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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国宏钱国宏

《调查研究》的主编张衡宇，1907年出

生于山西省忻县。他于 1928年考进北平

师范大学，在课余时间，他认真学习和研

究马列著作，系统钻研革命理论，加入进

步的革命组织。1931年大学毕业后，在中

共地下党员肖镇青的引荐下，前往河北大

名七师任教，不久又转到太原成成中学任

教。1933年，张衡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同年 12月，由于党组织遭到破坏，

张衡宇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宁死不

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他与狱中党组织

接上了关系，通过看守人员搞到了不少外

文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向狱友们讲授

马列主义理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中共中

央北方局的营救，张衡宇出狱。党组织先

后安排他到北方局军委、晋西南第六专

署、北方局党校等单位工作。1941年，北

方局调查研究室成立，张衡宇又任研究室

秘书主任。他经常在《党的生活》《新华日

报》等报刊上发表调研文章，对太行山区

根据地建设提出有益的建议。在创办《调

查研究》工作中，他深入到基层、各地农村

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略论调查工作》。

他提出了调查工作中的态度与方法：首先

要做到“勤”，即腿勤、嘴勤、手勤；其次要

做到“钻”，要在问题里边追问题，要具有

“打破沙缸问到底”的精神；再次是要注意

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要求具有改造

的精神。他还提出在调研中应注意的几

个具体问题：首先是选择调研对象问题；

其次是接近群众问题；第三是调查者的政

治面貌问题。他还撰写了调研文章《妇女

与婚姻》，一同发表在创刊号上。

编辑杨公素，原名佘贻泽，1910年出

生于重庆大宁，1928年春，进东吴大学附

中，1931年在东吴大学政治系学习，1937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他于

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第

39 军做地下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

研究员、八路军总部秘书。他撰写了调研

文章《敌寇在华北所实行的经济统制》。

编辑郑思远，1914年生于山西省襄陵

县，1937 年 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 9月起历任中

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北

方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北方局社会部整风

研究室主任。他撰写了《敌占区谁们发了

财——太南潞城县 xx村的调查》。

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也

非常支持编辑部的工作，撰写了《青年工

作调查研究提纲》发表在创刊号上。还刊

登了《晋察冀北岳区农村经济与阶级关系

的变动——节录林铁同志在一九四一年

七月北岳区党委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对敌货币斗争的几点经验》等文章。在

这些文章里，涉及一些调查研究方法以及

重要的战争、经济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

人们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帮助，并且对于

党内一些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帮助，促

使根据地出现了实事求是的调研之风。

《调查研究》还专门设立了“广播室”

栏目，专为反映各地调查研究工作状况与

交流各地工作经验。该栏目报道了晋察

冀、山东、晋西北、晋冀豫、太岳、冀南、冀

鲁豫等地的调查研究工作。报道说：自从

中央发布《决定》后，已在华北全党引起相

当注意，各地区的调查研究组织都已先后

建立起来，开始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与研

究。在报道各地调研工作中，编辑部实事

求是，并不是一味地唱赞歌，而是毫不留

情地指出存在的问题。

创刊号成为永恒的记忆

日军为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

军总部及第 129师主力，并策应其对冀中

区的“扫荡”，于 1942年 5月中旬开始，以

其第 1 军 3 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

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分三期对太行、太

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5 月 15
日，日军开始第一期“扫荡”，以 7000余人

