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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农运动的发展是大革命在兰州发展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遵照中央苏区“唤起民众，并把它引向

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

高涨”的主张，以及中共陕甘区委“党到农民中去，放

手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的指示，保至善利用其省

党部农工部长的身份，奔走于兰州的工人中间，了解

工人疾苦，讲解革命道理，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建立自

己的组织，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在保至善的努力动

员下，很快甘肃省督办公署印刷局第一个成立了由全

体工人参加的印刷工会，这是兰州特支在兰州工人中

建立的第一个红色组织。之后，省电灯电话系统、水

北门担水工人、理发业、印刷业、邮务、电报、机械与纺

织等行业都相继建立了工会组织。随着各工会组织

的建立，广大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为反对欺压、争取

权利、改善劳动条件开展了一系列广泛的斗争。其

中，邮电工会在保至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反对管

理人员无理欺压工人的斗争。5月，在兰州特支的领

导和保至善的组织下，全市工会联合兰州各界在辕门

广场先后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五七”“五

卅”纪念大会，工农兵商学妇各界高举张贴有“打倒帝

国主义！”“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彩色“中

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的

小旗、标语和横幅，白天集会讲演，游行示威，晚上提

灯游街、火炬游行。

1927年6月，兰州市总工会成立大会在皋兰县府

对门一个院内召开，各工会代表和督办公署派遣的俄

国顾问参会。在会场上并排悬挂着的孙中山和列宁

大照片前，保至善和俄国顾问分别致辞讲话。大会选

举保至善为兰州市总工会理事主席，熊赞周为总工会

秘书，成立了秘书、总务、宣传等。在工人运动如火如

荼开展的同时，保至善在兰州郊区响亮的打出了“打

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使兰州地

区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

1927年甘肃大旱，受灾面积达五十多个县，兰州

市七里河区灾情尤为严重，其中心村庄七里河村，被

柳家营、王家堡、梁家庄等小村庄环绕，共有500多口

人。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农民生活极

度贫困。为了帮助农民克服困难，保至善带领人员深

入七里河一带，通过省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

组织农民疏通河道，用河水灌溉农田，帮助农民战胜

灾荒。在抗灾斗争中，他通俗形象的向农民传播科学

知识和革命道理，教育广大农民要改变受压迫、受剥

削的状况，动员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

自己的利益，与土豪劣绅作斗争。当时，七里河土地

庙前居住着一位叫苗杰的农民，思想较为进步。由于

苗杰略通医术，常为群众医治疾病，在群众中享有一

定威望。所以保至善经常给苗杰讲述革命道理，启发

苗杰利用行医之便把农民串联组织起来。

6月10日，七里河村土地庙前彩旗飘扬，在继西

固、皋兰农民协会成立之后，七里河区农民协会成立

大会召开。来自七里河、柳家营等村的贫苦农民代表

60余人，其中有老年人、中青壮年，还有青少年儿

童。他们高举着“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取消不平等

条约”“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牌参加了成立大会。保

至善以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到会作了讲话，

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改变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而

