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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11 月 19 日，红军前敌总

指挥彭德怀做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

孤 立 深 入 之 右 路 第 七 十 八 师 的 部

署。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山城堡

以南待机；第十五军团一部诱敌东

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及东北山

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主力于山城堡

东南地区、第三十一军于山城堡以北

地区隐蔽待机；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

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左路第一师第一

旅。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刘志丹

旧部第八十一师等部署在洪德城、环

县以西地区做做样子，迟滞东北军六

十七军和骑兵军。

就在彭德怀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来

敌之际，胡宗南指挥的左路军正急匆

匆投向彭德怀布下的口袋。远在洛阳

的蒋介石从空军得知东北军蜗行的事

实后勃然大怒，一再催令王以哲属下

各部加速进军。王以哲立即命令各师

关闭电台，随即以联络不上为借口，不

下达进军命令，不再理会蒋介石。

此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胡宗

南的“中央军”向山城堡逼近。一路上

极其困难，没有柴草，没有粮食，连饮

用水都没有。11月 20日，第七十八师

第二三二旅第四六四团先行进入山城

堡，发现这一带已经是“居民逃避，十

室九空，给养柴草，无处购买，而地区

辽阔，人烟稀少，道路困难，后方兵站

又不能追送，前方部队时虞断炊，实以

严重问题也”。听说山城堡有一处大

水泉，可以供数千人饮用，所以他们决

定在山城堡宿营。

11 月 21 日，第七十八师的后续

部队第二三四旅的一个团也开入山

城堡。红军的机会终于来了，彭德怀

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及军团长左

权决定强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

杨得志看出敌方临时构筑的土木碉

堡工事之间相距很远、无法互相支援

的破绽，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以火

力掩护爆破小分队逐个将碉堡工事

炸掉。山城堡敌军大部分阵地被红

军攻陷，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要全

部拔除敌方工事也颇不容易，双方激

战到黄昏，互有伤亡。

被困山城堡的“中央军”紧急呼

救。胡宗南闻讯，大吃一惊，随即向

王以哲部求援，但王以哲诉苦道：“因

前进部队采用无线电静默，自己已和

前方部队失去联络，无法知道自己各

师在哪里，无法下达命令。”又饥又渴

且弹药就要耗尽的敌军决定突围。

放弃阵地的“中央军”遭到红一

军团第一师、第四师和红三十一军主

力连夜突袭，最后被包围在山城堡西

北的山谷中。此时，他们连简易的工

事也没有了。经一夜战斗，七十八师

主力几乎被全歼，大量武器弹药被红

军缴获。此役，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

部以沉重打击，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

对陕甘苏区的进攻，对国内和平的实

现起到促进作用。

山城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

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仗，也是红军

长征和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

后一仗。他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思想的成功实践，在红军和中国

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

发。在西安事变中，王以哲是主要参

与策划和实施者之一。西安事变后，

东北军发生内讧，爆发了“战”与“和”

的激烈争论。东北军部分少壮派军人

反对与南京政府和谈，主张拼死一战，

而部分元老派将领从大局出发，主张

和平解决。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

叶剑英、博古等团结以杨虎城、王以哲

为首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维护“三

位一体”，稳定西北大局。

因王以哲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主

张，与红军代表团同心协力，所以他就

成为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中国共产

党与东北军联合的核心，也成为极少

数野心分子篡夺军权的最大障碍。

1937 年 2 月 2 日，在东北军“少壮

派”应德田、孙铭九等发动的变乱中，

王以哲遇害牺牲。他牺牲后不久，国

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全国共同抗日

局面形成。王以哲为中华民族的救亡

和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卒年 42岁。

此后，关于王以哲是中共“特别党

员”一事长期湮灭不闻，甚至一些曾在

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都不知情，直

到 1980 年代初，在叶剑英等证实下才

得以澄清。王以哲作为东北军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冰行者，毛泽东曾

作出高度评价：“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

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

（连载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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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陕甘边区开辟出陕北安

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的三路游击区，建立起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

据地，开创了游击战的新局面。

1934年11月4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选举产生

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设立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委员会。财政委员