兵力奔袭太岳南部沁河沿岸东域、马壁地

区的八路军第 386旅，同时完成了对中共

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

塔、偏城、南艾铺地区的合围。5月 24日，

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合围圈内的八

路军展开攻击，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

分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张衡宇与《调

查研究》编辑部的同事将所有重要文件和

调查材料带好，在晚上趁黑夜突围。张衡

宇突围出来后，发现身边的勤务员受伤没

有突围出来，他不顾个人安危，绕路几十

里终于找到勤务员。天渐渐亮了，突然遭

遇搜山的日军。他将勤务员隐蔽起来，掏

出手枪向日军射击，引开日军。敌人发现

他后，一齐向他射击，张衡宇不幸中弹，长

眠于辽县的大山中，年仅 35 岁。在突围

过程中，张友清将自己的马让给一位女同

志，在与日军战斗中被捕，被押送到“太原

工程队”集中营。在狱中，张友清受尽敌

人摧残。1942年 7月 7日，张友清牺牲于

太原集中营。

太行、太岳军民在此次反“扫荡”战役

中，共歼敌 3000 余人，打破了日军的企

图，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待形势稳

定后，彭德怀便着手恢复调查研究室、复

刊《调查研究》。可是由于研究室人员在

突围中大多牺牲，缺少编辑和调研人员，

印刷设备也遭到损坏，尽管后来油印了几

期业务研究材料《调查研究》，但正式的红

色期刊《调查研究》最终没能复刊，创刊号

也成了终刊号，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红色

记忆。《调查研究》虽然只出版一期，但是

促进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

地蓬勃兴起，一直传承至今，对党的建设

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连载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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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
□ 曹鹏雁曹鹏雁

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编辑、播音、技术工作都由新华社

负责，稿件由新华社广播科提供。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设

在延安清凉山，播音室设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土窑洞

里。播音室没有隔音设备，为了减少杂音，就将边区生产的

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没有报时器，就用筷子敲瓷碗

发出“铛、铛”的声音；没有降温设备，就在窑洞墙壁上凿方

槽填冰块；土法发电电压不稳，影响到功率输出不稳，大家

就采取人工调压……有关资料总结说：“新华广播电台编辑

部的全部财产只有 3/4的方桌和 3/4的油灯！”为提高新闻时

效，编辑们常常夜间编稿，第二天由通讯员送到 19公里外的

王皮湾录音、播出。清凉山到王皮湾中间隔着一条河，夏

天，遇到山洪暴发，通讯员只有将广播稿用油布包好，顶在

头顶泅水过河。冬天，延安的气温会降到零下近 30℃，很多

同志的手都生了冻疮。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新华广播电

台的同志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

音传到了全国各地。

新华广播电台最初每天播音 1次 2小时，后来增至每天

2 次 3 小时和 3 次 4 小时。广播内容多是国内国际新闻、抗

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解放

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

音乐戏曲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清脆嘹亮，打破了国民

党和日伪对我们党的新闻封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沦陷区

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成为我们党“与敌伪展开空中宣

传战”的最重要武器，被誉为“黑夜里的一盏明灯”。1941年

夏天，毛泽东听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有一台手摇唱机，但没

有唱片，就将自己保存的 20 多张送给新华广播电台办起了

文艺节目，并叮嘱要认真把广播办好。

1941年 1月下旬，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为皖南事

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

反共的行径，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41 年 3 月到 7
月，国民党布置河南广播电台“就近干扰”，还指派中统、军

统特务侦察新华广播电台台址以便进行破坏。1941年 12月

3日，新华广播电台开设了日语节目，广播对象是侵华日军，

创建了中国人民的对外广播事业。

红色电波不曾喑哑

1943年春，因电子设备故障，新华广播电台被迫暂停播

音。1945 年 8 月中旬，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这一天播出

的是朱德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对日寇全面大反攻的

进军命令。

1947 年 3 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

新华广播电台在 14 日播完当天中午的节目后，秘密转移到

子长县（瓦窑堡）的山沟里继续播音，并于 1947 年 3 月 21 日

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此后曾先后转移到太行山麓

（今河北省涉县境内）、滹沱河畔（今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播

音。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新华广播电台的广

播一直没有中断，党中央的声音飞越万水千山，给予全国人

民以极大鼓舞。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的广播，立足解放区，面向全中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群众和国民党军队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广播内容紧密配

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的发展，宣传中国共产党

的政策和主张。节目以新闻和评论为主，先后办有“解放区

介绍”“人民呼声”和“对国民党军广播”等专题节目。据记

载，沦陷区和国统区有数十万台收音机能收听到陕北新华

广播电台的广播。当时曾接到从北平、南京、昆明、重庆等

地带到延安的信。1946年 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

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驾

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陕北新华广播的

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

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走上了抗日前线。

1946 年 7月 29日，新华广播电台用广东话、闽南话和国

语第一次对华侨播音，播出了延安归国华侨联合会书记王

唯真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阴谋的《告侨胞书》，使华侨

中很多人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有了客观正确的认识。

1946 年 10月 13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李鼎铭在新华广播电

台发表《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广播讲演，痛斥了蒋介

石发动内战，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行。1946 年 10 月 20
日，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了美国人马海德《为着美国人的利

