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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首次举办中共首次举办““七七··一一””庆典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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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七分校的女生队是一支独特的队

伍，她们的到来为抗大七分校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采。面对生龙活虎的男队员，女队员

也毫不逊色，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

难，取得了大生产战斗的胜利。

纺线是女生队的拿手好戏。纺线时，女

队员坐在窑洞前的广场上，围成一个大圈，

人手挥动，纺车飞转。除了纺线，女生队还

承担了织毛衣、毛袜和做棉军服的任务。在

制作棉衣的过程中，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就到

山上挖来核桃、酸枣、杏树等树根，将根皮熬

成多种颜色的水，再试着调色制成多种颜

料，把毛线染成咖啡色、黄色、深灰色、浅灰

色等，然后织成多种颜色、多种花样的毛衣、

毛袜，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

劳动生产改善了生活，又锻炼了思想，

锤炼了意志。在彭绍辉等同志的带领下，到

1944 年底，抗大七分校共开垦荒地 6 万余

亩，生产粮食折合细粮共 5650 余石，养猪

1300余头、羊1100余只、牛100余头，实现了

粮食和蔬菜的全部自给自足；还先后建起木

工厂、肥皂厂、造纸厂、粉坊、磨坊、酒坊等，

全分校官兵不但能吃饱饭、有木炭烤火，每

人还发了毛衣、手套、毛袜。年底在东华池

大礼堂举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及展

览会。表彰了大队级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

作者 72名，评选出校级劳动英雄与模范工

作者 22名、先进单位 6个。展览会上，共展

出 530多件手工艺术作品和 100多幅图表，

以连环画的方式宣传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

者的先进事迹，进一步发扬了抗大艰苦奋斗

的革命精神。丁建民、李振民等学员还被推

选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受

到了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表扬。

从 1943年冬到 1944年春，抗大七分校

开始了大练兵活动。在豹子川新建成的大

操场上，一队队身穿灰色军服的年轻士兵正

在进行射击训练。校长彭绍辉亲自到训练

场，独臂举枪进行示范，讲解瞄准的要领，使

学员深受启发。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学

校还组织学员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校文工队和各大队经常自编自演文艺节目，

他们用床单作道具，脸盆当乐器，创作并演

出了《豹子川大合唱》《难民区》《解放宁条

梁》等歌舞和剧目，吸引周边数十里的老百

姓前来观看。他们还根据每个阶段中心工

作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村头和院落，给老

百姓演戏唱歌，进行抗日宣传，《兄妹开荒》

等节目，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很受欢迎。

1945年，彭绍辉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到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大会召开前夕，毛

泽东在延安枣园亲切接见了彭绍辉。他热

情地拉着彭绍辉的右臂，对身边的人介绍

说：“绍辉同志是瓦子坪人，是我的老乡，放

牛娃出身哩！”又对彭绍辉说，“我记得我们

在老家见过面。”彭绍辉也激动地回答：“主

席，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您是在1927年1月10
日。当时您回到老家考察农民运动。”毛泽

东用家乡话说：“噢，你啷个有这么好的记

性？”彭绍辉答：“那时候见到您就像是一个

大喜的日子，怎么不记得呢？再说，我有每

天记日记的习惯。”毛泽东笑着说：“绍辉啊，

你坚持记日记的习惯好呀！将来革命成功

了，这些日记就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啊。”

紧接着，毛泽东又询问起抗大七分校的

办学情况，彭绍辉做了详细汇报。他介绍了

如何搭茅棚、挖窑洞、开荒播种，如何修房

屋、烧木炭，如何冬季练兵、开展文化和专业

学习，大批基层骨干从七分校走向各个部队

等。当毛泽东听说抗大七分校最多的时候

有 3000多名学员、700多位教职工时，毛泽

东风趣地说：“孔夫子是弟子三千，七十二贤

人，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七分校的师生分

批离校，奔赴前线参加解放战争。1945年 9
月，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首先重返晋冀鲁豫

