剂
等，化验有关药品的性能与质量，防止中毒
受害。此外，中央苏区还先后建立了 10所后
方医院、10所预备医院、6所兵站医院，2所
残废医院和 1个疗养院，约能收容伤病员两
万多人。这些医疗机构内都有专门的药品
药材管理科室。

1932年 10月，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创办
了中央卫生材料厂。该厂克服重重困难，很
快生产出丸、散、膏、丹各类药品以及酒精、敷
料、手术刀、镊子、钳子、打丸机、压气机、蒸气
消毒机，并将产品分送各红军医院使用，在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医疗器械和药材供
应困难。 （据《人民政协报》）

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在公元前 11世纪
的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吕氏春秋·尊
师》说“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所以尊师也”。韩愈在《师
说》中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代对教师的尊
称很多，如夫子、山长、先生等，西席便是其中之一。为什
么尊称老师为“西席”呢？

我国古代席位尊卑有君臣和主宾两种。君臣之席取
南北向，皇帝在上朝时坐北朝南，即面南称帝，面北称臣。
主宾之席则取东西向，主人出于对宾客的尊敬，自坐东位，
即面西而坐，“东家”之称由此而来；而让客人坐西位，即
面东而坐，西位为尊位。家塾教师和官僚们的幕客，都称
为“西宾”，又称“西席”。所以古人尊称授业解惑之师为

“西席”。
据史载，汉明帝刘庄自从当上太子，就跟博士桓荣

学《尚书》。刘庄即位后，依旧尊重桓荣，以师礼相待。
他曾经亲自去太常府（桓荣已封太常）探望，让桓荣面东
而坐，摆好桌案和手杖，召百官和桓荣弟子数百人来行弟
子礼。明帝这样做是要为天下树立表率，向社会倡导一
种尊师重教的风气。清人梁章钜在《称谓录》中说：“汉
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
故师曰西席。”

古典文学作品里也常把老师称为“西席”或“西
宾”。唐代柳宗元在《重赠二首》中有诗曰：“若道柳家无
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
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写道：“申祥甫连忙斟一
杯酒道：‘梅三相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
了。’”近现代依然用“西席”来尊称老师。近代诗人
王益初的《贺友恢复教学工作》中写道：“西席重登崇宿
望，皋皮坐拥更唐皇。” （据《天津日报》）

古人为何尊老师为“西席”

■ 拾遗 ■

“登龙门”与“跳龙门”，意思大致相同，是由同一个民
间传说衍生出来的两种说法。

我国古代民间有一传说。很早以前，龙门还没有开
凿，伊水流到这里便被龙门山拦住，在山南积聚出一个大
湖。这时黄河中生有一群鲤鱼，它们听说龙门山的另一面
风景非常美丽，就想去看一看，于是便沿着黄河支流洛河
游进伊水，但游到龙门山前却被拦住了。鲤鱼们便商议跳
过龙门山，其中一条大红鲤鱼特别勇敢，自告奋勇第一个
跳。它使出全身力气纵身一跃，到了半空中，置身于空中
的云雨之间；它奋力前移，途中还被天火烧了尾巴；它历尽
艰难，最终越过了龙门山，落在了山南的湖中。一落入湖
中，这条大红鲤鱼便化为一条龙。伙伴们看到这个情形都
吓坏了，不敢再去跳。这时龙飞到空中，对它的伙伴们说：

“你们也跳过来呀！这样就可以成为龙，再也不会被水所
困。”于是，剩下的鲤鱼们便努力学着大红鲤鱼的样子，试
图跳过龙门山；但结果只有极少数能跳过龙门山变成龙，
其余多数都在半空摔下去，额头上也落了一个黑疤，直到
现在也能看到。

这个传说，在汉代辛氏的《三秦记》有记载：“河津一
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
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清代文人李元的《蠕范·物
体》一书中说得更为翔实：“鲤，昔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
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唐代大诗人李白专门为
此写了一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
归来伴凡鱼。”（《赠崔侍郎·其一》）

科举考试艰难，成功率极低，其难度绝不亚于鲤鱼跳
龙门。不过考中进士之后，这些士子就会身价倍增，高官
得做，倒也是一般人不敢企望的。因此，人们便用“跳龙
门”“登龙门”比喻进士及第，暗指其绝高的难度和士子前
后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唐代文人封演编撰的《封氏闻见
记·贡举》云：“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李白在《与
韩荆州书》中也留下了“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的句子。

（据《西安晚报》）

“登龙门”和“跳龙门”
是一回事吗

现在，人们常常将“不肖”和“不孝”混用，“不肖子孙”
因此也就理解为不孝顺的子孙。其实，“不肖”和不孝顺一
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说文解字》载：“肖，骨肉相似也。”什么叫“骨肉相
似”？肉可见，骨不可见，因此“肖”这个字不仅形容外表
的相似，更用以形容本质特点上的相似。许慎接着解释
说：“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不像他的祖先，因此叫“不
肖”。在为《礼记》所作的注疏中，东汉学者郑玄解释说：

“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郑玄的意思是说子不如父。
子不如父，因此“不肖”引申为不成材的意思。

《礼记·射义》载：“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
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
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射箭
的人怎样使射箭和音乐相配合？又怎样使音乐和射箭
相配合？按照音乐的节拍发射，发射出去而正中靶心
的，大概只有贤者才能做到吧！如果是不肖之人，他哪
里能够谈得上射中呢？孔子这段话中“不肖”就是不
贤、不成材的意思。

《庄子·外篇》中《天地》一章，有关于“不肖”更清
楚的解释：“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
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则谓之不肖臣。”这段
话的意思是说：孝子不奉承他的父母，忠臣不谄媚他的
国君，这是大臣和人子中品德最高的。父母说的都认
为对，做的都认为好，这就是世俗所说的不肖之子；国
君说的都认为对，做的都认为好，这就是世俗所说的不
肖之臣。

清代学者王应奎所著《柳南续笔》中有“不肖子”一
条，其中写道：“今世人子丧中用帖，称‘不肖子’。”父母死
后，儿子在居丧期间自称“不肖子”，这并不是自称不孝
顺，其实乃是谦词，是自谦不成材的意思，跟不孝顺的“不
孝”同样毫无关系。 （据《天津日报》）

“不肖子孙”并非指
不孝顺的子孙

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 “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印盒

“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印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