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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宗侨（1913—2007），生

于江苏南京，是国内著名的老

摄影家，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

会名誉理事，中国老年摄影学

会理事，上海老年摄影学会主

任委员，上海摄影家协会理

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

员等职。由于他开创了复旦

大学新闻摄影教育和在摄影

事业上卓著贡献，国务院从

1992年起，颁以政府特殊津贴

和证书。英国剑桥传奇中心

将舒宗侨收入1993年《世界名

人录》和《世界知名人士人名

录》。国内若干名人辞典也载

入他的名字和事迹。

1941年，珍珠港事变，太

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战时

图片宣传机构“联合国幻灯供

应社”，邀请舒宗侨创办一份

为同盟国宣传的《联合画报》，

由美国新闻处温福立博士领

头，舒宗侨担任主编并负责发

行工作。起初借重庆南岸玄

坛庙中央电影场楼下一间地

下室工作，主办单位名称为

“联合国幻灯供应社”。

《联合画报》初办时，每周

一期四开张，人员只有二三

人，发行量也只三四千份，后

来增加到四五万份，职工增至

10多人。舒宗侨一直担任主

编。

20世纪 40年代初，在大

后方物资短缺、交通困难、机

制纸张无法获得的情况下，要

出版数量大的画报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由于敌机轰炸，

常常断电，这样在制版、印刷

以及运输上都带来麻烦。为

了使前方战士也能看到画报，

凡是有盟军的地方，《联合画

报》每期均送去若干份。那几

年，《联合画报》社还把画报通

过盟国飞机在执行侦察和轰

炸任务时，从空中撒向敌人后

方，以动摇敌人军心，这种“心

理战”，起到很大作用。

美国新闻处原属美国战

时宣传机构“战时情报局”，战

争一结束，美国决定取消“战

时情报局”，将一切宣传工作

交给美国驻外使馆文化参赞

办理。美方与舒宗侨在上海

签订《联合画报》转让协议书，

写明为感谢舒宗侨对二次世

界大战宣传工作所作的贡

献。将《联合画报》以美金一

元象征性的代价，让给舒宗侨

继续经营，但不包括任何物质

财产。1945年11月，重庆《联

合画报》周刊停办，上海《联合

画报》复刊号接着出版。

此后的《联合画报》，从原

来的报纸型周刊改为杂志型

月刊，10开本，每期 20多页。

内容主要为新闻照片和有关

通讯、报导，每期有两页“漫画

之页”，由漫画家张文元主

编。1945—1946年，国内政治

形势动荡，一般报纸不能登、

不敢登的新闻，《联合画报》予

以大量刊载。

《联合画报》由于战时在

大后方建立了摄影通讯网，能

刊载大量的新闻照片。因此，

《联合画报》的信誉比起在后

方时更高，除上海总社外，还

在北平、南京设立办事处。在

言论上尽可能站在民主进步

的前沿。

舒宗侨在抗战后期，就有

两种打算：一是到上海继续出

版《联合画报》，二是尽早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联

合画报》在沪出版不久，就打

出广告预订《第二次世界大战

画史》。由于在大后方建立起

来的信誉和在沪出版后给读

者留下较好的印象，一下子就

有数千人订阅。有了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就在

1946 年 9月抗战胜利一周年

时出版，历时不到一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还未出版，舒宗侨和曹聚仁又

筹划编著出版以中国抗战史

料为主的《中国抗战画史》，从

发稿到1947年5月出版，也只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1948年，舒宗侨又两次去

香港，在香港出版了《二次大

战照片精华》画册。1948年 8
月14日，国民政府在上海塘沽

路、乍浦路上海市参议会，军

事法庭开庭审讯日本侵华军

总司令冈村宁次，那天在法官

石美瑜审判台上放置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

画史》两本书，用以印证日本

侵华军在南京以及各地的暴

行。这些图片资料，解放后，

在展览会上被大量展览、翻印

和引用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

《中国抗战画史》两本画册，用

了两千多张新闻照片，近两百

幅地图各 40 余万文字。从

1946—1948年，因为两画册有

史料价值，解放前后在国内外

自印和被盗印共有八版之多，

总数至少有十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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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附图）。仿古

铜器扁壶形制，小口，直颈，扁圆腹，椭圆形圈

足。颈部有两个透雕夔龙形耳，腹部两面开光

内斗彩绘江南农耕小景。宋代诗人释智愚有诗

云：“烟暖土膏民气动，一犁新雨破春耕。”

