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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撰写发刊词《对症下药》

为办好《调查研究》这个刊物，编辑

人员深入基层作社会调查。他们请彭德

怀题写刊名和撰写发刊词，彭德怀题写

了“调查研究”四个大字，遒劲有力。

《调查研究》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

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题目为《对症下药

——为<调查研究>的创刊而写》。据

《彭德怀年谱》记载：“1942 年 4 月 20 日，

发表《对症下药》一文，阐述毛泽东关于

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要求华北党和军

队的同志对中国社会和地方工作做深入

的调查研究，防止空谈主义和主观主

义。”

彭德怀曾回忆，1928年 12月上旬，他

率领红五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城，与红

四军胜利会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

讨论六次代表大会土地政策决议时”“就

听他讲到‘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当时虽

然给我一个印象，很不深刻。1931 年有

些同志讥之为‘狭隘经验论’”。

1931年 11月 1日至 5日，在江西瑞金

县叶坪村谢氏宗祠，中央代表团主持召

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

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向大会

作报告。会上出现了争议。“左”倾教条

主义者批评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建

设的正确主张，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

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

义”等。会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

代理书记的职务，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

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

主张，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

军的正确领导。彭德怀写道：“至 1933
年，这种‘反狭隘经验论’的讥诮几乎流

行得相当普遍。红军政治工作部门之社

会调查组织，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取消了，

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也就从此

每况愈下。到‘五次围剿’时。群众工作

传统几乎保留无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

东渡时，才又重新恢复，但远不如红军初

期做群众工作之认真。”

彭德怀在《发刊词》中回顾总结了全

民族抗战爆发以来，改编后的八路军开

赴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斗争

五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存在的问

题。“做出抗战前后及五年抗战中变化的

精确的调查，直到今天还是凤毛麟角。

有，也是个别根据地。”他还提到了 1939
年 3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襄垣南丰沟召

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彭德怀、杨

尚昆、李雪峰、傅钟、左权、陆定一等，着

重讨论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当

时就提出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他写道：

“对于太行山一切具体情形如不十分了

解，那么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具体政策将

是闭门造车，以想象代替实际，这是非常

危险的。虽然会议这样严重的指出其重

要性，并有具体的分工，在半年内调查

长、潞、襄、屯、武等六县，但结果除野战

政治部做了一部分调查外，其余都落空

了。其原因是：不仅由于对调查研究的

认识不够，甚至为空谈主义者所鄙视，以

致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具体的政策是想象

的，不合实际的。”

彭德怀在文中指出，主观主义不仅

危害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而且助长了空谈主义，阻碍了许多同志

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研究与了解，也

就阻碍了许多同志应有的进步和实际

智识的增进。他认为，实事求是，调查

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不叫做“狭隘的

经验论”，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只有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事

务主义的所谓实际家，才叫做“狭隘的经

验论”。

彭德怀写道：“中央号召我们深入调

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这是对症下药。

这剂药就是医治主观主义、空谈主义，是

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同志政治水平与

实际工作能力的一贴有效的良药。”他痛

感对中国及国际事情了解得非常不够，

因此要耐心来做调查研究工作，攻破自

己存在着的主观主义，虚心从小学生做

起。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认真地“去做、去学，虽不敢说会学

到、做到如何的成绩，但我坚信只要虚

心，总会有些成绩贡献给党，贡献给革

命。我还希望某些同志放下自己的架

子，眼睛向下，向群众中去学习，群众中

有我们的老师。”

一群宏才远志的采编人员

《调查研究》编辑部的编辑人员都是

有远大志向、文化水平高、敢于负责、勇

于担当的同志。为了使《调查研究》创刊

号能够顺利出版，编辑们各自前往调查

地点，深入乡村、集市，走访各类家庭，与

当地人们进行交谈，考察当地的基本情

况。随后，他们对调查地的农业、经济、

婚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结合

当时的社会情况，对自己的调查进行整

理，最终撰写成文章，发表在《调查研究》

的创刊号上。

创刊号刊登的第二篇文章是张友清

撰写的《几点说明》。张友清，1904出生，

陕西省神木县人。1921年考入太原山西

省立第一中学，就读期间开始接触马列

主义。1925 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同年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学习。1927年被派往杨虎城部队工