前线。10月下旬，校部和第一大队在彭绍辉

带领下奔赴晋绥边区，第二大队数百名学员

返回延安，分配到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工作。

11月24日，按照中央军委通知，抗大七分校

办学结束，第一大队学员全部结业，其中一

部分学员分配到吕梁军区，一部分学员赴东

北北满。

彭绍辉担任校长时的抗大七分校在陇

东的三年，是战斗的三年、自力更生的三年、

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三年，为我党培养

了 5000多名党政军优秀干部和通信、机要、

测绘、文艺、医务等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

们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骨干

力量和领军人物；这也是陇东革命斗争史上

辉煌灿烂的三年，虽然物质条件异常艰苦，

但学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学员和群众之间

情同手足，同甘共苦，陇东一部分有志青年

深受感染，积极加入抗大七分校的队伍，走

上了革命道路。

抗大七分校结束后彭绍辉立即奔赴全

国解放战争前线，先后任吕梁军区副司令

员、晋绥野战军第 2纵队副司令员、吕梁军

区司令员。1948年 7月起，彭绍辉任西北野

战军第 7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 7军军

长。新中国成立以后，彭绍辉历任西北军区

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

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

委委员等职。1955年，彭绍辉被授予上将军

衔。1957 年，他协助叶剑英元帅组建军事

科学院，并亲自组织编辑 4个野战军的《战

术资料汇集》，编制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战斗

条令和共同条令，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和

现代化建设及军事科学研究的开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连载下·全文完）

这套清晚期象牙刻组字诗牌，有 792 枚正方

形诗牌以象牙制成，其中红、蓝二色各 396 枚，每

枚均双面阴刻小楷汉字，并填色用以区分游戏双

方，正面字体较大且居于正中，背面则按平仄将音

形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缩小刻于右上角，为旧时文

人组诗游戏用品，用于饮酒、茶会、雅集等活动之

中，即可比试才情，亦可娱乐。这套诗牌有原配木

盒及拼字木托。

汉语大辞典对“诗牌”的释义：一是用以题诗

的木板；二是指题上诗的木板；三是韵牌，刻诗韵

上下二平声为纸牌式，每韵一叶，总三十叶，山游

分韵，人取一叶，吟以用韵。见明屠隆《考盘余事·

韵牌》；四是文人游戏，各以牌分取杂字，缀成韵

语，是牌亦曰诗牌。

明代的“诗牌谱”有多个版本，明万历王良枢编

辑，周履靖校续，有影印万历二十五年金陵荆山书

林刊本《夷门广牍》卷五十二“娱志牍”中，讲了诗牌

的制式、游戏规则。康熙年间，诗人王渔洋在所著

《香祖笔记》上谈诗牌，将其与集句诗相提并论。当

时诗牌游戏相当流行，都是文士，包括有能力刻印

诗集的人物。李家瑞所著《停云阁诗话》记载，道光

晚期在福建任过知县的张辛田，曾约他一起用诗牌

作律诗若干首。金武祥在《陶庐杂忆》中回忆童年

游艺中，祖父让他们用竹或纸做成诗牌，在每牌的

两端分写两个字，在家庭闲暇和宾朋宴集时用为游

戏。根据集中诗文推算，金武祥生在道光二十七

年，他所言应为咸丰年间的事。孙柽所刊于同治十

年的《余墨偶谈》说：“诗牌之戏，于杂剧中为最雅。”

将诗牌列于社会上流行的各色游戏之中。

诗牌的制式和材质是多姿多彩的，材质有象

牙、木材、竹材及纸制的。制式大小尺寸类似牌九、

麻将牌、指甲牌。稍长一些的，可以两端各写一字，

当两张牌用。短小见方的多写一单字，部分亦有两

面使用的。诗牌上所刻字的平仄声分别以朱墨两

色来区分。多数是平仄各三百张，也有各四到六百

张的。全在乎参与者的喜好，所选大都是被认为典

雅的作诗常用字，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虚字等要

各占一定比例，以便成句。然后将它们贮于绫缎缝

制的锦囊中由诗人们或自摸或分发，各人必须根据

自己所拈之韵作诗。

诗牌的游戏规则，吴兴庚阳王良撰《诗牌谱叙》

说：“近岁于吴兴王慎卿席上出诗牌为令，人分二十

字，叠字为诗一句，不限五七言，能者胜，劣者则有

罚，赏以酒，或限题赋诗，辄欢洽无厌，明慎卿出斯

谱曰：此余于金陵朋辈家见而录之，惜其传未广

也。予熟视谱中如分韵、立题、用字、借字、赓奇、焕

彩总其式十有六，此则其要妙，慎卿席上所出，盖小

变谱中之意，俾人易从耳。”

