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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难忘的战

斗，王殿斌后来回忆说：

“当时，省政府经白沙川

向洛河川迁移途中，被马

家军队追了 10 余里路，

后被敌人包围，习仲勋同

志被围在当中，我与习的

警卫员且战且退，到后半

夜，行至瓦子川，才摆脱

了敌人的追击。但不见

了习仲勋同志，找了很长

时间，才在一个梢沟里找

到了他。我们集合了 40
余人，在瓦子川驻了 7
天，后到大东沟驻了 3
天，被马家军发现追杀，

我们又被打散，习仲勋同

志骑马脱险。后又集合

了一些人，才到阎家湾驻下来。”

这次白沙川突围的战斗经历，给习仲勋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记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常常在以后

的梦中浮现，“嗒!嗒!嗒!”战马奔驰声曾无数次将他

从酣睡中惊醒。

对在南梁突围战中掩护自己脱险的王殿斌，习

仲勋十分感激。王殿斌长习仲勋 10多岁，他们遂

结拜为兄弟，经常来往。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先

后五次邀请王殿斌到北京，每次都让王殿斌住上一

段时间。王殿斌老两口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

心里有点遗憾，习仲勋爽朗地说：“我的儿子多，给

你一个当儿子。”1999年，王殿斌逝世后，习仲勋让

秘书发了唁电。2000年6月，习仲勋叮嘱夫人齐心

和儿子远平、女儿桥桥去南梁时，专程到林镇黄渠

村看望了王殿斌的亲属，并给王殿斌唯一的女儿王

玉萍留下了600元现金。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侵入南梁根据地后，由于

习仲勋领导根据地人民有组织地坚壁清野，将粮

食、灶具掩埋转移，把牛羊赶进山里隐藏起来，敌人

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做饭都没有锅，他们便

气急败坏地四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南梁中

心区的南梁堡、小沟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

全部烧毁，使所有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敌人还严

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众，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

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其他工作人员

的去向。敌人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2000块，

马两匹，捉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声

称：抓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贾生秀，赏银

元1000块，马一匹。同时，国民党地方政府还网罗

地主“还乡团”对人民实行反攻倒算。“还乡团”熟悉

地形和情况，仇视革命，他们四处搜捕和残害共产

党员和红军伤病员，加重了根据地的灾难。南梁人

民一心向着红军，向着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

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

所获。

习仲勋率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赤

卫军和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阎家湾后，在胡皮头村

召开 2000多人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布陕甘边区苏

维埃政府进驻洛河川。6月上旬，陕甘边区党政机

关迁距甘泉县城70余里的下寺湾。由于时任陕甘

边区特委书记李生华赴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

是由习仲勋兼着”。此刻，身兼陕甘边区特委和陕

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职务的习仲勋不负众望，带

领根据地军民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配合主力红军

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习仲勋

虽几经坎坷，身处险境，但都不改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不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不变对组织的信

任。他用毕生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

义者的初心和使命，诠释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内

涵，用生命和热血在人民心中竖起了一座高高的丰

碑。习仲勋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继承和发扬。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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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笃初心的
早期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员张荣德

张荣德（1906—1975），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九岘

乡左川村人，陕甘宁边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陕甘宁

边区土地革命时期新宁县红色政权的创建人。在党

43个风雨春秋里，他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践履笃

行入党初心，谱写出了感人可歌的精彩人生。

1934年 3月，28岁的张荣德，在时任陕甘边区南

区党委书记杜宛的指引下，走上革命征程。翌年 7
月，他又经新宁县委书记焦怀兴、宁县县委组织部长

李德禄介绍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同年秋，在上级

党委领导下，张荣德发动组织左川村及其邻村贫苦

群众，成立农会，参加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开展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让当地贫苦农民有史以来第

