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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科学

家冒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从云南昆明出发，经

贵州、重庆、四川、陕西抵达甘肃临洮，历时42天行

程3200公里，圆满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日全食

观测任务，在世界天文史、航空史、科技史、电影史

上创造了四个第一次。

1934年岁末，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布了一条

惊人的消息：1941年9月21日，将有日全食带进入

我国新疆，经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最后在

福建北部入海，经过4000公里112个县。

不久，经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证实，中国天文

工作者测报的日全食，是继中国明朝嘉靖二十一

年（1542年）8月21日日全食之后，近400年来在中

国出现的又一次日全食，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

值、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

在人工日冕仪还未发明前，由于太阳周围的

天体被它明亮的强光掩没了，科学家无法观测和

分析太阳及其周围的空间。而日全食发生时，平

时难得一见的太阳色球层和日冕层直接展现在我

们面前，这就给天文学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

会。通过观测和研究，可以了解太阳大气的组成、

温度、结构以及太阳的活动规律。更重要的一点，

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以后，尽管英国科学家

爱丁顿通过观测日全食，证明了爱因斯坦观点的

正确性，但仍有不少科学家对爱丁顿的观测结果

持怀疑态度，打算再次验证。因此，1941年的日全

食观测就显得十分重要。

1939年3月16日，日食观测筹备工作正式启

动。这时，日寇加紧了太平洋战争步伐，世界各国

纷纷取消了来华观测的计划。观测400年来罕见

的日全食并留下科学记录的任务就全压在中国科

学家的肩上。

科学观测最重要的是观测所需的仪器。不

久，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从美国订购的地平

镜，刚刚运到香港就被日机炸毁。此时，天文研究

所所长余青松调到中央研究院任职，天文研究所

所长职务由张钰哲接任，他在惋惜中不得不佩服

余青松独到的眼光。从南京西迁昆明时余青松所

长让大家运来了笨重的仪器，然后根据美国菲克

公司的样图，余所长亲自绘了一套施工图，由张钰

哲负责在云南五金工厂铸造了一个铁架，一个安

装齿轮的底盘，用南京运来的仪器拼凑了一架定

天镜，一架地平镜。此时，这套拼装的观测仪便成

为唯一的希望，但原定在甘肃天水和陕西安康两

地观测的计划却落空了。经过权衡，最终将观测

地点选择在距离兰州100公里的临洮县。

1941年6月7日，“西北日食观测队”在昆明凤

凰山天文台成立。观测队员由10人组成。张钰哲

任观测队队长，陈遵妫为总干事长。

从昆明到临洮，路途遥远，运费和汽油极其昂

贵。在抗战最艰苦的情况下，要将弥足珍贵的汽

油用来观测日食，许多人觉得不够现实。然而，几

天后张钰哲却意外地收到批复：（一）已定预算若

超支可以追加；（二）汽车由军令部和甘肃油矿局

免费提供。

6月30日，旭日东升，观测队员们登上一辆装

有观测仪器的道奇牌军用卡车，从昆明出发，经贵

州、重庆、成都、天水，去往兰州。

旅途中的困难是难以预料的。火车还未到曲

靖，麻烦就来了。由于天气转晴，日机便接踵而

至，铁路被炸毁，幸好观测设备完好无损。次日清

晨抵达曲靖后，他们又将设备行李转移到汽车上。

广袤的云贵高原，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不仅

紫外线强，而且多为崇山峻岭，崎岖山路。这对来

自低海拔地区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莫大的考

验。一直致力于研究那次日全食观测的同济大学

医院教授赵惠康说：“往山下看，有不少的汽车翻

到深沟、山崖下，这还不光是心灵的恐惧。”

