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嗡嗡嗡嗡嗡……啪！该死的蚊子！没有拍死它，反倒抽了自己一耳光。
没有什么比夏天的蚊子更烦人了，这小小的蚊子不仅让现代人无奈，也让古人吃尽了苦头。被吵得睡不着觉的古

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在周朝时期有捉虫之官，古人不仅纷纷通过诗歌记录与蚊子的斗争，还想出各种驱蚊灭蚊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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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作为华中
人民的子弟兵，造福人民、服务人民、关心人民是新四军情系于民的不变情结。无论战事多么频繁，新四军总是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在华中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解民忧惠民生的佳话，彰显着
新四军深厚的为民情怀。

一道宋公堤 根治水患立丰碑

华中地区水网密布，老百姓经常
遭受水患之灾，兴修水利成为新四军
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1941 年新
四军第三师帮助盐阜人民修筑海堤阻
海安澜的事迹便是其中的一个历史见
证和生动缩影。

新四军第三师所在的苏北盐阜
区地处黄海之滨，每到夏季台风来临
就会遭遇海啸、海潮的侵袭，1939 年
的一场特大海啸更是给沿海民众带
来巨大灾难。1940 年 10 月，时任八
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后
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司令员黄克诚
率领部队来到盐阜区，建立起抗日民
主政权。老百姓对新政府寄予了很
大的希望，请求政府帮助修筑海堤。
修筑海堤需要大量人力财力，面临重
重困难。黄克诚明确指示：这是一件
关系民生的大事，再难也要帮助群众
修堤。 1941 年 2 月，修堤委员会成
立，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亲任修堤总指
挥。为了击破敌伪散布的新四军筑
堤是假、骗钱抽壮丁是真的谣言，宋
乃德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
担，以盐税作抵，发行 100万元公债，
由政府偿还”的承诺，不增加老百姓
一分钱负担。

1941年 5月，工程开工。当时正
值青黄不接、粮食匮乏、灾民又多，工
地上民工粮食一时难以供应，新四军
第三师立刻将新采购的军粮及时运到
工地，解了燃眉之急。工程施工中款
项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
数给价，每日公布于各工棚前。工地上
军民齐上阵，黄克诚、张爱萍、曹荻秋、
宋乃德等党政军领导人亲自到场参加
劳动，政府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
民工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同在一个工

棚睡觉，广大民工十分感动，敌人谣言
不攻自破。

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战，
一道 90 华里长的捍海大堤如期完
工。竣工不久，牢固结实的新海堤即
经受住了当年的海潮冲击，保护了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老百姓万
户欢腾，人人称赞共产党、新四军和
以宋乃德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的
功德，公议将此堤命名为“宋公堤”，
以与宋朝名臣范仲淹修筑的“范公
堤”相媲美，勒石立碑，永久纪念。
著名作家阿英曾写《苏北伟大的水
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一文，纪念
新四军在修堤中的伟大功绩。这条
捍海长堤成为共产党和新四军为民
造福的历史丰碑，至今在苏北沿海一
带，广大人民群众还传颂着这样一首
民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
阜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逢潮声思
宋公。

一场防疫战 驱除病魔聚民心

20世纪 40年代，苏北地区流行一
种现已绝迹的“黑热病”。这是一种传
染性很强的疾病，一旦感染此病，病人
会迅速发高烧、流鼻血，皮肤发黑，日
渐消瘦，肚子里还会长出一个大硬
块。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病人将不
治而亡，故此病又被老百姓称为“黑死
病”。当时的苏北几乎村村有病人，甚
至有的全家染病而死。

由于缺医少药，老百姓束手无
策。黄克诚得知瘟疫肆虐的情形，命
令师部医院抓紧想办法为群众驱除病
魔。第三师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和主任
医师章央芬夫妇二人带领医务人员，
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积极投身于黑热
病的防治工作，专门编写了有关黑热
病传染途径、症状诊断、治疗预防的科

