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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耀武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着一件珍贵

的文物——1929年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浪花》报

创刊号（第一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创办的第一份铅印

军报。

1929年1月，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

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

紧密配合下，红军经过了半年的艰苦转战，成功消灭了福建

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等部，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

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为了配合红四军的武装斗争，全面实现红四军前委在

“闽西及龙岩、永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的游击计

划”，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红四军政治

部决定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印刷机器创办《浪花》报。

当时，长汀和龙岩手工业比较发达，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任予，将《浪花》报的印刷任务交给了以印刷为掩护，长汀

早期地下党员毛钟鸣及其兄长毛焕章所创办的毛铭新印刷

所。接到任务后，毛钟鸣决定采用闽西特有的玉扣纸印刷

《浪花》报。玉扣纸纸质薄韧，用糨糊粘贴在粉墙上不易撕

毁；同时采用铅印技术，虽然铅印比较费时，但是不会像油印

那样因渗油而模糊，并且易于保存。

1929年 7月 27日，《浪花》报（创刊号）终于面世了。《浪

花》报采用黑色单面铅印，四开二版。创刊号设有发刊词、特

讯、短评等栏目。“发刊词”阐明了红四军政治部创办该报纸

的宗旨是“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用他全身的力效力于他

的主人——被压迫阶级”。“发刊词”以简洁的文字揭露包藏

祸心的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行径，揭露了反动军阀到处征收苛

捐杂税、反革命党到处屠杀爱国青年、土豪劣绅极端剥削贫

民的罪行。

“短评”文中用许多事实，客观分析了“汪派”、改组派、

“冯派”“张发奎部”等国民党内部各大派系与蒋介石之间的

矛盾，证明当时蒋介石只是形式上统一中国，以及新军阀之

间混战的必然性。

“特讯”以漫画“灯光照耀”为头，暗示了共产党、苏维埃

政府的政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广大贫苦群众的生活。内容

刊载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农村政策，全面阐述了苏维

埃政府的分田政策和夏收条例。

《浪花》报文字通俗易懂，成为当时红军重要的宣传工具

和政治喉舌。红四军宣传员们在四处刷写革命标语的同时，

也把一张张《浪花》报广为张贴。其中一份《浪花》报创刊号

历经几十年风吹日晒、战火洗礼、世事变迁后，竟然奇迹般地

留存了下来。1985年7月，这份报纸被发现于龙岩市漳平市

双洋镇（原宁洋县城）土地庙的内墙上。当时这份报纸已无

法从土墙上剥离下来，为保存这份珍贵的原始样报，古田会

议纪念馆的李瑞川、巫细珍、丁和隆、赖宗健等人，将报纸连

同土墙一起切割下来，然后把这件重达200多公斤的红色文

物运回了纪念馆。后经福建省文物鉴定组鉴定，其为国家二

级文物。

这份报纸版面虽然已经破损，字样模糊，但是右侧仍然

可以看出“浪花”“一九二九”的字样。

《浪花》报作为现存正式出版的最早的工农红军工农红军铅印军

报，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人们研究红

四军的历史、红四军的宣传工作以及中共早期的土地政策

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

清代的嘉峪关税关清代的嘉峪关税关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称海关为新关，原有

关为旧关或常关，其税称常关税，亦称关税。光绪

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伊犁条约》签

订，清朝在俄国的压力下准许俄商赴嘉峪关贸易，

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嘉峪关至此成为通商口岸。在

嘉峪关设置监督，归安肃道监督，专司内地往准回

贩易之税。嘉峪关常关虽设有监督，但税务司总揽

一切，海关监督形同虚设。根据《伊犁条约》之附件

《中俄续议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商前往肃州（今

酒泉市）、嘉峪关贸易，为无税区。光绪十一年五

月，嘉峪关常关开始征税，允许“俄货至嘉峪关，照

天津关例，纳三分减一之税，再运内地，纳税亦视天

津例。”由于经新疆，通过嘉峪关进入内地路途遥

远，外国货物输入甚少，俄国与新疆通商后，俄商在

把大量俄罗斯货物运入新疆地区后，基本上就不再

出嘉峪关，不再将货物运往内地销售。新疆与内地

的贸易联系被弱化，出入嘉峪关的货物大大减少，

所以每年所征税收无法与其它榷关相比，包括补平

火耗在内，每年征收的税收不足千两，嘉峪关的各

项支出每年约 9000多两。由于税收不足，入不敷

出，嘉峪关的日常办公经费由江汉关借拨。江汉关

每年拨银 7000两，不足部分由税收垫付。《甘肃外

交志》记载：“嘉峪关在清中叶始有监督，以安肃道

设洋务委员及文案俄回语翻译等员，其经费由江汉

关拨银七千两以为支出，收入则洋货进口正税、子

口半税、子口单税等……正子税，进口各货物应纳

关税三分减一征收。”外国侵略者为了使中国全面

地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品供应市场，在

中国创立了子口税制，子口税制是在“协定关税”严

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破坏中国内地

税制。子口税的施行，促使外国商品席卷了中国的

国内市场；同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内地的原料搜

括，也就更为广泛与深入。《中俄续议陆路通商章

程》规定：各国所运来洋货至内地销售者，无论华、