作，任政治部民运部长。后赴北平从事

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和天

津市委书记，曾三次入狱、两度被判死

刑，他都坚贞不屈。1936年 9月，张友清

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先后任中共山西工

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

方局统战部部长、调查研究室主任等；

1942 年 2 月，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

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他因

长期蹲监狱、戴铁镣，身体瘦弱，行走困

难，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完成繁重的

任务。他在《几点说明》中呼吁大力提倡

积极的研究精神，必须大胆地深入地思

考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当尽一切

可能去了解具体情况，必须把调查与研

究有机的联系起来，才能克服主观主义，

才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

（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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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领导筹建

1931 年 11 月 7 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

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 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

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

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

在地延安受到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我们

党的政治主张很难传播到沦陷区和国统区，偶尔有几份边

区偷运过去的报纸、印刷品，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秘密阅

读。新华社的文字报道需要用无线电台发报，收讯电台抄

收、译出，才能成为新闻稿，数量和影响都很有限。中共在

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经常遭到国民党

当局的刁难和破坏，无法正常出版发行，致使许多重要文

献、评论、文章和消息不能与读者见面。早在“西安事变”

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就提出了建立自己的电台的

想法。但由于陕北工业落后等困难，这一设想一直未能实

现。

为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宣

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和为民服务宗旨，带领全国人民推翻日

寇侵略、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创建第一座

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

宣传窗口和向世界传递声音的喉舌。

窑洞上撑起三根树干天线

1939 年冬，周恩来赴莫斯科医治因骑马而受伤的右

臂。他与任弼时在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中，

商定在延安建立语言广播电台。电台的基本设备，是由周

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周恩来赴苏治疗期间，经与苏联政

府协商，搞到一部功率为 10 千瓦的语言发射机（广播发

射）。1940年 3月，周恩来养伤结束后，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

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和那部苏制功率 1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拆

卸打包空运到新疆，再用汽车经兰州、西安运抵延安。为确

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护送机器回家。途经新疆时，路遇

重重障碍，但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下，均化险为夷，最终使

机器安全运抵延安。

194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

指示，决定设立广播委员会，负责领导筹集工作。中央广播

委员会主任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后，由朱德接

任），委员会成员有中革军委三局（通讯局）局长王诤、新华

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在小河南岸的山坡

上开凿了三层三排窑洞（两孔石窑和五孔土窑），盖了十几

间土坯石板房。第一层是利用地面 30 多米高的山石，挖出

了两间大面积的石窑洞。一间作为电源车间，另一间作为

广播机房。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

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引擎发

动的燃料则是靠木炭炉供给的一氧化碳；广播机房的正中

安置着那台周恩来带回的 10 千瓦的语言发射机；窑门的左

边，安放着一部 500 瓦的文字广播发射机，它是中共中央军

委三局自己制造的。新华社对国内、国际的电讯就是通过

这部机子发射出去的。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报请军委三局

批准，电台决定了正式播音的方案：新华广播电台每周广播

三次，每次广播是在当日的下午和晚上，同时用国语和日语

各广播一次。在语言广播的同时，用国际通码向世界各国

播发新华通讯社电讯。没有铁制的天线立杆，工作人员就

用三根树干捆成“Y”字形，埋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 年

12 月 30 日晚 7 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

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电波第一次向全世界发出响亮

的声音。广播电台取名为“新华”是为了与新华通讯社相一

致，共同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喉舌。它的呼号为CXR，其中C
是指英文“中国”（China）的第一个字母，X 是英文“新华”

(Xinhua)的第一个字母，R 是英文“电台”（Radio）的第一个

字母。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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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中州币