会为繁荣地方贸易、发展边区经济，在南梁荔园堡和白马庙兴办了逢农

历初一、十一和二十一的农贸大集，十里八村的百姓、商贩纷纷带着粮

棉、蛋菜、畜禽和各种土特产品前来交易，没多久，国民党统治区（以下

简称“国统区”）的商人也贩来各种生活物品、农用器具等，大集每次开

市都人头攒动、熙来攘往、买卖兴隆。

但过了一段时间，大集却逐渐萧条，商人也日趋减少，交易量急剧

下滑。对此情况，财政委员会迅速派人查找原因，发现问题主要出在货

币上。当时，边区除流通银圆，也使用国民党当局、军阀、票号发行的各

种纸币。但“国统区”的社会动荡、经济不稳，货币经常贬值，今天到手

的钞票，明天就可能变成废纸，让民众对其极不信任，只有银圆的价值

稳定、信誉度高。所以在农贸大集上除了小买小卖、找零钱不得不用纸

币，几乎全是银圆交易。

但是，大集的火爆兴旺，引来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在出入边

区的必经之路增设关卡、严加盘查，发现携带银圆就以“通匪”为由强行

没收。商人害怕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劫走，就不敢再来边区大集做生

意。

为打破敌人封锁，重新繁荣集市，民主政府成立了边区银行，承担

发行货币、办理兑换等职责，同时将印制货币的任务交给了具有雕刻、

绘画技艺的政府人员高名山和邵凤麟、邵凤来兄弟。3人在没有印刷设

备和适用纸张的艰苦条件下，经反复研究、试验，采用木刻制版、在麻布

上套色彩印，用桐油浸润、烘干的方法，印出质地柔韧、抗折耐磨，面值

一角、二角、五角3种油布币，是陕甘边区首次发行的红色货币。

油布币上端印“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字，下

端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提高工农生

活”“随时兑换现金”，并加盖正、副行长印章。票面有3枚五星，正中大

五星内绘镰刀铁锤，盖有陕甘边区银行印章，油布币刚进入市场时流通

并不顺利，民众对印制简单的油布币疑虑重重，都不敢使用。为打消民

众的顾虑，财政委员会成立了贸易货栈，备足粮棉油盐、锅碗瓢盆、镢镐

铧犁等生活物品和农用器具，专收油布币出售。民主政府也安排工作

人员，在集市上用油布币采购商品。边区银行同时在集市上和荔园堡

设立了4个兑换点，1块钱油布币可直接兑换1块银圆。

老百姓看到油布币不但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还可随时兑换银

圆，就纷纷尝试使用。“国统区”的商贩见边区大集又开始红火，油布币

不但价值稳定且方便携带，许多人便买通了“关卡”，源源不断地运来各

类货物，收取油布币出售，然后换回银元，不但了活跃了市场、繁荣了贸

易，促进了流通，也缓解了边区政府和红军后勤补给的压力。

油布币流通半年多后，陕甘革命根据地日趋扩大，边区经济不断发

展，油布币开始不适应市场需求，民主政府决定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

作银行兑换券”，逐渐取代了油布币。

陕甘边区首次发行的红色货币虽流通时间短、使用范围小，但它为

推动边区贸易、改善民众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稳固陕甘边区民主政

权、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金

融事业积累下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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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之钮也称钮雕，特指印章上部的雕刻，