一次拥有了自家土地。

1935 年 11 月，中共新宁县工作委员会、新宁县

苏维埃政府成立。张荣德当选新宁县第一区苏维埃

政府主席，该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瓦窑沟圈，下辖

瓦窑沟圈、高渠、东新庄子、西新庄子、南桥、穆家湾、

石洼、石坡子、水塔子、蒿地湾和艾蒿店。他带领区

乡村干部和游击队员向贫苦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

政治主张、方针政策，斗争打击地主恶霸，巩固土地

革命胜利成果，动员贫苦群众中的青壮年加入游击

队参加革命，将全区的革命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成

效斐然。

1936 年 4 月，张荣德当选新宁县苏维埃政府代

理主席。时逢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苏区，新宁县

大部分地区沦陷敌手。面对异常险恶的局势，他临

危不惧，以大无畏革命精神，率领新宁县苏维埃政府

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坚持战斗于子午岭深山区，摆

脱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搜捕，为革命保存

了实力。

1941 年 1月，张荣德奉命赴延安学习。1943 年，

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的习

仲勋，亲点他担任关中分区贸易公司运输队队长。

当时，该运输队仅有骡马 100 余匹，一个排的护卫兵

力。从延安往返关中运输物资一趟，长则 7天，短则

5天，途中时常遭遇土匪和国民党军袭扰。他担任该

队队长 4 年里，带领队员不畏艰险，长途爬涉，风餐

露宿，披星戴月，将边区的皮毛、药材、食盐、土产运

销关中，把从关中采购的棉花、布匹、纸张和武器弹

药等陕甘边区紧缺物资运往延安。运输队工作成功

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又保障了边

区军需和后勤供给。

有一次习仲勋找到他，用商量口吻跟他说：“弼

时同志长征途中患重病，到延安后身体一直不太

好，你们能不能从关中带点鸡蛋给他补补身体？”他

不作思忖，随口即答：“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

务。”他将麦秸铡碎装入马鞍，再把鸡蛋放进马鞍里

的碎麦草间，如此从旬邑马栏一路颠簸到延安，数

百鸡蛋鸡蛋一枚未碎。任弼时见到他们送的鸡蛋

后惊奇地说：“你们能从关中把鸡蛋完好带到延安，

真让我没有想到！”“荣德同志，你搞工作的办法真

多！”习仲勋得知这事后，夸赞他工作心细，有攻坚

克难的办法。

1948 年 4 月，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张荣

德奉命从关中回到新宁县，又受新宁县委委派，率一

支由 300 人临时组成的担架队和运输队随军支前。

在镇原县屯字镇等战斗中，他奋勇当先，带领队员冒

着枪林弹雨，为西北野战军输送粮草弹药，从火线上

抬下伤员送野战军医院救治，受到了关中分区的嘉

奖。

新中国成立后，张荣德先后担任正宁县民政科

长、白银市筹备委员会成员兼农林局局长等职。

1957 年 12 月，他因病退归故里休养。那时他家里生

活仍很拮据，但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自食其力。他

追求并恪守真理，勇于敢于同“左”倾路线斗争。

1958 年，面对如火如荼进行的“大跃进”、深翻土地、

吃“大锅饭”等左倾错误做法，他提出自己的不同见

解，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籍被开除，退

休待遇被取消，蒙冤受辱，家人也被他牵连。家人要

向上级申诉他的冤屈，他坚决不许，怕麻烦他的那些

老战友。一年多后，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的王

秉祥，从另一位老战友口中得知他的蒙冤情况后，这

才指示有关部门为他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文革”运动中，每有人前来向他调查曾是他的

战友、同事的某人，是混进革命阵营的内奸、叛徒、特

务的证言时，他不但不作伪证，还将来人撵出家门。

1978 年春，张荣德宿疾未愈，新疾又添，并日趋

加重。宁县县委派专人接他到县医院住院治疗，他

坚决不去。询他不去的原因，他说：“我不愿在临终

前再给组织添麻烦，给政府增加经济负担。”来人只

好对他说：“王秉祥快要回老家宁县了。他给宁县县

委写信让好好给你治病，他回来后还要看望你。”他

这才勉强答应去县医院治病。遗憾的是，他终因久

病晚期医治无效而于当年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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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的

新闻工作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

条件下，因地制宜，用各种“土办

法”坚持出版发行报刊，为巩固

我党的舆论阵地、推动我党新闻

宣传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

1930 年 12 月，蒋介石调集

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

动“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

指挥下，诱敌深入，俘获国民党

张辉瓒部下 9000 人。后在东韶

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

一半，余敌纷纷溃退。至此，中

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

争取得了胜利。但如何让更多

的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分享

这一喜讯却成了难题，这是因为

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

连几张普通的纸都没有，更谈不

上印刷“战地快讯”了。就在红

军负责宣传的同志们苦思办法

之际，红四军中有一位名叫郭小

才的宣传干事突然从“红叶题

诗”这一典故中得到启发。他找

来一大摞叶面宽阔的油桐树叶

子，用毛笔写上“红军打胜仗、活

捉张辉瓒”的新闻内容，并迅速

分发到红军各宣传部门中去。

各部门立即仿制，不一时制成了

“油桐树叶报”分发下去，立即受

到当地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喜

爱，被争相阅读。看到树叶报纸

上红军胜利的消息，根据地军民

欢欣鼓舞，宣传部门的同志纷纷

称赞郭小才精明能干。从此，以

树叶为纸的宣传工具在红军中

广泛流传开来。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珍贵的报纸没有留存下来，其创始人郭小才也在第五次

反“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1940 年，为巩固华北与华中两个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加

