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欣淼

ZHENG XINMIAO

1947 年 10 月生，陕西省澄城县人。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

博物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紫禁城学会会

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杂

志（全球中文版）学术顾问，中华诗词学

会第三届、第四届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

名誉理事长。被多所大学受聘为兼职教

授。

3 2024年7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淑娟 联系电话：0931—8926371 e—mail:253611572@qq.com人 文

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郑欣淼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玉路歌
玉文化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

延至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齐家文化得名于甘肃广河齐家坪遗

址，年代为公元前 2100 年至前 1500 年。

齐家文化玉器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诸多史前文化玉器一样展示了中

华文化起始阶段的重要信息。专家推

测，五六千年前即有玉石之路雏形，汉武

帝时重新开发利用，商贾将丝绸和药物

运往西域，又带玉石等回到中原，武帝特

在甘肃驿站设置玉门关。为了研究、弘

扬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我曾

有幸从兰州出发，一路西行，沿民勤、武

威、山丹、民乐、张掖、高台、玉门、瓜州一

线，围绕齐家文化主题，考察了民勤三角

城、沙井子柳湖墩、山丹峡口古城、四坝

滩、民乐东灰山和西灰山、玉门火烧沟、

瓜州兔葫芦等遗址，又经青海祁连、门

源、西宁、乐都到甘肃永靖、临夏、广河、

临洮等地东返，考察了王家坡、罗家尕

原、齐家坪、云山窑等遗址，历时两周。

考察团有专家学者叶舒宪、冯玉雷、刘学

堂及收藏家刘岐江，作家卢法政、孙海

芳，复旦大学博士后安琪等。

胜景一年正当时，七月河西走玉痴。

齐家文化遍寻迹，殷殷叩问玉消息。

中华文明何瑰玮，长河迥远八千载。

红山玉龙良渚琮，玉魂温润传一脉。

王母瑶池穆王骏，昆仑当是玉世界。

踵起齐家西北隅，遥与龙山竞光彩。

遗址初现古河州，爝火点点甘陕青。

制陶冶铜特色具，怜人最是玉玲珑。

齐家亦当文明曙，地劈天开创造始。

电光一刹风雷动，绵延泽被夏禹世。

东西交通咽喉地，河西自古声名著。

几多秘奥犹待解，回眸更当明步武。

齐家中心在甘陇，甘陇自觉大任重。

皋兰山下聚彦士，玉帛之路稽古梦。

武威今见何时月？千古犹唱凉州词。

天下尽知铜奔马，安识地底亦藏谜。

皇娘娘台且徘徊，玉璧红铜俱称奇。

默寂民勤三角城，残址曾见岁月过。

沙丘漫覆柳湖墩，夹砂红陶细摩挲。

甘州拥翠蒹葭洲，迎面多有左公柳。

焉支山头云出岫，四坝滩边人文薮。

青铜试寻中亚影，彩陶漫味先民意。

东灰西灰两山对，麦黍遗粒稼穑记。

依稀旧遗指点间，瀚海当重玉门关。

黄沙白云落照里，大汉雄风未沉湮。

玉关设自汉天子，车马骆驼何阗阗！

后人但称丝绸路，玉路更早两千年。

迩来玉门火烧沟，齐家煌煌添新篇。

尤叹鱼形彩陶埙，鱼嘴吹奏近五声。

天老地荒人有情，彼声岂与羌笛通？

瓜州不唯长城古，兔葫芦又遍地珍。

残铁碎铜史前石，异代斑斑一处存。

先民陶片凭俯拾，奇哉此地笼烟云。

西来岂唯和田玉，甘青玉料亦争春。

大漠纵横旧痕镌，鲜花沙柳野马尘。

相伴唯有祁连雪，夜月晓日亘古魂。

叠嶂翻越扁都口，既上高原天更高。

油菜金波连翠岚，河湟史前亦堪豪。

齐家宝物知多少？喇家玉刀柳湾陶。

更下积石访禹踪，临夏定西不餍看。

月半行行九千里，研磨评赏兴犹酣。

老友叶公真好龙，玉器亦下十年功。

覃思重诠大传统，玄秘新解山海经。

卢公天山尘才浣，河西又壮风云气。

手中未动生花管，心底已酿云锦思。

恂恂刘君起草莽，念载苦辛拥玉堂。

难得此心总比玉，门径既入论短长。

诸人已立文字状，专著一部梨枣香。

冯君深知吹竽我，嘱以俚诗代文章。

聊记行程衷肠热，信笔不觉已百行。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三辑）

在甘肃，上了点年岁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

——李克如。他是甘肃已故的省级干部，是一位参加

过秋收起义的老共产党员。这个身材魁梧、性情豪爽

的赳赳战将，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喜好赋诗填词。他

一生起伏跌宕，诗词是他排遣胸臆的最好方式。他的

诗让我们读到了一个老革命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贞

不贰和对人民的满腔赤诚，感受到了一个共产党人顶

天立地的高尚情怀。

“奔走革命气如虹”

