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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11月 3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中央领导人分为两路行

动。一路由张闻天、博

古、邓发等率领中央机关

北上进驻陕甘根据地机

关驻地瓦窑堡；一路由毛

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

中央红军主力南下与红

十五军团会合，进行粉碎

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的作战。11 月上旬，中

央机关到达瓦窑堡，接管

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党

务委员会经过调查审理，

认为“左”倾错误的执行

者在案件里列举的刘志

丹等人的“罪状”都是不

能成立的。“经过再三审

查，证明所谓‘口供’中，

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

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

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随即释放

了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刘志丹等领导人，接

着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指战员。前线指挥

作战的毛泽东于 11月 18日在富县张村驿专

门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加考虑陕甘

肃反中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指出：“错捕有

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要纠正肃反的错

误。

11月 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西北中

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中共

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在‘肃反’斗争中犯

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

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

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派”。

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

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平

反。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等被释放的干

部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了《西北中央局

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正式宣布给刘志

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人平反；还宣布了党中

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复出后的

刘志丹随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先后被任

命为西北军委驻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

周恩来)、瓦窑堡警备司令、红二十八军军

长。考虑到西征战役前线地方工作的重要

性，习仲勋被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原西

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担任赤安县县委组织部

部长，原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担

任三边独立营营长，张策任中央党校白区工

作班主任，红三团政委兼团长黄罗斌先分到

陕北省军事部工作，后调任定（边）榆（林）横

（山）游击司令。出狱后的陕甘苏区干部大

都辛勤为党工作着，也有一些同志对肃反遭

到的迫害有怨气，要求继续处理那些制造错

案的人。刘志丹从大局出发，耐心做这些人

的思想工作：“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

主席会分清是非，做出正确的结论。”在向部

队讲话时，他强调指出：“革命利益高于一

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的领

导，听从中央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要加

强团结。”

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

保护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的好干

部，保护了陕甘根据地和陕甘红军。习仲勋

后来说：“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

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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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绮云与延安的第一台印刷机
□ 张法民

宋绮云，新中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父

亲。原名宋元培，字复真。1904年出生于江苏省邳县八

路乡(今邳州市八路镇)杲堂村。1929年8月，宋绮云来到

北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旁听生。同年12月去国民党

杨虎城部队，任《宛南日报》主编。1930年 11月，随杨虎

城去西安，任《西安日报》编辑主任。1931年，任《西北文

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 10月，中共西北特支

建立，宋绮云为特支委员，兼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宣传部副部长，做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1939年 11月，

组织上又派宋绮云到晋西南中条山第四集团军总部，他

的公开身份是总部的少将高参，被任命为总部干训班副

教育长兼政治教官，后又被委任为总部干训班国民党的

特别党部书记长。

1937年初，周恩来、叶剑英等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

事变的任务。在将要离开西安的时候，宋绮云去看望周

恩来，临走前，周恩来希望他们在西安搞到一套印刷设

备。原来，中央来到陕北后，印刷条件很差，文件只能靠

刻写蜡纸油印，费时费工还不清楚，石印也不方便。过去

对需要铅印的文件，不得不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来西安

印刷，印后运输更困难。宋绮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这个

任务。

宋绮云回到报社后，找来邵幼和、曹冷泉、杨宾青商

量，《西北文化日报》社的设备是属于西安行营和17路军

的，送党中央不妥。《西北画报》的全套印刷设备是报社私

人集资购买的，因此决定将其包括对开机、铅字、铜模、照

相器材等送给延安。

这套印刷设备，是由宋绮云发动报社职工自筹经费

让曹冷泉、郭子刚到上海买来的，准备作为《西北文化日

报》一旦被封时的备用机。股东们听说要将它送往延安，

无不表示拥护。

为了把这套印刷机器顺利的运到延安，宋绮云找来

郭子刚商量，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对报社其他人宣布，

为避日机轰炸，将机器运往西安以北的三原县。第二步，

再从三原县设法运到延安。

这时的西安，已经和 1个月前的西安大不相同。国

民党的有关机关也在恢复，白色恐怖的阴影已经笼罩着

西安古城。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宋绮云，当然更为清楚，他

们的报社对门是西安军警督察队，西邻是国民党的《西京

日报》社，东面是国民党党部设立的刺探《西北文化日报》

动静的饭馆，三面监视，出路只有报社最后面编辑部东边

的一处民宅。要把机器运出去，首先就得设法得到住户

的配合。

他问郭子刚:“那个住户怎么样？可能会有什么麻

烦？”

