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文 史 2024年4月1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唐镜涵 联系电话：0931—8926234 e—mail:zjj6401@163.com

□ 尹国库尹国库 尹永杰尹永杰

□□
胡
平
原

胡
平
原

抗
战
时
期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工
业
发
展

抗
战
时
期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工
业
发
展

“花儿”是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

一种山歌，是当地汉、回、土、藏、撒拉、东乡、保安、裕

固、蒙古族等民族群众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因其流

布地域、音乐特点和歌词格律的不同，分为“河州花儿”

“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种类型（六盘山花儿也

称“关陇花儿”“山花儿”）。其中，“河州花儿”普遍流传

于甘、青、宁、新四省区，“六盘山花儿”流传于甘肃、宁

夏交界处的六盘山地区，“洮岷花儿”主要流传在临潭

县、康乐县的莲花山、岷县的二郎山一带。“洮岷花儿”

为甘肃独有。河州是临夏的古称，临夏是“河州花儿”

和“洮岷花儿”主要的发源地和故乡。永靖地处河州之

北，素有“河州北乡”之称，所以流行于永靖的“花儿”，

人们又常常称之为“北乡花儿”。

北乡花儿属“河州花儿”，其传唱曲调主要有“河州

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北乡令”“白牡丹令”“三

啦啦令”等。“北乡花儿”结构工整，每首一般为四句上

下两章。前段比兴，后段本题，前后两段字数相等。曲

调随歌词而变，“花儿”歌唱用北乡方言，具有浓郁的地

方气息。

“花儿”是北乡人最喜爱的民歌。唱“花儿”被当地

人称为“漫花儿”。无论农民、牧人、脚户、筏子手都善

于触景生情，即兴编唱“花儿”来抒发情怀。唱“花儿”

者不分民族、男女、老幼，也不受时间的约束。一年四

季，农活忙不完，“花儿”唱不缓，山花开不败，歌声不间

断。耿直爽快的庄稼汉们，在农作间隙，以歌代言，倾

吐心事，诉说衷肠，赞扬政策，憧憬未来，用生动的语言

和朴实的情感，描绘着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

“花儿”被北乡人称为“山歌”“野曲”。河州北乡人

禁忌在庭院、村庄及有“避辈”处唱“花儿”，这就形成了

许多“花儿”山场，又叫“花儿会场”。在河州北乡“花

儿”山场有十多处，流传至今，规模较大的“花儿”山场

有炳灵寺、罗家洞、白塔寺、岗沟寺四处。其中炳灵寺

和罗家洞“花儿会”久负盛名。在这些地方的“花儿会”

上各族群众有着对唱或独唱“花儿”的久远习俗。每逢

农历三月十七、三月廿七、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等庙

会节日，永靖及周边东乡、临夏、积石山、青海民和县的

群众便汇聚在一起，成千上万人组成盛大的“花儿

会”。花儿会上歌声如潮，对唱、独唱的擂台赛一浪高

过一浪。白牡丹、红牡丹、黄牡丹、山丹花、野菊花、刺

玫花不加修饰的遍地开放。不论田间、地头、山林、深

沟，都能听到扣人心弦，如痴如醉的“花儿”。人人是歌

手，处处是歌台，封山封不住唱把式的歌喉，禁令禁不

住四面八方的歌手。“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

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是就这个唱法”，“白牡

丹白的（者）耀人哩，红牡丹红的（者）破哩”。这就是北

乡“花儿”的风采和魅力。

1959 年 6 月 12 日，兰州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

片长在炳灵寺附近联合拍摄了一部以反映永靖人民战

天斗地，为改变干旱面貌而劈山开石、引黄上山、大规

模兴修水利工程为题材的电影《黄河飞渡》。镜头中汹

涌澎湃的黄河浪涛和高耸入云的积石石林，伴随着“花

儿”次第涌出，令人心旷神怡。“左边的黄河右边的崖，

手扳住栏杆了过来；远处的尕妹我跟前来，手扳住胛子

了唱来”。《黄河飞渡》在花儿的故乡一炮走红，这首《白

牡丹令》也随之成了妇孺皆知的流行歌。（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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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仁贤的姑臧长——孔奋
□ 柴多茂