起装饰印章的作用，明清时期大盛行。明初民间

大量使用印章，许多文人发现可用天然石色美化

印章。起初仅是在“印鼻子”上简单穿洞，后来发

展成为在印章上部的平台进行雕刻装饰。特别

是明、清后，印钮雕刻艺术突飞猛进。雕刻手法

更加精美而富有变化，雕刻内容更加丰富，印钮也

从简单的纹路扩展为古兽，再扩展为博古图案、人

物、翎毛、鸟兽、鱼虫等多种类型。收藏有精美雕

工的印钮的老印石，其投资收藏潜力巨大。

明淸时期还出现许多印钮巨匠。杨璇的印

钮，突出古兽的神态与情趣，生动毕肖。周彬的

印钮，重在表现古兽特征，还侧重雕饰清新雅丽

的钮饰博古图案，所制印章华茂、清灵，人称“尚

均钮”。高兆在《观石录》中评：“杨璇作钮者，八

九韩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磐薄尽致，出

色绘事”。清朝各代君王喜爱寿山石印章，寿山

印钮技术不断完善。乾隆、嘉庆年间，名师有奕

天、妙巷鑑等；道光年间有薛文藻、陈德兹等。

在东、西门派鼎立的同治、光绪年间，印钮技

艺飞速发展。西门派创始人潘玉茂及其弟子林

文宝、陈可观、陈可铣等因材施艺，刀法浑化，追

求韵味，所制印钮古意盎然，耐人寻味；而东门派

艺人林谦培、林元珠及其后继者周宝庭、林寿煁

等注重发挥天然石色，运刀矫健，近现代又有林

清卿、林文举等，所制印钮典雅轻灵、精巧华丽，

令人惜爱。

印钮雕饰视所择印章形制而定：一是开料，

又称“解石”，即将原石锯成章坯。《观石录》载：

“石质厥润，锯行间则热，行久迫留燥则裂，解法，

‘水解’为上。锯行时，一人提水壶。徐倾灌

之”。章坯形成后要“过砖”，就是将印坯磨平磨

光。二是“相石”。印钮雕刻的成败，关键在于

“相石”。印章有四面，首先要确定其朝向，俗称：

“朝面、立向”。钮头的设计应充分发挥石质的特

色，注意印顶石料瑕疵的掩盖处理。钮雕的图像

设计要与印章整体高度成比例；通常为整颗印章

的三分之一。

印钮雕制有自然台和平台两种。自然台的

雕法多是因章端不规则而采取的权宜之法，布局

随意，追求天然石形之美；平台者则较讲究，刻钮

之前先起台，在平台上雕刻，平台之下，则保持方

正无缺。平台上或雕鸟兽、或人物、或瓜果、或吉

祥物，创作者因形、色、巧，作品效果务必古朴、端

庄、尊贵。雕刻程序为：首先起台，再则锉型，三

凿坯，四修光。雕刻时发现钮头石质有裂纹、瑕

疵等，可结合薄意等其他雕刻方法加以化解，使

作品尽可能完美。

印钮的雕刻题材很多，主要有古兽、动物、鱼

虫、人物、花果、博古等。古兽钮是寿山石印章的

常见钮式。古兽多选古代神话中的猛兽、奇兽、

怪兽。以狮和螭虎为主。此外有龙、凤、夔、角

端、辟邪、饕餮、天禄、麒麟、鳌鱼等。动物钮，动

物主要为家畜类的牛、马、猪、羊、狗等，后扩充为

“十二生肖”和其他鸟类。鱼虫钮，常见的有鲤

鱼、金鱼、螃蟹、蜘蛛、蜜蜂、蝴蝶、甲虫和蚕、蝉

等。人物钮，古代印章少见人钮，现在多有刻

制。主要为弥勒、罗汉、寿星、八仙、刘海、和合二

仙等，也有人物与兽类相结合的，如神仙骑兽和

刘海戏蟾等。花果钮也是新兴的一种钮式图案，

可充分发挥石质的“俏色”，富有生命气息。

印章“三美”，指印面篆刻美、印钮雕刻美及

印材美。印章的价值体现，就要具备“三美”的特

征。印钮雕工也是影响其价值的一大重要因

素。在印钮发展的历史上，名家辈出，名家精良

的雕工，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高台烈士陵园位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境内。

