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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美国自由勋

章。它本该在抗战胜利时即佩戴在它的主人

——中国工程师李温平（1912—2010）的胸前，

以昭示他抗战期间为修建“直捣东京”的“史迪

威公路”所创立的卓越功勋。然而，过去几十年

中，它一直躺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柜子里，直到

1984年，方物归原主。

筑路之梦

李温平中学毕业，抱着筑路强国的志向，考

取唐山交通大学，专攻土木工程。1935年2月，

李温平进入美国本薛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随后转入密希根大学攻运输工程博士学位。短

短一年多，他即连续读完了硕士博士课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李温平再也无

法平静地读书。“我要马上回国!”他提出了请

求。校方及指导教师理解这位看似温良平和，

性格却十分倔强的东方青年，破例准许他提前

结业，还允许他在国内补写博士论文。

李温平回到了祖国。这时，抗战重心开始

向西南转移，这一地区急需开辟新的运输线。

李温平立即投入到川滇东路、川中公路和东西

公路的修筑工程中。

铺设生命线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

时期。国内重工业基地相继沦陷，海岸线几乎

全被日军封锁，国外援助的枪炮、弹药、汽油等

不可缺少的作战物资，仅靠新建成的滇缅公路

这唯一的国际交通要道运进来。

滇缅公路穿过险峻的怒山、高黎贡山等横

断山脉系，跨越怒江、澜沧江、漾鼻江，路线复

杂，又系碎石路面，雨季不能通车，1941年秋，

它已不能承担繁重的军民物资的运送任务，必

须加铺沥青路面。

李温平就在这时调任滇缅公路局保山、下

关工程段段长兼美籍总工程师助理，参加了我

国第一段沥青路面的铺设工程。

深秋的滇西，阴雨霏霏。昆明至下关的公

路上，李温平身着破旧工作服，顶着雨，一手提

着一只沉重的洋油桶，让桶中的沥青透过桶壁

上部的小孔均匀地洒在路面上。一群铺路工人

跟着他，很快便掌握了他发明的这种铺路的土

办法。

沥青路迅速向西延伸，一些重要路段相继

被黑色覆盖。过去每天只能过300辆汽车的土

路，铺上沥青后，一天可过2000辆；畹町至昆明

的路程，过去要走一个多星期，现在只需要三、

四天。1941年，共有13万多吨军用物资由这里

运往抗日前线。

1942年4月，盟军在缅甸战场失利，退守印

度，日军很快逼近中缅边境。为阻止日军东进，

守卫滇西的宋希濂部奉命炸断滇湎公路的惠通

桥。从此，沥青来源断绝，李温平率领的工程队

只得停工。5月2日这天，李温平正在一间破庙

改建的办公室内翻阅工程图纸，忽然一队轰炸

机呼啸而来,冲着街上的人群及房舍扔出一串

炸弹。

此刻，李温平的妻子蒋佩贻正在不远处的

一个院子里，年方 3岁及 5岁的两个女儿，被巨

大的炸弹声吓得哇哇大哭。李温平哪里顾得上

妻儿的安全。他从地上爬起来，冲进后院，20
多台筑路机械已被吞没。李温平唤来幸存的

人，把机械转移到安全地带。

“史迪威公路”的奇迹

1942年10月，为了在中缅战场上对日军反

攻的需要，美军开始修筑印度列多经缅甸密支

那至中国边境的公路。滇缅公路工务局也在保

山成立了“保密公路第一工程处”，配合美军上

校薛德乐率领的工兵团，负责由东向西打通保

山至密支那公路的国内段。李温平担任了工程

处副处长。

李温平在现场，只见遍地是泛着黑泡的泥

浆，筑路机械与工具在上面无法施展。他立即

与薛德乐上校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同研究，

想出了一种“沉筏换土”的方法，将这一段路修

成。公路接近国界 37号桩，眼看就要完工，却

被一座高10米、宽30米的峭壁拦腰挡住。李温

平与中方工程人员一起，仔细分析石层纹理，钻

孔爆破，终于斩断石壁。

1945年 1月 19日，保密公路通车。仅用两

个多月时间，即打通300公里长的复杂路段，由

云南昆明，经缅甸密支那，至印度列多，1568公

里的军事公路宣告全线接通。通车这天，在公

路衔接处的国界37号桩附近，人们竖起一块木

牌，上面书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直捣东京!”
就是这条被人称为“史迪威公路”的军事供

