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以哲，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

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张学良的亲信部

属。1936 年 7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东北陆军步兵第十九师中将

师长兼第七旅旅长、第六十七军军长

等职务。这位在历史洪流中留下深刻

印记的东北军将领，以其坚定的信念

和英勇的行动，成为东北军与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破冰行者。在山城堡战

役中，他率领的第六十七军积极配合

红军，给国民党军以决定性的打击，有

效制止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军事

进攻，对中共夺取军事政治主动、争取

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

现国内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

1934 年，卫立煌和陈继承率领的

“中央军”因“围剿”红军无功而退。

继他们之后来河南、湖北“围剿”的就

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何柱国的第

五十七军及第五十三军下属刘多荃

的一〇五师等东北军部队，其中，第

六十七军首先进入了大别山区。

红二十五军的对头就是王以哲

的第六十七军，从包围大别山根据地

苏维埃政权开始，长征途中一路尾随

直至陕北。1935 年 12 月，瓦窑堡会

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

级关系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

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

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1936 年初，张学良在洛川设立

“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与王以哲商

讨东北军的去留大计后，密托王以哲

设法沟通与红军的联系。王以哲出

身于东北军，在那个动荡不安、民族

危亡的年代，他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

的深沉热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沦陷，王以哲内心的悲愤与不甘愈发

强烈。他深知，要拯救民族于水火，

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月 25 日，王以哲在洛川城内柳

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

农和苏维埃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

光等，双方就红军与第六十七军局部

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以

哲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

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

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的第

一个停战互助协定。

王以哲驻洛川期间，积极与中共

方面接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与隔

阂，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东北军

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同时受中共

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在第六十七军

安排下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及进步

青年。地下党员孙达生，经杜仲远、

高崇民介绍，由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

工作，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王以

哲委任孙达生为秘书（少校军衔），为

掩护孙达生在东北军中工作提供了

各种方便。王以哲又应中共地下党

的要求，把从北平、天津来的 20 余名

进步学生（其中有的是秘密党员）接

到洛川，安排在第六十七军教导队

中，向部下灌输抗日思想，为第六十

七军注入新鲜血液。

在王以哲的努力下，东北军与中

共之间的沟通渠道逐渐畅通。双方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的行

动如同破冰之锤，打破了曾经的坚

冰，让合作的暖流在双方之间流淌。

王以哲和共产党人多次秘谈，愈来愈

看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真正的抗

日力量，认识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意义和威力，所以积极为促进西北大

联合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

成竭尽全力。

1936 年 3 月，王以哲陪同张学良

与李克农、钱之光会晤，会商约定中

共中央负责人与张学良进一步商

谈。4 月，王以哲又陪张学良赴延安

与 周 恩 来 举 行 了 著 名 的“ 肤 施 会

谈”。双方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探讨

逼蒋抗日之可能，并就两军停战、互

相通商、互派代表等问题达成协议。

1936 年 7 月，王以哲由周恩来介

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毛泽

东亲笔致函王以哲，介绍了中国共产

党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情况，并就蒋介

石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

军”的信息提醒张学良、王以哲“严密

警戒”。毛泽东指出：“张副司令及我

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一主张，并非少

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

……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

弟等所率红军必须以全力而声讨蒋

氏及东北军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

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

不容蒋氏等胡干。我兄与张副司令

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实行者……”

从此，王以哲率领的第六十七军和红

军关系更加密切，成为真正的友军，

相互认可，默契配合。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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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战国秦青铜矛通渭战国秦青铜矛
□ 刘小农刘小农

西部民歌乐府西部民歌乐府———两当号子—两当号子

今昔扁都口今昔扁都口
□ 张天雁张天雁

通渭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矛，长 14.5
厘米，宽3.2厘米，为传世旧藏。矛首为箭镞状，