普宣传材料，在当地群众中广泛宣传，
以便及早发现病情。为了培训医护人
员，他们开办了黑热病专题轮训班、化
验训练班、制剂培训班，普及诊断治疗
知识。他们还自行研制蒸馏水、生理
盐水和特效药三价锑制剂，以克服药
品匮乏的困难。

得知新四军免费为老百姓治病，
附近的患者纷纷前来求医。一个治
疗过程需要一个月左右，病人越来越
多。师部医院就借用民房开办了黑
热病疗养所，二十多个医护人员分散
住在附近老百姓家里，每人专门负责
三五个病人；每天上午给病人喂药、
观察病情，下午集中讨论和解决治疗
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当时，章央芬大
夫的大儿子三岁，小儿子才几个月还
在喂奶，她白天把孩子托付给村民帮
忙照看，忙到天黑才顾上接孩子回家
睡觉，这种连轴转的工作节奏持续了
数月之久。

一年多的时间，新四军治愈了
上 千 名 黑 热 病 人 ，基 本 扑 灭 了 疫
情。许多治愈出院的群众以最质朴
的方式——磕头，来表达他们内心
的感恩之情。新四军医务人员不怕
苦不怕累，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全心
全意为盐阜人民治疗黑热病的无私
行为，感动了根据地的老百姓，从而
也坚定了人民群众跟党走、信赖和
拥护共产党的决心，在新四军历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首《白菜心》唱出军民鱼水情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
四军……”这是一首抗战时期在华中
大地广为流传的歌谣，歌词以鲜嫩、好
吃的白菜心比喻人民子弟兵，生动而
又形象地表达了新四军和老百姓之间
的鱼水深情。

新四军挺进华中之初，沦陷区民
众的抗日信心极为低落，对这样一支
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部队是否能打
仗是持怀疑态度的。新四军积极寻找
战机，主动出击，用战斗的胜利打击日
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胜利信
心。1938年 5月 12日，新四军第四支
队在安徽巢县以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
巢县守备队，初战告捷；6月 17日，粟
裕率先遣队在江苏镇江西南韦岗伏击
日军汽车运输队，江南首战获胜……
胜利喜讯传遍大江南北，广大民众群
情振奋，新四军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迅
速提高。

为保护华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新四军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展
开殊死较量，以无畏的勇气和顽强
的斗志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
敌。战斗间隙，新四军帮助老百姓
垦荒种地、救灾抗疫，解决华中人民
实际困难。为赢得华中民众的信任
和支持，新四军颁布拥政爱民十大
公约，严格建章立制，对广大指战员
进行纪律教育；结合华中实际情况，
把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修订为

“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十项注意”
中，第一条到第九条都是关于群众
纪律的具体要求。

在事实教育下，华中人民改变了
过去“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
统观念，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唱着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的歌谣，告别父老乡亲投身抗日，成为
新四军的一员。新四军也在华中人民
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地成长壮大，从
1937年成立之初的 1万余人发展到抗
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 21万人，地方部
队 10万人，另有民兵 96万人，成为华
中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

（据《学习时报》）

新四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情

钱币，在古代被亲切地称为“孔方兄”。这一别称源
于《鲁褒传·钱神论》中的描述：“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汉书·食货志》中有记载：“钱圆函方。”这背后，其实蕴
含着一个有趣的物理现象：古代钱币的形状多呈外圆内
方，即“外圆而内孔方”。

实际上，中国的铜钱并非一直都是外圆内方的，历
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形状，如刀形、裤子形和钥匙状等。
然而，自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币制起，方孔铜钱便开
始流行，并一直沿用至 1900 年清朝末年，历经两千余
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尽管铜钱的材质和大小有所差
异，但钱币中央的四方孔眼却一直得以保留。