二

抗战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枪支弹药，发

展兵工企业是陕甘宁边区的头等大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整合陕北红军分散的兵工

厂、修械所，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红军

兵工厂随部队先后驻扎清涧、延川、吴起、延

安、延长等地，之后回迁到延安柳树店。抗战

爆发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及抗战形

势的需要，1938年 3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军委军

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边区军事工

业。不久，军工局划归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

1942年 5月改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

导。军工局成立后，首先将中央红军兵工厂由

延安柳树店迁到安塞县茶坊镇，改名为陕甘宁

边区机器厂。按照军工局确定的“先设备，后

步枪”的生产方针，从 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

性质，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拆、整合，先后组

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五厂、六厂、八厂、

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厂。1938年 5月，创建成

立了延安通信材料厂。1942年，组建八路军留

守兵团第一兵工厂。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

军晋绥抗日前线的大后方，晋绥军区工业部一

厂、二厂、四厂等兵工厂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佳

县组建投产。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兵工企业初

步形成机器制造、子弹复装、枪械修造、火炸药

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

较为完整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在大生产运

动中，军工局还先后创办了陶瓷厂、玻璃厂、焦

炭厂、水力发电厂、炼铁部等为兵工服务的工

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

三

抗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发展

工业经济方针的指引之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

民纺织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制

革工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等

综合工业。

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边区军民抗战

和生活的主要实用性作用。1938年以前，边区

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而难民纺织厂

创办以后，这种情况截然改变，产品服务于边

区军民。难民纺织厂开始在安塞县二区高桥

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川口。这个工厂从开始

8台机器和 10个工人，到 1938年底，发展到 45
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纺毛机，2台毛巾机，5
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1942年年底，职工总数

扩大到370多人，房间120间，窑洞210孔，可容

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机器装备也有很大扩充，

已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整经机

4台，络纱车一百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

发动机等。

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到

1948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工厂已发展到 20多

家，职工 1300多人，产量 3000多匹，可供给部

队、机关、学校人员所需要量的 70％。发展到

1944年，边区就有 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

区政府系统 15个厂，军工系统 8个厂，中央管

理系统 16个厂，联防司令部系统 12个厂，各地

驻军有 35个厂，各地专署有 9个厂，各县政府

有 8个厂，其他单位的有 20个厂；边区的工人

阶级队伍发展到12000多人。

军事工业，军工局一厂（机器厂）几年中，

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

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0师）部分机器及延安

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供给了边区内部队枪

支的补充。三厂是化工厂，是由钱志道同志一

手筹建和领导生产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

各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厂合并

后，一年供给了保卫边区的部队所用的手榴

弹、迫击炮弹掷弹筒及每月十余万发子弹，还

供给前方底火和白药，供应各个根据地所需的

无烟火药。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

每月生产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月产

10万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百分之百的

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工厂和一部分汽车

和灯用所需的石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

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

等，都保证100％的供应。

四

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取得“为抗战服务、

保障军民供应”成就的原因在于：陕甘宁边区

能坚决执行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

方针。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产

品输入受到了限制。当时，边区的建设客观上

是工业没有基础，加上外援断绝，需要白手起

家。主观上，当时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

急需选拔和培训。为了抗日战场和建设边区

的需要，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

召。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

排除万难，建立了边区自己的公营经济，并且

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于渡过了难

关。

团结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挥了

他们高度的革命热情，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

性，艰苦奋斗。当时，边区工厂的管理干部来

自祖国四面八方。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分子

参加革命，大都是旧式大学的毕业生，有很高

的知识水平。譬如钱志道、吴崇凌、王勋、林

华、徐驰、陈振夏、李强等。这些知识分子中的

很多人成为延安各厂的厂长。各厂的工人有

些参加过革命战争，如赵俊，他原来在兵工厂、

有技术，朱德总司令有一支驳壳枪，是南昌起

义的纪念品，枪柄上的“南昌起义暴动”几个字

就是赵俊刻的。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工人手工

刻下的模子，铸就出来的产品与机制的一样。

同时，陕甘宁边区在建设公营厂矿企业期

间，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重点是团结工

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邓发、李颉伯，还

有边区总工会的许多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抓思

想工作。工会发通知，开展向劳动英雄赵占魁

学习的活动，各种思想问题得到解决，生产水

平自然就上去了。

注意改善职工生活。当时，工人是工资

制。津贴制按等级发给，一般干部拿 1元到 5
元，技术干部可以拿到20元。而工人的工资最

高可以拿到28元，一般都是十几元。那时边区

一两角钱就能买到肉菜，工人们常有余款，有

时还捐献给前方抗战将士。（连载二·全文完）

朱德（右三）、贺龙（右四）在政委王震
（右二）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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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威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清官廉吏，东汉时