离开云南富源县不久,就进入贵州境内。在前

往贵阳途中，观测队多次遇到日机的轰炸。后来

他们干脆不分昼夜，只要听到警报就隐蔽，没有警

报就赶路。就这样，大家汽车当房，行李当床，一

路风尘，终于翻越了娄山关。

翻过娄山关，观测队经纂江前往重庆。重庆

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在重庆南郊的海棠溪，观测队

遇到了27架日机的轰炸。大家纷纷躲在桥洞下，

汽车藏在树林中。半个小时后敌机离去了，留下

的是老百姓痛苦的呻吟和哭喊。

7月20日清晨，观测队在细雨蒙蒙中离开成

都，经德阳、绵阳、江油，前往剑阁。盛唐时期，李

白发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然而，对

于经历过一路艰险的观测队员来说，已算不得什

么。

越过剑门关，经过广元，跨过棋盘岭就进入陕

西地界了。观测队员根据《陕西省地图》的指引，

经宁强、勉县、褒城，走完了陕西省。陕西勉县，是

观测队这次逐日临洮中最难熬的一段路。勉县位

于汉中盆地西端，北依秦岭，南靠巴山，居川、陕、

甘要冲。此时的黄沙镇，虽然没有战火，但却弥漫

着一股荒凉和恐惧。

那天，观测队吃过晚饭，就连夜出发了。谁知

这段漫长的黄沙路没有人烟，漆黑荒凉的路边不

时地出现狼群。队员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

眼。所幸的是，狼群没有攻击的意向。队员们在

狼嚎声中战战兢兢，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

簸摇晃、缓缓前行。

就在距褒城县十五公里的时候，一道闪电划

破夜空，接着一声巨响，随后便是豆大的雨点，然

后是倾盆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真是祸不单

行！队员们在大雨中熬过了半个小时。虽然雨停

了，但汽车却不走了！无论司机怎样努力，马达却

始终发动不起。大家跳下车去推，费了好大的劲

儿才把汽车推出泥潭。

张钰哲环顾四周，除了田野、树木，没有一户

人家。他当即决定：留下两人和司机守车，其他人

往前走，设法找人帮忙。身着湿漉漉的衣服，踩着

粘糊糊的泥泞，走了一里多路，终于发现了一座天

主教堂。深更半夜，意大利神父突然见到几位狼

狈的不速之客，着实大吃一惊。但他很快明白了，

于是点燃火炉，叫来司机，烤干衣服。

（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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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火炬，，点亮在白山黑水间点亮在白山黑水间

□ 李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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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老城区中心，在喧嚣闹市的一处僻静之巷

——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 3号，现出一处古朴庄重的

青灰色建筑，与周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大街上的车水

马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栋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

硬山式青砖瓦房，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建立的统一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和党务工作的

机关——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旧址纪念馆占地面积 2500平方米，主要由福安里

门楼、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刘少奇旧居、中共满洲省委

历史陈列厅、宣誓广场等组成。

刘少奇旧居按原貌重建于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的北

院。室内采用了复原陈列形式，东侧间为刘少奇与夫

人何宝珍的卧室，次间为会客厅，里面为厨房。

旧址南院为中共满洲省委历史陈列厅。陈列厅展

陈以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发展及其开展的革命活动

为脉络，系统而全面地展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光辉历

程。展览分为九部分，展出图片 500 余张、文物展品

300余件。同时也展出了“刘少奇与东北”的展览，此部

分分为4个部分：刘少奇与中共满洲省委、刘少奇与东

北抗战、刘少奇与东北解放、刘少奇视察林区。展览通

过近200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生动地再现了

刘少奇为东北地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历史功勋及其光

辉品格和风范情操。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建立的统一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和党务工作的机

关，自1927年10月成立到1936年6月撤销，历经了8年

多的奋斗历程。此后，又分别成立3个省委1个特委作

为接续组织继续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中共满洲省委

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

共满洲省委建立时，正值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期，东北

的革命形势尤为严峻。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势力与

封建军阀当局相互勾结，与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遥相呼

应，中日民族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交织激化。中共满洲

省委的建立，使东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

核心，东北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士兵运动得

以兴起和发展。中东路工人斗争、北宁路工人争“花红”

的斗争、奉天（沈阳）兵工厂的反日斗争、广大农村的佃

农斗争、哈尔滨“一一·九”学生运动……东北广大地区

一度陷入低潮的革命形势开始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同

时，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接续组织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

相当丰富的白区和沦陷区工作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正确

的白区和沦陷区工作路线提供了重要借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打响了抵御外侮的第一枪。