给线，从1945年1月至8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共

承运了5万余吨援华物资，有大约1万余辆次载

重汽车由此驶入我国。这些物资对于中国抗日

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李温平率领中国第一支机

械筑路队伍加入社会主义建设行列时，他的新

起点又是渑池，即15年前他开始实现自己梦想

的地方。他带领的施工队改名为铁道兵第一机

筑总队，负责修复遭受战火破坏的陇海铁路。

由渑池起步，李温平带着工程人员起早贪黑，修

复了18座桥梁，4座涵洞，几个月便将火车接到

了天水。这是全国唯一的机械筑路队伍。由

此，李温平的机械筑路经验受到各方面重视。

部队希望他继续率队修通至新疆的铁路，新成

立的交通部中国建筑总公司要调他进京就职。

尽管部队扣住了北京催调的电报，可最后周总

理亲自发的一份电报，还是促成了李温平迅即

北上。

1956年，李温平被评为国家二级工程师，

月薪定为267元。

困厄见真心

1957 年底，李温平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

“右派”的帽子，遣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改

造。直到几十年后，他才知道，当年只因他与作

为上级的章伯钧有过工作来往，竟受到株连。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风暴，将李温平又遣送到

太原水泥厂工地劳动。1967年，水泥厂石料场

准备进行一次爆破，可是，石料场前方有一排

3.3万伏的高压线，爆破稍有差池，便会毁坏线

路，造成严重事故。李温平帮助厂里设计了一

种“斜向爆破”，使7万石方斜着抛入崖沟，高压

线纹丝未动，这是我国最早的“定向爆破”之一。

1972年，福建永安水泥厂矿山爆破剥离，1
吨炸药引爆后，飞石对附近村民家造成严重

毁坏。待水泥厂又在峒室中装进24吨炸药，准

备进行第二次爆破时，四周农民竟阻止工程继

续进行。一封急电传至国家建委，要求建委派

专家解决技术难题，以打破僵局。正在唐山劳

动的李温平，奉命即刻乘车南下，赶往现场。李

温平勘测完现场，果断地决定另增加一个药室，

并精确地计算出两室引爆的毫秒差。照他的设

计，水泥厂再次填药爆破，再没有一块石头砸到

老百姓的房屋上。

黄昏的奉献

1979年，李温平担任了国家建材局总工程

师，随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

中央委员。

这年年底，牡丹江电厂修建一座高 20米、

长 350 米的大坝，准备采用定向爆破新技术。

爆破现场，两边的山坡角仅在 30度左右，谷宽

250 米，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定向爆破的“禁

区”。李温平经过反复测算，大胆建议采用大

抵抗线，延长药室，并提出了毫秒差弹道抛掷

堆积法的定向爆破施工方案，还建议先做试验

性爆破。

11月 3日，1000多吨条形炸药包整齐地堆

放在药室中，11 时整，三颗信号弹骤然升空，

随之一声巨响，爆破成功。

1985年，李温平与杨纪珂教授一同赴美，

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及 UB 基金会洽谈在大陆

合资办学。经他们的努力，由上述美方基金会

出资，1985年至 1987年，先后有 11位美国著名

的科学家来华讲学。

出国期间，李温平发现，国外大学兴办科

学工业园区，使大量新技术得到开发应用。回

国后，他利用国内外的广泛联系，联络了高等

院校科技开发中心、国家建材局及所属的武汉

工业大学、大连海运学院、中科院软件试验室

等单位，由他推动，有关单位就合作开发新技

术与新产品达成了协议。

1986 年 8月，74 岁的李温平离休了，他的

心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自己的事业。他的妻子

常常对着客人说自己的老伴：“离休前单位里

有他的办公室，现在，他的办公室挪到家里来

了。”

1989 年 10 月 8 日，李温平荣登人民大会

堂，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上接过了金光灿灿的

“老有所为精英奖。”“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

不能闲着。”每当亲友劝他注意休息保重，他总

是这么温和地回答。1993年，国务院又为他颁

发“有特殊贡献”证书，并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2010年 5月 19日，李温平在北京逝世。