洋商人，其所运之货，应将各货式样及斤两、件数、

往何处地方，须逐一报明海关。海关既查其所报之

货，征收税款后，发给凭单。该商一路所过关卡

（即各子口），须将此单呈明之后，由各子口（即沿

途关卡）验明所运之货与税单是否相符，如其单货

相符，即在税单上盖用各子口（即一路关卡）印

信，方可放行。

嘉峪关常关设立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

务大臣李鸿章任命比利时人斯普林格尔德(汉名林

辅臣)为首任肃州税务司。因为嘉峪关属肃州管

辖，所以海关衙门就设在肃州北城门外。1865年8
月，林辅臣作为 4个比利时天主教神父的随从，漂

洋过海，来到中国，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农夫，经过奋

斗，成为肃州的税务司，顶戴花翎，显赫一时，人称

“林大人”。他不但掌管海关税务行政，而且兼任司

法、公共事务、教育、卫生等事务的代表，可谓权倾

一时。林辅臣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在肃州做税务

司 15年，在税务及商务中广结人缘，同时施医救

病，为儿童接种牛痘，因之颇受肃州绅民好感，所以

在他离任之时，民众敬献一柄万民伞。

内地与新疆地区贸易的增长，俄国加紧向中国

西北倾销货物，加速了嘉峪关的发展。但是，在新

疆设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的情况下，

面对开放的国际形势，嘉峪关的税收职能被近代以

来兴起的诸多口岸所取代。同治时期的社会动乱

使得嘉峪关受到较大的破坏，嘉峪关街市原本有

“铺户、楼房、茶肆、酒肆、旅店、牙行约千余家，军民

数千家。变乱后，庐舍零落，仅存十余椽”。嘉峪关

在动乱之前曾经是仕宦商旅出口入关必宿之地，战

后虽然“客路畅通，西域行旅络绎不绝，列肆陈货者

亦渐来集，但未能如旧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税自主后，于民国二

十年（1931年），裁撤常关，废止子口半税制。民国

三十一年（1942年）1月，开征战时消费税，在兰州

设立海关总关。民国34年（1945）1月，战时消费税

停征，兰州海关及所属分关、卡，于同年底一并撤

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关业务，由甘肃省

税务局代办。主要查补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

邮递物品的漏税以及在国内销售应物品的补税工

作，征收税额较少，随不同税种，分别缴入国库。民

国时期的嘉峪关颓败不堪，破败的关城失去昔日的

威严，成为游人凭眺怀古，合影留念之地。嘉峪关

税关作为历史遗迹，矗立在时间的一隅，回望着曾

经的繁华而忙碌的岁月。 （连载下·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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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州北城门外的肃州税务司衙门

从经典中汲取中国精神力量

《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著述导

读》（东方出版社），系恒南书院院长李慈雄整理的

南怀瑾文化导读课。全书分为十二个章节，在简要

介绍南怀瑾的生平之后，重点就其《论语别裁》《孔

子和他的弟子们》《老子他说》《历史的经验》《药师

经的济世观》《话说中庸》《庄子諵譁》《新旧教育的

变与惑》等 14部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

读，可谓由浅入深，鞭辟入里，为读者阅读南师著述

乃至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参考。

1918年，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温州乐清。得益于

父母的良好教育，南怀瑾从小就深得中国古典文化

的熏陶，这为他日后研习中华文脉，探究中国文化

的长久魅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期的学术生

涯中，南怀瑾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人生积淀，

总结出许多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体会。在他看来，

探讨中国文化这一真命题不能陷于空谈，而是要把

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都深深地融入融入其中。在

深入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后，南怀瑾还特

别强调做学问要懂得会应用。他把这一过程形象

地称为“内修外用”。意思是说，在增强品德修养的

同时，还能努力做到对社会有所贡献。在这本书

里，南怀瑾阐释了几千年来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演变

路径，并指出：“未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应建立在重

建文化自信之上，整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才能真

正找出一条康庄大道。”

究竟应该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南怀瑾

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认识。他认为，首先应从历史

和人文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认

知到“中国文化是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证体系的，它

尊重所有的圣贤，超越宗教，但是又包含一切学

问。”其次，他还认为，中国文化最独特的一点就在

于，它不单注重知识的累积，还关涉思想道德方面

的建设；既关注个体的成长，也重视社会的和谐发

展。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既

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也要葆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力求从容自在地对社会

有所贡献。总之，历经五千年的风雨淘洗，中国文

化如同一条流动的“血脉”，把个人、家国和整个世

界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形成了“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担当精神；铸就了“和而不同、有容乃