李克如1904年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自幼的勤奋好学，后就读于郴州师范。1926年，李

克如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郴县第二区区委书记。湘南

暴动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参加了在遂川、永

新等地的多次战斗，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37年，

毛主席、林彪在延安与幸存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合

影，并亲自在照片上题写了“井冈山的同志们”,其中就

有李克如。

1929年井冈山失守，所在部队被打散，李克如突围

回到老家，与组织失去联系。不久，李克如只身前往北

平寻找地下党组织，未果，返回武汉，四处流浪，像一只

离群的孤雁，饱受着绝望与无助的折磨。后来他冒着

生命危险打入国民党张发奎部，在九十师当文书，秘密

组织了一个党支部，开展兵运工作，并数度 派人到苏

区与组织取得联系。张发奎部拟北上抗日，这使李克

如热血奔涌，激情难抑，决心投笔从戎。部队出发前

夕，他特作《北上抗日随笔》一首、以抒自己赴纾国难，

驰骋沙场的情怀：

沧海虽云大，岂能容吾愁。

山河哭破碎，岁月已悠悠。

闻鸡起舞罢，看剑泪难收。

酌酒不断饮，何以解烦忧。

东北烽烟急，我欲赴辽州。

覆毯长白山，草檄月当头。

饮马鸭绿江，提鞭断江流。

人生得意事，沙场歼寇仇。

国难急如火，愤然把笔投。

1933年，李克如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担任中

央局直属军委敌军工作支部书记，闻蒋介石实行不抵

抗政策，使东北的白山黑水陷于日寇之手，愤慨莫名，

遂作《九一八有感》,痛斥独夫民贼的卖国行径：

东北沉沦岁月悠，九一八事愁添愁。

大好河山哭破碎，堂堂中华频遭羞。

仁者志切民水火，独夫岂计国沉浮。

抚剑莫由徒兴叹，何时饮马鸭江头。

1934年2月，李克如受上海党组织的派遣，前往南

昌做军事情报工作，因所发展的一名党员叛变，被国民

党逮捕，关押在南昌行营军法处，受到了长达10个月

的审讯，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关

押到南昌军人监狱看守所。狱中，他作《入狱》诗一首，

来表达自己奔走革命、壮志未酬的心境：

奔走革命气如虹，一朝失算陷牢笼。

四顾惨然尽乖景，满室疑视皆愁容。

巧计不成雄心在，壮志未酬理未穷。

伤怀国破民生苦，誓掷头颅不苟同。

1936年，国民党将李克如转入杭州军人监狱，他作

《狱中抒怀》,抒发他追求真理的决心和不屈的斗志：

努力追求!加紧追求!

追求人间的真理，

要从真理中去寻找人类的幸福和自由。

不计安危，不怕烦忧；

坐牢如小歇，杀头似大休；

斩荆劈棘向前走，不得真理不停留。

黑暗快要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一朝真理握在手，管叫四海无困愁。

李克如在狱中当过洗衣工和种花工，参加过绝食

斗争，他的铮铮铁骨和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受到狱友

的敬佩，成为开展狱中斗争的主心骨。1937年9月，他

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到延

安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军委总政宣传部、晋西独

立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前总军工部管理科工作。1939

年7月赴太行前线，任晋西独立支队队长，参加了百团

大战。1940年恢复党籍后，被派往太行山区的武北县

委开展敌后游击战。1943年9月，调回部队任抗大六

分校政治部主任。1945年9月，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

政治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政委滕代远的领导下，培

养了大批军政人才。1948年，华北军政大学成立，李

克如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

华北空军政治部主任、海军航空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等职。

“重整征衣上西凉”

