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丝绸之路，是贯通中西方的重要商路，在千里河西走廊中段的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境内，有一处始建于汉代并延续使用至唐代的

古城遗址——骆驼城。

骆驼城遗址外貌呈长方形，东西长 425米，南北长 704米。现存

遗迹有城墙、马面、瓮城、腰墩、角墩、古井、夯土台基等。遗址轮廓清

晰、结构完整。古城四角都有角墩，其中东南、西南角墩基本完整，而

西北、东北角墩由于洪水冲刷，早已坍塌。古城分为南、北两城，两城

中间由腰墙隔开。南北两城的东、西墙外约10米处各有墩台。南城

有三门，其中东西两门相对，皆设瓮城。南城城内有一眼深 10米的

古井。两城现存墙垣总长 1933米。城内地表遗存有汉、唐时代的

砖、瓦、陶片，北城内有建筑遗迹 9处。城内地表散见焦兽骨、灰陶

片，出土过汉五铢钱币、陶纺轮、唐代铜器和铁器等。

遗址规模十分庞大，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唐古代文

化和军事遗址。从整体上看有城墙、城门、外廊，宫城，皇城，城里城

外的敌台等各方面设施都应有尽有保存完好，在历经几千年的时间

依旧屹立不倒，充分展示了古人在军事工程上施工严谨，设计高超，

及古代人们的聪明智慧。

昔日的骆驼城，也是一座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西晋灭亡后，

割据河西的前凉张寔政权在骆驼城故址建郡，并以东晋王朝都“建

康”来命名，这是骆驼城的起点，公元376年前凉被前秦符坚所灭，建

康郡首次易主。淝水之战后前秦很快分崩离析，其大将吕光乘机占

领河西拥兵自立，并于公元389年建立后凉，委任参军段业为建康太

守。第二年，因吕光滥杀无辜，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拥立段业为主，以

建康郡为根据地纠集各部族起兵反吕，四年后占领张掖建立北凉，使

骆驼城成为北凉政权的发祥地。沮渠蒙逊自段业自称凉王后，为与

西凉李暠争霸，于公元 405年增筑了建康郡城。在历经北魏、北周

250年后至隋代被撤销建置降称福禄县。

唐朝证圣元年（695年），大将王孝杰在此军事重地建立建康军，

使其成为当时甘州和肃州之间的一座军事重镇，后来在唐大历元年

的时候建康军在与吐蕃的战争中被攻陷，随后城池就被荒废，成为牧

人晚上休息的地方，被当作有名的骆驼圈，故此骆驼城才重新被人们

所认知。

据考证骆驼城是毁于大火，如今在骆驼城遗址还能看到千年以

前的战场痕迹，当地的文献中也记载着唐朝的一些战事。明代诗人

沈青崖过此地时留诗：“榆木山前古建康，南郭风景绘屯庄。两行高

柳沙汀暗，一派平湖水稻香。紫燕泥穿曲巷，白鸥冲雨过横塘。当年

画舸中流处，谈笑行兵寄羽觞”。这首诗道出了古城当时人丁兴旺、

水清树茂、阡陌纵横的田野秀色，其中美意，令人遐想。

而今，风沙将历史的繁盛夷为平地，只有枯草、沙石和打着旋儿

的罡风与这座空城相伴，昔日那个驼铃叮当、角鼓铿锵、车水马龙、商

贾云集的骆驼城永远地留在了历史深处。

蔡畅蔡畅：：陇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陇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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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2 月，陈独秀受反动军阀

