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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影绰绰砖影绰绰 文韵悠悠文韵悠悠

1939年，我的父亲丁伟成是国民政府甘肃邮政局的工作人员，由

于家境尚可，加之父亲比较重视子女教育，因此1939年我刚满16岁，

在兰州上完了初中，考取了兰州农校。

我入校不久，父亲听说同仁要将自己的子女送去夏河拉新成立

“甘肃拉卜楞边区初级职业学校”读书。他了解到这是一所由国民党

中央执委会组织部主办的学校，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大多是从国外留

学归来的人士。父亲本来就对我上农校不是很满意，认为学农业技

术没啥前途，一辈子要和土地打交道。而夏河这所拉卜楞初级实用

职业学校，招收学生 50人，分畜牧、卫生两班。食宿，衣物均由学校

供给，经费由地方财政支出。不但能够学到更实用的技术技能，还有

财政支持。一旦战争结束（抗战），国家建设一定需要有一定技能的

人才。就这样我从念了二个月的兰州农校退学，在1939年底随工作

调动的父亲去考夏河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夏河拉卜楞初级实

用职业学校招收的正是 16-20岁的初中毕业，所以我很顺利的考入

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就读。

当时的民国政府能将职业教育学校开办到夏河县这种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确实很不容易。而我，能够在西北偏远地域，在战火纷飞

的岁月，有一隅安静的地方读书，真是非常幸运。

学校校长是刘廉克，德国留学归来学生，由民国中央政府组织部

派遣担任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校长。我通过考试被录取到卫生

职业班。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最初将学校设在甘南的藏民小学院

内，院子不大，不大的几间教室里的学生们大多来自临夏甘南。我们

的班主任老师是康建兰，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医科专业，给我们主讲

外科学。除了专业课，学校还给我们上语文、数学、历史。这些老师

们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虽然工作、生活在偏僻的西北，但是他们

的着装很讲究，干净整洁，言谈举止优雅大方，具有绅士风度。

我们专业老师们除了授课，课余时间还给当地的老百姓看病，不

过来看病的人还是很少，藏族群众们一般不来，他们不信奉西医，主

张念经祈祷。

闲暇休息时，我们也去甘南街上玩，冬天周围一片苍凉，但是每

当春夏之际景色还是很优美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年少的我们也

带来一丝欢乐。课余基本没有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我就看《三国演

义》《水浒》等古典小说度过闲暇时间。

1941年我们快毕业时的，学校更名为“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

学校”，并交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1942年我与同学们一起回到兰

州，在当时的翠英门甘肃省立医院实习，完成了我们学业。1946年3
月，更名为“甘肃省立夏河简易师范学校”。1949年 10月，学校由九

甲搬至河南村(原夏河县国民党党部)。1950年秋学校更名为“甘肃省

夏河初级师范学校”。1956年学校由河南村迁至马莲滩。

1959年，因夏河县更名为德吾鲁市，学校因此也更名为“甘肃省

德吾鲁市师范学校”。1960年，更名为“甘肃省夏河师范学校”。1966
年 9月学校搬迁至州府合作，更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

1969年至1972年期间，学校办学规模扩大，改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综

合专科学校”。1972年后，又恢复校名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师范学校”

至今想起来这都是七十年前的事了。尽管当时办学时间短，但还是

给临夏甘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些实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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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川镇在今宕昌县北部，东临木耳乡，西临庞家乡，北接八力