为何选择外圆内方呢？这背后蕴含着多方面的考量。
一是铸造技术的考量。在古代，铜钱的制造通常采

用熔铜铸钱的方法。这种工艺中，铜被熔化成“铜水”，
随后被注入钱模中冷却成型。然而，直接铸造的铜钱边
缘往往不规整，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在使用时刮伤手
部。因此工匠们把多个铸好的钱币穿在一根方形的木
棍上，木棍能卡住钱币，防止它们转动。这样一来，在打
磨钱币边缘的时候，就能保证每个钱币的边缘都光滑平
整，大小一致。

说完“内方”，再来说说“外圆”。圆形钱币的四周没
有棱角，不容易被磨损，要是做成带尖带角的形状，在日
常使用和流通中，很容易磕坏碰坏，价值也就跟着受影
响了。而且圆形的钱币方便携带，中间的孔可以用绳子
穿起来，方便计数，这样挂在腰间或者揣在兜里，走南闯
北不容易弄丢，“腰财万贯”正是由此而来。

外圆内方的形状还和古人的宇宙观有关。古人云：
“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老祖宗们讲究“天圆地方”，
天地合一就是皇权的象征。把钱币造成圆形方孔，就有
了一种象征意义，方孔代表中央政权，外圆象征王权统
御四方，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此外，这和中国古代推崇的处世之道也十分契合。
儒家思想中，圆形象征灵活变通，方形象征正直原则，暗
合古人推崇的“外柔内刚”的理念。（据《北京青年报》）

为什么古代铜钱大多是孔方兄

1949年 4月 20日夜至 21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
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
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敌狼狈败
退，我军乘胜追击。

大通镇地处安徽省铜陵县境内，作为长江南岸水路
交通枢纽集镇，国民党军在此设立军用码头和仓库。第
三野战军第 21军第 61师成功突破长江天险后，即命 183
团 5连前往大通镇执行警戒任务，为后续渡江部队提供
掩护。5连抵达大通镇后，立即占领码头，肃清残敌。

4月 22日 7时许，敌军 1艘铁壳炮艇在上游被我炮
兵击伤后，沿五步沟向大通镇驶来。5连哨兵发现后，立
即向连队报告。连党支部研究决定迅速占领阵地，伏击
敌舰。

5连将 3排、2排和 1排从左至右依次部署在惠中村
江岸一线，隐蔽占领阵地。连属 4具掷弹筒配置在 1排
阵地，所在营里配属的 60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配置在 2
排阵地，均由连直接指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8时许，未察觉危险的敌艇驶向我伏击区。5连指挥
员沉着冷静，待敌艇完全进入伏击圈中心水域后，立即
下令全连火力齐射。突如其来的攻击令敌军陷入混乱，
纷纷躲进舱室。交战中，我军迫击炮击中敌艇艉部。当
发现码头已被我军控制后，敌军只得驾驶受损炮艇慌忙
逃窜。见状，副连长立刻率 1排沿江追击，2排和 3排紧
随其后。

1排追至大通镇东边时，被一条宽 60米、深 8米的河
流所阻。我军动员了一艘停泊在岸边的木船用于渡
河。鉴于木船运力有限，为把握战机，部分水性娴熟的
战士果断泅渡过河。

登岸后，官兵发现敌艇因艉部中弹下沉，行驶缓慢，
立即加速追击。在大通镇以东约 4里处，我军凭借“铁脚
板”终于追上敌艇。冲在前面的 1排率先越过敌艇，抢占
有利阵地，以密集火力阻击敌艇前进。该排一名射手精
准命中敌艇排气管，导致敌艇失衡向北倾斜，在江面失
控打转。1排随即展开政治喊话，多数敌人军心动摇，唯
艇长仍犹豫不决，驾驶炮艇继续缓慢东移。5连指挥员
命令 1排排长率 9名水性好的战士实施武装泅渡。当突
击队逼近至 30米左右时，敌人突然开火顽抗。岸上的 5
连官兵立即以全部火力压制，掩护泅渡突击队。最终，
走投无路的残敌缴械投降。此战，5连俘敌近 40人，缴获
1艘铁壳炮艇、2门机关炮、11挺轻重机枪及一批弹药。
战后，5连被授予“一等战功连”称号。