不断斗争。

六

正当革命热情日益高涨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不

幸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党在北方工作的主要

领导李大钊在北京遇害。为了悼念他，保至善等30
多名党员齐聚政训处长贾宗周（共产党员）家里的楼

上，召开追悼会。

工农运动的发展严重触及了大资产阶级、地主

阶级和各方封建势力的利益，使国民党右派和反分动

分子大为恐慌，他们对外宣称保至善、胡廷珍、王孝锡

等人“公然宣传赤化，破坏本党（国民党）。盅惑民众

……并组织青年社，筹办训练班，组织各人民团体，意

图永久把持甘肃党权，以为反动之根据地”，惊呼“甘

肃全境已充满赤色恐怖”，并暗中活动，故意制造摩

擦，排斥共产党员。

1927年6月，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冯

玉祥也逐渐倾向反动。6月10日和22日，冯玉祥相

继与汪精卫、蒋介石会晤，达成联合清党协议，至此，

西北革命形势逆转。冯玉祥下令解散国民军联军的

共产党组织，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

各级党部、各军政治部和国民军联军，将刘伯坚等共

产党人“礼送”至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武胜关外。同

时，以赴郑州开会为名，电令甘肃共产党员胡廷珍、王

孝锡、马凌山、保至善等离开兰州去郑州。6月22日，

接到电令的保至善四人召开党员会议安排布置，后在

五泉山麻尼（嘛呢）寺与同志们合影告别，离开兰州，

经平凉前往郑州。途中路经平凉，保至善顺道回家看

望父母妻儿，迟至7月中旬才抵达洛阳。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

政变，实行武力“清党”，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民

大革命失败。冯玉祥制订“清党”章程，公开“清党”，

并电令甘肃刘郁芬部成立“清党委员会”，追捕共产党

人，迫使大批共产党人离开兰州，党在兰州的工作被

迫停止。国民党右派趁机把持了甘肃省党部，并向各

县发出“稽查共产党活动”和“根本肃清逆党”的训令，

凡是参加过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遭到

了残酷的迫害，白色恐怖弥漫整个甘肃。

七

保至善从冯玉祥部工作的同学党效贤处得知当

下的形势后，便立即折回西安，暂住兰州籍同学高淑

珍家中。而此时的西安也在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中共

陕甘区委已经转入地下。一天，保至善外出打探消

息，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押往郑州监狱关押

受审。在威逼利诱和无数非人折磨之下，保至善宁死

不屈。1928年的春天，无计可施的反动派在郑州将

保至善杀害，时年26岁。

几个月后，在家乡坚持革命斗争的王孝锡，得知

了保至善牺牲的消息，含泪在自己藏身的山神庙墙壁

上写下了《吊战友》一诗：一缕清风半轮月，深山幽处

暗举哀。回忆往事肠欲断，追荐惟有眼中血。

1928年12月30日，王孝锡在兰州被杀害，时年

25岁。1931年2月，马凌山因肺部病情恶化，在河北

唐县不幸去世，时年29岁。1933年2月，胡廷珍在新

疆玛纳斯县(原绥来县)被反动当局杀害，时年31岁。

1951年崇信县人民政府批复保至善为革命烈

士，1983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保

至善同志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

命烈士”。

（连载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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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旭东牛旭东

1937年5月1日至7日，驻扎于陇东宁县早胜、宫河（今属正

宁县）、政平、中村、新庄，正宁县罗川、山河及陕西省旬邑县麻园

进行整训的红一军团，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在宁县宫

河镇宫河村（今属正宁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五一”运动大会。

红一军团属部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全部参加了“五一”运

动大会。运动会主会场设在军团司令部驻地宫河北头村东坳

一块近20亩大的空地

上。会场布置得十分

隆重，从军团司令部

到主会场用松柏枝叶

搭了3道彩门，门上横

额用红纸写着“朱德

门”3个大字，会场南

端搭有简易主席台，

主席台四周也用松柏

枝叶装饰，上面用篷

布遮盖，前面有4根木

柱，木柱上均贴有红

色对联，主席台上面

的横幅上写着：“在黄

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

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会场四周贴有“维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标语。运动会举行了颇有气势的开幕

式，红军和当地群众有数千人参加，红军总司令朱德（特地从洛

川赶来）、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陈光、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邓

小平、参谋长孙毅及红一师师长杨成武、政委邓华，红二师师长

黄永胜、政委肖华等红军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首先进

行的是阅兵，部队通过主席台时，均行军礼，并高呼“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等口号，场面十分热烈。之后，朱

德总司令作重要讲话。运动会比赛分南、北两个场地进行，比赛

项目有：队列队形、刺杀、平台、跳木马、掷手榴弹、短跑、长跑、跳

远、跳高、武术、单杠、双杠、浪桥、军事障碍、篮球等。5月7日举

行闭幕式时，军团首长陈光、聂荣臻、邓小平、孙毅到会讲话，并

向优胜者颁发奖品。随后，军团“战士剧社”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运动会期间，红一军团向中共中央及西北苏区党代表大会

发出庆祝大会开幕的贺电：“红一军团在五一举行阅兵典礼和运

动大会，热烈的庆祝苏区党代表大会并祝大会的成功与代表们

健康！由于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实现了国内和平，红军也正

在进入新的阶段。各军团红色指战员宣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

下的武装，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我们正在加紧军事政治

文化的训练，积极的迅速的进行一切对日抗战的准备。我们誓

为民族解放的先锋，为全国国防军队的模范，为中国的独立自由

而斗争，为创造模范党军而斗争。我们高呼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中央万岁！苏区和红军党代表大会万岁！”

红一军团驻防正宁等县期间经过整训，军事素质得到明显

增强，为之后出师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苏静，因在参加红军前曾在福

建厦门开过照相馆，擅长照相，所以担任了运动会的拍摄任务，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从现存照片上所留文字来看，苏

