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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前辈刘德元 1936 年 9 月

长征途中参加了解放甘肃两当的

“成徽两康”战役，在红二方面军红

六军团模范师师长刘转连的指挥

下，他于 18 日凌晨率部登上西山脚

下的城墙，成为第一个攻进两当县

城的人。

刘德元将军在《回忆长征·攻克

两当》一文里对于那段不平凡的战

斗岁月深情地说：为了执行中央军

委关于组织静（宁）、会（宁）战役的

战略部署，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于

1936 年 9 月 7 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

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

战役计划。9 月 8 日发布了《第二方

面军基本命令》，规定第六军团为左

路军，期于 9月 18日袭取两当。军团

指令我模范师为前卫师，担负攻打

两当县城的任务。

两当县位于甘陕两省交界处的

灵官峡大峡谷西南部，可谓是陕西

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这里是一座

青砖砌成的明代古城，傍山而建有

两丈余高，由于日晒雨淋，年久失

修，有些地段青砖都已破损，但总体

比较坚固。上面有门楼碉堡和临时

垒起来的沙袋工事，由敌保安队把

守。攻城尖兵连由三营七连担任。

七连是红六军团的模范连队，善于

打夜战，有“夜老虎”之称。当时我

任一营特派员，教导员徐国贤因病

住院，由我代理，协助营长何远平指

挥部队，紧随三营之后。9月 17日深

夜，七连悄悄摸到敌人城墙下，派好

人梯，守城的敌人毫无发觉。等到

天色开始泛白，师部发出进攻信号，

战士们便立即行动，搭起人梯登上

城墙。他们把敌人的哨兵搞掉后，

分两个梯队，向两边展开，沿着城墙

猛打猛冲。趁敌人混乱之际，突击

队的同志迅速打开城门，我们后续

部队蜂涌而入，手榴弹、机枪声顿时

响遍了大街小巷。这时，城墙和城

门洞的敌人被我消灭，残敌和伪县

政府人员逃进了城西北角的一座坚

固的大院里，我和何营长立即指挥

一营的几个连队和一起冲进来的

二、三营的连队团团包围了大院。

我们发起攻击时，发觉大院火力很

猛，审问俘虏才知道院内有昨天从

陕西凤县赶来增援的一个营的正规

军。这时随部队的刘转连师长和彭

栋才政委见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为

了减少伤亡，便决定发动政治攻

势。让俘虏兵喊话，瓦解敌人的士

气。他们喊：“弟兄们，跑不了啦，快

投降吧！”“红军优待俘虏，缴枪不

杀！”“想回家的红军发给路费回

家！”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下，敌人

士气很快被瓦解，等我们的冲锋号

一响，便全部缴械投降了。

解放两当之战，我军不仅打了胜

仗，消灭了守城的保安队，俘虏了伪

县长和敌营长在内的 1000 余人，缴

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大批粮食，而

且为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苏区，宣

传革命道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政权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9月 20日，我军团直属机

关在两当县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

成立了两当县苏维埃政府，选举范

生荣为县长，设民政、财政、军事、粮

食、教育委员各一人。成立了两当

县农会，选举钟堃为主席，韩炳、张

正德、康守仁为委员，下设西关、香

泉、刘家坪、田坝子四个区委会。还

成立了两当县义勇军，周彦儒和刘

配德为正副队长，有队员 37人，步枪

37 支。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当

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在短短

的半个月时间就有 200 多人参加了

红军。由于临时苏区的建立，我军

团在两当打击了地方土豪，扩大了

队伍，筹集了物资，部队也得到了很

好休整，为北上三军大会师创造了

条件。

少小离家的刘德元是江西省永

新县怀忠镇新源对门村人，1916 年

11 月 22 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33年 8月转为中共党员。解放

后自 1950 年以来，任西北军区补训

七团政委，白银军分区第二政委，张

掖军分区第二政委。1960 年起担任

甘肃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79 年 3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享受

正军职待遇。曾荣获“八一”二级勋

章、“独立自由”二级勋章、“解放”三

级勋章和“红星”二级勋章及西北军

政委员会人民功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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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边区早期货币陕甘边区早期货币““油布币油布币””的诞生的诞生