（据《中国国防报》）

“铁脚板”俘虏敌炮艇

身份认证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秦国。
战国末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强化人口控

制，他发明了名为“照身帖”的凭证。“照身帖”是用一块
竹片经打磨而成，上面刻有持帖人的头像、姓名、籍贯等
信息，成为秦国人出行在外的必备之物。无此帖者即为

“黑户”，行路不得出关，投店无人敢收。
然而，商鞅却被自己的这项发明所累。秦孝公死

后，商鞅仓皇出逃，至函谷关时扮为商旅欲投宿。店主
依律索要照身帖验明身份，商鞅竟拿不出。这枚小小竹
牌，竟使一代改革家无处遁形。

至唐代，演化出等级森严的“鱼符”制度。官员品级
不同，鱼符材质也不同。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佩金鱼
符，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使用银鱼符，六品及以下则
用铜鱼符。鱼符上刻有详细的身份信息，包括官员姓
名、任职部门和官位等级等。鱼符分左右两半：左符藏
于禁中，右符由官员随身携带，执行公务或出入皇宫时
都需要使用鱼符验明身份。

到了宋代，鱼符渐被腰牌取代。明代腰牌也叫“牙
牌”，材质多样，象牙、兽骨、木材均可，且按勋戚、宗室、
文臣、武将、教坊分五类标记。清人则更重防伪，腰牌除
基本信息外，还须注明面部特征，如“面白无须”“左颊有
痣”，这已与今日身份证的防伪思维相通。（据《团结报》）

古人的身份证

周王室设立专职人员
烧莽草驱赶蚊虫

人类与蚊子战斗是贯穿几千年
文明史的“大事件”。最早记载蚊子
给人带来烦恼的应该是春秋时期的
庄子：“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让
蚊子给咬得彻夜难眠，想必很多人对
此都有体会。

不过，当时的周王室有办法来对
付蚊子：设立专职人员，负责驱蚊。
据《周礼》记载：“翦氏掌除蠹物，以攻
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
这个翦氏专门为周王室驱蚊虫，周王
可以安心睡大觉，只是苦了翦氏。“驱
蚊官”在工作之前，仪式感得拉满，首
先他们要向神灵祈祷，希望凭借神灵

的力量除掉蚊虫。接着，他们才算干
正事——燃烧有毒的莽草驱赶蚊虫。

古代诗人对其口诛笔伐
也有人任其叮咬

自古以来，人们与蚊子的战斗没有
停息过。古代文人们纷纷通过诗歌记
录与蚊子的斗争。在他们的笔下，蚊子
对人的骚扰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唐代诗人吴融《蚊子》一诗写道：
“天下有蚊子，候夜噆人肤。平望有蚊
子，白昼来相屠。不避风与雨，群飞出
菰蒲。扰扰蔽天黑，雷然随舢舻。利嘴
入人肉，微形红且濡。振蓬亦不惧，至
死贪膏腴。舟人敢停棹，陆者亦疾趋。
南北百余里，畏之如虎驱。”不是与蚊子
经历过百般缠斗，怎么能把蚊子写得这

么鲜活。
提到蚊帐，古代不是每个人都买得

起。诗人皮日休《蚊子》诗就写道：“隐
隐聚若雷，噆肤不知足。皇天若不平，
微物教食肉。贫士无绛纱，忍苦卧茅
屋。何事觅膏腴，腹无太仓粟。”夏日炎
炎，没钱买蚊帐的贫穷百姓，只能默默
忍受群蚊的攻击。

到了五代南唐时期，诗人杨銮干脆
以开放的姿态迎接蚊子的夜餐：“白日
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
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銮。”反正蚊子
每夜都要来骚扰，就伸头任其叮咬吧，
其豁达洒脱跃然纸上。

