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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人生无悔人生
———共和国海洋地理专家刘恩兰—共和国海洋地理专家刘恩兰

□□ 黄宗慈黄宗慈

□ 柴多茂柴多茂

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沉勇大略的陇上名将 ———— 赵充国赵充国

□□ 王王 凯凯

珍贵的红四方面军革命宣传手册

在古浪县博物馆珍藏着一本纸质微黄、手掌大小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就

是《红四方面军革命宣传手册》。1983年7月，由古浪县委党史办征集。2000
年8月，被甘肃省文物局革命文物专家鉴定为革命一级文物。宣传手册为油

印本，长14厘米、宽9.3厘米、厚0.3厘米，土毛边缘纸质，共22页、41面。线装、

腊刻、油印，每面竖排11列，每列满行15字左右，共计约达6770多字。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

面军总部及三十军、九军、五军等两万一千八百多人，奉中共中央命令西渡黄

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6年11月9日，因战局变化，西渡黄河的红军部

队分左右两翼向西挺进。其右翼30军，经新堡子、马家磨沟、裴家营、大靖，先

头部队11日抵进丝绸之路重镇土门堡。在此地休整一周，发动群众，筹集给

养，开展宣传动员工作。14日，红军在土门大庙召开群众大会，红军西路军政

治部主任李卓然到会讲话，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马罪行。尔后，30
军与后继部队5军、红军西路军总部于11月16日陆续从土门堡撤离，经武威，

于18日抵达永昌境内。

红西路军右翼部队在古浪县土门镇休整时，在当地宣传抗日思想、发动与

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时使用过这本宣传手册。该宣传手册共五部分，内

容观点鲜明、语句浅显易懂，通过分析当时国家现状、面临的抗日严峻形势，

揭露了国民党、胡宗南的丑恶本质，并以口语形式，向河西群众宣传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性质、优良传统，以及争取各方力量一致抗日的目