镇，南至脚力铺。理川古称荔川，有人认为源于古羌族复姓“茘

非”，简化为茘，茘姓人居住在陕西、甘肃等地。

据《实用汉字字典》解释：“荔”同“薜荔”的“薜”。“薜：植物名，

当归。”又据《尔雅·释草》解释:“薜，白蕲。”朱骏声解释：薜、蕲，皆

即当归。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古人娶妻

为嗣续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荔

川，生长薜荔（当归）的川地，也就是说，荔川是岷州当归的原产

地。据史载，岷州腊子口（今属迭部县）、花坡（今属宕昌县南河

镇）、上沟、中寨沟等地还有野生当归。宕昌县理川镇、八力镇、庞

家乡、阿坞乡、木耳乡、哈达铺镇、南河镇等 14个乡镇是当归主产

区，岷县各乡镇也普遍种植当归。历史上，宕昌县大部分归岷州

管辖，因而人们称当归为岷归。

当归的人工种植至迟在三国时期。据史书记载：“初，姜维诣

亮（诸葛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

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远志、当归皆中草药名，双关

语。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宕昌羌首领梁勤建立宕昌国，宕

昌镇、良恭、阿坞、荔川和岷县闾井、申都、寺沟、麻子川等乡镇均

在宕昌国版图内。宕昌国国力弱小，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当归

是宕昌国的特产，是宕昌国给北朝皇帝的贡品：“梁天监四年（505
年）正月，宕昌国王梁弥博来献甘草、当归，诏以为使持节，都督河

凉两军事、安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

佩以金章。”

晚清岷州壬午（1882年）科举人王继政在《岷州乡土志·物产》

中说：“当归：粪种成者入药上品。唐苏恭以宕州（今宕昌县）者为

胜。”苏恭，本名苏敬（599—671），唐朝著名医药学家，唐高宗显庆

年间，与李勣等 20人撰成《新修本草》，其中说：“当归产宕州者最

良。”当归被康熙年间岷州抚民同知余谠写入《岷州卫志·物产·药

类》。岷州当归也被商人打入中原市场：“而马坞镇羌活、当归等

物，近发东陕，远且及于各省。”“即此（当归）与党参、黄芪为岷药

材大宗。”