政府迫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李大钊

雇了辆马车，一直送他到天津。二人

一路商谈，决定分头组建中国共产党

（早期组织），被党史称“南陈北李，相

约建党”。

同年 6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成立

了“共产主义小组”（以下简称“小

组”），经数月的运作，“小组”认为，须

建立一个舆论阵地，加大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力度；拓展宣传无产阶级政党

性质、宗旨和政治主张的渠道；为全国

各地建立党组织提供理论支持和具体

方法；指导各领域开展革命活动等，

“小组”经反复磋商，决定创办《共产

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

办刊工作千头万绪，但最主要的

是稿件质量，李达除了亲自动笔，还邀

请陈独秀、沈雁冰、李汉俊、杨明斋、沈

泽民等“小组”成员和进步人士撰稿，

经 2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李达在夫人王

会悟的协助下，完成了《共产党》创刊

号的文稿编撰、审校和目录排序工作。

当时，陈独秀也在主办一份以开

启民众觉悟、转变国民观念、提升素质

为宗旨进步刊物《新青年》，在北京、上

海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中颇

具影响。为了给《共产党》月刊扬名造

势，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出了创刊号

目录，即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人

们纷纷询问《共产党》月刊何时出版、

怎样订阅？

1920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创办的第一份党刊：16开本，共

50页的《共产党》月刊出版，陈独秀在

创刊词《短言》中写道：“跟着俄国共产

党……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

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地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

目标。

《共产党》月刊与《新青年》杂志同

步发行，最高印数多达每期 5000份，同

时还寄往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

等地的读者，逐渐成为“小组”联系各

地共产主义者和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媒

介。

《共产党》从创刊到 1921年停刊共

出版 6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导向，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注重

对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深入研究，理

据充分地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才能救中国，刊载了大量诸如《我们

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我们要怎么样

干社会革命》《上海劳动界的趋势》《共

产党同他的组织》等文章，主张无产阶

级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才

是未来中国的根本出路。同时还配合

建党工作，围绕“为什么建党”“建什么

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宣传、解读，让共产主义者和

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质、

组织原则、机构等有了更加明确的认

识和了解。

《共产党》月刊邮发到各地，也得

到了高度认同和赞誉：李大钊向北京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进步学生

发布《通告》，要求必读《共产党》月刊；

毛泽东在长沙把《共产党》月刊发表的

《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

文章荐给《大公报》转载，他还在写给

蔡和森的信中说：“出版物一层，上海

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

‘旗帜鲜明’四字。”

当时，上海白色恐怖肆虐，《共产

党》月刊和编撰人员随时会被反动当

局罗列“过激言论”“过激分子”等“罪

名”封扣、查禁，拘押、坐牢，如第 3 期

刊载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第一页

却开了“天窗”，白纸上印着“此面被上

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足见当时办刊的

处境危艰，充满风险。

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革命志士办

刊的信念和决心。他们在奋斗中坚持

真理、恪守理想、不怕牺牲，发扬对党

忠诚、不负使命的大无畏精神，用铿锵

的文字在中国勾绘出第一面共产主义

旗帜，第一次“喊”出“共产党万岁”“社

会主义万岁”的口号，为中国共产党的

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蔡畅，湖南省双峰县人。1923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 1月当选为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0 月