的。印制的部分内容跟后来《悲壮征程》内搜集整理的原红军西路军30军某

团通讯员演唱的“劝白兵”歌词相吻合，这无疑是红西路军30军留在古浪的

珍贵红色革命文献。

红四方面军革命宣传手册是古浪县委党史办抢救性挖掘收集的红色文化

档案，于1983年7月从土门镇当地村民手中收集而来，是一份能真实、可靠佐

证红军西路军血战古浪的脉络、经过及悲壮征程的革命历史文物。

红四方面军革命宣传手册内容完整、条清目楚，除甲部分开头标题稍有残

缺外，甲（宣传标语的8个部分），乙（告胡宗南部白色士兵标语大纲）10条，丙

（告松潘一代群众传单）5章，丁（告少数民族传单）5章，戊（抗日宣传标语）18
条，全部完整珍藏。

红四方面军革命宣传手册多层次、多侧面对红军主张进行宣传，手册中有

提纲挈领式宣传单、有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标语、有檄文号召式的宣传语，从多

方面鼓舞了人心、激励了斗志，真实具象地反映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唯

有劳苦大众团结一心，才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日子的革命理想。如：“工农穷

人快快团结起来，拿起刀枪，同红军一路打卖国害民的胡宗南，打了胡宗南，西

北穷人来坐西北的天下”“不当亡国奴……做一个永不投降帝国主义的硬

汉”。在革命尚处于蒙昧状态的河西大地，红四方面军革命宣传手册起到了宣

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使群众了解和认识到当时革命形势的重要作用。

这本革命宣传手册，为红军西路军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发挥了积极的鼓

动作用。宣传手册中的这些红军标语及传单都是由红军党政宣传部门刻写、

油印的公开宣传品。它宣传红军胜利以鼓舞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和抗日主

张，以争取群众；宣传国内外形势，以唤醒群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革命

斗争进程。红四方面军宣传手册是西路军血战河西的革命遗存和历史佐证。

清代青花一束莲纹瓷盘
□□ 王家年王家年

笔者在 20 多年前的古玩市场上，先后购

得几件清代青花一束莲纹瓷盘，通过查找资料

等方式，对这种纹饰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元明清时代瓷中青花束莲纹，是一种固

定的青花纹饰，也称“把束莲”纹。束莲纹，是

指在青花瓷器上绘制一束用缎带扎起来的莲

花、莲蓬和莲叶的画面。这种纹饰最早出现

在北宋耀州窑中，元朝普遍用于各类青花

瓷。束莲纹形式有置于水波中的“一束莲”、

交错对称的“二束莲”“三分天下”的“三束

莲”以及“散莲”等多种形态。

青花一束莲的高峰期是明朝永宣时期，

作为青花瓷的一个固定纹饰，“一束莲”因寓

意清廉、高洁成为明青花瓷的主流纹饰，还深

受欧洲人喜爱，在“克拉克瓷”中有相当的“一

束莲”远销荷兰、比利时、德国及英格兰，是当

时外销青花瓷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康雍

乾”三朝盛世以后，“青花一束莲”随社会经济

的凋敝而日渐式微，从嘉庆朝开始，无论胎

质、器形还是画工、施釉等，各道工序的品质

都较差了，嘉庆朝成为“青花一束莲”精品和

普通器的分水岭。

在器形上，“青花一束莲”主要以盘为主，

也有盒、罐、碗、壶等生活用器。元朝中叶曾

烧造过一些仿古青铜器的样式，如“方口尊”

等，如今极为罕见。外销瓷中的“青花一束

莲”，主要器形有大盘、广口盘、深口盘、将军

大罐等观赏器，真正意义上的实用器极少。

古代瓷器的收藏与其他品种不同，它不以

器形新奇为贵，因为瓷器在一千多年的传承和

应用中，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吃饭的盘碗、

喝茶的杯盏、养花的花盘、写字的笔洗，甚至

睡觉的瓷枕等，这些圆的、方的、深的、扁的等

瓷器样式，已经恰如其分地满足了人类日常生

活的分类。所以，瓷器的珍贵之处在于本质，

而器形已相对固定，绝少出现新奇器形。

瓷器中“一束莲”的纹样很多，几乎没有两

件完全相同，元明两代一般都是在盘芯点绘束

莲纹，外壁绘仰莲纹。清朝的“一束莲”纹样则

出现很多变化，盘芯的束莲束越来越粗、越来

越密，多了几分写实，少了几分飘逸；外壁也不

再绘缠枝莲纹，代之以圆点纹和枝豆纹，而且

盘芯和盘壁的留白面积也较元明时期大为减

少。随着海内外瓷器收藏家对青花束莲纹的

进一步认识，青花束莲纹瓷器的价值近年走

高，爱好收藏的朋友可关注其投资价值。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是莎士比亚

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

在中国海洋史上有一位从不向困难低头的

顽强女性，海洋地理学家刘恩兰（1905-1986），

山东安丘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然地理女博

士，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创始者之一。

一

1905年，刘恩兰出生，刘恩兰的爷爷重男

轻女。4个月的小恩兰患了痢疾，奄奄一息，爷

爷把小恩兰扔在干草堆上。恰巧，父亲暑假回

家，背着爷爷从鸡群里抓了一只母鸡，熬了汤

喂她，把小恩兰和她的母亲转移到潍县，为她

治疗。终于，刘恩兰从死神身边溜回来了。

刘恩兰的父亲毕业于山东广文大学，多年

从事教育工作，著有多种数学、理化方面的著

作。父亲是一位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刘

恩兰读书识字、数理化知识。刘恩兰 14岁那

年，父亲送她去南京考汇文女中。一年半以

后，刘恩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

学。刘恩兰对父亲是怀有感激之情的。她说：

“我父亲从小就告诉我人要自立，他从来不因

为我是女孩子而要求我‘三从四德’什么的。

父亲曾在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立’字，告诉

我，立字上面一点是太阳，一横是长空，下面站

着一个人，底下一横是地平线。‘立’就是一个

人要头顶蓝天，脚踏大地，勇敢地站立着。”父

亲的这个拆字教育法，使刘恩兰一生牢记了这

些话。

二

1925年，刘恩兰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时

任金陵女大附中主任。当时金陵女大有个规

定，任教 6年可以出国一次。刘恩兰在任教 4
年后，学校破例送她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