有把全副牌分成四份，四人中有一人牵头，称

为诗伯，由他用摸牌数笔划等方法，指定每人用哪

一份牌和用什么韵，然后每人报出共有多少韵字和

便于咏作的诗题，开始构思拼写。诗体是大家商定

的，用字也有约好的借代方法。叠字可用空一格表

示。或由主持诗会者随意抓取后分发，每人每次数

十字，这往往视人数和规则而定。各人即根据自己

手中所拥有的诗牌字数凑集搭配成诗。诗的句式

五、七言不限，或由诗会事先说明，限五言或七言诗

二句，共一联，要求语意新奇，平仄协调，对仗工稳。

诗牌是汉字诗学的游戏，也是意象思维的游

戏。有一种是竞赛性稍强一点的玩法，见于民国九

年五指山人编写的《诗牌新谱》。游戏时按座次轮

流摸牌。假设 4人作五言绝句，每篇首诗 20字，每

人先摸到19张牌；头家摸20张，要先打出一张。次

家认为有用就收起，同时要打出一张。次家认为无

用就问再下家，下家都不用，他就摸一张牌，打出一

张。用这种玩法可不轻易弃置任何一个字。几轮

以后，有人收到最后一张有用的牌，作出五言四句

的一首诗，就是头一位赢家。再宽限一定时间，争

取有第二个赢家，或形成更多佳句。最后推敲词

句，评定优劣。诗牌游戏规则门类繁多，还有限字、

魁斗、蝉联、碎联等名目。

··珍 赏珍 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斗争形势严峻，10多年一直未在

社会公开，也没有记载建党历程的资料，更没有纪念党的诞辰

活动。

1936年，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

际》杂志上，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的文

章，提到党的诞辰是1921年7月，但没写明具体日期，这是在公

开出版物首次披露建党时间。

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积极分子

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今天是七

月一日，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十六周年。”这是

中央领导第一次把“七月一日”与“建党周年”联系到一起。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讨论会

上，提出要核实“建党的准确时间”。当时，延安只有毛泽东和

董必武曾出席党的“一大”，时光已过17年，虽两人都努力回忆，

只记得是1921年7月下半月，但不能确定哪一天。（新中国成立

后经专家考证是7月23日）周恩来在讨论会上提出：“纪念党的

诞辰目的是督促、警省我们不忘党的宗旨、使命，应该把建党日

定在七月之初，有开头、起步的深意。”经过热议，得到大家一致

认同。

1938年 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今年七月一

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党的领袖首次明

确提出“七·一”是建党纪念日。同年 6月 14日，陕甘宁边区党

委召开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联席会议，决定从 7月 1日至 7
日，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及抗战一周年”纪念周活

动。6月 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

要》，指示各单位、部队要在“七·一”建党“纪念周”，力所能及地

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第 43、44期出版“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专（合）刊，封面是毛泽东的题词：“坚持

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新中华报》《群众》等报刊也都相继以大字号、大版面刊登纪念

党的诞辰文章。

193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首次举办诞辰“纪念周”庆典，

延安街头彩旗飘扬，商铺、合作社等门市都粉刷一新，旧宣传

画、标语都换上了新颜。上午10时，延安各界《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十七周年》大会开幕，会后，数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

行、宣传和文艺演出活动。傍晚，延安几乎全城空巷，各机关、

部队、学校等团体的人员和群众，汇聚南门外的公共体育场，参

加“庆祝建党十七周年”提灯大会。7时许，“体育场”上空回荡

起万众齐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接着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莫文

