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

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

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

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物外，猪蠡窅

悠哉。”这是南北朝诗人沈炯的一首《十二

属诗》，描述的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十

二地支的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

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

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物

象情景，即古人以这十二种动物搭配地支

命理的十二属相，每个动物都嵌在句首。

长期以来，十二生肖文化一直都被我国民

间所奉行，不但绘之于丹青，还作为装饰

纹经常出现在青铜器、陶瓷器及竹木工艺

品上，充满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寓意的古

代花钱上，十二生肖更是不可或缺的纹样

题材。武汉博物馆就收藏了部分十二生

肖文物，其中的一枚唐代铜镜尤为引人注

目。

这枚唐十二生肖八卦纹铜镜为八出

葵花形，直径 15.4 厘米。素缘。镜背上弦

纹一周凸起，鼠、牛、虎、兔、龙、蛇、马、羊、

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按生肖排序围城

一圈，呈奔跑状。十二生肖兽形纹内，沿

钮座一周饰乾、坤、巽、兑、艮、震、离、坎八

卦纹。中部内区钮座为葵花形，钮为龟

形，两侧有穿孔，头伸出来，微微翘起，前

脚张开，仿佛正在一片清凉的荷叶之上爬

行，充满动感。镜面包浆自然，虽历经一

千多年，仍光可鉴人，令人不禁联想到唐

代骆宾王的五绝《咏镜》中的意境：“写月

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谢水，翻将

影学冰。”

八卦，源于中国古代对基本的宇宙生

成、相应日月的地球自转（阴阳）关系、农

业社会和人生哲学相结合的观念，最原始

的资料来源于西周的易经。八卦文化与

十二生肖、十二地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

传统风水上来说，每个生肖对应着五行八

卦和季节。在这枚铜镜上，各生肖动物与

所对八卦暗相对应，妙趣横生，充满了浓

郁的民俗文化气息。

唐代早期，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生产

力得到高度发展，手工业的兴盛发达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金属铸

造业中，铜镜是极为出色的产品，种类众

多，纹饰复杂，形制多样，无论是造型还是

铸造技术都别具一格，在中国青铜铸镜史

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十二生肖镜、瑞

兽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神仙人物

故事镜、八卦镜、万字镜、花鸟镜、狩猎镜、

月宫镜、飞仙镜等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镜

型，其中十二生肖镜还可细分为十二生肖

镜和四神十二生肖镜，继承了隋代传统。

四神十二生肖镜是在十二生肖的基础上，

增加了汉镜中就已出现的青龙、白虎、朱

雀、玄武四神，这类镜型主要流行于隋代

至唐初时期。

这枚铜镜纹饰构图规整，布局清新明

朗，八卦、生肖之对应富有规律，自然生

动，较之汉魏以来的虚幻，其装饰纹饰风

格上已趋向于写实，柔美自然，富有生

气。镜体完整厚实，造型别致，工匠采用

了高浮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刻画，纹

饰深浅相宜，结构比例适当，尽管局部有

浸蚀锈斑，但十二生肖兽形清晰生动，八

卦纹饰分布规整，凹凸有致，富于立体感，

体现了唐代铸镜的精湛工艺。《太平广记·

王度》篇中记述了隋汾阴侯临终前赠给王

度一枚古镜的故事，言之“持此则百邪远

人”，可见这枚铜镜既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古人的生活用品，还将其视为一件可使百

邪不侵的祥瑞之物，当时人们将这种题材

广泛应用于铜镜上，寄托了祈求吉祥、百

事顺遂的深刻期望。

1950 年 10 月至 1953 年 7 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战争，并取得了伟大胜