斗彩起源于明宣德时期，是釉下青花和釉

上彩瓷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有争奇斗艳之意。

清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制作工艺非常

精致，釉下青花的轮廓描绘细腻，填色精准，反

映出当时瓷器绘画工匠的严谨。壶侧用青花勾

纹饰，内填矾红色花卉，间绘蝙蝠、莲花、如意、

万寿、编磬图案，寓意为家园长庆、福增寿长、吉

庆如意。底部写青花“大清乾隆年制”款。该器

物为清代斗彩精品，题材在官窑瓷器中十分罕

见，造型精美，色彩艳丽，图案新颖，是乾隆官窑

中的绝妙之作。

《耕织图》最早为南宋时的楼璹所绘。他在

任于潜县令时，跑遍于潜县治十二乡之周边乡

村，深入田头地头，出入农家，与当地有经验技

术的农夫蚕妇研讨种田、植桑、织帛等经验技术

得失，绘制出《耕织图》45幅，包括耕图 21幅、织

图 24 幅。《耕织图》描绘细致入微又富有艺术感

染力，为研究农业特别是农具留下了无法从文

字资料中得到的珍贵资料。他将图呈献给宋高

宗，得到高宗赞赏和召见，并将《耕织图》宣示后

宫，获得吴皇后题词，一时朝野传诵，从而引发

了“耕织图”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清康熙二十八

年 (1689 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意外得获《耕

织图》，感慨织女之寒、农夫之苦，遂命内廷供奉

焦秉贞以楼璹原作为基础重绘《耕织图》。康熙

不仅每图亲题七言律诗一首，且于图前亲书序

文，并于序首，序尾盖印。其后，乾隆帝又收集

和翻刻《耕织图》，该图的摹刻之风和推广在中

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二次高潮。《耕织图》不仅出

现多种翻刻版本，而且还被移植到其他艺术之

中。如在瓷器彩绘中，《耕织图》成为一种特殊

题材和特有纹饰，多用青花或五彩表现，采用中

西相参的画法，精美非凡。

乾隆款斗彩农耕图双耳扁壶，两面各绘耕

地和耙耨两个场景。如“耙耨图”中，农夫头戴

斗笠，立于耙上，执鞭催牛，叱牛牵引，正在一片

水田里耙地。田边坡地起伏，青草萋萋，鲜花盛

开，树木葱绿。空中祥云飘飘。近处两棵绿树

挺拔，田埂上站立一只家犬，正在观看主人劳

作，平添了几分生活情趣。从图可见正值江南

春寒料峭、春雨绵绵的时节，农民为不误农时，

栉风沐雨，坚持耕作，稼穑艰难可想而知。康熙

帝曾为“耙耨图”题诗云：“每当旰食念民依，南

亩三时愿不违。已见深耕还易耨，绿蓑青笠雨

霏霏。”

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的创建，首先是在部队

中举办各种训练班（队），其后发展为创办较为正

规的红军干部学校和随营学校。

1931年 10月 20日，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杨

重远领导的陕北支队在南梁林锦庙（今华池县林

镇）会师后，来到正宁县东北的月明塬柴桥子村，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 1932年 1月 1日，谢子

长同刘志丹一起将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

同盟军。为了教育训练这支成分复杂的队伍，在

部队中临时开办军政训练班，组织班、排干部进

行游击战术训练和军队政治思想教育。1932年 2
月 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中共西北工农

反帝同盟军委员会在正宁县三嘉原锦章村召开

大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

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之后，谢子长等领导认

真总结了以往开办军政训练班的经验，又在游击

队中创办了军政训练队，主要培训对象为排级以

上干部、班长以及优秀战士。在教学中坚持政治

教育、思想建设与军事教育相结合，并进行游击

战术等军事技术训练。军政训练队队长由张从

（留苏学生）担任。训练队分两个班，高级班训练

排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及部分优秀战士。

课程有“游击队怎样活动”等，同时学习刘志丹为

红军起草的《简明军纪》《群众纪律》两个小册子，

还讨论部队改编等问题。军政训练队 1932年夏

结束。1932年 12月 24日，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简称红二

团）。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

适应整军和扩军任务需要，红二十六军在紧张的

战斗之余，开始进行正规红军的教育和训练，以

提高部队指战员的军政素质。红二十六军第二

团参谋长郑毅在 1933年 1月 9日写给中共陕西省

委的报告中说：“关于训练的材料（军事的与政治

的）与教授人才，非常缺乏，这是要请你们火速派

人来和送教育材料来的。”

早在红二团成立前，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就

几次指示陕甘游击队，在部队中开办红军随营学

校与干部学校以及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各级干

部。“1932年 4月 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的

报告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

边新苏区的决议》第三条指出：在可能的情况下，

即刻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

指挥员”。为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组建不久，在

刘志丹领导与关怀下，1933年 1月在照金根据地

创办了陕甘红色政权所属的一所红军随营学

校。李杰夫任校长，汪锋兼任政委。刘志丹亲自

编写教材并为学员做报告、讲课。由于当时处于

险恶斗争环境之中，随营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

是一种“游击学校”。教学形式采用官教兵、兵教

官、兵教兵的方法。教学内容根据当时革命斗争

实际需要而安排。6月间，随营学校因红二十六

军二团南下渭华失败而停办，短短 6个月时间共

培训学员 200余名，使红二十六军的军政素质和

战斗力得到较大提高。

1934年，在陕甘边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

红色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部队和地方政权都

迫切需要大批党政军骨干。急需培养革命骨干

力量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已成为当时军队教育

的迫切任务。1934年 10月，在刘志丹、习仲勋的

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军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