强对冀鲁豫三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我党成立了冀鲁

豫区党委，其中，南乐、清丰、内黄、尚和、卫河、顿丘、高陵等

县划为冀鲁豫一地委。

其时，冀鲁豫一地委办有一份蜡纸油印的《反扫荡报》。

为了醒目起见，《反扫荡报》的文章标题一般选用大字刻写，

由于条件艰苦，搞不到质量好的蜡纸版，在印刷到大字标题

位置时，蜡纸版往往出现断裂，影响报纸的印刷质量。为了

克服此项困难，负责刻写的柳朝琦积极开动脑筋，在身边寻

找“替代品”。他先尝试了用木料、红薯片等材料刻板，可是

木料刻板费时费力，红薯片则因黏性太差不易着墨。经过用

身边物品的多次试验，他发现白萝卜片刻字既省工省时，印

刷效果也较其他物品好，于是开始“大规模”刻制。开始时，

柳朝琦把白萝卜片刻字用于单色印刷，后来还尝试着进行套

色印刷，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项“研究成果”保障了《反扫

荡报》的印刷出版。1941年 7月，柳朝琦调冀鲁豫日报社做内

勤工作，后改任外勤记者。1943 年 12 月初，柳朝琦在前线采

访时壮烈牺牲，年仅 22岁。

传统计量器具——米升
□ 胡萍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米升，但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一般都见过。米升是一

种度量工具，同时也是寻常百姓日常使用的

一件民俗器具。在中国古代，计量方法极为

精确，量器主要采用十进制，单位主要有合、

升、斗、石。其中一石为十斗，每斗重约 15 公

斤；一斗为十升，每升重 1.5 公斤；一升为十

合，每合重 150 克。到了现代，变为一升米重

约 1.25 斤。古代的富人谷满仓，家里的粮食

多得吃不完。穷人则吃了上顿愁下顿，买米

也只能少量地买，以升斗来记，因此叫“升斗

小民”。

米升一般形制简约，用材多样。它们或

方或圆，或高或矮；有木制的，有竹制的，有兽

皮的，还有金属的，以竹制的居多。我收藏的

这个米升系粗壮的老竹段制成，圆筒状，皮色

红亮，包浆浓郁，器壁厚实。虽然表面有些磨

损，但仍看得出其做工很精致。高 165 厘米，

直径 11.7 厘米。米升上部和下部各有一圈弦

纹，底部雕刻一圈莲瓣纹，中间满工雕刻万字

纹，有四面圆形开窗，开窗内分别有阳文浅雕

的“公”“平”“正”“升”四字，字体洒脱有力，

端庄大气。米升外形完好，只在下部分有些烧

焦的痕迹，给米升增添了一些沧桑凝重的韵

味。这个米升整体造型端庄规整，画面布局紧

凑，纹饰错落有致，立体感强，雕刻精细，寓意

深刻，颇具意趣。

听父亲讲，米升是清代晚期制作的，在我

家已传了五代。爷爷做生意时一直恪守着米

升上雕刻的公、平、正警语，和气生财，童叟无

欺的规矩。

珍 赏

我国现存最早词选集：《云谣集杂曲子》
□ 张天雁

发现于 20 世纪初的敦煌遗书《云谣集杂曲

子》，是敦煌曲子词总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词

选集，比五代后蜀广政三年（940 年）赵崇祚编

集的《花间集》早 18年。

《云谣集杂曲子》写卷和其他敦煌写卷，在

敦煌遗书发现之际，就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

人伯希和等人窃走。斯坦因窃的写本，编号为

斯 1441，存词 18首，原本今藏英国伦敦博物馆；

伯希和窃的写本，编号为伯 2838，存词 14首，原

本今藏法国巴黎图书馆。

《云谣集杂曲子》之名来源于《列子》所载

王母于瑶池宴上为穆王谣之事典，据此为词集

名。五代后蜀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有“是以

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

《云谣》即指此。其编撰年代和作者，据法国巴

黎图书馆所藏的伯 2838卷所载 14首词，抄写在

《破除历》背面，其同面之上文所写者，为金山

天子（即 906 年，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自

称白衣天子）之《杂斋文式》，上面并标有“中和

四年（唐僖宗年号，884年）”、“光启二年(唐僖宗

年号，886年)”等题记性质的字样。金山天子与

朱温建立的后梁一代相始终，据此，可知其编

撰年代大约在 922 年之前，编撰者应为晚唐五

代人，具体姓名不详。

《云谣集杂曲子》收录的作品都是无名氏所

作，多为当时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

从内容上看，有闺怨、相思、征戍、征夫厌战、纨

绔追欢、贵妃入道等，多与盛唐诗歌相合，主要

是写相思离别，也有少数是歌颂太平、宣扬封

建道德的。从语言上看，言语质朴，感情真挚，

形象生动，宛转而富于女性情调。从形式上

看，取材宽泛，风格拙朴，格律随意，共使用 13
种曲调，除《内家娇》外，其余 12 曲名均见唐代

崔令钦撰写《教坊记》；长调很多，如《倾杯乐》

《内家娇》长 100 多字，《拜新月》《凤归云》长 80
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