益，应该撤退驻华美军》的讲演词，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1947 年 3 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大举进犯延安，新华

广播电台是敌人重点轰炸的目标之一。

1949 年 3月 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 12月 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成为国家广播电台。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

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

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

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向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

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连载二·全文完）

唐襄乐县尉张文成和他的《游仙窟》
□ 李李 青青

有这样一部与庆阳有关的传奇小说，在国内

失传上千年，却在日本风靡千余年，并深刻影响

了日本文学史。这本书就是初唐传奇小说《游仙

窟》，说它和庆阳有关，是因为日本所存多个版本

的《游仙窟》都有“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的题

记。

宁州襄乐，即今天的庆阳市宁县湘乐镇，古襄

乐从西汉设县到元代撤县，是陇东历史上设县最

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千年古县之一。襄乐最早叫

“襄洛”，因其东依子午岭，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

秦汉时，这里就是农业文明的重要区域。襄洛向

南又可直达关中，也是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地，因

而在动荡的南北朝，襄洛的地位更加重要，北魏孝

文帝拓跋宏为其更名为“襄乐”，不久又撤县设

郡。西魏时襄乐郡又成了燕州的治所，还在襄乐

筑城称燕州城，后周时才撤燕州和襄乐郡重又改

为襄乐县。唐朝时，襄乐属于地位较高的“紧”县，

直到宋代，随着政治中心的南迁，襄乐的地位逐渐

下降，到元代至元七年（1271 年），襄乐县制才被

废止并入宁州。

张文成，本名张鷟，号浮休子，深州陆泽县

(今河北省深州市)人，唐仪凤二年（677年），青年

张文成参加“下笔成章科”制举考试，中举后被授

任宁州襄乐县尉。第二年吐蕃入侵，朝廷招募人

员从军阻击，襄乐县尉张文成应召前往河源（今青

海黄河源头地区）。《游仙窟》就是他在河源期间创

作的，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序在奉使河源的途中，在

金城（兰州）附近的积石山（临夏小积石山），投宿

“神仙窟”（炳灵寺），遇到了女主人崔十娘和五嫂，

于是饮宴欢笑，吟诗酬答，极尽欢愉后离去，故事

全篇仅八千余字，叙事以骈文为主、夹杂大量诗歌

和散叙，形成独特的散韵结合体制。全篇包含了

84 首诗歌，文辞绚丽、对仗工整，声韵优美、起承

转合自然流畅，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遣词造句极富

想象力和表现力。

张文成出生在一个文学世家，从他爷爷到玄

孙，每代都以科举入仕做官，虽官都不大但都擅长

文辞，他和孙子、玄孙都有著作传世。其中才名最

盛的当属张文成。在以科举取仕的唐代，唐人用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来比喻中举的难度。