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流通工具，从古

至今，在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人民生

活等各个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

纪 30年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苏维埃

政府诞生了一种红色货币，虽然只流通了

半年左右，但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油布币（又称

苏币、苏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张流通时间不

长的“油布币”，极大地便利了边区群众的

生活，活跃了根据地的市场，有效打破了敌

人的经济封锁，最终成为发展壮大革命根

据地的重要“武器”。

一

在甘肃省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馆，笔

者看到了当年的“油布币”实物照片，这不

禁让人想起了 80多年前，革命先辈们为了

发展地方经济所作出的丰功伟绩。甘肃省

华池县南梁镇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南梁地势奇险，地处子

午岭的林区，山大沟深，树木茂密，又是国

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人

先后在陕西、甘肃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从而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

1934 年 2 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

政委员会成立，同时创办造币厂。11 月 1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

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

府（又称南梁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

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

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

任赤卫军总指挥。

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除了开展反

“围剿”斗争，还面临着如何发展根据地经

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问题。当时，南梁

地区遭遇大旱，农田荒芜，经济凋敝，“饥民

近百万，数百公里草根、树皮皆已食尽”。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发展经济成为巩固

革命政权的重中之重。

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南梁苏维埃

政府成立之初并没有自己的货币，根据地

农民的农用物资很少，连镢头、铁锨都没

有，甚至用来耕地的犁都很少见。此外，农

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衣物等十分紧

缺，笔墨、纸张等简单的办公用品也没有。

时任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在积

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对敌革命斗争

的同时，带领南梁苏维埃政府从根据地实

际出发，制定和颁布了涉及土地、经济、军

事、文化等方面的十大政策，成立了十大委

员会，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苏维埃

政府决定发展苏区金融事业，开办银行，印

制货币，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金融

货币体系。

1934年 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

成立，承担起了对外发布财政金融政策、发

行边区政府货币、办理兑换业务等职责，管

辖造币厂和苏币兑换处。为驱逐国民党伪

币，占领根据地的货币市场，南梁苏维埃政

府先后起草了《统一苏区货币及其办法》和

《发行纸币、铸造辅币的报告》。

二

为调剂余缺，促进货币流通，发展边区

经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南梁荔园堡和

白马庙设立了集市。农历每月初一、十一

和二十一是赶集日，十天一集，吸引了各地

商贩到根据地进行商贸交易。

来集市交易的不仅有附近七里八乡的

乡亲，还有从白区来的商人，人来人往，熙

熙攘攘。可是一段时间后，集市上的人没

少，做生意的却少了很多。习仲勋高度重

视，当即和刘志丹一起深入调查，发现问题

出在国民政府的钞票上。

当时，南梁地区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银

圆，但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人们在

白区和红区进行物资交易时要过关卡。如

果身上带有银圆，过关卡时发出响声，容易

被发现，所以银圆很难带进根据地。更重

要的是，农村根据地银圆不多，红军又需要

集中现金购买苏区买不到的军需，靠粮食

等作物交易不便携带、不利计价。加之国

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和地方商号、票号的货

币经常贬值、信誉极差，老百姓今天到手的

钞票明天就可能用不上了，这给边区群众

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困扰。没有合适的货

币，成了买卖双方最头疼的事。

为彻底解决金融问题，陕甘边区革命

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成立后，习仲勋和刘志

丹立即在南梁油坊沟设立造币厂。他们挑

选了三名有绘画基础的人当工人，其中一

人叫高明山，是元城的开明绅士。由于缺

乏设备和纸张，货币印刷受到限制。工人

们用麻布代替纸张，用木刻雕版、手工印刷

代替机器印刷。在艰苦的条件下，高明山

等人经过反复试验，就地取材，印制出了质

地硬脆、形同油布的货币，这就是陕甘边区

银行最早的货币——油布币。

油布币为横式，长 14.1 厘米，宽 6.7 厘

米，正面上端框内从右至左印有“全世界无

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7个字，下

端框中印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

员会发行”字样，两边印有“提高工农生活”