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年），宕昌国归附北魏。北周武帝

保定五年（565年），大将田弘（纥干弘，曾任岷州刺史）灭宕昌国，

以其地为宕州（今宕昌县）。唐肃宗乾元初年（759年）复设岷州，

下辖溢乐（今岷县城）、祐川（今宕昌县理川镇）、和政（今岷县梅

川、中寨一带）三县。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岷州梅川、荔川、

闾井寨、通远军、熟羊寨置牧养十监，经营牧业。宋徽宗崇宁二年

（1103年），政府在岷州设置临江铺、宕昌、茘川、梅川、闾井五寨。

元明清时期，宕昌县在岷州辖地内。

茘川人尚武，民风剽悍，恃武好斗，蛮横无理。民国二十八年

（1939年），岷县县长蒲葆阳改荔川为理川，意在文明开化，以理为

先。1961年 12月，理川镇划归新独立的宕昌县。

砖雕是古建筑雕刻中很重要的一种

艺术形式，一般用来装饰宅第、园林、门

楼、门罩及官邸或祠庙的八字墙。在江南

地区，只要略具规模的住宅，大多沿着纵

轴线布置花厅、轿厅及住房，形成一进又

一进的庭院，每一院落都设有库门以分内

外，而在门框上用水磨青砖砌成线脚向外

突出并复以瓦檐，形成单独的门楼，这是

宅院建筑不可缺少的构件。为了气派美

观，门楼上须配有适宜的横额题字，有些

还请名流雅士赐题。两旁还点缀人物故

事，以及花鸟鱼虫、吉祥如意图饰花纹，加

以精雕细刻，作为装饰。民谣里“花墙头，

百子格”指的就是砖雕门楼。

砖雕，始于秦汉时代的画像砖。画

像砖采用摸印的方法，使砖坯上形成浮

雕的图案。后演化为砖雕。从玄妙观三

清殿内须弥座上的砖雕可见，早在宋代，

江南就已有良好的砖雕工艺。明朝嘉靖

年间，江南的砖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水

平。当时朝廷指定陆慕御窑烧制的金

砖，因它的质地细腻坚实，为砖雕提供了

优质的材料，使江南砖雕的表现力更加

丰富精美。在题材上，砖雕以龙凤呈祥、

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三阳开泰、郭子

仪作寿、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松柏、兰

花、竹、山茶、菊花、荷花、鲤鱼等寓意吉

祥和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内容为主。上好

的陆慕金砖，先经水磨磨光，描上图案纹

样后，艺人们运用平雕、半圆雕、浮雕、镂

雕、透雕等技艺手法加以雕刻。江南门

楼的砖雕，刻画细腻，线条流利，刀法圆

润，一般形式犹如两堂神龛，有的甚至如

戏台作斗拱挑出，上有檐角飞纵，嫩戗砖

高翘。下刻飞鸟形的“排科”，两旁还缀

有花篮式的挂络，造型雄伟而古朴，结构

严密而灵活，主题扼要简练，层次分明而

细腻，极富韵味。江南砖雕那细腻圆润、

典雅精美的江南装饰风格，较之北京、安

徽、山西、岭南等地以浑厚繁复、恢宏大

气的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具有艺术清

新秀雅的典型特点，获得了“南方之秀”

的美誉。

砖雕的艺术风格，明代的砖雕较为

古拙朴素，以东山明善堂、瑞霭堂及天官

坊梵门桥弄陆宅的门楼照壁为典型代

表。清代康、乾以后，风格渐趋于精致华

美、秾丽繁复，注重情节内容和构图。艺

人可以在方不盈尺的砖版上，用透雕分

出近、中、远景几“层”，刻得最深的达十

几层。画面的布局，也大都借用立轴和

手卷之法表现而更显典雅严谨。当时，

苏州府内的砖雕名家辈出，高手林立，留

下的砖雕门楼多达一百数十余座，散布

于古城小巷深宅之中。如大石头巷吴宅

“四时读书乐门楼”，东花桥巷中和里汪

宅、滚绣坊顾宅、卫道观前民生里潘宅、

仓桥浜邓宅等都是艺术性较高的砖雕精

品。其中最为著名的集大成的砖雕门

楼，要数古典园林网师园的“万卷堂”和

东山“雕花大楼”的“春在楼”，其精美的

砖雕艺术鬼斧神工，享誉中外。据载，清

代江南有雕刻名匠许某和冯某，都擅砖

雕，《府志》上赞曰：“技艺皆精。”醋库巷

柴氏观园和德庆坊赵氏义庄都留下了他

们的作品，可惜只知其姓。

在砖块上施行雕刻和木质上雕刻技

法基本相同。善于砖雕的艺人大都会木

雕，有些就是娴熟各类雕艺的名家。以

“雕花赵”驰名的赵子康、赵凤云父子，除

精于竹、木、牙、石雕外，也是砖雕的一代

大师。各类雕艺技法中数砖雕最为不

易。因为砖质坚脆易于爆裂，一刀下去，

落手无情，所以腕力指功要拿捏得十分

准确，否则一件精致的作品完成在即，却

由于最后几刀失手而功亏一篑，前功尽

弃。故艺人于砖雕刀具十分讲究，要求

很高，大都采用坚硬锋利的钨钢刀头，由

艺人自己亲手磨制而成。所谓“三分本

领，七分工具”就是这个道理。为便于更

好地雕刻细微部位，也有艺人采用前辈

经验，用生石灰加糯米汤浸敷金砖，增加

砖版的柔韧性，使之容易镌刻。但一些

经验丰富，功夫娴熟的高手，如赵凤云因

自小随父学艺，浸淫雕艺近六十年，艺高

人胆大，就能不经处理直接奏刀砖版，以

刀代笔，流利圆润，纤毫无差。其技艺令

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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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的一天，郑州一处监狱的行刑场