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 年 10 月，红

军长征到达陕北，蔡畅任中央陕甘宁省

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1936 年 6 月，随

陕甘宁省委机关由吴起镇迁至环县河连

湾，兼管妇女工作，开启了陇东妇女解放

运动的先河。

当时环县刚刚解放，一些区、乡政权

才逐步建立，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束

缚，加上国民党政府和土匪的破坏，妇女

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面对这种现

状，蔡畅领导妇女干部坚决执行共产党

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帮助群众解决

具体困难，和群众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和

群众交朋友。

当地群众烧饭时卫生条件很差，蔡

畅也从不嫌弃，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蔡畅

待人热诚，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那时

党的经费紧张、生活困难，她就把自己在

长征中攒下的黑白糖拿出来分给同志们

吃。大家都亲切地称她蔡大姐。在蔡畅

的带动和关心下，环县、曲子解放区的妇

女放足、剪发、反对买卖婚姻、积极支前

等工作得到顺利开展。

1936 年 12 月，陕甘宁省委支前工作

团分赴庆阳、驿马关、合水、镇原、三岔等

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蔡畅任团长，住庆

阳县城。庆阳县城原有一所女子小学，

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上学的学生很

少，而且课程内容陈旧。

红军教导师到达庆阳后，国民党派

来的教师外逃，这所女校停办。蔡畅到

庆阳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女干部黄友

群、何桂英、王英强到女小任教，并指定

了校长。在蔡畅的积极支持下，这所女

校于 1937年 2月重新开学。

由于封建落后思想根深蒂固，许多

群众不让自己的女子上学，当时在校学

生只有十来个人。蔡畅了解到女校学生

少的原因，就让女校老师由庆城女学生

赵兰香、边兰英带领，到群众家里做说服

教育工作。有一位姓张的群众，听见女

教师来了便关上门，站在门内对女教师

说：“你们回去吧。我们女子不愿上学，

说也白搭。”做思想工作的女教师吃了闭

门羹，有些灰心。蔡畅便鼓励她说：“封

建思想对妇女的束缚是根深蒂固的，群

众思想不通，我们应该热情地、深入细致

地做好思想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三番

五次地上门做工作，思想工作总会做通

的。”女教师按照蔡畅的话去做，终于感

动了那位家长，他亲自把女儿送到了学

校。经过不懈努力，到年底，这所女校由

开学时的十来个女生发展到 40个。蔡畅

还十分关心女校学生的政治学习和身心

健康，把原来的课程改为进步的语文、算

术等，还增设政治课和文体活动，对学生

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和抗日救国的

教育。

蔡畅号召女校学生不准缠脚，在学

生中还成立了小组，号召妇女放开缠足

布，不再缠足，并斥责缠足是一种恶俗。

女校学生首先放足，有个叫田葡萄的女

生，在学校放了脚，回家被父母打，认为

“女人缠脚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强行

将女儿的脚缠住。于是学校去田家做宣

传工作，终于使其父母同意放开女儿的

脚。此后女校的学生再没有一个缠脚。

1937年 2月，中共庆阳县工作委员会

成立（对外称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
蔡畅任书记。在一次县工委会上，蔡畅

心情沉重地念了当地一首民谣:“人人都

说庆阳好，我说庆阳是狱牢，女人眼泪流

成河，何日出头把人做。”接着她讲了当

地封建思想“禁锢”妇女的十条表现，使

与会同志深受感动。在她的倡导下，庆

阳成立了贫民会、青年会和妇救会，并组

织了识字班、夜校、剪脚布小组等，为庆

阳妇女解放创造条件。每逢开大会，她

总要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动员妇女积

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众运动。她还组织红

军战士深入到户，宣传发动妇女参政。

为了更好地做好妇女工作，她找到当地

一个有威望的中年妇女樊月亭，让她带

领妇救会干部到各家各户，以自己积极

参加社会活动的事实向群众现身说法，

给广大妇女作榜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宣

传，不少妇女开始觉醒，纷纷走到十字街

口，跟红军战士一起在街上刷标语搞宣

传。

1937 年 3 月 8 日，庆阳县第一次举行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全城

妇女以及教导师的女战士共 2000 多人参

加了大会，会上蔡畅讲了“三·八”妇女节

的来历，并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打破枷

锁，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积极投身到抗

日救国民众运动中去。她动员广大妇女

上夜校、到识字班去学习文化；反对买卖

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特别强调禁止给女

孩子缠脚。在蔡畅的倡导下，陇东广大

妇女走出家门，纷纷参加社会活动，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陇东，买卖包办婚姻是造成妇女