“随时兑换现金”字样。票面主图为 3个五

角星，正中大五角星内绘镰刀、锤头图案。

正中还盖有陕甘边区银行印，两边竖写面

值，面值下面各盖正、副行长印章。

由于这种货币是手工刻板，印在粗麻

布上，上面盖有边区政府印章，为防止褪

色，工人们又刷上一层桐油，用热油处理过

才可使用。群众称之为“油布币”或“苏票”

“苏币”。

油布币一共发行两次，1934 年发行了

面值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五角（紫

色）的油布币，随后又发行了面值为一元

（具体颜色不详）的油布币，两次发行总额

3000元。由于面值偏小，油布币有着类似

辅币的功能。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

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苏区群众一律

使用油布币。

三

最初，油布币的发行、流通并不顺利。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信用、不

断贬值，当地百姓对非金银的货币普遍不

信任。群众在集市交易中并不主动兑换印

制简单的油布币，只是迟疑观望，做生意的

商贩也不敢使用油布币。

为促进油布币流通，尽快活跃经济和

商品贸易，陕甘边区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

设立了 4 个油布币兑换处，一元油布币兑

换一块银圆。苏区政府规定，群众和商人

可直接用油布币兑换银圆，但不允许用国

民党货币兑换。

苏区政府还安排工作人员在集市上专

门用油布币购买物品，油布币便很快推广

开来，从而在边区广泛流通，集市上的生意

又开始红火起来。白区的很多商人源源不

断地把生活日用品，如棉布、棉花、食盐、火

柴、搪瓷碗、手电筒等运到边区集市，红军

的后勤补给得到解决，红军战士用上了搪

瓷碗和手电筒。

油布币存续流通了半年左右，随着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油布币已

无法满足边区经济发展需求。陕甘边区政

府决定在南梁成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

行，发行新的苏区货币——陕甘边区农民

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民券），同时停止

发行油布币。农民券是陕甘边区政府发行

的第二种货币，油布币逐渐被农民券取代。

油布币在陕甘边区的广泛流通，打破

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繁荣边区经济奠

定了基础，有力地促进了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油布币是习仲勋等共

产党人为推动边区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改

善人民生活所做努力的实物见证，为苏区

的政权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

了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

由于发行时间仅半年左右、流通范围

小、发行量少等，油布币现存极为稀有。目

前，油布币实物仅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的三张，其中两角的一张、一角的两张。这

些图案设计简朴、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货

币，见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

发展历程。

案头梅花幽香来
□□ 胡 萍

竹节之上梅花香。图 1
是一只清代青花梅花纹竹

节笔筒，笔筒模仿竹节的形

状，筒身有四个竹节，底施

白釉，上面用青花顶天立地

地绘着枝干遒劲的梅树，树

枝上朵朵梅花像小蝶，振翅

欲飞。而花蕾密密地缀满

枝头。笔筒内施豆青釉，底

部有“大清雍正年制”的六

字三行篆体款。梅花居中

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

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

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

三友”。竹，彰显气节，虽不

粗壮，但却正直，是君子的

化身。整只笔筒造型别致，

胎质坚固致密，青花发色典

雅，绘画精细流畅，是雍正

时期瓷笔筒中的精品。

鼓上梅花分外俏。德

化窑位于福建德化，是著名

的瓷窑，以白釉瓷塑佛像闻

名。民国初年的许之衡在

《饮流斋说瓷》中也提到：

“后制者出德化，色甚白，而

颇莹亮，亦名福窑——白者

颇似定窑，惟无开片，佳者

瓷质颇厚，而青里能映见指

影，以白中闪红者为贵。”图

2是一只清代德化窑梅花鼓

形笔筒，通体施白釉，在笔

筒的上端和下方，各饰有两

排错落排列的鼓钉纹，中间

一枝虬曲的梅枝上，浮雕着

4 朵绽放的梅花和数朵蓓

蕾，两侧饰有兽耳，底部无

印款。这只笔筒造型简洁

朴素，胎体厚重，釉色清亮

莹润，纹饰生动自然，于素

洁中平添几分雅静与美感，

观之令人心旷神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

以它的高洁、坚强、谦虚的

品格，给人以立志奋发的激

励，历来是文人墨客吟咏及

借物抒怀的对象。林逋的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

动月黄昏。”把梅花的暗香

写得有影有神，久为流传；

黄庭坚的“天涯也有江南

信，梅破知春近。”让人在梅

花中看到了浓浓的乡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

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

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

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陆游的这首

《卜算子·咏梅》，以清新的

情调书写傲然不屈的梅花，

笔致细腻，意味深隽，是咏

梅词中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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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省何年缔构功，一峰突兀白云中。高临