齐桓公甘当“喂蚊帝”
还悟出了治国之道

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比如
齐桓公，他对蚊子的感情要复杂得多，
用“爱恨痴嗔”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一个夏天，齐桓公在柏寝台躺着，
与他一起躺的人还有管仲，于是他们
开起了卧谈会。齐桓公忽然听见了一
阵“嗡嗡嗡”。齐桓公却对管仲说道：

“仲父，现在咱们国富民强，没有什么
太多的忧患。这会儿我听见蚊子嗡嗡
嗡乱转，它们是没吃饱么？啊，我好心
疼这些蚊子哦！”只见齐桓公拉起蚊
帐，将蚊子放了进来，他说：“就让它们
来咬我吧！”

齐桓公分析：“这些蚊子，有的比
较客气，没咬我就飞走了；有的容易
知足，吸了一些血也飞走了；最可恶
的当属那些不知足的蚊子，肚子已经
吃饱了，还舍不得飞走，最后肠子被
撑破，只能当场毙命……”齐桓公下
令，要求全国的老百姓们以那些贪
婪的蚊子为鉴，杜绝奢侈，提倡勤俭
节约。

这段故事被记载于南朝梁萧绎《金
楼子》卷四“立言篇九”中，齐桓公因为
心疼蚊子而自愿成为“喂蚊帝”，还悟出
了治国之道。

古人驱蚊招数多

清代，蒲松龄饱受蚊虫之苦，漫漫
长夜，正在撰写《聊斋志异》的他，苦于
蚊子袭击，以切肤之痛写下了《驱蚊
歌》：“夏蚊长喙毒于蝇，薄暮暗室如雷
轰。揺身鼓翼呼其朋，翩然来集声嘤
嘤。衾覆半体啮股肱，皮肉坟起爬枨
枨……炉中苍术杂烟荆，垃杂烧之烟
飞腾……安得蝙蝠满天飞，一除毒族
安群珉。”

蒲松龄不仅提倡用火攻熏蚊子，还
建议人们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除
蚊。被吵得睡不着觉的古人不会坐以
待毙，想出了各种驱蚊灭蚊之法。

熏香 是古人对付蚊子最常用的方
法。早在五千年前，人们就学会用“熏”
的方法消灭害虫、祛味、给衣物增香，甚
至已有专门的熏香用具。

汉代流行一种名为“博山炉”的熏
香器具，因器型像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博山”而得名。《博物志》记载，汉武帝
时曾通过焚烧香以“避疫气”。

蚊帐 先秦时人们夏天已使用蚊帐
防蚊，梁元帝萧绎《金楼子》中记载有齐
桓公的话：“白鸟（蚊）营饥而求饱，寡人
因之开翠纱之帐，进蚊子焉。”

夏日炎炎没钱买蚊帐的贫穷百姓
只能忍受蚊子的骚扰了。“二十四孝”中
吴猛喂蚊孝父的故事，讲述孝子吴猛因
为家贫没有蚊帐，为了让父亲不挨咬，
所以脱光衣服让蚊子咬自己。

吸蚊灯 明清时发明的精巧实用的
驱蚊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在灯
的鼓肚上有一个喇叭形的大口，灯置其
中，点燃后，气流从大口中进入，从上
面的烟道排出，飞来的蚊虫就被吸入而
烧死。

棕拂子 古人使用一种手持驱蚊
工具“棕拂子”。它有柄可持，柄上扎
有动物尾毛，或是棉、麻、棕长丝，唐宋
以后民间多用易得的棕榈叶，俗称“棕
拂子”。 （据《厦门晚报》）

为与蚊子“作战”古代有“驱蚊官”
古人想出各种驱蚊灭蚊之法，春秋时期还有君王甘当“喂蚊帝”

《消夏图》中主人公手持驱蚊的棕拂子。

吸蚊灯
山西慧光古
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