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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主张和全

国舆论的督促下，国共第二次合作

全面形成，八路军三八五旅改编为

边区留守部队，辖七七○团、警备

二团、警备七团，执行保卫党中央

和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年冬，三

八五旅进驻陇东，旅部设在庆阳县

城（今庆城县），七七○团驻庆阳驿

马关。

旧时的陇东有句顺口溜：“上了

陇东坡，进了疾病窝。”陇东由于自

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低下，因而

当地各种传染病、流行病和慢性

病，十分猖獗。七七○团刚到驿马

关，团卫生队队长秦光远便亲自带

队，对周围二十多个村庄的流行疾

病作了调查研究。

当时的陇东地区医疗、卫生基

础甚差，就连庆阳县城这个老百姓

称为“府”的大城镇，也没有一家专

门为人民群众看病的医院，何况驿

马关这样的偏僻地方。老百姓生病

了，一般是不去找医生的。他们或

者躺在家里，生死由命；或者自己

搞点土方子，挖点草药；或者搞迷

信活动，求神拜菩萨，请巫师来画

符镇邪。尤其是当地老百姓习惯上

不讲究清洁卫生，也是导致疾病频

发的重要原因。

根据秦光远的调查结果，七七

○团团长张才千将这一实际情况向

旅部做了汇报，旅部当即决定：部

队要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尽

最大的努力帮助驻地附近老百姓搞

好环境卫生，减少疾病的传播。同

时对于主动上门看病的危、难病

人，必须尽力抢救和治疗。

老百姓同部队相处时间久了，

彼此有了深厚的感情，相互间也十

分信任，常常主动找部队的同志办

一些事情。看病求药的事，也就多

了起来。旅、团、营、连的驻地，为

群众治病的事也是非常普遍的。

1941 年的一天，庆城西街的一

个老太太，拄着拐棍，慢腾腾地到

旅部找旅长王维舟同志。王维舟热

情地接待了她，问她有什么事情要

办。老太太指着自己脖子上长得大

肉疙瘩，痛苦地说：“我这里长了

‘瘿瓜瓜’，越长越大，转脖子都困

难。我没有钱，求不到医。听说你

是个大善人，特意来求你帮我治这

个病……”王维舟见老太太痛苦的

样子，立即派人把老太太送到旅部

医院，并指示免费治疗。

经旅部医院诊断，治疗此病需

要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当时旅部医

院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王维舟立

即给延安的中央医院发电报，请求

援助。不久，中央医院派来了两名

医生，其中还有一位是苏联著名的

外科医生。经医务人员的共同努

力，终于治好了老太太的病。

这位老太太的病好后，以万分

感激的心情到处宣传，因此前来旅

部医院治病的群众越来越多。于

是，王维舟就向时任旅卫生部部长

秦光远提议：“我们应该创办一所

专门为群众治病的医院。”根据王

维舟的提议，三八五旅卫生部决定

在庆城创办一所利民医院。

白手起家办医院，困难是非常

大的，没人没钱没地方。首先是房

子问题，庆城虽说是个“府”，但街

巷狭窄，房屋拥挤。想重新盖几间

房子做医院，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只能买或租借现成的房子。为此，

秦光远带人四处寻找，但因群众居

住的房子都不宽裕，好长时间定不

下房子，医院也没法开诊。

后来，有群众建议，说本地绅士

“刘二少爷”家，在庆城十字路口有

幢房子，人称“刘公馆”，前些年开着

杂货铺，时下房子空闲着。原来，这

个“刘二少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

庆城较有名气的绅士，家境比较好，

又读过书，为人开明，对待陇东人民

政权及三八五旅部队的留守工作也

是积极拥护和支持。当他得知部队

想借他的空房办医院时，就满口答

应，并且不要租金，主动把房子清理

打扫干净交给部队。为此，“刘二少

爷”被城关人民推举为陕甘宁边区

政府参议员，并多次出席延安召开

的边区政府参政会议。 （连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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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安源路矿支部以“联络感情、交换智

识，维护工人利益、减除压迫与痛苦”为目的，组织、建立了“路矿工

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并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矿工子弟学