郭子刚考虑了一下说:“我看没有问题，过去我曾经

在他家住过，关系亦好，人也正直，这事由我去说。”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绮云就与红军驻云阳办事处

主任彭嘉伦取得联系。根据约定时间，彭嘉伦派人开车

至西安盐店街等候。

1937年 1月 30日晚上，宋绮云派印刷组长杨勇喜负

责拆卸印刷机，由郭子刚带领姬景光、王复元、肖立章、郭

日高、何爱祥等有一定觉悟的工人翻墙过去，先将两副半

铅字一盘一盘的端出来，递到墙头外面，待印刷机卸完之

后，再从墙头搬出来，经过广济街巷子再把它运到盐店

街。雨天路滑，工人们满身污泥，一直搬运了几个小时，

完成了装车任务。延安来的同志对报社工人的支持甚为

感激。

宋绮云考虑到光有印刷机还不行，为了尽快使机器

投入工作，他动员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优秀的党志英(原
名党应孝)、唐永谦、胡文伯、李广元、刘清玉和工作人员

李蔚然、姜尽如、张桂华一同前往，并委托李蔚然带队，随

印刷机同到三原。

印刷机器运到三原后，安放在城隍庙街一处房子

里。试机排印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一书。到了 3月，

才又将机器运往延安，安放在东关外万佛洞《解放日报》

社。此时，周恩来已从西安回到延安，他把印刷设备的

事，告之有关人员。财政部长林伯渠、《解放日报》社社长

祝志澄等前来欢迎同车到达的 16位技术人员。从此，

《解放日报》由石印改为铅印，每日出版对开一大张。中

央首长十分重视，毛主席、周恩来、博古、丁玲及吴亮平等

经常到报社检查工作，周恩来还赞扬宋绮云想得周到，不

仅送来了机器，还送来了技术人员，并告诉有关部门，派

人到西安去购买大米白面，每人每月发工资 30块银元。

这种待遇，在延安各单位是极少的。

延安有了印刷机，大大改变了中央机关印刷落后的

局面，也改善了中央对外宣传的条件。

由于宋绮云在“西安事变”和以后的历次革命活动

中，出头露面较多，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仇视和注视。

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宋绮云在 1941年 4月，离开西安，

将全家从西安市冰窖巷搬到郊外蒲阳村。1941年 9月，

宋绮云在总部突然接到“家中有急事速回”的电报。9月

8日，宋绮云回到蒲阳村，才知道家中并未发电报，顿时

想到这是特务机关施展的诱捕阴谋，宋绮云正在委托家

事时，3个工人服装的特务闯进宋家。他们诡称:“乡政府

找宋绮云先生谈话，请他去一趟。”宋绮云知道事态严重，

找借口拖延时间，等徐林侠从邻居家回来。在敌人的监

督和催促下，有话不能谈，只是彼此交换了都能了解的目

光，暗示徐林侠，他被捕了。两个月后的一天，国民党特

务又设骗局，诱捕了徐林侠和幼子宋振中。

宋绮云被捕后，开始关押在西安大雁塔(胡宗南司令

部内)。随后又转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

洞”、贵州“息烽集中营”和贵阳“麒麟洞”监狱。狱中 8
年，宋绮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狱中难友，保持革命

气节，并时刻不忘党交给的统战工作。在狱中，宋绮云始

终不屈不挠，和敌人展开斗争。1949 年 9 月 6 日，宋绮

云、徐林侠和幼子宋振中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

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警卫室。

1949年 11月 29日，重庆解放。第二天，西南军事委

员会查找到了烈士的遗体，为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举行

了追悼大会。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等西南党政军主要

负责人和各界人士 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党中央

专门发了唁电，深切地悼念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陕西

省人民政府为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烈士在西安南郊风

景秀丽的韦曲少陵杜公祠，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供人

们瞻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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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10月，中共中央派

蔡和森赴莫斯科出任驻共产国

际代表，他与夫人向警予抵达

莫斯科后，受到中国共产党旅

居莫斯科支部（以下简称“旅莫

支部”）的热烈欢迎。

“旅莫支部”1923年 4月在

莫斯科东方大学建立时有党员

23 人，罗亦农任支部书记，党

员们除学习东方大学的课程

外，要每周聚会两次，研讨马克

思主义理论，探索中国的未来

和革命斗争方法等。

蔡和森与毛泽东是湖南第

一师范的同学，两人曾共同组

建“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

论》。他曾与李大钊、张太雷等

人一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组织反抗封建统治活动。在法

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多次致信

毛泽东、陈独秀等人，提出“只

有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才能

消灭剥削压迫，拯救中国，改造

世界”，他 1921 年底回国后入

党，负责舆论宣传等工作，熟知

党的发展历程，方针路线等。

在东方大学餐厅举办的欢

迎晚宴上，罗亦农恳请蔡和森

为“旅莫支部”做一次关于党的

历史与发展、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满足同志们因旅居国外，

极需丰富党史知识和了解党的发展壮大、斗争情况等。

蔡和森应允邀请后，连续几个无眠之夜，拟定了报告大

纲，从1926年底开始，为“旅莫支部”全体党员作报告，他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讲到1921年的南湖红船；从“五·