銎部束腰，銎中部有圆形穿孔以为固柄之用。

矛首略秃，两侧有血槽，使用痕迹明显。此件矛

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一号俑坑出土青铜矛极为

相似，从器型、铭文风格断定，为战国秦青铜矛。

矛銎下端阴刻二字，为铸作地和工匠姓

名。《吕氏春秋·孟冬纪》：“物勒工名，以考其

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是秦代的

“物勒工名”制度，即在器物上刻上制作地和工

人的姓名，终秦一代一直存在，为汉代所继承并

不断完善。

二字单线阴刻，一倒一顺，为战国秦系文

字。其一为“冀”，一未识。2021年笔者在编《通

渭金石辑考》时，释其一为“牀”，并作了简单释

读：“从木，爿（pan）声，同‘床’，今统一规范为

‘床’，在用作姓时仍作‘牀’。牀的正常写法左

爿右木，矛上所刻左木右爿，金文结体随意，多

有偏旁移位现象。”

冀，作为古地名，最初在黄河以北今河北、

山西一带，夏禹定九州时，称这一带为冀州。周

时有冀小国，据史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

‘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杜预注：

“冀，国名，平阳皮氏县东北有冀亭。”在今山西

河津县西。原为魏地，秦昭襄王时为秦属皮氏

县下一要镇。秦兵器多征用于县，故铜矛铭

“冀”非指皮氏县之冀亭，当为秦武公时置之冀

县，在今甘肃甘谷县境内。

2012—201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

位于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有大夫级别贵族墓葬、车马坑，出土陶器、石器、

玉器、青铜器千余件，遗存丰富，把秦文化的编

年推进到西周时期。

通渭毗邻甘谷，周时为襄戎地。襄戎所来，

据历史学家何光岳《相人（襄人）的来源和迁徙》

一文考，襄人为西羌的一支，起源于岷山南麓的

襄阳城山，即今湖北襄阳一带。襄人一支西迁

演变为戎人，乃襄戎。《汉书·地理志》平襄县，唐

人颜师古引北凉学者阚骃注曰：“故襄戎邑也。”

《九域志》：“平襄城，本汉县，属汉阳郡，故襄戎

之邑。”