但张文成弱冠之年就进士及第，此后，为了实现政

治抱负，他七次参加皇帝主持的制举考试，四次参

加吏部铨选，不但全部通过且排名靠前，难怪主考

官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张文成因

而得了个“青钱学士”的雅号。

如此顺风顺水的科举之路，并没有成就平步

青云的仕途。仕途不顺的张文成才名却极盛。《旧

唐书》记载张文成“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

其文”。而且新罗、日本及东夷诸蕃国，尤其喜欢

他的文字，每次派遣使者入朝，都愿意出重金购买

张文成的作品。

《游仙窟》在国内失传，这跟作者和作品都有

关系，史书记载张文成“性情偏激急躁，傥荡无检，

傲慢轻狂、不持士行”，尤其被那些正人端士所厌

恶，比如三朝元老姚崇就很讨厌他。他的成名作

《游仙窟》诞生时，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尚未完全发

育成熟，当时的人对小说中人称、情节皆可虚构还

没有足够认知。张文成在国内流传的作品只有两

部，《龙筋风髓判》是中国迄今为止完整传世的最

早的一部官定判例，在法律史和文学史上都有重

要价值，被收入《四库全书》。另一部笔记小说《朝

野佥载》，《太平广记》和《资治通鉴》都有收编。

张文成还是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墙内

开花墙外红”的文人。日本流传的《游仙窟》文本

众多，古本有古抄本、篆刻本、古刊本，又有无注

本、有注本，还有多个近现代译本，古今时间跨度

千余年。有古注本对卷首“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

作”的题记中“宁州”的注释为“属关内道，在去京

三百里西北也”。日本人整理编著的各种汉文集

中，把《游仙窟》同《诗经》《论语》《山海经》等作为

汉文经典一并收入。日本最早编著的《全唐诗逸》

就选取了《游仙窟》中的 19首诗，后来补编时，又

录入了 58首，足见日本人对《游仙窟》的重视和喜

爱。日本古典文学最高成就《源氏物语》就多次引

用、化用《游仙窟》文辞。日本古典诗歌总集《万叶

集》中有多首文辞与《游仙窟》雷同。日本学者对

《游仙窟》的研究著述，有阐释《游仙窟》对日本古

代说话文学、万叶和歌、物语文学、近世小说的重

要影响的，有考证《游仙窟》同日本文字类书、注释

类书、随笔类书关系的等等，文献丰富，成果丰硕。

新、旧《唐书》没有为张文成立传，只在其孙子

“张荐传”中简单附带几句，生平经历和生卒年月

均未表其详。唐末学者莫休符在风物志《桂林风

土记》中对曾流放桂林的张文成生平有略述。从

唐朝到民国，国内没有文学或史学著作专门研究

张文成其人其著，大多只是在收编文集时收录了

他的一部分作品，有的附带几句作者简介。直到

清朝末年，驻日公使杨守敬在日本访书时，将《游

仙窟》收录于光绪十年刊出的《日本访书志》。

1922 年，鲁迅得到日本元禄三年的《游仙窟

钞》，在北京大学讲学时介绍了这部作品，并在著

《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游仙窟》时说“中国久失

传，后人亦不复效其体制”，因而才引起了一些国

内学者的关注。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鲁迅的

朋友、时任《民国日报》编辑的章廷谦（笔名川岛），

以鲁迅收藏的钞本为蓝本，核校并加注标点，1929
年 2月，由鲁迅作序，北新书局出版了最早的《游

仙窟》点校本。鲁迅在序言中说，《游仙窟》对研究

唐代的社会风尚，流行俗语等都可作史料佐证，至

于用骈体文创作传奇小说，《游仙窟》要比清代陈

球之的《燕山外史》早千年左右，因此，对研究文学

史来说，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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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红色电波第一次
向全世界发出声音

延安无线电材料厂的工人生产急需的广播器材

徽县伏家镇位于徽县城西 15千米处，汉、

唐、北宋为下辩、同谷、栗亭辖地，先后有汉栗

亭、唐栗亭镇、宋栗亭县之名。地名来历说法

有二：其一，因镇北有创建于北魏，繁盛于宋、

元时代的紫荆山北禅寺，山下河川地带人口聚

居而得名“佛家镇”，后衍名为“伏家镇”。其

二，元代初年设栗亭管民司，为巩昌府元帅汪

世显封地，或易名福镇，后转音为伏家镇而得

名。元代至元后划归徽州（县）。明清时为镇，

民国时称伏镇镇公所。1949年 12月后设立伏

家镇乡公所。1954 年设立伏家镇人民公社。

1979年设立伏家镇乡人民政府。1989年设立

伏家镇人民政府。辖伏家镇社区 1 个居民委

员会，伏镇、前进、峡门、豆坪、河湾、架山、贺

店、竹林、索罗、郭庄、西沟、西厢、李窑、李庄、

中坝、山庄 16个村民委员会，98个村民小组。

镇人民政府驻伏家镇北街。

镇中河流纵贯南北栗亭川，有“仇鸠水、紫

金水”等古名。地处徽成盆地腹部，地势中部、

南部低，东、北、西三面高。地形河谷平坦开

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灌溉便利，气候温

和。镇北有 316国道线通过，镇南“十天”高速

支线通往金徽酒厂区，支旗—伏家镇公路贯通

东西。

多汉代墓葬，出土多汉陶、宋瓷等文物，遗

留有北禅寺、云烟峡、杨难当墓、明代骆坝川郭

从道家族先茔、杨将军祠、杨公墓志、泰山庙、

关帝庙、魏氏夫人节孝碑等遗迹。(连载十）

徽县伏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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