四”运动爆发讲到领导工农、学生运动；从党的“二大”“三

大”“四大”讲到党的责任使命、发展方向……

每次报告过后，向警予都把记录重新誊写,待全部讲

完，已整理出厚厚一摞，夫妇二人又几经删修、充实，最后完

稿5万余字，定名《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以下简称

“党史发展”），在莫斯科油印成册，发给“旅莫支部”党员人

手一册，后被带回国内，开始在党内流传，从那时至今，被公

认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

“党史发展”开宗明义地讲道：“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如

何？只研究俄国党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我党虽成立不过

几年，但已有了很多复杂的事实，值得我们研究。要做一个

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必

须深刻地知道党的历史。”同时也指出：“研究党史不是只研

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

和政策。”

蔡和森的“党史发展”评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单单就史说史，以事论事，而是

将党史放置在全中国的大框架上考量、论证，他首次提出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等论断，充分肯定了“党引导无产阶级由经济罢工直到政治

斗争”“领导一般群众进行民族斗争”的功绩，全面总结了中

国共产党在唤起大众觉醒，领导人民运动、建立联合战线，

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引领党的正确导向，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出重要作用，也为党史学的实际应

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今天学习、研究党史具有无可替代的

借鉴、指导意义。

珍 赏 温润奇绝的清代梅花玉茶盏
□ 卜庆萍

我收藏的清代梅花玉茶盏，高 7.2厘米，宽 6.5厘

米。下有底盘，上有圆盖。整个盏面，黛青的底色上布

满了绛紫色连枝梅花。其天然的梅，疏影浓淡相宜，清

逸飘洒自如，一幅上天赐予的美奂佳图，可谓天功神

奇，轻撇一眼便会乐淘其中，舒心而开怀。说起材质和

质地，更是精巧难寻。很多人都是知道和田玉、岫玉和

独山玉，这非脂非翡的梅花玉，便稀少而奇绝了，温润

滑腻的清代梅花玉茶盏，自然成为稀珍之物。

据文献记载，早在商周时期梅花玉就已经被开采

利用，汉光帝时期盛极一时，后因战乱被封埋。直到上

世纪九十年代，在河南汝阳重新被发现，梅花玉得以重

放异彩。

梅花玉又叫汝阳玉，产自我国河南洛阳汝阳县上

店镇，为我国特有的玉石品种。史载汝州有三宝：汝

石、汝瓷、汝帖。汝石又称汝州玉或梅花玉，梅花玉因

其独特的个性，当属玉之精品。

梅花玉是我国奇特的玉种，一种美丽的观赏玉

石。其底色多为黛青，也有褐红色、灰绿色。通体分布

柳绿、鹅黄、褐红、梨白、绛紫、孔雀蓝、竹叶青等十余种

色彩构成的梅花图案，故称梅花玉。其细腻温润，光泽

明亮，半透明或不透明。天然花纹，如烟如霞，晶莹剔

透，斑驳绚丽。有的梅丛中还隐约可见鱼、虫、蜂、蝶、

鸟、兽等物象，可谓诗情画意，奇巧多姿。

梅花玉实际上是一种杏仁状构造的安山岩，由火

山喷流出的岩浆冷凝而成。由于岩浆中压力的骤然降

低，岩浆在冷凝过程中，包含在岩浆中的大量挥发性气

体逸出后，形成了许多奇特形状的气孔。这些气孔被

多种矿物质所充填，就形成了杏仁状构造。矿物质主

要是石英、长石，还有绿帘石、绿泥石、方解石等。这些

矿物质还会沿岩石中的裂隙充填而形成细脉，穿插于

玉石之中，或绕过杏仁体，或切过杏仁体，这些细脉把

多色的杏仁体连接起来，酷似腊月的梅花，梅花玉由此

形成。

梅花玉是一种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玉，它不含任何