大、兼容并蓄”的宽厚品格。南怀瑾进一步指出，重

建文化自信，还要认识到“中华文化对国家治理有

完整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教训”。

抚今追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渊源流长。早

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充分认识到“文化育

人、文化治国”的重要性，并从人文的角度提出了要

从“礼仪廉耻”等方面，强化治国理政、提振民族信

心。纵观我们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管

历经风雨、饱受磨难，但正是因为有了“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中国文

化精神的滋养，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才能不断走向

自立自强。南怀瑾由此自豪地说：“所以，思想文化

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灵魂，也只有抓住了灵魂，才

能够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他进一步升华说，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用心挖掘我们的

文化宝藏，努力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融合创

新，以此在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上，走出一条行

稳致远的宽阔道路。

历史如灯塔，指引人们前行。在本书的《论语

别裁》等一系列重要篇章中，南怀瑾还高度评价了

孔子、老子、庄子等先贤们在传播中国文化上所发

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称赞他们用睿智深邃的思想

深刻阐述了儒家、道家等丰富的学说。孔子的“仁、

礼”主张、天下为公的政治韬略、见利思义的义利

观、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老子的无为而治、道法自

然、上善若水、大巧若拙等系列辩证思维；庄子的逍

遥自在、旷达洒脱、物无贵贱、万物平等朴素哲学，

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与有效传播，而且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均产生了深

远影响，维系着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

读书悟道，其义自见。当代中国，在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征程中，文化思想一直

是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的根脉之源。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

知识体系，都浓缩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只要我

们善于从名家名典中汲取丰厚的精神给养，就能在

思想淬炼中领悟中国文化的精深要义，涵养和丰富

精神世界，从而更加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 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著述导读》

□ 钟芳

一

陕甘宁边区是 1937年至 1950年之间，

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行

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

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

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

行政区，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国民政府宣

布为非法叛乱区域。新中国成立后，陕甘

宁边区建制于 1950年 1月改称为西北军政

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

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

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主要是以个体经

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

争的农村）出发，专门制定了适合边区经

济建设的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

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

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

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

“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

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

方针；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党中央的

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同舟共济，

艰苦奋斗，于是，边区工业，蓬勃发展，边

区面貌，焕然一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建

设厅接管了延长油矿。在延长正式设立了

石油厂，先后设立工务、总务、会计、材料四

科。开始迅速开展了恢复边区石油生产的

工作，到年底共投资 10574元，对个别油井

进行了细心清理修复，并准备新建 4 号油

井。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破坏，油矿打井和

炼制原油的机器设备遭到敌人破坏，一些

机器零件散失于民间。在这样的情况之

下，石油厂协同当地政府“召集群众大会，

动员群众，把在红军撤离时失散的机器零

件，向乡、区、县政府报告或送归油厂，政府

分别给以奖励。因延川是老苏区，群众都

有组织，在大会上，好多群众自动报告，将

机器送归油厂。”

为促进恢复和发展石油的生产，边区

贸易局也为石油厂从西安等地购进了一批

机器零件。经过边区石油工人一年多时间

的辛勤努力，一些旧有的油井开始出油，新

打的一口油井也开始出油，不仅很快地恢

复了石油生产，而且原油的产量也有所增

加。到1938年时，边区生产原油3527桶（每

桶12.5公斤），炼制汽油167桶、特甲油1381
桶、白蜡油 856桶，这标志着边区石油工业

的正式建立。陕甘宁边区的石油是边区重

要的工业能源和抗战物资，也是边区自给

工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产业。由于对石油

及其产品的迫切需求，就使边区政府对石

油的生产极为重视。早在1937年5月，在边

区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中，后来担任边区

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就提出了“在工业上注

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的边区

工业建设任务。1938年，为了保障抗战军

需公用的供给，延长石油厂移交由中央军

委后勤部管理，任命陈振夏为石油厂厂

长。石油厂最初实行供给制。后来进行了

体制改革，“由供给为主，改为企业为主供

给为辅的国家企业公司性质。”这样基本上

实行国家企业化管理。在行政上设生产管

理科、经营管理科；在生产部门设有打油

部、抽油部、炼油部、修理部等；并建立和规

范了相应的各项管理制度，全体职工均实

行集体合同制。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

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

要把“加强对石油、煤矿的管理，增加产量，

提高质量”作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经济建设

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1941年1月，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计划

中提出：“扩大石油的产量，最低限度应比

去年提高3倍”的计划和要求。

1942年 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

会议上，论述边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

指出：“在发展边区的工业经济建设中，要

把“增加煤油出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

一部分出口，作为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

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

石油生产予以高度重视，不仅在财政极为

困难的情况下投资石油生产，在每年的边

区经济建设计划中都对石油做出了生产计

划和要求，而且在生产物资和粮食供给上

也给予照顾，以保障边区石油的生产。边

区贸易局多次派人到西安等地，为石油厂

购买生产机器设备及零件工具等，边区政

府还指示当地政府为石油厂代购粮食等。

从 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

宁边区开始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禁

止一切工业品、生活日用品、工业生产材料

及工具等进入边区。为克服国民党政府对

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边

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边区

政府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大生产运动，以发展边区的自给经济，坚持

持久的抗战。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对于石

油的生产及其产品的需求更为突出，发展

边区的石油工业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连载一）

如火如荼的陕甘宁边区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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