上，一个脚戴镣铐、浑身伤痕但却身形挺拔的年

轻人仰头望天，目光坚定而澄澈，没有人知道他

此刻在想什么。半晌后，枪声响起，年轻人应声

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党在甘肃早期领导人

之一、甘肃工农运动的领袖——保至善。

一

保至善，字乐庭，1902年出生于甘肃省崇信

县锦屏镇西街一个商贾之家，是家中次子。他的

父亲保万众靠经商起家，所创办的“宗盛和”商号

在当时县城的四十多家私人商铺中也是首屈一

指，商号所发银票可在崇信和平凉各县区兑换，

因而在当地和周边县区颇有名气。保万众还一

度担任崇信县商会会长和民团团长，在政商两界

都有着较高的声望和影响。

1907年，县城初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保至善

遂入学读书，毕业后又入高等小学堂学习。1920
年，刚满十八岁的保至善就在父母的极力促成下

结婚，妻子是当时的崇信首富梁凤鸣的次女梁春

娃。在父母的安排下，保至善或许可以就这样一

生衣食无忧，但随着年龄渐长，他亲眼目睹了小

小的县城的大事小事，土匪来犯、革命党进城让

他记忆犹新，关于外面时局变化的听闻也让他充

满疑问，他不愿再苟活于这小城之中，想要去更

广阔的的天地寻找答案。

二

1920年，独自在自家商铺的平凉分店给兄

长保性善帮忙照看生意的保至善听闻省立第二

中学（现平凉一中）招生，便立即报名，并顺利考

入。相较于地处偏僻、闭塞落后的崇信，地处平

凉的省立二中无疑可以让他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接触到更新的思想。入学不久，保至善就在同学

的介绍下通过代办站购买了一本《新陇》杂志，这

本由甘肃旅京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创办的进

步刊物，以传播当时国际和国内的新文化、新思

想，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为主旨，每期就甘肃

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妇女等问题发表评论，

并转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文章。这本

杂志为保至善打开了一扇新思想的大门。之后

他又陆续读到了《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

进步书刊，其中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为他参与

进步活动、进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初步

的思想基础。

在省立二中读书期间，保至善还结识了他一

生的挚友——王孝锡，他们志趣相投，一同追求

新文化、新思想，积极投身到反封建、反礼教的活

动中去。针对学校存在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他

们共同组织学生罢课、闹学潮，在平凉及周边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3年，保至善中学毕业，亲朋乡邻就送来