对人体有害物质，含有铁、钠、钙等 48种对人类有益的

微量元素。长期佩戴其开发的多种产品，可以滋养身

体，对人体起到一定保健作用，因而广泛受到人们喜

爱。

春秋时期盘踞于正宁境内的小国春秋时期盘踞于正宁境内的小国———罗国—罗国
□ 师正伟

罗国是夏商时代芈部落穴熊的一个分支，和荆

楚同祖。大约在殷高宗武丁时，芈族系诸部落遭到

殷的征伐，罗便随楚由罗山（河南罗山县）迁避到甘

肃正宁境内。以后又被周王朝讨伐，随楚国迁于湖

北房县和宜城。到了春秋初期，被楚所灭，其遗民迁

于枝江，后来又被迁至湖南汨罗。

罗，是祝融氏吴回之后，也是荆楚的一个先祖芈

姓首领穴熊的支裔，所以也姓熊，与楚国之后改姓

熊，属于同姓同祖。秦嘉谟所补辑的《世本》云：“罗

氏，本自颛顼，末胤受封于罗，国为楚所灭，子孙以为

氏。”（注：“案《秘笈新书》引《姓纂》，以罗为祝融

氏。”）《姓苑》也说是“祝融氏之后”。《姓氏急就篇》则

就“罗氏，颛顼后。”《通志·氏族略》：“罗氏，子爵，熊

姓，一曰祝融之后。”本来祝融是颛顼之后，更说明罗

系颛顼系祝融氏吴回的后裔，和荆楚同一祖系。

到了商代吕，殷高宗武丁等历代君王，大肆征伐

属于夏朝的残余势力——荆楚，罗是荆楚的分支，自

然也遭到同样的打击，便随着荆楚部族躲避而西

迁。当荆楚迁到今陕西渭水域的荆山、楚水叶，罗人

也迁到楚北面罗山、罗水，即今甘肃正宁县东20里的

罗山。《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载：“（正宁）县东二

十里有罗山。《寰宇记》：罗川水出罗山下，隋以此名

县。”《清一统志》卷二百三载：“罗山，在正宁县东二

十里。”又载：“罗水，在正宁县南，西南流入宁州界。

《元和志》：隋，罗川县，以县南罗水为名。”白眉初《秦

陇羌蜀四省志》载：“罗水出子午岭，西流至峡西县会

泾水。”罗山，系子午岭西来的一条山脉，正位于陕、

甘界上。子午岭之北有直罗川。由于罗人迁居于

此，这里的山和水都以罗为名，罗川之上还有叫罗川

务的地名。后来，隋朝便因罗川之名，建为罗川县。

这个罗山、罗水，正靠近周部落的祖先庆节居住的邠

地的北邻，他们都属于夏族的体系，共同联合以抵抗

商人。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十巫中有巫罗，当

系罗国的首领，又是巫师，与巫彭相近，巫彭亦在西

方，今彭水（甘肃庆阳南古彭阳县）一带。到了周武

王灭商时，才封罗为子爵，正式成为周的属国罗子

国。

到了春秋初期，正值楚武王国势强盛，楚向汉水

以东和以北发展势力，罗国首当其冲，便遭楚国不断

的侵凌。《左传·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楚国派

兵征伐绞国，“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注：罗

国在宜城西山中。)次年春，楚屈瑕伐罗，……（师

行）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

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这次罗、卢两国

乘楚以大国自骄，座痹无备，夹击楚军，把楚国打得

大败，主帅自缢，其余将帅被俘，使楚国损失惨重，可

见当时罗国的势力还很强大。但因楚毕竟是个大

国，“其后，楚复伐罗，并其国，子孙以为氏。”罗国被

楚所灭，时间约在公元前 690年，楚武王伐随之前。

否则，楚国决不能越过罗国去攻打随国，也不能越罗

国去攻打随国，也不能越罗国去攻打邓国。所以，楚

灭亡了罗国之后，完全控制了汉水交通要道，为吞并

汉东诸姬和北向中原，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对于罗国的灭亡原因，据富辰谏周襄王说：“昔

鄢之亡也由仲任，……罗则季姬，……是皆外利离亲

者也。”（注：季姬，姬氏女，为罗夫人而亡其国

也。……外利，行满腔热情僻求利于外，不能亲亲以

亡其国也。）“这个季姬，很可能是汉东诸姬国君的女

儿，与罗联婚含有共同抵抗强楚的目的。至于把罗

的亡国原因，归咎于季姬这个妇人，未免过分。但罗

子胜楚而骄，发展为骄奢满腔热情佚，不能团结群

众，却是亡国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