中共满洲省委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和积极应对，与国民党

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东北抗日义勇

军兴起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许多骨干到义勇军中开展

工作，并着手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共满洲省

委及其接续组织的领导下，以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

军、东北抗日联军为基干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坚持了长

达14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

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派出

大批优秀干部到满洲省委工作。党的杰出领导干部陈

为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著名的工人运动

活动家林仲丹、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谢觉哉、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

登贤等，他们在领导满洲省委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

白区斗争经验，为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为东北人

民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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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早期中共党员

沈定一，回到老家浙江萧山县

衙前村，组织、发动农民革命斗

争。当时，萧山农村百姓饱受

军阀袭扰、地主压榨和苛捐杂

税的重负，在水深火热中艰难

度日。

沈定一回来后，通过教人

读书识字、入户走访、聚众谈天

等方式，宣传农民为什么当牛

马、受苦累，却吃不饱穿不暖；

地主为什么不下田、不劳动，却

享受荣华富贵……号召大家团

结起来，抗捐抗税、减租减息，

争取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

倍受启发的贫苦百姓，压

抑多年的愤怒如火山般喷发出

来，在沈定一的指导下，进步农

民李成虎、陈晋生、金如涛等人

走家串户联系，合议、策划如何

与地主开展斗争。

1921 年 9 月 27 日，在沈定

一的指导下，李成虎等人召集

衙前村200多名贫苦百姓集会，

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是

中国共产党组建、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

大会发布了沈定一起草的《农民协会宣言》和《农民协会章

程》，指出：“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

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

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

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等。

这两篇中国农民首次宣布自己政治主张、奋斗目标、社会地

位以及权益、责任、义务细则的重要文献，在早期中国共产党机

关刊物《新青年》1921年第11卷全文刊载。

众人推举李成虎任农民协会会长，陈晋生、金如涛为副会

长，他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

向地主宣布租种户将“三折还租”，并没收了地主称粮用的

“斗”。原来，地主家的粮食都是大斗入、小斗出，一进一出就能

剥得4斤多粮食。穷苦农民虽明知吃亏，却敢怒不敢言，许多地

主家每年有万余斗粮食进出，盘剥所得十分巨大。

李成虎带人当众砸毁了大、小斗，勒令地主今后必须使用标

准的斗。接着，沈定一、李成虎领导农民协会开展一系列斗争：

流经衙前村的西小江盛产鱼虾，但捕鱼权却被豪绅把持。李成

虎率100多人到县公暑展开说理斗争：“西小江是公河，为啥不准

老百姓捕鱼？”县知事怕惹起众怒，只得签发允许农民在西小江

捕捞的告示。

同年11月，地主与粮商哄抬米价，百余名断炊的老百姓在农

民协会召集下，赶往县城开展斗争。进城路经的村镇，饥民们纷

纷追随，队伍竟扩大到1千多人，浩浩荡荡闯入县城。米店老板

闻讯吓得战战兢兢，纷纷恢复了原来的米价。

农民协会斗争取得的胜利，很快影响到周边地区，短短两个

月，萧山、绍兴、上虞等县有 80多个村相继建起农民协会，10多

万贫苦农民投身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减租减息”等斗争。

广大农民空前团结，农会组织不断扩大，减租斗争持续深

入，引起反动当局的惶恐不安，军阀政府调派大批警察，镇压萧

山、绍兴等地的农民运动，查封农民协会。李成虎等农会领导

人被捕，惨遭毒手。

李成虎的英勇牺牲，得到社会各界同情，1922年 1月 12日，

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李成虎小传”纪念文章。同年 2月 22
日，上海“工商友谊会”的代表来衙前村凭吊李成虎，并出资筑建

墓碑，上镌“精神不死”。

衙前村“农民协会”虽仅存在了4多个月，但它所领导、引发

的革命斗争，开启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序幕，它提出的行动纲领，

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阶级立场，为广大农民闹翻身、求解放指

明了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首次尝试，彰显出中国

农民伟大的抗争精神、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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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前村农民协会旧址