孙玉清，又名孙宝善，1909
年 3月生于湖北黄安县（今湖北

红安县）詹店镇孙家湾,小时候

在家乡读过近 6 年私塾。参加

红军后，他转战鄂豫皖、威震川

陕甘、血战河西走廊，因作战勇

敢、指挥出色、战功卓著，历任

红四方面军班长、排长、连长、

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职务，

被授予“以一胜百”奖旗、“夜袭

常胜军”称号、获得“战将”美

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

下了不朽功勋。

1927 年春，孙玉清秘密加

入农民协会，并成为农会骨干；

黄麻起义爆发后，在熊邦山、李

先念的率领下，加入了起义行

列。1929 年，孙玉清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历次反“会剿”“围剿”战

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根

据地的斗争。1934 年，孙玉清

任红四方面军第 31 军军长；

1935 年春率领红军参加了长

征；毛尔盖（今四川松潘县毛儿

盖镇）会议之后，被任命为红四

方面军第 9 军军长。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今甘

肃会宁县）胜利会师，红四方面

军总部率红 5 军、红 9 军、红 30
军强渡黄河，组成了西路军，向

河西挺进，开始了血战河西走

廊的艰苦历程。

孙玉清率领红 9 军在河西

走廊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

浴血奋战。1936 年 11 月 1 日，

红 9 军占领一条山以南的锁罕

堡（今甘肃景泰县喜泉镇）、打

拉 牌（今 景 泰 县 正 路 镇 拉 牌

村），击毙敌骑 5 师参谋长马廷

祥以下官兵千余人，又将马禄

旅的 6 百余人紧紧包围，敌人

惶恐万状，生怕被歼，在红 9 军

争取下被迫接受了联合抗日主

张，交出部分粮食后撤往凉州

（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11 月

10 日晨，红 9 军与马家军总指

挥马海元部在干柴洼（今甘肃

古浪县干城乡）相遇，展开了激

战 ，连 续 打 退 了 敌 军 多 次 反

扑。他指挥红 9 军的 25 师从敌

人侧翼实施分割包剿，将敌击

退。之后，红 9 军按原计划向

古浪（今甘肃古浪县）方向前

进，于 11 月 15 日拂晓占领了古

浪城。11 月 16 日，马海元又率

敌军 3 个骑兵旅、2 个步兵旅和

4 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

下，向红 9 军发起了猛攻，虽浴

血奋战，予敌以严重杀伤，但红

9 军也损失惨重。11 月 18 日，

孙玉清率红 9 军向永昌突围，

到达永昌后，西路军军政委员

会主席陈昌浩，将古浪战役失

利的责任全部推卸到红 9 军领

导身上，撤销了他的军长、陈海

松政委的职务，被撤职后，他到

总部直属队工作。

1937 年 1 月，红 5 军军长董

振堂在高台（今甘肃高台县）战

役中牺牲，孙玉清临危受命，任

红 5 军军长，但形势逆转，西路

军虽浴血奋战，仍濒临绝境。

1937 年 3 月上旬，西路军在倪

家营子（今甘肃临泽县倪家营

镇）一战失利后，转移到三道柳

沟，3 月 12 日又撤到梨园口（今

甘肃临泽县倪家营镇梨园村），

敌骑兵尾随而至。红 9 军为掩

护红 30 军撤退，抢占梨园口西

山头，与敌英勇拼杀，伤亡甚

重。红 9 军政委陈海松、红 25
军政委杨朝礼等同志壮烈牺

牲。西路军也从梨园口撤至康

隆寺（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康乐镇红石窝村境内）以南

40 公里的石窝山。1937 年 3 月

14 日下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在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会议，