静所摄《翻单杠》照片编号为34，说明当年运动会拍摄了几十张

照片，至少也有34张照片。但遗憾的是，现在留存下来的，仅有

10张照片，刊载于1957年出版的《人民军队的体育活动》中，题

目分别是红一军团“五一”运动大会朱德门、大会会场、各种奖

旗、临时救护室、篮球赛、跳远、刺杀、翻单杠、翻越障碍、骑兵卧

倒救伤。

红一军团红一军团““五一五一””运动大会运动大会
□□ 王立明王立明

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五一”运动大会会场。

迄今为止，全国到底有多少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文化名村？

传统村落又有多少？资深媒体人王喜根怀着一份探究之心，带着这一

连串的疑问，欣然走进全国300多个古镇古村落，本着由表及里、层层深

入的写作宗旨，撷取了其中100个古村镇的文物保护故事，最终汇成了

《探访中国古村镇》这本沉甸甸的大书。

中国的古村镇，常被人们称为“最后的精神家园”，它们不仅历史悠

久，还寄寓着国人一份浓浓的乡愁。许多古村镇，虽然满目疮痍，却见

证着历史的兴亡和时势的更替，有的还观照着一地一域的发展变迁。

因此，保护好这些古村镇，责无旁贷。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冯骥才就曾言：“不管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还是传统村落保护，

都处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它们随时都在变化，随时都可能失传或消

亡。我们的工作是在‘与时间赛跑’，等不起也拖不起。”古村镇的保护

既需要政府积极引导，也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投身于这场文保事业中，使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珠，继续

迸发出夺目的光彩。

全书不仅选取了安微南屏古村、江西婺源、镇江西津渡、云南束河

古镇、天津杨柳青、江西茅台镇等响誉中外的名村镇，进行重点剖讲；而

且，还依据它们的南北分布，从中选取了浙江深澳村、广东南澳岛、福建

埭尾、山西郭峪古城等一些并不为人知的古村镇，一并进行有针对性的

解读。作者认为，拯救古村镇不但要注重对诸如老街老屋、古迹遗存等

物质方面的保护，还要尽力挖掘古村镇在精神质地方面的深厚内涵，注

重传统文脉的弘扬和传承。同时，针对这些古村镇所衍生出的民风民

俗、地方戏曲、传统工艺等非物质遗产，也要本着工匠精神，好好地将这

些非遗艺术发扬光大。

书中，作者结合众多鲜活事例，讲述了有识之士和文化商人，无怨

无悔投身于古村镇保护的故事。他举例说，最具典型意义是宁夏的镇

北堡西部影城。当年，著名作家张贤亮出于对这个西北古村落的敬重，

在昔日落寂的古遗址上，毅然兴建了这座集旅游、影视、餐饮、购物于一

体的城堡，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得以存续。还有安微的宏村，原本村中

的部分古建筑已年久失修，呈现出一派萧瑟之气。后来，企业家黄怒涛

慷慨解囊，将古村修饰一

新，使昔日的无名小村成功

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让古徽文化大放异

彩。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中

国民营书店品牌“先锋书

店”创始人钱小华，抱着让

文化反哺乡村的宏愿，先后

在安徽碧山村、浙江戴家山

云夕村、浙江松阳陈家铺村

等地建起了十个乡村实体书店，使古老的乡村文化，在每一个偏远的村

镇得以复兴。正是得益于这些人的倾力付出，终使那些式微的古村镇，

在一场场重塑再造和转型升级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成为纾解乡

愁续文脉的光辉典范。

值得深思的是，作者一方面对古村镇的保护予以正面讴歌。另一

方面，又以异常清醒和理性的态度，认真审视着古村镇的发展现状，为

未来的古村镇开发提供决策参考。自2003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7
批31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487个，中国传统

村落达到了6819个。作者由此呼吁，这些古村、古镇，就像是一串串宝

贵的珍珠，散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亟待人们在充分认识其自身价值的

基础上，能给予它们精心地呵护。书中，作者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出当下古村镇保护上的“四难”：一是整体保护难，二是严格按

照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的修缮难，三是与古村落共生共存的

环境保护难，四是留住原住民难。并针对这“四难”，适时提出了相关的

建议，期待进一步完善保护古村镇的招投标程序，鼓励更多“文化商人”