校等，讲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传播进步思想、凝聚革命力量。

为减轻工人生活负担、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抵制无良店铺哄抬

物价、黑心商贩层层盘剥，“俱乐部”本着“不为赚钱，只是为工人服

务”的原则，决定开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

社”）。1922年 2月 7日，“合作社”门市部开业，门框左右贴着红对

联：“生财之道意在工农；合作经济利在民众”。

“合作社”利用路矿火车往返长沙、株洲等城市运煤的方便条

件，搭车采购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毛巾肥皂等日常用品，不加任何

费用向“俱乐部”会员出售。如今“安源纪念馆”史料记载，“合作社

办得红红火火很兴旺，凡有利于工人的事都认真地去办，在工人社

员心目中，信誉很高，大家满意。”

“合作社”虽商品物美价廉，生意红火，但利润极低，数月后出现

经营亏损、资金不足、货物短缺，无力补偿自然损耗、支付职员薪金

等窘境，于是，“俱乐部”有人提议解散“合作社”，不能再做这赔本的

买卖。

为此，路矿党支部组织召开“俱乐部”代表会议，征求对“合作

社”留存问题的意见。会上，中共党员代表认为：“俱乐部”成立的目

的是给工人办实事、为会员谋福利，“合作社”深受大家欢迎，非但不

能解散，还要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商品种类，资金不足可以采取招资

入股的方式筹措，扭转亏损局面。

路矿党组织经认真研究，做出“从工人切身利益出发，扩大消费

合作社”的决定，由区委委员毛泽民、易礼容等人负责“招股”工作，

发行“安源路矿工人合作社股票”（以下简称“股票”）并做出规定：“5
角 1股，凡俱乐部会员每月工资 9元以下者，劝认 1股；9元以上者，

劝认 2股；多认者听便。股息每年以 8分 4计算，股息红利以 4分摊

分于各股，3分留为扩充社务之基金，2分为俱乐部基金，1分为社内

办事员酬劳金。”