利。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临洮县有 200余名英雄儿女

赴朝鲜前线参战。有 3 人荣立一

等功，6 人（次）荣立二等功，14 人

（次）荣立三等功。先后有 18人为

了战争的胜利，为了世界和平，为

了祖国的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名

字在祖国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更是

临洮人民的骄傲。

我的父亲、三等功获得者贺生

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中国

人民志愿军 1军 7师 19团 3营 8连

的一名战士，在 1953 年 6 月 30 笛

音泂西北无名高地的战斗中，英勇

顽强，奋不顾身，顺利完成了给突

击队送弹药的艰巨任务，荣立三等

功 1次。

父亲贺生瑞（1925-1997），生

于 1925年 2月，系甘肃省定西市临

洮县新添镇高崖村人。在颁发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中

是这样记载的：“该同志在笛音泂

西北无名高地战斗中，表现了英勇

顽强。尤其在战斗开始不顾自己

一切，顺利完成了给突击队送弹药

的任务。”父亲于 1954 年 12 月 20

日光荣复员。他回到家乡——新

添镇宴家寺村四社，一直务农，

1997年辞世，享年 73岁。

父亲生前曾多次对家人讲：在

朝鲜打仗时，战士们都奋勇向前，

不愿蹲防空洞和坑道。在防空洞

里时，经常会给每个人发一个罐头

盒，人挨人坐在里面，洞小，连腰都

直不起来。一次父亲和炊事班的

战士们转移时，敌人飞机投下的炸

弹炸伤了好多人。父亲背着的伤

员怕连累，要求放下他自己走，父

亲不同意，他一再坚持要父亲放下

他，父亲只好照办——结果他自己

根本无法站起来，才发现自己的双

蹆被炸没了。还有一次，部队埋伏

在山洞里，敌人的炸弹炸毁了洞

口，当时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

人进不去。为了战斗不能暴露目

标，无法及时救援，好多战友因为

缺氧而牺牲在了洞中。

父亲遗留给我们的军功章、纪

念章、立功证明书、复员军人证明

书，以及写有“赠给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搪瓷缸

子，是我们家珍贵的红色“传家

宝”，它激励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

走，发扬不畏艰难险阻的“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革命精神，牢记初心

使命，坚定必胜信念，为建设美好

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父亲是名志愿军战士父亲是名志愿军战士
□ 贺淑芸 讲述 / 张晓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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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宁县现存文物

中，有一块记载不同朝代的两

位名人遗世典范事迹的石碑，

堪称全国少有。

这块石碑迄今仍存于宁县

博物馆院内，碑高 2.2米，宽 1.1
米，厚 0.16 米，碑文文字纵刻。

它记载的是宁州的建置沿革，

证明了泥阳县、北地郡、阳州县

为宁郡的治下；碑文文辞优美，

书法苍劲，保存完好。1981 年

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1983 年从原地址庙

咀坪搬迁于宁县博物馆院内，

建碑楼予以妥善保护。

该碑一面题为“牛公碑”，

记述的是后梁年间的宁州刺史

牛知业修筑宁州城墙、建诸宁

州公署和州衙门所立的碑。碑

文由李明启（前剑南东川节度

推官员外郎检校尚书祠部员外

兼侍御史柱国赐绯鱼袋）撰文，

并延请当地石匠镌刻，碑额篆

书“刺史牛公创修衙之记”。碑

文以纵刻的 28行文字，记述了

后梁龙德二年（922年），因梁王

朝内乱，宁州被内寇攻陷。陇

西人牛知业奉命率本军收复宁

州，遂任宁州刺史。他在任期

间，征集民役，自己出资万金，

于农闲时间修复了因战事破坏

的署衙及州城墙等。他在新子

州南端建筑高耸的城门台观，

作为击战鼓吹号角之地。其

次，又主持修筑了下马门、中街

门、戟门、中堂、暖堂等设施，诸

如衙署、军事院、州院、停马厂、

讲习讲武教场、储备军粮的禀

库等，都建制一新，使宁州百姓

安居乐业，生产得以恢复。还

记述了牛知业秉承了父亲牛威

（曾辅佐梁朝开国，立有大功，

后又尽心竭力辅佐王朝 40 余

年）的风范。宁州人民感其功

德卓著，便为其立了此碑，记其

事迹，流芳千古。

该碑的另一面题为“梁公

碑”，乃唐代武则天时宰相狄仁

杰的庙碑。其碑文由北宋改革

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

仲淹撰写，碑额篆书“唐狄梁公

之碑”。因狄仁杰有功于唐，逝

后被追赠为梁国公，固有此称。

狄仁杰在武则天垂拱二年

（686年）被贬任宁州刺史，在任

不过一年，他善抚戎夏，兴利除

弊。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奉召巡

视陇上，来到宁州城内，看到民

风淳厚，百业俱兴，说起刺史狄

仁杰的政德政绩人人皆知，郭

翰即表奏狄仁杰入朝。宁州人

民感其政绩卓著，为其立生祠，

碑曰“德政碑”。垂拱四年（688

年），因越王李贞叛乱一案，株

连 700余人，依律皆当处死，狄

仁杰密表朝廷，请求赦免胁从

者死罪，将其流放丰州（今内蒙

古）边地，武则天同意了他的请

求。流放者经过宁州，得知自

己活命的原因后，在“德政碑”