参与到古村镇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中，使浓浓乡愁能有效纾解，千年文脉

能得到长久赓续。

古村镇，是维系民族历史和精神情感的重要物质载体，是不可再生

的文化资源。《探访中国古村镇》为我们认清古村镇的价值，破解当下古

村镇拯救和保护中的困局，开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良方，值得一读再读。

南朝甘肃籍诗人阴铿南朝甘肃籍诗人阴铿
□ 柴多茂柴多茂

一

阴氏的先祖是管仲的七世孙修，因到楚国后被封

为阴大夫，故以“阴”为姓氏。“秦汉之际，始家新野”，南

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便成了阴氏家族的郡望。至东

汉初期，阴丽华为光武帝刘秀的皇后，侄曾孙女也成为

和帝刘肇的皇后，阴氏家族一度显赫于朝堂。永元十

四年（102年），阴皇后失宠后因参与巫蛊被和帝废黜，

其父阴纲、其兄阴辅被杀，其兄阴轶、阴敞及家属被迁

到日南郡比景县。阴辅之子阴常则偷偷带领家属逃往

河西走廊的凉州，经过数代人的繁衍和努力，在十六国

时期又成为凉州的望族之一。阴氏家族与当时的宋

氏、张氏、段氏等豪族一样，以才兼文武而闻名河西。

武功方面，有如仕前凉张轨的四大股肱谋主的阴澹、阴

充，还有阴元、阴鉴、阴濬、阴须、阴琚等，都在张氏政权

中任显职。文学方面，则有后魏时期的阴仲达，“以文

学知名西土”，曾官至秘书著作郎，参与修撰北魏国史。

阴铿这一支，于晋义熙末年，在其曾祖父阴袭的带

领下，跟随宋武帝刘裕南迁，落籍于南平（今湖北荆

州）。不久，又在其祖父阴智伯的率领下迁到南兰陵郡

武进县东城里（今江苏丹阳市访仙镇），与后来称帝的

梁武帝萧衍成了邻居。阴智伯为人谦和、忠厚老实，与

萧衍是无话不说的挚友。中兴二年（502年），萧衍称

帝，建立南梁，阴智伯也得到了重用，先后任梁州、秦州

刺史。父亲阴子春，字幼文，曾参与平叛侯景之乱，“恒

冠诸军”，历任梁朝梁州、秦州、西阳太守和宣惠将军、

明威将军、信威将军、左卫将军。

这个家族虽因武功军威而显于各朝，但阴铿却以

诗文而留名于世。阴铿自幼聪慧，在 5岁时其他孩子

还尽情玩耍时，他就会吟诗作赋，一天能写近千字。长

大后，他又读了大量的经史著作，并且还善于作五言

诗，深受当时文学大家们的好评和敬重。

阴铿在任梁朝湘东王萧绎的法曹行参军时，在某

年冬天的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纷之日，他邀请好友在

一个酒楼聚会喝酒。在宴会上，阴铿看到一位斟酒的

仆人时时凝望着他们，有想喝酒的样子。于是，阴铿亲

自把酒炙热赠予这名仆人，在座的朋友们都笑话他多

事，阴铿却说：“我们每天都酣畅地饮酒，而这个整天都

手拿酒杯的人却不知道酒的味道，实在没有道理。”548
年，侯景之乱爆发，阴铿被叛兵所擒，在紧要关头，有人

却将他秘密救走。在逃难路上，阴铿询问这位救命恩

人，才知道竟是在那场宴会上赐酒的仆人。

梁朝灭亡后，阴铿入仕陈朝，在始兴王陈叔陵的府

中任录事参军。当时的陈朝经高祖陈霸先的经营，政

权稳固，经济繁荣，陈文帝常常聚宴群臣赋诗。有一

天，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的徐陵对文帝说道：“阴铿是

当朝最有才华的诗人之一，应该要见一下。”当日，文帝

便在皇宫聚宴，并召见阴铿参加，命他为新落成的安乐

宫赋诗。此时的阴铿才气超然，提笔即成，写下《新成

安乐宫》：“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鹤仰，连

翩贺燕来。重檐寒露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梁

花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这首诗博得文

帝赞叹不已，也给阴铿带来了亨通官运，先后任招远将

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等职。

二

阴铿生活的梁陈时期，社会相对太平，经济发展，

物质条件的优裕和旖旎的江南美景，贵族文人常常歌

舞湖山，游宴唱和，或优游于山水田园，或沉湎于歌舞

宴饮，或吟咏男女私情，内容显得比较浅薄。在这种创

作环境中，阴铿另辟蹊径，采用新体诗的形式，继承“大

小谢”的诗风，突破宫体诗的内容，从自然山水的广阔

天地选取题材，并且致力于语言艺术技巧。在他的诗

歌中，南京钟山秀美的春色，大江的波涛，宏伟的都城

建筑，荒远的山野戍楼，行客的乡愁别绪，渔人的歌唱

泰然……无不描绘得生动感人，令人向往而饶有诗味。

阴铿在创作新体诗的实践中，注重于斟音酌句，

追求辞精意切，声律、对仗等技巧在他诗歌中日臻熟

练。现存的 30多首诗中，五言八句的格式，占了近半

数。可以说，阴铿的创作实践，推动了齐梁新体诗向

唐人近体诗的转化。清代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指

出：“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人研

揣声音，顺稳体势，其制乃备。”

阴铿的诗风，对唐代诗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杜

甫以“不薄令人爱古人”的态度，“颇学阴何苦用心”，

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效果。杜诗中许多精

美凝炼而不见雕琢痕迹的诗句，如“戍鼓断人行，边秋

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足见阴铿诗风

的深远影响。即便是才华横溢的李白，也是认真学习

借鉴，正如杜甫所言：“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李

白的五言律诗，诗味浓郁，风格清丽，和阴铿的诗风宛

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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