平襄，始见载于《汉书·地理志》：“天水郡，

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

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普遍认为汉武帝

元鼎三年（前 114）置天水郡治平襄，郡、县为同

时建置，始有平襄之名。但是，平襄，字面理解

就是平定襄戎之意。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 272年），“筑长城以

拒胡”，今通渭自西南至东北横穿全境 90余千

米，距离城区原平襄县治地最近处不到 10 千

米。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彭曦在《战国秦长城考

察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总之，今通渭县的历

史，应早于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置天水

郡的时间，从战国秦长城的地理位置分析，今通

渭县的历史源起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秦并

戎国25城，有可能是原来戎族的居邑；二是与修

筑长城同时建立。长城的修筑，必须有沿线城

邑的支撑方可，这是极为显明的道理。所以，我

们认为如临洮县、渭源县、首阳镇、静宁县、静宁

的李店、彭阳古城、镇原彭阳、环县、志丹县这些

内侧的城邑，皆与修筑长城有必然关系，它们是

长城修筑之初和筑成之后的重要支撑点，与长

城是一个体系。”秦昭襄王筑长城同时在沿线修

建城邑，用以长城防守后勤保障，平襄城为其中

之一。经过 150多年的发展，汉武帝置天水郡

时，平襄城不仅是战略要地，经济、文化、建筑、

交通亦渐具规模，无疑是郡治首选之地。

《秦文字编》《秦文字集证》“（秦昭襄王）五

十年诏事戈”摹本，其冀写法与此铭冀非常相

近，可以确定为秦昭襄王时期。秦昭襄王筑长

城，驻守将士使用武器，主要征用于冀。此铜矛

即为筑长城时遗留，出土后传存至今。

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县之一，有

关冀记载的实物资料并不多见，存世稀少。毛

家坪遗址确证了西周时期今甘谷县境内秦文化

存在，出土“子车戈”有“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

灵戮威不廷”14字铭文，但未见有“冀”实物。《秦

文字编》汇录“冀丞之印”3方印拓（1315页），为

冀县丞官印实证。1995年在位于秦始皇陵以北

3—5公里刘寨村出土一批秦代陶片、瓦片，多有

陶文戳记，其中有“冀穉”（《秦文字集证》546
页），为来自冀“物勒工名”之物。除此而外，未

见有著录。

“五十年诏事戈”最初见于1997年香港中文

大学张光裕、吉林大学吴振武《武陵新见古兵三

十六器集录》一文，武陵为秦置县，在今湖北竹

山县。目前见于记载有“冀”铭文器，“五十年诏

事戈”而外，此为仅见。

位于甘肃“东南门户”小陇山里的两当县自古以来是出甘入陕通川

的必经要道，又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因为具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

势，境内道故川红崖河畔的杨店古镇成为“南茶北盐”的集散地，历代有

“旱码头”之称。自北宋以来设立山南道，既是官道又是商道，也是南北

文化交流的通道。独秀一枝的“两当号子”可谓是西北民歌中特有的一

种民间艺术，虽然出产自北方却有浓郁的南国之音，可见具有独到的艺

术风格，所以自古拥有“西北民歌乐府”的称号。两当号子主要流行于太

平天国石达开部后裔集聚区嘉陵江以南深山林区的站儿巷、云坪、泰山、

广金等乡镇，时至今日民间音乐号子仍是人们传递情感抒发胸臆的一种

艺术方式。“两当号子”曲调优美高亢、音域宽广、节奏明快，粗犷而极富

变化。从古到今一直是当地群众“湖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的缩称）

遗民喜闻乐见，自娱自乐的传统民间艺术表演形式。两当号子的曲调主

要有羽、徵、商三种调式，不同的曲调表达不同的情感。曲体结构目前流

行的有一段体，两段体和三段体，曲调旋律幅度跳跃较大，演唱时的表现

力不但强烈，而且音域丰富，还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具有悠久历史的两当号子上世纪 70年代后期和 80年代初，我省著