1923年 2月 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发行的“红色股票”面

世。“股票”正面印有股值金额、持股人姓名、发行单位、填写时间、总

经理和合作社的蓝墨印章等，背面印有“招股简章”共 9条。

初起发行，多数工友不知“股票”为何物，认购的人并不多。当

听过“合作社”的宣传：“每月可分得红利，可优惠购买正品货物，可

兑换商品或现金”等，工人们才知“股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便积

极响应“俱乐部”的号召，纷纷认购，不到一个月，就售出 15600余张，

累计股金 7845元。

有了充足的资本，“合作社”开始大量增加货物品种，经营粮食

布匹、服装鞋帽、五金工具等，相继招聘了 20多位工作人员，设立兑

换股、粮食股、服务股等五个部门，同时又发行了铜元票、购物券，办

理银钱兑换、工人储蓄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商业机构

初具雏形。

由于“合作社”货价便宜，一些奸商开始套购、倒卖，从中渔利。

“俱乐部”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向“会员”发放“购物证”，规定持证

购物，保证了广大工人的利益。1923年，合作社销售总额为 7.6万余

元，获纯利 385余元。1924年年终结算时“合作社”已拥有基金 2.8万

余元，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创办的最大经济实体，也是当时中共

全党活动经费的重要“储备库”。

隐居张掖东山的前凉学者郭荷
□ 柴多茂柴多茂

郭荷，字承休，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人，生

卒年不详，前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教

育家。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在张掖东山聚

徒讲学达千余人。他不应州郡之命，前凉王张

祚曾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署太子

友。不久，郭荷上书乞还，张祚又遣以安车蒲轮

送还张掖东山。所著文赋已佚，《晋书》有传。

郭氏一族，人才辈出，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郭

氏，文臣武将，史书记载的不在少数，都在政治

军事方面颇有建树。在文化学术方面，则首推

郭荷。郭荷，出生于“以经学致位”的士人家

庭。

郭荷大名鼎鼎的六世祖郭整，盛年时期约

在汉安帝、汉顺帝两朝。郭整自小勤奋好学，

读书比较用功，年轻时已经是一位饱学经史、

才华横溢、名声远播的士人。朝廷多次征召他

入仕为官，都被他婉言相拒。史载，在汉安帝、

汉顺帝时，朝廷“公府八辟，公车五征”，郭整都

不为之心动，“皆不就”,坚决地回绝了朝廷的美

意。

郭整的这一家风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子孙，

到了郭荷这一代，这个家族都严守祖训，没有

人想着去做官。大家都过着耕读传家的日子，

年轻人在辛苦劳作之余，则是一门心思地读

经、研经，立志成为像高祖父一样的饱学之士，

成为人人仰慕的圣贤。

少年时代的郭荷随着父母一直生活在家乡

略阳。稍长后，郭荷更加勤奋用功，“明究群

籍，特善史书”。青年时名气已经很大，是当地

公认的第一才子。据史书记载，略阳官府多次

请郭荷做官，他都是恪守祖训，一一婉拒，“不

应州郡之命”,在家里忙时耕种稼禾，闲时持卷

读经，好不自在。

永嘉之乱，中原烽火连连，哀鸿遍野，士人

纷纷到江左或河西避难，郭荷及家人当是随西

迁逃难的人流来到了河西走廊的重镇——姑

臧。

姑臧城，是当时前凉政权的都城，是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大量的避难士

人。但郭荷淡泊官场，无意宦途，继续西行，来

到张掖城东三十余里的合黎山隐居。

郭荷在合黎山隐居时，居住在东山寺。据

史载，东山寺原有大小庙宇 40 多座，分为南北

二寺，建筑宏阔，香火旺盛，朝拜者络绎不绝。

在东山寺隐居期间，一是为解决生计问题，

二是有感于当地文风闭塞，郭荷便重拾经书，

在东山寺聚徒讲学。他所讲内容是从关中带来

的最新经学知识，听讲者与日俱增，影响久远。

353 年，前凉王逝后，辅国张祚篡立为凉

王。张祚为巩固权位，想方设法拉拢大批当地

士人。闻郭荷盛名，特遣官使，许以博士祭酒

重职，给予最高礼遇——安车束帛迎请。并以

如拒即予处死威逼。郭荷无奈，即到姑臧赴

任。

在博士祭酒任上，郭荷尽职尽责，勤勉讲

授。不久，张祚又改任他为太子友。太子友，

是前凉时期的一种官衔，主要职责是辅佐太

子。郭荷以年老多病为由，上书乞还。张祚无

奈郭荷言辞决绝，允其返回。

为示天下，张祚以更高规格的礼遇——安

车蒲轮，把郭荷送到张掖东山寺（在古代，安车

蒲轮大多用在封禅或迎接贤士，以示礼敬）。

到东山寺后，郭荷仍然过着隐居讲学的生活，

他“尽传其学”，一大批河西学子，皆得其真

传。郭荷享寿 84岁无疾而终。

郭荷在河西的讲学授徒，使古代传统学术

得以在当时的乱世中原，传承保留于相对安定

的河西政权（史称“五凉”时期），为后世中国传

统学术的传承，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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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
首次发行的红色股票

□□ 周铁钧周铁钧

2020 年 4 月 1 日，甘肃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审查批准了《嘉峪关市黑山岩画保护条例》，并于

5月 1日由嘉峪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布实施。这是我省首部岩画类地方性法规。

嘉峪关黑山岩画全称“嘉峪关黑山摩崖浅石

刻岩画”，位于河西走廊岩画廊带的中间位置，具

有东西方岩画传承的重要价值。远古及古代游

牧于河西地区的古羌、月氏、匈奴、鲜卑、龟兹、回

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将游牧生产生活中所处的

生存环境、生活状态以及思想情趣、艺术观念等，

直观地刻画在黑山崖壁上，是先民们在黑山及周

边区域生息繁衍、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黑山岩画是中国北方岩画的典型代表，具有

明显的地域特点和很强的代表性，岩画主要分布

在嘉峪关市区西北约 10-20公里处的石关峡口、

交河沟、红柳沟、四道股形沟、磨子沟、蕉蒿沟的

陡崖峭壁上。时间从战国延续到明代，是甘肃省

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内容

以人物、舞蹈、佛塔、动物、狩猎等 20余种类型为

主，共计 200 余幅，约 12.577 平方公里，对研究古

代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民俗、宗教文化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黑山古称“洞庭山”，屹立于河西走廊北侧，