走进烈士陵园，迎面映入眼帘的是朱德总司令题写的

“烈士陵园”四个大字。陵园正门背面，镌刻着郭沫若

亲笔所题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正门南北两侧，分

别坐落着烈士董振堂和杨克明的汉白玉雕像。

进入大门，南北两侧各有一座三檐双层五角纪

念亭，亭四周的板壁上是烈士诗抄、长征组画等屏

幅。穿过由松柏、花圃夹道的百米水泥通道前行，便

来到了烈士纪念堂。堂额“烈士纪念堂”是原红四方

面将领、开国上将洪学智所题。堂前悬挂的几幅油

画再现了西路军战士们同马步芳军浴血奋战的场

面。堂内南北两侧，坐落着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

部主任杨克明两位烈士的汉白玉半身雕像。纪念堂

南北两侧分别是董振堂烈士纪念亭和杨克明烈士纪

念亭。走出纪念堂，后面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

第五军阵亡烈士公墓。

纪念馆的负责人介绍，为了表现红西路军血战

河西的悲壮历程，整个纪念馆的布局按照中轴线

从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别是通透式大门、仿高台城

墙旧址的园艺景观、“血战高台”英雄群雕、纪念

碑、阵亡烈士公墓、浮雕墙、纪念馆等，并保留了烈

士陵园原有的一些建筑。

西路军烈士纪念碑位于纪念馆的中心位置。整

座碑仿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造型设计，高 29.37米，由

碑身、碑座、基座三部分组成。碑身正面最上方是花

岗岩浮雕——中国共产党党徽，象征红西路军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碑上刻有徐向前元帅的题

词“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和悼念铭文。

纪念馆整体呈烽火台造型，根据红西路军作战

计划和战斗历程，馆内以“理想高于天、热血铸祁

连”为主题，布设了“序厅”“西渡黄河，执行宁夏计

划”“建立永昌、山丹根据地，策应河东红军”“血战

高台、临泽”“石窝分兵，余部进疆”“全力营救，保存

火种”“忠心耿耿，铁骨铮铮”“光照千秋，永载史册”

等展厅和 1 个影视厅等，采用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

陈展方式，全方位地介绍了西路军征战河西的重要

史实。馆内还收藏、展陈着 200 多件当年西路军将

士用过的物品：董振堂和杨克明用过的书箱，红军

将士用过的海螺号、马褥子、褡裢、砂锅、被单、皮

衣、竖柜等革命文物。

1936年 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会

宁胜利会师后，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两万多人

奉命组成“西路军”，从靖远虎豹口渡黄河，经景泰、

永昌、山丹，于 12月下旬到达张掖一带。1936年的最

后一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

领红五军进入临泽县城。1937 年元旦拂晓，红五军

军长董振堂率 3千将士攻克高台城，建立了县苏维埃

政府。就在红三十军进驻倪家营、红九军攻占沙河

一线，红五军攻占高台之际，西路军接到中央军委

“时局复杂，西路军就地待命，开展创建根据地”的指

示。此时，在一条山、古浪、四十里堡受西路军重大

打击的敌军又集结其 100师、骑五师等正规军 2万余

人，并调集青海湟中、湟源、循化、化隆、大通、祁连、

乐都、同仁和甘肃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 20多个团，

共 6万余人，兵分两路向红西路军扑来。

敌人用部分兵力切断高台、临泽的联系，并分割

包围、钳制沙河、倪家营主力，集中马彪、马朴、韩起

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和炮兵团、特务团以及大通陈

嘉禾民团、马德胜民团、马兆瑞民团等计 2万余兵力，

全力围攻红五军。从 1937年 1月 12日起，敌人采取

拉大网分层逐渐收缩包围圈的办法向高台城逼近。

高台县城东西两面各有一座高于城墙的小庙，

居高临下，俯瞰高台县城。红五军扼守两处制高点，

筑碉堡以拱卫全城：西北角上的碉堡由三十九团的

一个加强排防守，东关外的大碉堡由四十五团的一

个连防守。1月 15日，敌人两个营在炮火掩护下，向

财神楼连续发动进攻，我军将士用机枪、步枪、手榴

弹和石块，不断打退敌人的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

了四天，我军歼敌 600多人。但红五军也伤亡巨大，

且弹药将尽。1月 20日晨，敌人集中全部兵力，用人

海战术四面硬拼攻城，红五军将士们用刺刀、枪托拼

杀，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20日，下午四五

时，高台城陷落：除个别人员突围外，军长董振堂、政

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

以下 3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

主席满怀深情地称赞董振堂同志为“坚决革命的同

志”。朱德同志为烈士题词：“伟大革命先驱的事迹

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叶剑英元帅赋

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

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用以专门纪念董振堂和

红五军牺牲的将士们。2009 年 9 月 14 日，董振堂被

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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