解放区各地的中州农民银行最初大多是与工

商管理局合署办公，工商管理局正副局长兼任各

地中州农民银行正副经理，后来还同贸易公司合

署办公，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截至 1948年底，中

州农民银行总行直辖管理的有郑州、开封、洛阳、

许昌分行和白坡办事处，分辖管理的分支行有豫

皖苏分行、豫西分行、桐柏分行、江汉分行、陕南分

行，所辖县级以上机构有 116个。

1948年 5月间，野战军前委下达《关于发行中

州农民银行钞票的指示》，要求“中州币的发行，分

试发与普发两个阶段，即是由点到面，由城市到农

村，有步骤地开展”。5月 20日，沙河沿岸和平汉

路西部最早开始发行中州币，标志着中州农民银

行币（简称“中州币”）开始正式发行。由于时间仓

促，这时候虽然已开始发行货币，主要有贰元、叁

元、伍元、拾元等七种劵别。但总行及各地的银行

机构还未建立，只是在各部队设立了随军兑换所，

负责进行货币兑换。中州币解放区各地开始正式

流通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指示，要求在解放区

各地建立银行机构，确保解放区的金融秩序。

中州农民银行发行壹元以上的各种票面是委

托华北解放区冀南区帮忙印制，角票和分票则是

由安徽界首新鑫石印馆承印，面值为壹分、伍分、

壹角、贰角、伍角五种。后来在河南鲁山县白象店

村成立了中州农民银行第一造币厂，主要印制中

州币伍元劵和拾元劵。当时的解放区因遭到国民

党反动派严密的经济封锁，纸张、油墨等原材料十

分匮乏，解放区政府动员和组织进步商人，利用中

州农民银行所兑换的法币、银元、黄金，到上海等

地购进油墨和道林纸，确保了印制中州币的原材

料供应。中州币印制好后，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核

准后，才能移交中州农民银行发行。为驱逐法币

等货币，发行本币，中共中央中原局采取了随时兑

换银元、禁止法币流通、财税政策支持、开设国营

商店、打击假币等多种措施，鼓励解放区人民使用

中州币。到了 1949年初，金圆劵在中原解放区已

基本肃清，中州币成为解放区市场上占统治地位

的货币。

中原解放区江汉区域对中州币的发行，始于

1948 年 8 月下旬，当月中旬江汉区行成立。1948
年夏天，江汉军区为适应解放区经济的需要，在随

县（今湖北随州）黄木塘建立中州币印票厂，同年

12 月，为应对“反扫荡”的斗争形势，印票厂迁至

钟祥市张集镇与客店镇之间山高林密、人烟稀少

的唐家河山洼。印票厂设有石印、完成、会计三个

股，加上警卫排共有 150余人。按照分工，石印股

负责印刷币票，完成股负责打号码、盖印章和清点

成捆，会计股负责复核清点、登记账簿和保管上

解。印票厂行政上属江汉军区负责，业务上归江

汉行署管理。

1949年春节期间，江汉军区一分区和地委宣

传部曾组织撰写多幅春联送给群众，其中一幅给

予中州币极高的评价，也宣传了解放区的金融政

策：“胜利在望中州币信用百倍；垮台有日金圆劵

不值一文。”横批：“稳定金融。”