会在南梁张家岔创办了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刘

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

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

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

方干部。根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

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问题。政治课包括“工农

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

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内容，旨在使学

员懂得当红军的性质、任务及其远大目标；文化

课因学员文化程度较低，基本以识字扫盲为主，

提高文化水平；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尖兵活

动”“游击战术”等，主要掌握游击战争的基本战

略战术，提高指挥作战能力。刘志丹亲自担任军

事课教学。一次，刘志丹正在给军事干部学校学

员讲话，看见习仲勋前来检查工作，刘志丹喊了

一声口令：“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要

习仲勋检阅学员队伍，并欢迎习仲勋给大家讲

话。习仲勋一向把刘志丹当作领导者，论年龄刘

志丹比习仲勋长 10 岁。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

习仲勋不知如何是好。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

说:“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

权，如果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刘

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从此，20岁的习仲勋

更受到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习仲勋年长的同

志，也都很尊重他。学员对象，有来自部队的中、

下级干部，也有少量的地方干部。教学没有正规

教室，每个学员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做笔记，教

员在台前或黑板上写，学员做笔记。学校生活也

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当时，大家叫它

“黄米杠子”，偶然在改善伙食时也能吃到一点羊

肉。干部学校每期学员百余人，从 1934 年到

1935年春，共办了三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

军、游击队或赤卫队工作。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

中成为很有才干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

1934 年 11月 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后，刘志丹、习仲勋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教育工作，

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改建为陕甘边区党政干部

学校。培训对象除来自红军外，还有各级苏维埃

政府选派的地方干部，办了两期培训班，前后共

培训干部 200多人。1935年 7月，陕甘边区党政

干部学校迁至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发展成为西北

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政委张秀山，政治部

主任李登瀛，教育长张文舟。1935年 10月，中央

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中央军委决定将西

北红军干部学校与中央红军干部营（即原中央红

军干部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

长，宋任穷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1936 年 2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

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易名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

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6
月，中共中央决定，西北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

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毛泽东兼任中国

抗日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罗

瑞卿任教育长，黄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

训练部长。1937年初，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

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后

来，抗大几经变迁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刘

志丹、习仲勋创建的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在

红军教育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洮河流域的一、

二级台地上就有初民居住，形成氏族村落，

“一般都选择避风向阳、近靠大山，下临溪水，

有利于农业和渔猎的地方。当时村庄已有一

定的布局，常常由居住区、窑场河公共墓地三

个部分组成。”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基督教艾牧

师在今西寨镇刘家堡半山腰的洞穴（三三洞）

里发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遗迹：石炕、石锅、

石台。

1947—1948 年，民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委

派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裴文中（1904—
1982）赴西北地区进行地质、考古调查。裴文

中等人在陕西汉水流域，甘肃渭水流域、洮河

流域及兰州附近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达 93
处之多。“民国 36 年（1947 年）9 月，裴文中教

授率兰州大学部分学生考察洮河流域时，在

岷县茶埠镇山那等地发现‘仰韶文化’遗址。”

裴文中教授在岷县洮河流域考察发现的彩陶

文化遗址有山那树扎遗址、葩地坪遗址和叠

藏河流域的中堡遗址等。

山那树扎遗址：位于县城北 10公里茶埠

镇洮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西靠树扎、山那二

村，东为洮河西岸，南为将台小学，北临干

沟。遗址东西长约 1000米，南北宽约 500米，

文化层距地表 0.5—3米，地表有丰富的彩陶、

红陶、灰陶及夹砂陶器残片，并有少数蛙纹、

变体鸟纹图案，有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三

种类型，亦有寺洼类型陶器出土。1982 年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配合兰渝铁路建

设，2012年 9月至 2013年 3月，甘肃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铁路穿越的山那、树扎遗址部分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

遗物 3183件。该遗址包含仰韶文化中期、晚

期和马家窑文化三种文化因素，为研究洮河

流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提供了

重要资料。

葩地坪遗址：位于中寨镇葩地坪村二级

台地上，遗址西为中寨镇政府，南为竹子沟，

东为骨堆山，西北为中寨河，南北宽约 200米，

东西长约 500米，地表为耕地和村庄。出土文

物有马家窑类型火焰纹彩陶罐、红陶瓶和粗

绳纹夹砂灰陶罐，北边有较多仰韶文化庙底

沟类型晚期墓葬。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中堡遗址：位于岷县县城以南秦许乡中

堡村台地上，距西河（迭河）约 1000米，距南河

（藏河）500米。曾出土过绳纹灰陶罐和罐墓，

瓦径 60×70厘米。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裴文中以及后来的岷县文化馆考古

工作人员还在茶埠镇姚庄，梅川镇杏林村马

莲坪、西坝，西江镇草滩，中寨镇马崖、红崖、

白塔山和维新镇卓坪、坪上等地发现了仰韶

文化遗址。

姚庄遗址：位于茶埠镇姚庄（姚庄应为窑

庄之误写，因古时候箍有彩陶窑而得名）西南

100 米处。黄土断层中有不少泥质红陶随葬

品出土。1982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红崖遗址：位于中寨镇红石崖村，东依红

崖村，南临洮河，西为马崖沟，北为太平山。

地表有丰富的彩陶片、红陶片及汉代绳纹瓦

片，有完整的陶器出土。1982 年公布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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