前放声痛哭，斋戒三日方才离

去，因此，后世又称此碑为“坠

泪碑”。宋代名臣范仲淹被贬

知环庆，途经宁州祭狄梁公庙，

感狄公政德卓著，遂作此记。

文为：“天地闭，孰将辟焉？日

月蚀，孰将廓焉？大厦仆，孰将

起焉？神器坠，孰将举焉？岩

岩乎克当其任者，惟梁公之伟

欤……公为子极于孝，为臣极

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

敢歌于庙中……非天下之至

诚，其孰能当？”其大意是，天地

合闭，谁能将它们分开？日月

全蚀，谁能使它们复明？大厦

倾倒，谁能将它扶正？政权丢

失，谁又能将它夺回？像岩石

那样高峻伟岸，而能担当此重

任的人，只有狄梁公这样的伟

人。

后来“坠泪碑”丢失，一直

到明代，由知州边国柱主持将

范文重刻于“牛公碑”的背面，

题为“梁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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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11月 20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

“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上，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

山秘书的高鲁坚持力争，《建立国中现代式之模范

天文台在紫金山》的议案在会上获得通过。

不久，高鲁被任命为刚组建的国立天文研究

所代所长，此后他对国立第一天文台的筹建更是

不遗余力。他多次亲登紫金山北高峰(第一峰)考
察地形，选择台址。台址勘定后，他又聘请南京名

建筑师李宗侃设计出初步台图和登山汽车路线。

1928年12月，设计工程全部完竣，正准备募工开

建，高鲁突然奉调驻法国公使，原定建台计划遂告

停顿。

这时正在厦门大学任天文系主任的余青松，

忽然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建台命令，于

1929年7月北上南京就任中研院天文所所长。

精益求精勘台址

余青松，福建厦门人。青年时期在清华学堂

(留美预备班)求学。1918年赴美国留学，先学土

木，后攻天文。先后获加州大学建筑学硕士、天文

学博士学位。在美国立克天文台工作期间，余青

松曾创立“恒星光谱分类法”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命名为“余青松法”而成为国际闻名的天文学家。