刘恩兰选择了当时一门正在新兴而又是很少

有女性去攻读的“自然地理学”(当时在美国也

才有两所大学有地理系)。
1931年，刘恩兰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硕士

学位。在世界自然地理学科中，一个中国女性

在国外获得硕士学位，在当时算是佼佼者了。

刘恩兰的一位美国老师问她：“在你获得硕士

学位后，如果有人送你礼物，你愿意接受什么

样的礼物？”刘恩兰说：“我是学地理的，那些手

绢、纪念册对我没有什么用，我愿意接受一个

大大的礼物，比如有一条船，它能使我到世界

各地去考察。”不多日，刘恩兰戴上硕士绶带以

后，她的老师送给她一张支票是环球一周的旅

费。于是，刘恩兰开始第一次环球旅行，她经

加拿大，渡大西洋，穿直布罗陀海峡，到欧洲的

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

兰、波兰、苏联，过西伯利亚回国。在刘恩兰一

生中绕过地球三圈，在还没有喷气客机的时

代，也是不容易的。

回国以后，金陵女大创办了地理系，刘恩

兰担任地理系第一任系主任。1938年，刘恩兰

又有一次出国的机会，她申请去英国牛津。可

是美国校董批示，只能去美国。英国牛津的学

位连美国人都难拿不到，你一个中国人能行

吗？假如一定要去英国，费用要扣除三分之

二。刘恩兰认为，美国人不一定拿得到，中国

人就一定拿不到吗？你也太看不起中国人了!
刘恩兰拿着那仅仅三分之一的费用登程。这

次刘恩兰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过地中海，

再次穿直布罗驼海峡到达英伦。她选择这条

航线，是因为人们说印度洋风浪特大，苏伊士

运河已淤浅，她要亲自去观察。牛津大学包括

48个学院，当时只有4个学院收女生。她进入

收费比较低廉的圣希尔达学院攻读博士研究

生，依靠做厨师和实验室助手维持生活和学

习。两年后，刘恩兰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

位，这是中国第一位女性获得牛津大学地理学

博士。牛津有一个规矩，对每一位获得博士学

位的人，除了博士证书以外，还奉送一套博士

服。刘恩兰在回国前，关照学校把证书、成绩

表、博士服都先送给美国那位校董再转到中国

给刘恩兰。（连载上）

··珍珍 赏赏··

赵充国（公元前 137—前 52年），字翁孙，陇西郡

上邽（今天水西南）人，后迁金城郡令居（今永登西

北）。《汉书·赵充国传》记载，他“少好将帅之节，而学

兵法……为人沉勇有大略”，历经西汉武帝、昭帝、宣

帝三朝，一生驰骋疆场、战功显赫，是著名的军事家、

政治家。

一战成名 朝野震惊

少年时期的赵充国就异于邻家的孩子，特别喜欢

学习兵法，长大后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投军。由于

他聪慧过人、善于骑射，很快就得到了羽林军将领的赏

识，被调入羽林军，成为一名下级将领。

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汉武帝下令贰师将军李

广利征讨匈奴，赵充国以假军司马随军出师。在汉初，

“司马”一职属高级将领、军事主官。当时的大将军所

属军队分为五部，每一部由一名司马统领。

这次，李广利率部进攻的是匈奴右贤王。当时的

匈奴，是北方草原的霸主。李广利好大喜功，在对敌情

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贸然进军，结果一到酒泉，就遭到右

贤王军队的包围。因汉军远道而来，粮草补给非常困

难，所以右贤王对汉军采取围而不攻的战术，企图把李

广利的军队活活困死。很快，汉军就断了粮草，每天有

军士饿死，士气低落。赵充国识破了右贤王的阴谋，向

李广利提出建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趁早突围。李广

利虽也想到突围，可担心右贤王的兵力强大，士气正盛，