中州农民银行完成历史使命

1948年 9月 3日，江汉地区行署为进行反掠夺

的经济斗争，在中州币流通后，通令本地区所有公

私款项收付、市场交易计价一律改以中州币为统

一结算单位，在集市交易所、商协会和工会等首先

采用。对原来使用旧法币、银元、冀南币计价的商

品均改为中州币计价，兑换时不收手续费。

1948年 12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

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组成，标志

着中共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先设在石家庄，后迁至北京，辖东北区

行、华北区行、西北区行、中南区行及它们所属的

省市行署分行及县支行，成为中共全国金融的领

导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逐步把各解放区银行

改组为区行、分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劵（简称“人

民币”），作为各解放区的本位币，并按不同比价逐

步回收各解放区原来发行的各种货币，使人民币

基本上成为全国解放区统一流通货币。

1949年 3月 10日，人民币开始在中原解放区

发行，由于人民币不足以开拓市场，票劵品种也十

分单调，小额票尤其缺乏，为了增加中州币的支持

力量，续印了几种小额票，以弥补人民币的不足。

后来随着人民币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州币遂停止

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以 3元折合旧人民币 1元的

比价收兑中州币。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兼理中国人

民银行中原区行业务，中州农民银行各地分支县

行兼理各地分支县行业务，各级中州农民银行经

理、副经理兼任各级人民银行经理、副经理职务，

实行对外两块牌子，对内一套班子的办法。

1949年 5月中旬，银行随解放大军进入武汉，

接管官僚资本银行。12月 2日，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河南省分行发出的《决定统一名称办法的通

知》，中州农民银行走完了由区域性银行向统一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过渡历程，开始其新的历史使命。

（连载二·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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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从苏联带回的广播发射机

中州农民银行拾圆劵

徽县江洛镇

江洛镇位于徽县城西35千米处洛河河谷，解放前旧

称江洛坝，民间有江喇叭的俗名，隶属殷所。解放初设江

洛区，辖江洛、泥阳等乡。根据《水经注》与《水经注疏》的

记载可知，泥谷古地名指今泥阳镇泥阳川，泥水上游即流

经江洛的洛河。

1920年海原大地震发生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主持

兴修天水通往陇南14县的大车道。1922年秋，自天水县

（今秦州）南经齐寿山、娘娘坝、大山坝、麻沿河镇、江洛镇、

游龙川、徽县到两当修通了马车道。由此，自江洛通往徽

县城始有了过游龙川的马车道，江洛镇开始显露徽县西

境的交通区位优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华双公

路全线通车，加上后来拓修提升为316国道线与自江洛修

通的江武公路，江洛镇始为徽县西境的一个交通旱码头，

极大促进了江洛繁荣发展。

1935年10月1日，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一

部4000余人经泥阳至江洛，在河东雷神堡与来自成县的

尾追之敌发生战斗。

镇政府大院处的原广佛寺三眼洞雕塑为南北朝时遗物，

上坝清凉寺为明代石窟寺。江洛出土有汉代、宋代墓葬文物。

悟真山是境内文化名山，有创修自明代嘉靖年间的

中华庵等殿宇，遗存石碾盘、石碓窝、石佛像、石香炉等石

雕及《重修悟真仙山工程告竣序》石碑。

江洛镇公办学校起源最早为民国版《徽县新志》：“江

洛镇义学，在县西八十里。光绪六年（1880年）知县李裕

泽建。”清代末期另有“八义学馆”。民国五年至二十一年

期间在第三学区的江洛、游龙各有初级小学1所，此后在

江洛设有中心高等小学1所。民国二十四年，又设短期义

务小学1所。1957年，徽县在江洛镇新建中学，1958年改

名为徽成县第五中学。2007年6月，在游龙村建成新时代

农民文化活动大院一处。

江洛高跷、云朵舞、羊皮扇鼓舞在徽县社火中颇具地

域特色。江洛食醋口感纯正，金皮老豆腐柔香筋道。这

两样地方特产为江洛镇自民国初年开始，成就了名满陇

右及周边地区的特色面食棒棒面。

栗川地名因水而来，栗川河为发源于北部山区鸠峡的

雪水河、仇鸠水，自北而南流入木皮岭北麓的一片宽阔谷

地。陇右方言谓东西走向曰横，南北走向曰立。与成县东

境自西向东横向流淌的横川相对而言，徽县西境自北向南

纵向流淌的这条河流便有立川之称。又因古立川谷地周

围林木茂盛，遍生栗树，居民可资，故而秦汉以来立川逐渐

被乡民演绎为栗川。因所在地川原南北走向（立向）与东西

走向的横川相对应得名“立川”，后衍名为“栗川”。

遗迹主要有唐代杜公祠、元观峡“少陵钓台”、南镇

院、栗川砖塔、郇庄古银杏树、侯家坝清代徽酒作坊、拧拧

柏树等。 (连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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