红色记忆

——参观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

19411941，，中国首次日全食观测在临洮中国首次日全食观测在临洮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46岁的孟郊在

两试进士落第后，奉母命第三次进京应试，这回

终于科场高中，进士登第。回想起历年来寒窗苦

读，两次名落孙山，而今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不

禁感怀万千，挥毫写下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

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将自己科举高中欣喜若狂的情

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中国古代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准则，以至于

天下学子发奋读书，力图跻身于科场之间，将科

举视为改变命运、鱼跃龙门的最佳途径，即使屡

次名落孙山亦毫不气馁，哪怕皓首也要读书不

倦，而一旦进士及第，无异于“朝为田舍郎，暮登

天子堂”，身份尊显，光耀门楣。如《儒林外史》中

的范进，50多岁还是童生，读书读得家徒四壁一

贫如洗，借钱赶考始中举人，从此辉煌腾达，改变

了人生的命运。“只把文章谒帝居，便从平地蹑空

虚。分明有个上天路，何事儿孙不读书。”这首宋

代许载的《及第后寄宜春亲友》诗，可谓古人崇尚

“学而优则仕”的心灵写照。由此，在中国古代的

一些生活用品及艺术品上，如书画、瓷器、玉器、

竹雕、瓷板画、文房用具等等，“登科”可谓一大极

有特色的题材。

明“五子登科”铭文镜（附图），圆形，圆钮，素

缘。镜钮区处于一周弦纹内，沿镜钮又一圈桂枝

纹，有应考得中的“折桂”寓意。外区处于内外弦

纹之间，呈对称形式分布有四个凸起的方框，框内

分别楷书一字，组合起来就是“五子登科”四字，

“五”“子”上下对称，“登”“科”左右相对，字体端整

厚实，遒劲而又不乏秀美。方框之间，分别以双雁

和两朵牡丹花隔开，呈上下、左右对称分布，大雁

呈飞翔状，牡丹枝叶繁茂，花朵盛开，有功名富贵

寓意。整件器物除了局部有锈蚀，基本上保存端

整完好，包浆丰厚，纹饰简单明了，充满吉祥寓意。

登科，也称“登第”，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应

试中选，因榜上提名有甲乙次第，故又称“及

第”。隋唐时期只用于考中进士，明清时期，殿试

之一甲三名称赐进士及第，亦省称及第，另外也

分别有状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的称谓。

应试未中的则称“落第”“下第”。“五子登科”四字

的出现，与五代后周时期窦燕山教子有方、五子

成才的典故有关，《三字经》中的“窦燕山，有义

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就是这件事。窦

燕山，原名窦禹均，五代后周时期人，因世居燕山

一带而被称为窦燕山。据说窦燕山有五个儿子，

分别取名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窦燕山

学识渊博，以词学尤为著名，自幼就开始精心培

养五个儿子，建书房 40间，买书数千卷，建义塾，

延请名士大儒为师授业，对于穷苦之家的学子则

免费入学，造就了一些人才。对五个儿子，无论

是学习还是品德修养，窦燕山都格外用心，要求

严格，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在他的培养教育下，

五个儿子发奋勤学，聪颖过人，品学兼优，先后登

科及第，考取功名，其长子窦仪官至工部尚书，次

子窦俨官至翰林学士，其余诸子皆功成名就，为

官经年，八个孙子也个个出类拔萃，窦燕山自己

亦官运亨通，做到谏议大夫之职，祖孙贵显，显赫

一时。对此，当时的侍郎冯道曾赋诗一首赠给窦

燕山，对窦燕山教子有方、五子登科给予高度评

价。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其中的“丹桂五枝芳”即喻指窦

家五子折桂高中。

这枚铜镜以“五子登科”的故事为题材，在诠

释古人教学育人的同时，体现了古人盼子成龙的

殷殷期望，亦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心

理。明代正是科举空前繁盛的时期，窦燕山教子

有方“五子登科”的典故被作为一种鞭策人们勤

学上进的精神食粮，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工匠以

之为题材纹饰铸造铜镜，人们则以这种铜镜相互

赠送，表达了赠送者对受赠者的美好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