名的民乐专家邸作人、周健等人在县文化馆民乐学者索象武及爱好者一

同经过多年的普查搜集，几代人的呕心沥血将两当号子分类整理成册，

他们一行走遍了嘉陵江和汉水两大流域的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大家围

着火塘旁边录音边速记了上千首民歌，曲牌更是多达十几个种类。他们

从中逐一筛选整理出有艺术价值的民歌262首，其中两当号子63首。

两当号子主要有“花号子”和“排号子”两种。“花号子”曲调高亢、音

域宽广、旋律跳跃的幅度大，音域变化多，没有唱词，只有“咦、哟、哎、咳、

啊、嗬、呀”等虚词，在民间演唱的曲目较多，在流传区域较为普及。“花号

子”又可分为“唢呐号子”和“鸡公号子”两种。所谓的“唢呐号子”就是民

歌手用声音模仿唢呐吹奏的音调而演唱的号子。比如在两当县嘉陵江

南部深山林区流传甚广的《大唢呐号子》《画眉鸟儿跳上架》等著名曲目。

另外一种流传甚广的两当号子曲调就是民歌手模拟公鸡的声音来

演唱的号子，可分为独唱、对唱、领唱、齐唱、多声部合唱等表演形式。在

当地流行最为著名的曲目有《大鸡公号子》和《生鸡公号子》等。广受欢

迎的“鸡公号子”的对唱表演极为有趣，参加对抗的双方男女歌手站在遥

遥相望的山坡上，一问一答的对唱，有时连续几天的轮换对唱打擂台。

这种拉锯战式的比赛直到有一方被对方歌手的唱词问得张口结舌主动

表示认输时才握手言和方罢休，其情其景类似电影《刘三姐》中的场面。

还有两当号子中的另一种曲调“排号子”一般都有唱词，演唱的歌词

大多是即兴编唱的，因为歌词对仗押韵，所以唱起里琅琅上口，曲调比

“花号子”要低一些，旋律幅度的跳跃也变化较小，在民间音乐流行区域

也是最为普及的号子曲目之一。“排号子”可分为“拉箱夫号子”和“山歌

套号子”两种形式。排号子的特点一般都和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自

明清以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外地客商在嘉陵江和汉水分水岭的大阳

山地区发现了富铁矿，他们在广金乡的大山林里开办了许多的炼铁厂和

采矿场，至今遗址保存完好的有东河铁厂、松坪村的漆园子铁厂、龙王庙

倒江寺采矿场、响水村的钢厂坪炼铁厂等，据考证大多是毗邻的徽县、汉

中富户的商号，也有湖北四川等地的开发商。当时的生产工艺都很原

始，采矿和冶炼过程中，为了解决通风这个关键的技术问题，需要直径很

大的风箱向采矿洞内和炼铁炉里鼓风，风箱往往需要四至六人同时合力

推拉。于是“拉箱夫号子”便应运而生了。这类曲牌的号子现在仅幸存

几首，成了所有号子中的珍品，具有代表性作品目前收录于《两当民歌集

成》一书收录的仅有《箱夫子歌》等三首。

特色鲜明的“山歌套号子”是当地歌手在长期的民间演唱活动中逐

渐积累产生的。其曲调既不同于陕南号子和当地“唐将班”的打锣鼓草，

也不同于云贵川一带的川江号子和薅草号子，自成一体就是地地道道的

两当号子，可以说是两当号子中一个与众不同的流派。

追溯两当号子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唐宋以来号子成为民间音乐

广为流传。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里，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在劳

动中人们把山歌中的词和号子的曲调进行了艺术嫁接，将多种唱腔融为

一体，解放前广为流行的“花号子”曲调就是由此而产生。比如《久不唱

歌忘了歌》《三根竹竿长上天》一类的“排号子”曲调也是这样加工而成

的。“两当号子”的演唱形式不拘一格，朴实生动。民间表演习惯上以锣

鼓为伴奏乐队，一般由四至六人组成并有锣鼓等传统民乐伴奏，演唱时

以齐唱为主要表演形式。值得一提的是两当号子的演唱过程中特别注

重第一歌手和第二歌手之间的“接气”，即就是第一组歌手唱完第一句要

换气时，第二年组歌手要不失时机的从这一句的末尾拖腔处接唱，前后

配合要默契，除了音色上的变化有区别之外，上句和下句换气相接的过

程可以说没有时间差的感觉，有着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演唱号子除了

以上表演形式之外还有领唱、对唱和八度和声等艺术表演形式。

两当号子 1957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汇演，令人欣慰的是古

老的民间艺术精品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在首都天坛和长安两大剧院

“喝”（当地人把唱称为喝）了起来，先后演出15场。民歌王张升、袁正有

等民间歌手还为毛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喝号子，

受到了赞扬。与时俱进的民间艺术铁树开花，推陈出新的众多号子中

《丰收号子飞满天》多次参加汇演屡获殊荣，成为号子作品中的代表之

作。如今的两当号子已经荣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有效

保护和重视，得到了传承发扬。

··陇道遗珍陇道遗珍··

··非遗撷珍非遗撷珍··

··丝路文化丝路文化··“扁都隘口气萧萧，鱼贯行来溪嶂深。喑叱段公风

烈烈，凄迷隋帝雨淋淋。巢车好上龙山望，毳莫休教鹿

坞侵。艳说凯歌劳卫国，皇华摇曳碧云岑。”这是清代

郝道遵写的《大斗拔谷》诗，诗中的“扁都隘口”，是指位

于民乐县城南的扁都口。

扁都口，古代称大斗拔谷，也叫达斗拔谷、大斗谷，

位于祁连山中段，高大险峻的祁连山被东西劈开，形成

了一个贯通南北的峰口，这就是被称为险关要隘的扁

都口。扁都口，为藏语“扁麻多”，意为金露梅，海拔

3500多米，南通青海祁连县峨堡镇，北达甘肃民乐县

炒面庄，南北长约 30公里，最宽处不足 200米，最窄处

仅15米，其两山夹峙，峡谷深邃，山势峻峨，峭壁突兀，

地势险要，是河西走廊重要门户，有一关当夫，万夫莫

开之势。在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在扁都口及其附近修

筑营盘、设置关卡，派兵防守。汉武帝刘彻元鼎六年

（前 111年），在氐池（今民乐县）设置护羌校尉，派兵 5
千驻守；东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六年（350年），在祁连山