突围不成，会让汉军覆灭。赵充国说他愿意带一队骑

兵，杀出血路，为全军突围打开缺口。李广利听后非常

赞同，即令赵充国在全军挑选将士，当夜就组织突围。

这天晚上，赵充国一马当先，向前猛冲，挑选的百

余将士奋力冲杀，李广利率领大部队紧跟其后。汉军

突然发动猛攻，一下把匈奴将士给打蒙了，等反应过来

后，汉军已突出重围。右贤王虽又组织围堵，但汉军已

脱离险境。

李广利班师回朝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这次河西之

役，特别汇报了赵充国的英勇表现。汉武帝听后大加

赞赏，并召见了赵充国，任命为中郎将。

这次河西之役，赵充国一战成名，朝野震惊，成为

汉军中的名将。不久，他又提升为车骑将军长史。

股肱重臣 威名远扬

公元前87年三月，汉武帝刘彻去世，刘弗陵继位，

是为汉昭帝。这段时期，西北各游牧民族又不时地侵

扰内地边关，烽烟再起。元凤元年（前 80年）春，武都

一带的氐人举兵造反。汉昭帝任命赵充国为大将军护

军都尉，带兵平叛，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不久，赵充国

晋升为中郎将、水衡都尉，屯兵于上谷郡（郡治在今河

北张家口），负责北方边境的安稳。

元平元年（前74年），汉昭帝刘弗陵去世。因刘弗

陵一生无子，所以皇位的继承成了大问题。当了 27天

的皇帝海昏侯刘贺被废黜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提

出让汉武帝曾孙刘病已入宫，继承汉室大统，这得到

赵充国的积极支持。后几经周折，刘病已（后更名刘

询）继承皇位，即汉宣帝。在此次继位斗争中，赵充国

再次展示出超人的才能，成为汉宣帝的股肱重臣，被

封为营平侯。

西汉初期，西域的乌孙国因势力稍弱，屡受匈奴的

侵扰。早在汉昭帝时期，乌孙的解忧公主就上书，请求

汉朝发兵解救。当时，汉昭帝自顾不暇，所以未能出兵

解救。得知汉宣帝即位，乌孙王昆弥又上书，表示自己

发五万精兵，与汉军共同夹击匈奴。因汉朝也常受匈

奴侵扰，所以汉宣帝同意了昆弥的请求，很快派出五位

将军，率骑兵十五万，远赴西域，打击匈奴。

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任命赵充国为蒲类将

军，率三万骑兵进击匈奴。经千里河西走廊，到蒲类海

（今新疆巴里坤湖）时，因匈奴事先得知汉军西进的情

报，早已逃之夭夭。此次汉军西进，虽然战果不大，但

赵充国所向披靡，斩杀了蒲阴王及官兵三百余人，缴获

牛马七千余头，名声远播，对匈奴起到了震慑作用。

西征归来，汉宣帝派赵充国率领四万骑兵驻守在五

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和渔阳等九

郡，负责北方边关安全。这时的赵充国虽年近古稀，但

威名远扬，让匈奴将士闻风丧胆。不久，匈奴单于率兵

十万侵犯边关，到汉朝边境时，发现是名将赵充国戍边，

顿时畏缩不前，思索再三后悄然率军离去。（连载一）

静宁县政协文史资料
《乡贤慕天颜》出版发行

近日，由静宁县政协编撰的书籍《乡贤慕天颜》出版发行。慕天颜

(1624—1696)，明末清初平凉府静宁州人，字拱极，号鹤鸣，作为静宁县历史

上的著名乡贤，其生平事迹与品德风范在当地流传已久。《乡贤慕天颜》一书

通过详实的史料记载、丰富的故事叙述，生动展现了慕天颜在政治、文化、社

会公益等多方面的卓越贡献与深远影响力。书中既有对其在历史舞台上重

要事件的深入剖析，也有对其个人品德修养、人文情怀的细腻描绘，全方位

地塑造了一位令人敬仰的乡贤形象。《乡贤慕天颜》的发行旨在传承和弘扬

乡贤文化，以乡贤为榜样，激励当代静宁人民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培育良好

社会风尚与人文精神。（通讯员席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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