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先离开部

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将尚存的 3000 余人，编成左、右

支队，分散进入祁连山打游击。

石窝会议后，孙玉清和王

树声、李聚奎、方强、朱良才、

吴先恩等同志，率领右支队千

余人，沿祁连山向东大山打游

击。1937 年 3 月 16 日至 18 日，

孙玉清行至黄番寺（今甘肃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与青海祁连县

交界处的黄藏寺）与尾随的敌

马虎旅激战，因众寡悬殊，弹尽

粮绝，只有他和 10 余名战士突

围出来。 3 月下旬，在酒泉南

山青草湾子一带他们与大批马

家军遭遇，经过激战，孙玉清负

伤被俘，被押至观山口（今甘肃

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观山口

村）民团团部，受到民团团长洪

林的多次审问，一直未暴露身

份。 1937 年 5 月初，驻在酒泉

的马家军 298 旅要求民团将俘

虏的红军押到城里集中，孙玉

清被押到酒泉大衙门（今甘肃

酒泉市肃州区城北）敌旅部驻

地，敌旅参谋长韩德庆又对他

进行审问，但他始终拒不吐露

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随后

被押送到火神庙 (今甘肃酒泉

市肃州区酒师附小附近)大牢

看管。在火神庙大牢，因叛徒

告发，敌人弄清了孙玉清的真

实身份。

青海的马步芳闻报孙玉清

军长被俘，即令 298 旅旅长马

步康进行诱降，但他嗤之以鼻，

漠然视之。1937 年 5 月 17 日，

孙玉清被敌团长马忠义从酒

泉，过张掖、民乐，经扁都口，

越祁连山押解到西宁，囚禁在

西宁东关马忠义的住所（今西

宁市东关大街原新华布鞋厂）

院内。孙玉清被敌人押到西宁

后 ，在 社 会 上 引 起 了 很 大 震

动。马步芳召集大批军政要

员，亲自审讯他。面对敌人的

审问，孙玉清泰然自若，大义凛

然，义正词严，痛斥反动军阀拉

夫抓丁，养兵祸国不抗日，却专

打红军的罪恶行径，使马步芳

恼羞成怒。1937年 5月下旬，马

步芳密令马忠义、耿文魁、马昌

龙和马国成等将孙玉清残忍地

杀害在马厩里，牺牲时年仅 28
岁。孙玉清被害后，马步芳派

人取下首级，拍成照片送往南

京，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孙玉清虽然只度过短短的

28 个春秋，但他大义凛然、坚

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

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追思与怀

念。 1980 年 5 月，徐向前元帅

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孙玉清

同志作战很勇敢，有‘战将’之

称，他就义在青海，应该纪念

他”。1983 年 5 月，李先念主席

在一封信中说：“我和孙玉清、

熊厚发同志是很熟悉的，也非

常怀念他们。他们是我们党的

好党员，是人民的忠诚战士，是

我军的优秀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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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为古代盛酒的器具。古诗有

“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

之句。很多樽造型在康熙时期首次出

现。康熙时期樽造型古拙、凝重而资

朴。此时胎土精细，但在明末器型敦

厚的遗旧影响下，早期的胎体，仍有前

朝胎体厚重的特征，这在康熙前期尤

为突出。至康熙中、晚期，胎体才逐渐

变薄，但有别于雍正时期的轻薄隽

秀。从传世的官、民窑器物中可以看

出，康熙樽大部分都烧制得很精致，这

应归功于胎体的精良和制坯成型技术

的纯熟。

观音樽，器型庄重华美。撇口，直

颈，丰肩，腹下渐收，体形瘦长，器底外

撇，圈足。大小皆有，常见品种有青

花、三彩、五彩、釉里三彩、洒蓝釉、冬

青釉、乌金釉和郎窑红釉器等。后仿

品多为三彩、五彩和郎窑。

马蹄樽，器型有二种：一种为小

口，直颈，溜肩、粗短腹，底稍内凹，浅

圈足，常见有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器，

多绘团花。另一种为广口，圆唇微收，

溜肩，腹至底渐放，广底有釉，器型似

马蹄状，又称“马蹄水盂”，有豆青、五

彩和釉里红器，多绘团花。

太白樽，又名“鸡罩樽”。小口微

侈，短颈溜肩，肩至底部渐收，圈足较

浅，窄小整齐，广底有釉。腹部暗刻的

蟠螭图案，紧湊自然。器型规格基本

一致。胎体重量适度，有豇豆红釉、白

釉品种。真品造型庄重俊巧，口、颈、

肩与器身比例协调。而后仿的豇豆红

釉太白樽，器型规格与真品相比非大

即小，胎体非薄即厚；尤其器口往往较

真品大而高，肩部线条的弧度失之过

硬或过软，圈足较为宽高，器身所刻螭

纹略大，生硬松散，底面白釉的硬度和

亮度均不足，款识字体无力，青花色漂

浮。

摇铃樽，又称“纸槌瓶”。小口，直

颈，丰肩，腹下敛，底足微撇，圈足。多

有厚重感。有青花、釉里红、釉下三彩

等品种。

苹果樽，因形似苹果而得名。兜

口下凹，圆腹，底面稍向上隆起，另有

器口型制不同的一种，为小口短颈下

凹式。在豇豆红釉、天蓝釉、苹果青釉

等品种。釉里红品种的兜口器，绘缠

枝花的仿品较多。天蓝釉器花瓶仅底

部施白釉，仿品则襄外及底部均施天

蓝釉。所有仿品均无真品厚重适中的

特点，釉色青白，胎质疏松。

琵琶樽，洗口束颈，圆腹，圈足为

宽窄不同的二层臺式。器型庄重古

雅，胎体及器底近足处多加施一圈白

粉的色釉，器身暗刻蟠螭、灵芝、缠枝

牡丹、蕉叶等图案，有的颈部饰对称兽

面双耳，或在耳上施鐵泥釉。豆青釉

器釉面一般泛黄，平润光细。青花器

釉里红器常绘园景芭蕉、山石花卉、龙

纹等。绘五彩的也有大器，此类器型

仿品较少见。 琵琶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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