下设置汉阳县，镇守扁都口；唐初，设置赤水守捉，旋置

大斗军隶武威郡，扼守扁都口，防止吐谷浑、吐蕃北上，

保护西域通道；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七年（634年），契苾

何力曾一度驻守扁都口；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四年

（726年），吐蕃悉诺罗出兵扁都口，北犯张掖，被河西

节度使王君奂击败；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设置

大斗军，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派遣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

镇守扁都口，因防守有功，升为左卫郎将；清代设置察

汗俄博营，并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在俄博营北山

砌立《甘州府俄博营》界碑；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增兵500名于大马营，以扼守扁都口要隘。

扁都口也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青海道”与“河西

道”的重要节点。丝绸之路的“青海道”由长安出发，沿

渭河西行，经陕西宝鸡，过安彝关（今陕西陇县西），行

经甘肃天水、陇西、临洮、临夏，西行越黄河，经青海民

和、西宁、大通、俄博、过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的张掖，

与丝绸之路的河西道汇合；或从临洮、临津关（今永靖

县炳灵寺附近）过黄河，经青海民和、西宁、过扁都口，

进入河西走廊的张掖，再与丝绸之路的河西道汇合。

这条线路的形成，不仅是古今甘青两省的重要交通要

道，也是商旅通行、南北商贸交流的重要通道，而且扁

都口更是汉、羌、匈奴、突厥、回鹘、吐谷浑、吐蕃等民族

相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农、牧民商业活动的必经之路。

青海北部的游牧民族，通过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进行

物资交流和贸易，特别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甘肃

总兵张勇开茶马互市于洪水之后，扁都口在物资交流

方面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扁都口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南通河湟，北

达甘凉的险关要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元

狩二年(前 123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精兵出陇西，过

浩门河（今青海大通河），经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深

入匈奴驻地千余里，大败浑邪王、休屠王，河西从此归

入汉朝版图。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三年（399年），

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靖远、兰州、西宁、乐都、大通、

门源、翻越祁连山，出扁都口到张掖，沿丝绸之路西行，

前往西域至天竺（今印度）求法取经。隋炀帝杨广大业

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西巡，出扁都口抵达张掖，召

开万国博览会。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年），金吾将

军杜宾客与吐蕃军队激战扁都口，大获全胜。南宋理

宗赵昀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率蒙古军队从扁都

口进入青海，占领青海北部地区。明思宗朱由检崇祯

十五年（1642年），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部将贺锦攻占

张掖后，率领起义军穿越扁都口，进军西宁。清康熙年

间，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怀阿尔赖出扁都口，侵占大马营

滩（今山丹县焉支山下），被王进宝击溃。清同治年间，

回民数次起义，均从扁都口出，与清军交战。1929年，

马仲英部由扁都口出，甘凉卫戍司令部步兵连长任元

奎力竭战死，占据张掖。1931年4月，青海马步芳的马

家军由扁都口出，与张掖国民党马仲英部激战于三堡

（今民乐县三堡镇），马仲英败走酒泉。1934年，上海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考察西北，也是经西宁，出扁都

口，而后到张掖。1937年9月，红西路军征战河西失利

之后，被俘的红军将领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

生、阮正明、徐宏才、孙玉清、惠子时以及数千名被俘的

红西路军战士，从张掖押解到西宁关押，也是从扁都口

行走的。1949年9月，西宁解放之后，王震率领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数万大军从西宁

出发，翻祁连山，出扁都口，解放了河西张掖、酒泉等

地，继而从河西挺进，解放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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