骅致辞，他铿锵有力的讲话，不时引发雷鸣般的掌声和“拥护中

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

讲话结束，提灯游行开始，最先点亮的是中央机关制作的5
米多高的宝塔灯，“抗大”第五大队制作的3米多高的“五星·斧

头·镰刀”灯，在两座巨型灯的引领下，五颜六色的飞机灯、坦克

灯、战舰灯、炮弹灯、葫芦灯、南瓜灯等数千盏提灯相继点亮，从

南门有序排列前行，登高远望，辉映整个延安城亮如白昼。灿

若繁星、蜿如游龙的提灯所到之处，群情激奋、歌声、口号声、欢

呼声此起彼伏，表达解放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央人民政

府的热爱、敬仰。

第二天，纪念周的“部队日”“青年日”“工商日”“学生日”等

庆典活动陆续举行，每天以军事比赛、文艺演出、艺术展览、演

讲会、报告会等突出各自特点的形式纪念党的诞辰。

中国共产党举办首次“七·一”庆典，激发起广大军民对党

的无限热爱，更加坚定了他们团结一心、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

决心和信心。

东汉摩崖石刻
——《河峪颂》

□ 郎照玉郎照玉

··陇道遗珍陇道遗珍··

对于甘肃东部的汉代摩崖石刻，《西狭颂》早已为

人熟知，然早于该颂 21年的《河峪颂》，至今藏于深山

人未识。《河峪颂》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

治县恭门镇。汉武帝元鼎三年（前 114），朝廷为确保

关陇故道畅通，在恭门镇河峪关设置驿马，史称“河峪

关驿”。为抗击羌人与匈奴对汉朝西境的侵扰，东汉

汉阳郡太守刘福（字伯寿）下令屯兵恭门镇河峪关。

同时，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为朝廷度陇西征提供

交通便利。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为纪念故太

守刘福的历史功勋，由汉阳郡郡吏赵億奉命负责，经

吏民通力合作，在恭门镇河峪关东北山麓建造并镌刻

该摩崖，将刘福善政亲民的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

著政绩昭告后世。

《河峪颂》摩崖石刻距今 1867 年，历代金石著述

均无记载。民国方志、金石学家张维（字鸿汀）的《陇

右金石录》虽收载甚夥，亦不见著录。直至 20世纪 80
年代初，方被有识者发现，以颂之主人名之，被称为

《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摩崖石刻地处恭

门镇河峪关，又依地而名之《河峪关颂》，简称《河峪

颂》。该摩崖石刻 1987 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016年 6月 1日，经甘肃省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八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峪颂》依摩崖既凿又锉，刀

法干练，劲健质朴，古意盎然，浑脱无拘，虽经两千年

风雨而笔意尤在，魅力无穷。

《河峪颂》位于张家川县恭门镇河峪村，在村东东

西向的小河北岸，为河流冲积形成的狭长台地，台地

北侧为花岗岩质石山，山上岩石风化破碎，生长着新

生的茂密松树。在一块较为完整的石面上，刊刻着

《河峪摩崖》。《河峪颂》摩崖为花岗岩石质，呈不规则

竖长方形，纵 130厘米，横 102厘米，崖面粗糙，中下部

剥落。阴刻，隶书，正文总共 15行，行约 18字。正文

上端阴刻一较大的『汉』字。正文字径 6厘米，结合文

献可辨识 134字。

在用笔上，《河峪颂》显示出浓重的急就风味。和

《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一样，点画没有太多的修

饰，典型隶书的蚕头雁尾几乎看不到。石匠只是用凿

子按照文字的结构刻凿出来，于是在拓片中形成了几

乎没有粗细变化，像屋漏痕一样充满篆籀古意质感的

点画。由于石面不平整，长的点画不能平直，点画的

轮廓也是毛而涩的，不能光滑，显得细劲古拙，率意老

辣，极具郁郁勃勃的生命力。

在结构上，以方折为主形成基调，但并不平淡。

一方面将有些有圆转主笔的字如“乃”“之”中的圆转

以及有些字的车字底处理成方折，以协调基调；一方

面却在外轮廓方正的字如“守”“约”“迨”中，将原本平

直的点画处理成圆转的弧线形点画，以之对封闭的空

间进行分割，形成出其不意的审美效果。字内的短笔

画造型活泼，如“刺”“不”“柔”“术”等，形态各异的短

笔画在长笔画分割出来的空间中顾盼、跳跃，和曲折

的长笔画一起，使整个单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单字

的外形虽然以方为主，但并不大小一律，既有可以拉

长的字形如“不”“之”“乃”等，使字距缩小，字内空间

加大，显得宽博舒展；也有一些竖长的字形如“柔”

“喜”等，任其竖长。

章法上总体来说虽然没有明显的界格，但纵有

行，横有列，属于典型的铭石书书写风格。但如同《裴

岑纪功碑》和《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由于行间茂密，

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气脉相通，形成了雄浑朴茂，

凝重简率的规整之力无法束缚的磅礴气势，这正是汉

代人的审美追求。

《河峪颂》外景 《河峪颂》原石 《河峪颂》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