不久，他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吸收为正式会员。

余青松到南京莅任之初，就对紫金山北高峰

台址作了例行视察，他观测、走访了大量有关的气

象、地理资料后，立即清楚地洞察到：如果建台于

紫金山，将来在一些重要的天体研究领域必然会

带来一些致命弊端。据当时国立气象研究所、东

南大学地学系、南京气象月报统计情况，余青松判

断在紫金山根本无法建成一座有效力的天文台。

当余青松将实情详述并呈报中研院后，他的

据实呈报引起部分“国府”上层人士的强烈不满。

余青松此时处于国人期盼天文台落成和国家所面

临的战乱频繁、政潮起伏的动荡局面，他意识到

“现在吾辈之行止，不仅仅是斯台成败之所系”，而

且“为使在中国发源最早，而日就衰微之天文学，

早日得庆中兴并期与欧美齐驱并进之”。他积极

向院部和“国府”呈请“为使各方均能满意，唯将中

央天文台分设两处：一在首都……一在国内另觅

适宜地点……”。同时他以过人的才干和精力投

身到北高峰天文台的筹建中去。

那时紫金山已划归陵园特别区管辖，当余青

松带着李宗侃设计好的两份蓝图前去总理陵园管

理委员会请求核准时，却遭到陵园的强烈反对。

余青松再三斟酌下，找到时任中研院总干事

长杨杏佛，两人一起对紫金山天堡峰(第三峰)的山

势进行了连续的实地勘察。

天堡峰海拔267米，山顶辐员较宽，靠近南京

城。此峰风景优美，地处上风(余青松据历年气象

资料统计和自己的实地观测，知南京风之来向以

东方最多)，不虑灰尘烟突及灯光之弊。而且筑路

工程可在紫金山西北向选线，这里高度较低，筑路

费用相应俭省。

几天后，杨杏佛特为此事在一次国民党中央

会议上说明情况，幸蒙中央各要员表示谅解并面

允代筹建台经费。杨杏佛随即又与陵园方面协商

后，变更台址，改在紫金山第三峰建台的计划终于

敲定。

苦心孤诣建新台

台址变更后，原李宗侃设计的第一峰建台蓝

图，因与第三峰山势地形不合自然不便再用。在

此后几次征集到天文台设计图案，均不能令人满

意，于是兼通建筑学的余青松决定自己动手设计

“中式天文台”的蓝图。

1929年9月，余青松率领属员用从陵园借来

的等高仪、水平仪等测量仪器，开始在天堡峰西北

方向上下打桩、标高、选线，终于设计出一条从紫

金山龙脖子口上山的4里盘山道。

10月底，余青松精心设计并亲手绘出一幅新

的天文台蓝图。建台蓝图获陵园核准后，余青松

于 1929年 11月 26日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上海

《申报》上刊登了建台招标广告。可是广告连登7
日，又屡次延期，上海方面无一家营造司应征。南

京方面也没有结果，不得已余青松宣布此次招标

失败。

这时，高鲁当初用从英、法庚款委员会争得的

庚子赔款，向世界一些著名厂家定购的天文仪器

已络绎运到，急待建台安装。这中间，子午仪室的

建筑尤属刻不容缓。因国际天文协会约请我国参

加国际变星研究的函牍余青松收到已经半年，而

约请参加国际经度大联测的日期转瞬即在眼前。

在建台经费如此难于筹措，而建筑之期又如

此迫切的情况下，余青松无可奈何地决定用天文

所的3万元活期存款和下半年经费作自行建筑的

尝试。同时拟定计划：先从天文台路和子午仪室

开办，材料由天文所自备，工用点工制。雇用监工

1人，司监督工程。帐房 1人，负责点名，发放工

资，购办材料。工头1人，负责招募工匠，助理监

工。其余瓦匠、木匠、铁匠、电匠、小工等均按日计

算工资。

艰难缔造树丰碑

1929年 12月 21日，4里盘山公路破土动工。

工程开工后，屡遇雨雪和巨石挡道，陵园方面以地

处“国父”陵地，严禁使用炸药，而手工开凿又极为

不易。原定4个月完成的工期，却在历经1年多后

终于在1931年6月始告完竣。所幸采用了点工制

和余青松的“开二填一”的筑路方法，所费不过 3
万余元。

1931年7月底，变星仪室外部建筑和子午仪

室地下建筑全部完成，造价1万2千元。

8月初，“国府”终于发下建台费25万元。正

当余青松率职员坐镇紫金山，亲自督促工匠们赶

建子午仪室，以期参加明年2月的国际变星研究

和经度大联测时，无情的事变又一次击碎了他期

待已久的希望和计划。

8月 11日，长江下游突发 61年来特大水灾。

沿岸乡村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沿岸城市陆上交通

几乎断绝。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定救灾

办法：全国一切非切要建筑一律停建，将经费移借

救灾专用。中央党部之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

部用作购买赈灾公债。

9月12日，苏、皖两省水势稍缓。15日，在蔡

元培、杨杏佛等人的呼吁下，全国赈灾委员会发还

移借天文所的建台款。可3天后就遇“九·一八”

国难，山河变色。不久“一·二八”战事又起，淞沪

沦为战区。且长江里日舰挑衅，南京已日处惊涛

骇浪中。余青松不得已将紫金山上施工的工匠们

遣散，仅留两名小工看守已成建筑（包括已制成的

观测室圆屋顶）同时电告德国蔡斯厂缓运光学仪

器。

1932年5月中旬，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但至6
月末驻沪日军尚未撤尽。等到7月中旬余青松召

回分在城内各处轮值司放防空警报的职员，准备

续建子午仪室时，那两项国际天文学术活动已经

结束半年。

5个月后，子午仪室、行星观测室、水塔建成。

已建成的建筑外墙，清一色用紫金山特有的虎皮

石砌出水波纹形状，庄重且美观。

1933年 6月 10日，主体建筑台本部落成。8
天后，对余青松建台一直鼎力相助的杨杏佛在上

海被军统特务暗杀。

1934年8月25日，几经波折的紫金山天文台

终于落成。

余青松苦心建设余青松苦心建设

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
□□ 王小梅王小梅

甘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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