期曾任武威郡姑臧长的孔奋就是一位被赞誉为“清

廉仁贤”的循吏。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人。少年时，孔奋跟随大学者刘歆读书，常常得到赞

赏和表扬。刘歆也曾对门生说，他从孔奋的身上学

习到了很多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西汉后期，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到了公元9年，

外戚王莽夺取皇位，关中一带烽烟再起，百姓四处逃

散，年轻的孔奋也携带着母亲、妻儿和弟弟等一大家

子人，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了河西走廊的武威郡。

建武五年（公元 29年），主持河西地区军政事务的河

西大将军窦融聘请孔奋做议曹掾，代理姑臧长。在

施政方面，他以仁义为治，抑强扶弱，使姑臧社会政

治清平，经济稳步发展。

自汉武帝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

郡”后，河西走廊相对安定，丝路畅通，商贸发达，特

别是畜牧业发展迅速，当时的武威郡郡治姑臧县被

称为富邑。所以那时在武威郡做官的人，不到几个

月就能捞取到很多不义之财。而孔奋在代理姑臧长

的 4年里，没有接受过任何贿赂，也没有置办过任何

家产。那时候，社会风气不正，士人多不修节操，而

孔奋力行清廉，特立独行，所以常常受到他人的讥

笑，说孔奋“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真是自讨辛苦。

孔奋对母亲非常孝敬，虽然他一贯主张节衣缩

食，但每餐都给母亲要做最好的膳食，他和妻子则吃

一些粗茶淡饭。武威太守梁统对他这种洁身自好的

品行非常敬佩，所以他们见面不用行上下级之间的

一些繁缛礼节，而是以挚友相待。孔奋有事去拜见

梁统，梁统无论多忙都要到大门外迎候，还要让孔奋

去拜见自己的母亲。

建武十二年（公元 36年），“河西四郡”的一些有

政绩的重要官员都被征召回洛阳，其他官吏都是大

箱小箱装了几大车，唯独孔奋没有什么资财，坐着一

辆空荡荡的牛车默默赶路。姑臧城的百姓和当地生

活的羌、胡等少数民族听闻后都说:“孔奋在当姑臧长

的这些年里清廉仁贤，我们全县的老百姓都受到他

的许多恩惠。他今天离去，我们为什么连一点儿表

示都没有呢？”于是，姑臧县的百姓们纷纷自发捐赠

了几头牛、马和一些珍贵器物，追送了十几里路，百

姓们哭着让孔奋带上，哪怕是一件也好，但孔奋婉言

谢绝，一件都没有接受。

返回京师后不久，光武帝刘秀就听闻了“孔奋

为千人思，敛财远送”的事情，非常高兴，遂任命孔

奋为武都郡丞（郡治在今甘肃武都）。有一天晚上，

陇西叛军余党的头领隗茂率人围攻武都郡府衙，残

杀了郡太守，还抓走了孔奋的妻子。孔奋已经是 50
多岁的老人了，他组织郡县的衙役穷追猛攻，城里

的百姓看到后也深受震动，纷纷加入进来，与官兵

们一起奋力追打。孔奋还和当地氐族首领齐钟留

联系，让齐钟留发动氐族群众进行追击。隗茂等人

被逼急了，遂把孔奋的妻子送还，他以为这样孔奋

可能就会退兵，不再继续追打，但孔奋依然率兵进

行围剿，终于消灭了隗茂等。后来，上报朝廷后，光

武帝下诏褒美，升任孔奋为武都郡太守。

孔奋不论是代理姑臧长，还是任武都郡丞、武都

太守，他都清廉仁贤、为政明断、爱憎分明。唐代虞世

南《北堂书钞》记载：“孔奋守姑臧，天下知其清廉。”意

思就是从孔奋身上，天下人才知道“清廉”是何意。千

年后的《明宣宗实录》中写道：“东汉多循吏此之由也。”