北极天光迥，低压南山气势雄。风送铃声来碧

落，雨收虹影入晴空。何当平地丹梯上，尽日徘

徊兴莫穷。”这是明代诗人戴弁题写的《金塔凌

虚》诗；“塔势巍然若建瓴，晴云一抹接遥青。夕

阳映作擎天柱，碧落高撑注月瓶。几度题名来雁

字，何人写罢换鹅经。萧间古寺行踪少，细听松

风响铎铃。”这是民国时期四川人李士璋题写的

《宝塔凌云》诗。

这两首诗中所题写的“塔”是指位于金塔县

城东南2.5公里塔院寺的金塔。

塔院寺金塔，原称“筋塔”，谐音“筋”而

“金”，故称为“金塔”，金塔县县名也由此而来，

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塔命名的县。“金塔凌虚”被

列为肃州八景之一，《宝塔凌云》则被列为是金

塔八景的首景。

塔院寺金塔塔势雄伟，为藏传佛教塔。塔为

土木结构，上锐下圆，形若古瓶，整体造型像一个

“金”字。基座平面呈方形，边长15米。须弥座八

角四层，中为覆钵形塔身，塔刹由下大上小的九

层相轮，托起一个木构八角的华盖，八角下面各

悬挂一个铎铃，迎风而鸣。塔身用黏土夯筑，筑

塔时用芨芨草绳作筋辅助黏土砌成，故称之为

“筋塔”。整个塔高 5丈，塔围 7丈，外表用纸筋、

白灰等物粉饰。塔顶为铜铸宝珠顶塔，高5尺，围

1丈2尺，塔内供奉有金面铜佛一尊。

关于塔院寺金塔，在地方史中都有记载。清

代黄文炜的《重修肃州新志》中载有：“金塔寺，在

酒泉东北九十余里，孤峰之北。创自前代，寺屋

皆已颓毁，惟浮屠犹在，高数十丈，好事者时或登

焉。俯视无边，凡连山远戍、孤村惨落与夫平川

流水，一举尽在目中。清风送铎铃之声，月夜悬

高际之影，殊有佳趣”。又据《重修金塔县志·

1934年手抄本校注》收录的清代雍正十年（1732
年）《重修塔院寺序》中记载有:“如我金塔寺之有

塔，不知仿于何代，然塔以筋砌始名曰筋塔。迨

明万历二十年设堡，其地立官分土，因名其堡曰

‘金塔寺堡’，是堡因塔而名也”。另据《修编金塔

方志》中也载有:“金塔寺，在城东南五里许。其塔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游击甘州人孙一贵

重建筑。土质铜顶，围七丈高五丈......”民国时期

《金塔县志》中还载:“邑东南五里许，有金塔寺，内

有古塔一座，高矗云霄。塔形上锐下圆，如古铜

膽瓶，是仿西域式，与内地塔形迥别。”

金塔建在塔院寺内。塔院寺建于东晋十六

国时期，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改为金塔

寺，清代康熙初年，金塔已倾颓，唯塔基尚存；清

代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游击将军孙一贵倡导

修筑；清代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进行了修缮；

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将殿宇维修后，建造钟鼓

楼，并改名塔院寺。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又进行了一次修缮；清代同治五年（1866年）塔院

寺因兵乱被焚毁，只有金塔尚存；清代光绪至民

国期间，曾三次进行修缮和加固；1916年，英国人

哈佛游历金塔时，盗走塔顶金佛，被当地百姓追

回。1923年，金佛又被盗去，至今无踪。十年动

乱中，塔院寺的大殿、廊房等均被毁，唯有金塔尚

存；1986年，金塔县人民政府对金塔进行了加固

维修，并发现了历次维修的四层灰层，最里面的

塔身土层为明代建筑，并从金顶内发现了四次维

修的记录牌。

2003年，塔院寺金塔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

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丝路览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