属马鬃山支脉。山顶浑圆，山势陡峭，沟壑纵横，

怪石嶙峋。

黑山与南面的文殊山、祁连山对峙，形成狭

窄的东西孔道，地势险要，是河西走廊的“锁

钥”。黑山南侧的石关峡，曾经是古代东西来往

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1972 年 5 月，酒泉钢铁公司黑山湖农场的一

名职工，在黑山四道股形沟放羊时，最先发现沟内

悬崖峭壁上有石刻岩画的遗迹。随后，嘉峪关市

文物清理小组人员在四道股形沟附近首次发现了

31幅岩画。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凿刻手法，

考古人员将其定名为“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

1978 年 11 月，在甘肃省博物馆协助下，嘉峪

关市文教局、市文物管理所组成调查队进行了第

一次普查工作，在四道股形沟、红柳沟、磨子沟、

石关峡口等处共发现岩画 121 幅。后来在文物

巡检中又发现多幅。

1981年 9月 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将黑山岩

画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黑山岩画历

经 1987 年、2006 年、2008 年三次文物普查，综合

统计，黑山地区的岩画总数量达到 199 幅。2013

年 5 月，国务院将黑山岩画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5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嘉峪关长城博物

馆与悬壁长城文管所业务人员再次对黑山岩画

进行了调查，又发现了一些岩画。目前共发现各

类岩画 212幅，约 12.577平方公里。

黑山岩画是我国北方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动物和图腾是岩画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内容。图腾

是远古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一种认识，是人类历

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宗教和文化形式，许多图

腾来源于动物，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黑山

岩画表现的动物种类很多，还有一些与动物和自

然界有关的图腾形象。通过对黑山岩画中这些图

像的审视，可以解读出其中表现最多的动物及图

腾崇拜与人类活动背后的文化意义。

关于自然变迁。黑山岩画有许多动植物图

像，包括野牛、野鹿、野骆驼、黄羊、盘羊、虎、狼、

獾、狐、鹰、野雉、野兔、旱龟和蕨类植物等，这些

动植物有的喜温暖潮湿，有的喜干旱寒冷，反映

了河西地区气候由温暖潮湿向干旱寒冷的转变，

植被景观由森林向草原荒漠的转变。

关于人类活动。狩猎有射猎、围猎等场面，

画面中猎人或是持弓欲射，或是追逐围攻，或是

骑乘驯养的兽类追猎，或是放出驯养的老鹰、猎

狗捕猎。反映了狩猎时代、驯养和畜牧时代以及

狩猎转变为驯养和畜牧过渡时期的历史转化的

某些特征。操练有三人一组，五人一组列队演

练，再现古代人类注重军事演练的重要性。

关于舞蹈形式。黑山岩画中有众多的舞蹈图

像和舞蹈形式，舞蹈有单人舞、双人舞和多人舞，

画面中人物欢快喜悦、翩翩起舞。四道股形沟的

舞蹈图最多，图中人物排成队，单手或双手叉腰，

穿长裙或短裙，动作统一整齐，气氛热烈欢快。

关于宗教文化。黑山岩画中有许多反映先

民原始宗教的动物崇拜、生物崇拜、图腾崇拜及

佛像、佛塔图像。佛塔岩画有三层塔，五层塔和

佛龛，不乏精美制作。众多的佛像、佛塔岩画体

现出古代往来于黑山地区的游牧民族期盼风调

雨顺、安宁祥和的美好心愿。

关于艺术特色。黑山岩画刻凿方法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有磨刻法、敲凿法、线刻法三种，

采用了写实、夸张、传神、抽象、符号化等艺术手

法，使图像显得有立体感和空间感，艺术风格别

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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