——清代陇南三仓河的匾额

三仓，位于武都区东南部，东接洛塘，南壤文县，

西靠五库，北连月照。民国 35年设乡建政，驻地坪

头坝；清代以河命名，名曰“三仓河”，隶属磑纳

里。有清一代行商坐贾之人，东进汉中，南下巴

蜀，往来之间与秦文化、巴蜀文化交融濡染，形成

了独具其地域特色的三仓河文化。加之清代三仓

学塾发达，据清光绪叶恩沛修、吕震南纂的《阶州

直隶州续志》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州守洪惟

善于平（坪）头坝建义学一所，开其官学之端倪，后

塌废。光绪九年（1883 年）,州守叶公复设平头坝

义学。至此，木铎响于深山，人文蔚起；金声闻于

南地，学校昌明。故，商贾之往来、学校之昌明是三

仓清代匾额文化兴起发展之重要原因，亦是其文化

基础。

匾额之用，滥觞于先秦，始见于汉相萧何题写

“苍龙”“白虎”两阙之匾额，发展完备于唐宋，兴盛于

明清。古有“无处不匾，无门不匾”之盛况，明费瀛

有：“堂不设匾，犹人无面目然”之高论。对于匾额中

的“匾”字，古也作“扁”；《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

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

额，即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横

着的叫匾，竖着的叫额。但如今，人们已然不分得如

此细致，统称为匾额。

此匾，为三仓境内已知现存最早等级最高之匾，

悬挂于三仓镇清光绪生员杜蔚故居，为钦命陕甘全

省加五级纪錄五次金崇题，木质，磁青底金字颜体双

款，上款:钦命陕甘全省加五级纪錄五次金崇；下款：

生员杜蔚立。

匾文：工部世裔。工部,古代官署名;汉代有民

曹，魏晋有左民、起部，隋唐因北周工部旧名总设工

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

通等政令，长官为工部尚书，下设侍郎、员外郎等

职。世裔，指世胄，意思是贵族后裔。安史之乱后，

唐朝政局变乱，边疆形势危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
年）春，严武入蜀任成都尹，又接替高适兼任剑南节

度使，期间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作为自己的

参谋，因此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当地杜姓宿老

讲,他们的先祖系陕西杜氏，出自京兆堂杜氏一脉，与

唐朝大诗人杜甫同出一族或其后裔，后辗转迁徙至

此，故称自己为工部世裔。匾为木质，磁青底金字，

字体雄健有力，敦厚端庄，点画圆满周到，不失威严，

尤显神秘，其色鲜艳夺目，本为皇家专用，用此民宅，

此为越制。窥此一斑，可知晚清地方大族势力增强，

朝廷为嘉励和拉拢地方势力，放松了对匾额使用权

的严格管控。据刘光瑞所著《中国匾额学》一书所

论，当时制作一面这样的匾需用土漆10斤，黄金2两

打金箔，用功半月。贴着金箔的“工部世裔”四个大

字在磁青色的底色的衬托下，悬挂于生员杜蔚故居

正堂之上，彰显着昔日其主人的地位之高和财势之

大。

上款:钦命陕甘全省加五级纪錄五次金崇。

“钦命”指皇帝的诏命，此匾意指立匾者为皇帝

任命，以显皇恩在身，无比荣耀。

“加级”和“记录”是清代对官员的议叙奖赏制

度。纪录有三等:纪录一次、纪录二次、纪录三次。纪

录四次,即可加一级(加到三级,需十二次)。议叙加级

食俸者,照所加之级支俸;加级给予升衔者,照所加之

级换给顶戴(晋升官职)。《大清会典》：“凡议叙之法

二：一曰记录，其等三。二日加级，其等三。合之，其

等十有二。”清朝对官员议叙奖赏之法共分十二等

次：记录一次，记录二次，记录三次，加一级记录一

次，加一级记录二次，加一级记录三次。加二级，加

二级记录一次，加二级记录二次，加二级记录三次。

加三级，加三级记录一次，加三级记录二次，加三级

记录三次。清代官员议叙的结果，是京察、大计和升

职时评定官员政绩优劣等次的依据。加级可以抵销

降级、罚俸等处分。

金崇其人史料甚少，仅见《漳州府志》与《芷江

县志》有只言片语可采。金崇，正白旗举人，道光元

年（1821年）署任沅州知府，于咸丰四年(1854年)任
漳州府知府，同年离任。由上款可知金崇曾牧守陕

甘，奈何史料有限详情难知。 （连载一）

“工部世裔”匾 《漳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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