痛苦的一大恶俗。对此，蔡畅组织妇救

会宣传婚姻自主来摆脱包办买卖婚姻的

桎梏。庆阳女高校结业的樊惠兰，从小

被父母许给一户贾姓人家。她上延安师

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庆阳参加革命工作，

与三八五旅七七○团团长张才千相爱，

遭到父母反对，无法摆脱“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的束缚。蔡畅大力支持樊惠兰

婚姻自主的要求，说服其父母退还贾家

的彩礼，让她自由恋爱，并到三八五旅医

院工作。蔡畅的宣传和指导，使陇东妇

女对自由婚姻有了很深的认识，尤其是

一些小时候由父母包办订婚的青年妇

女，大胆地解除婚约，嫁给自己心仪的人

选。

蔡畅领导的陇东妇女解放运动，不

但提高了陇东妇女的社会地位，而且唤

醒了她们的政治觉悟，点燃了她们的革

命热情，为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打下坚实的基础，陇东妇女不仅成为支

援前线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成为从

事生产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1943 年 12 月 24 日《解放日报》报道：

新宁县纺织模范周三女 8 个月织布 52
匹，在今春的群众大会上荣获奖励后，劳

动更加积极了。她给别人织布，别人给

她变工锄草，揭地还工。在纺织上还教

会了齐德玉夫妇等 4 人织布。周三女不

但织布，还种庄稼，每日她能锄一亩半包

谷地的草……陇东妇女真正发挥了半边

天的作用，其中也涌现出不少女劳动模

范。

1937 年 4 月，蔡畅离开庆阳，其间在

陇东生活战斗了 10 个多月，为陇东妇女

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

时间短暂，但她卓越的才华、高尚的品

德、扎实的作风，以及她关心广大妇女疾

苦，提倡和支持妇女解放的革命精神，给

陇东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赵树理是现代著名作家，他一生都在用心用情地书写农民，

以其真挚朴实的文笔，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深得广大人民

群众的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一次，在与工作人员聊天时，那名年轻人一个劲地称

赞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写得精彩。赵树理听

后，便与他谈起了自己的写作宗旨。他说，由于自己常年生活

在农村，熟悉那里的生活，对农民有感情，所以，一提起笔，就总

想写点既合乎老百姓口味，又对他们有所帮助的作品。接着，

赵树理对自己的农村题材写作，也做了自我评析，他说：“我做

得还很不够，我的才能还不高。”

赵树理一生与农村结缘，与农民结缘，这使他的农村题材写

作，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由于常年扎根在乡间

大地，与广大农民群众结对子、交朋友，这为他的文学创作，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

《李有才板话》中的许多语言，就取自于农村说书唱戏中的

桥段，那些幽默风趣、朗朗上口的快板词，句句说进了农民群众

的心里，没有对民间文艺的深厚了解，是写不出这些鲜活的群

众语言的。

值得一提的是，赵树理不仅热情歌颂农民的真诚和朴实，他

还会在工作余暇，手打节拍，唱起上党鼓书和上党梆子，既作为

生活调剂，又彰显出他一心为农民代言的心灵追求。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赵树理在文学上的突出贡献，为他赢

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当时作品发行量和稿酬最多的作家之

一。对于这些“巨款”，赵树理除了留下一些必要的生活开支

外，其余全部用于捐助农村建设和缴纳党费。生活当中，他衣

着朴素，依然保持着俭朴的良好作风，农民朋友平常吃什么，他

就吃什么，从不挑肥拣瘦。

有一次，赵树理因工作生活需要，想买一块手表，到商店一

问价格，觉得有些贵，最后，他到旧货摊淘到一块旧表，当即喜

滋滋地买了下来。只是那表要经常调时间、紧发条，对此，赵树

理已很知足。他说，能用就行，有些农民兄弟没有表，不一样过

得开开心心，知足才能常乐。

当年，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创作完成后，赵树理婉言谢

绝了好几家大出版社，坚持把稿子送到一家规模较小的通俗

文艺出版社。有些人不解，大出版社不仅影响大，而且开的稿

费也高，希望他能改弦更张，但赵树理却偏偏不为所动。他语

重心长地说：“据我了解，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

的，至于稿酬高低，那无所谓，我倒是希望给我的稿酬再低一

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的便宜

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

赵树理就是这样，时刻以谦逊的情怀，与人民群众众保持

着血肉联系，以谦逊的品格，用他饱含深情的笔墨，倾心为农

民发声代言，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已然耸立起了一块熠熠的

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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