许多牌匾，上书“垂天大翼”“荷天之宠”“價重龙

门”等字以示庆贺。自 1902 年废科举、兴学校

后，平凉直到三年后才创办了“陇东官立中学

堂”，1913年更名为甘肃省立第二中学。

三

1924年1月，中华民国陕西省政府将原陕西

法政专门学校、水利工程专门学校、渭北水利局

附设水利道路工程学校及甲种商业学校合并，重

建国立西北大学，2月发布公告，开始招收第一

批学生。听到消息后，保至善写信与王孝锡相

约，一同报名进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由此，保

至善也成为崇信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学生。

3月初，国立西北大学开学，作为在政府扶

持下新办的大学，既有傅铜、李仪祉这样的学者

专家坐镇，又有许多来自于北大清华的年轻教师

任教，其中也不乏部分共产党员，因而各种思想

在这里交流碰撞。保至善和王孝锡入学后就与

甘肃各地前来的学生一起成立了“旅陕甘肃学

会”。作为平凉学潮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保至

善和王孝锡等人牵头，在学会中创办了《觉陇》月

报，用以抨击时政，宣传进步思想，主要在西北大

学校内发行，并通过甘肃籍学生流传至甘肃各

地。

同年 7月，为提高西北大学知名度，陕西省

教育厅联合国立西北大学举办暑期学校，邀请在

北京大学兼职的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

龄、林砺儒、东南大学教授刘文海、南开大学教授

蒋廷黻、陈钟凡和北大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北

京《晨报》记者孙伏园、《京报》记者王小隐等学者

名流来西安讲学，听讲的除西北大学师生外，西

安各中小学教师、各县劝学所代表共七百余人。

在学校期间，保至善也接触到了许多进步老

师和共产党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人的是刘含

初。刘含初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史系，在李大钊的

直接影响下参加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3年

加入中共党员，国立西北大学创建后在校任教。

在他的推荐和影响下，保至善阅读到了《共产党

宣言》《共产主义ABC》《独秀文存》等大量介绍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步书籍。

1924年秋，西北大学学生在爱国老师和学

生会的组织下，联同西安其他大学开展进步活

动、闹学潮，但因为受到了校方的阻拦和政府的

追查，一些闹学潮的学生领袖被学校开除，学潮

受到打压。“旅陕甘肃学会”商议，给北京政府发

电呼吁，以寻求支持。西安所有的电报局都有军

警把守，电报无法发出。保至善和同学们商量后

决定去甘肃泾川邮局发报。他们连夜出发，一路

上风餐露宿，经彬县，翻过永寿的山梁，从长武县

走到了泾川，历时三天，步行四百多公里，才发出

了电报。

1925年，在西安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

保至善与西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参与西安各界

悼念孙中山逝世大会、驱逐陕西军务督办吴新田

的“驱吴运动”以及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示

威游行等进步活动。

1926年3月，返校不久的保至善收到了一封

来自家乡学子的信，信中诉说了崇信教育局长王

安堂贪污腐败、贿赂官员、克扣学生补助费等事

宜。保至善看后连夜奋笔疾书《崇信教育局长竟

如斯耶》一文：“崇信在甘肃固属小县，风气闭塞，

交通不便。而其教育之腐败与黑暗，及教育局长

王安堂之混沌无耻，犹令人忍痛难已也。兹犹其

荤荤大者，略举如此：王安堂前任第一高小校长

时，人格卑鄙，又无学识，讲解不清，漠然从事，管

理松懈，学生吸烟赌博，竟置之不理，以致青年耗

废光阴。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凡有血气、熟不

痛恨切齿耶？后被省视学胡师文，以萎靡不振，

旷弃职务，报告撤销。后又钻营官厅，运动绅士，

取得教育局长。当时教界哗然，群起质问县长张

明道。而张明道已受运动，同道作弊，以压制手

段，相与狼狈。学界诸人，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

言。甫莅局任,即将前曾主察各初级小学补助费,
勒扣不发,致各校顿呈现闭之象。平凉中师本籍

学生,既补给每年每人四十千文之学费，忽亦停

止，致留平学生大受经济之困。最可恨者，将学

款视若已有，贮蓄伊家，作巨本营业,在预算表

上，虚添浮报，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即此以观崇

邑教育之腐败，可以窥其一斑矣！而王安堂一人

实属罪大恶极，崇邑青年，将何以处之？”全文鞭

笞丑恶，痛陈时弊、言辞犀利、笔锋辛辣，悉数罗

列了崇信教育届腐败官员的贪腐罪行，猛烈抨击

了教育界腐败之风，深刻揭露了万恶旧社会腐败

“吃人”的社会本质。并刊载于 3月 30日《觉陇》

月报第二期第三、四版。文章发表后，平凉、崇信

等各地学子积极响应，纷纷在街道两侧张贴，群

情之下，王安堂被撤职查办。

1926年4月，河南军阀刘镇华趁直系军阀吴

佩孚向北方国民军发动进攻之机，组织起了一支

号称十多万人的“镇嵩军”的旗号，将西安四面包

围。保至善和西北大学的进步学生在西安中共

地下党的组织下，积极支援杨虎城和李虎臣将军

的护城斗争。一直到 11月 27日，刘镇华率军撤

退。在这八个月的时间，西安城内粮食极度缺

乏，城内有五万多军民死亡。

1926年底，保至善在刘含初的介绍下光荣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围城期间，国立西北大学遭

受了重大打击，教员和学生大量流失，经费欠缺，

维持困难，被迫停办。保至善无法再完成学业，

便滞留西安等待组织交给他新的任务。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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