1964 年底，李克如被派往甘肃农业大学工作。

1965年元月，李克如离开北京，前往甘肃兰州。在从北

京前往兰州的路上，他特赋七律一首，抒发自己的欣喜

之情和对今后工作的憧憬：

七律·调甘肃工作

鬓发虽斑志未残，重整征衣上西凉。

战友驱车亲相送，佳儿作诗壮父行。

心雄不怕长城远，气壮何惧塞外寒。

群策群力依靠党，敢教荒漠变粮仓。

踏上了西来的征途，李克如仿佛又回到了大自然，

呼吸到那自由清新的空气，他决心要在晚年为党为人

民做点有益的事情。到了兰州，只在省委报了个到，就

驱车来到甘肃农业大学所在地——武威黄羊镇。

甘肃农业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农业高等学府，其

前身是1946年国民政府创建于甘肃兰州的国立兽医

学院，是由留学德国的双博士、后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

盛彤笙先生创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

易名为西北兽医学院、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当时，在盛

彤笙和同仁们的努力下，该院已成为亚洲一流的畜牧

兽医专业高等学府。1958年，甘肃省委实施“文化西

流”的战略，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迁往河西走廊的黄羊

镇，与正在筹建中的甘肃农学院合并，成立了甘肃农业

大学。但是，大漠戈壁的恶劣环境和先天不足的办学

条件使学校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1965年5月，李

克如被任命为甘肃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遂将夫

人江韵芝和两个最小的孩子从北京带到了黄羊镇，在

这里安了家。

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放弃北京优越的生活条

件，自愿到甘肃一个农村小镇工作，令省上的领导深为

感动。据说当时的省委书记特别关照各厅局的领导：

李克如有什么要求，你们都要尽量支持，帮助解决。

李克如仪表堂堂，有标准的军人风度，他出现在校

园中，让经历过波折的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命运与前途

多了几分期盼。

就任甘肃农业大学首任校长后，李克如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每天早上，他总是提前上班，路过学生食

堂，要进去看一下，向同学和炊事员询问伙食情况；碰

到教师、员工也会聊上几句；有些空闲时间，他就会深

入各教学、管理和后勤等部门了解和掌握情况。学校

有个家畜医院，也是他喜欢去的地方，那儿天天都有教

师坐诊，也有搞科研的学生实习，来给家畜看病的老乡

也不少。他都很随意地问这问那，没有官架子，跟师生

的关系很融洽，大家敢说心里话。所以，学校的许多大

事小情，不等下面汇报他就知道了。

李克如身上有一种处事果敢、讲求实效、不达目标

不罢休的军人气质。当时，学校没有教学农场，为了解

决教学实习的问题，他亲赴北京找到当年的农垦部长

要土地。在农垦部的努力协调下，农建11师14团沙

漠边缘的三万亩土地划归甘肃农业大学，取名“长城农

场”。李克如还多次在省上奔走，在1966年2月经甘肃

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畜牧厅下属的天祝种羊场拨归

甘肃农业大学，作为该校生产、教学和科研基地。该场

有草原20万亩，耕地5000亩，还带来上万只羊、200多

匹马及许多其他大牲畜，多年来制约教学实习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师生心中对他又多了一份钦佩。

豪爽大气的李克如待人接物也有一股浓浓的人情

味。他时常牵挂着学校那些默默无闻工作在服务岗位

上的工勤人员，逢年过节，专门抽出时间去看望他们，

有时候还会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拉拉家常，嘘寒问

暖，以礼相待，令他们感动不已。荒凉偏僻的黄羊镇一

直没有殡葬墓地，对逝者的安葬都成了问题，李克如亲

自带人在农场物色了一处地方建墓地。他说，人去世

了，入土为安，我死了也要葬在这里。

李克如完全融入了甘肃农业大学，在师生中他如

鱼得水。其时他虽年已62岁，但仍精力充沛，干劲十

足。以他在多个军事院校工作的经验，领导一个省属

大学，可谓驾轻就熟、举重若轻。他生活简朴，平易近

人，尤其对知识分子和工友优礼有加，口碑极好，加之

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学校的面貌在短时期内有了很

大改观。一些学生总是希望能看到他，早上跑步，特意

要经 过李克如晨练的地方，看看他那身穿背带裤的身

影。从1965年初到“文革”前夕的16个月里，可以说是

他一生中心情最为舒畅的一段时光。

度过了特殊年代的李克如，于1974年元月被任命

为甘肃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他仍是那种老

习惯，经常深入师生当中，了解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情

况，主动征求意见。师大校园有一片枣林，是学生晨读

的地方，他也喜欢到那儿去，和学生交谈。他常常去给

学生作革命传统报告，每次报告会都是掌声不断。

1977年，他担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11月任甘

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克如一生对党的坚定信念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从来没有改变，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党和人

民的事业，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他的诗

作就是最好的见证。

李克如1998年2月16日逝世，终年94岁。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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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GUIREN

一九四五年生，江西抚州市东乡区

人。毕业于江西省农业学校，后就读于

兰州大学新闻系，共产党员。曾任甘肃

省临夏县计委副主任、临夏州委组织部

副部长、临夏州体改委主任、甘肃农业大

学兽医系党总支书记、甘肃农业大学工

会主席等职。曾与他人共同撰写《远牧

昆仑》《图说甘肃农业大学七十年》，编撰

《盛彤笙文稿》《盛彤笙资料长编》等。

李克如夫妇与前来看望他的甘肃农业大学部分教
师合影。前排左起：张尚德、李伦良、文奋武、张瀚武；
第二排左起：孙继堂、李克如、江韵芝、陶晓君、杨万兹。

1938年，李克如与毛泽东（前排左七）、林彪（前排左六）等参加井冈山革命的战友们合影。第二排右七为李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