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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恩兰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在迁到成都

的金凌女子大学任教。这时李四光早已在

庐山发现“中国冰川”，她主张在地质讲义中

加入“中国冰川”的内容，可是一位英国教授

不同意，认为国外地质论著中没有引用过这

个材料，说明靠不住。因此，不能写在讲义

中。刘恩兰反驳说：“‘中国冰川’已由李四

光教授考察、研究和证实，你们没有，说明你

们糊涂，应该在讲义中向学生介绍。”两人争

执到教务长那里，教务长裁定是“暂不写入

讲义”。当时吴贻芳校长在国外，刘恩兰一

气之下，不辞而别，随一辆拉货的大车到了

兰州，在兰州大学讲学一年。一直到吴贻芳

校长回来，得知此事，写信请刘恩兰返校，她

才回到成都。

1946年，刘恩兰应中美文化协会邀请赴

美讲学。他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黑人居住

区考察了一个月黑人生活，又到落矶山谷干

旱地区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考察印第安人生

活。不幸，刘恩兰遇了车祸，严重的创伤强

使她在美国医院里住了两年。这时，医生劝

她再住一年，保证她可以痊愈。但倔强的刘

恩兰带着伤残回到了即将解放的祖国。

三

1953年，刘恩兰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工作，8月，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在办公室

里跟她进行过一次谈话：“您搞地理，懂得海

洋，海洋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您了

解。我们想请您为中国的海防，为海洋开

发、海军建设做些贡献。”刘恩兰爽快地答应

了。

有一次军舰出海到旅顺口外考察，当时

的苏联专家建议，刘恩兰不要上舰。苏联专

家说：“苏联女人是不上军舰出海的。”刘恩

兰反问：“苏联女人不上舰，因此，中国女人

也不能上舰吗？”刘恩兰向领导反映：“如果

不让上舰，我坐在岸上干什么？不上舰，我

就不去考察。”领导请示北京，北京回答：“上

舰。”这次出海收获很大，刘恩兰写了一份资

料丰富的报告。

刘恩兰不但随舰艇出海，她还乘潜水艇

出海。潜水艇是在颠簸中前进的，空间狭

小，这样艰苦条件一般男性都不能承受。刘

恩兰以坚强的意志战胜困难，为祖国海防觅

取宝贵的资料。

有一次海面风浪很大，刘恩兰已经 60
岁，时任海军司令部航保部一级研究员，随

舰出海。黄海的狂风恶浪使她胃病复发，猛

地吐了一口血，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刘

恩兰拒绝了舰长向上级的返航请示。

四

1979年，刘恩兰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顾

问到澳太利亚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学年会，并

参加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在南太平洋航海

中心，刘恩兰和大家一起登上 270米高的电

视塔，俯览悉尼港，远眺南太平洋。同年，在

青岛，中国海洋学会组织全国中学生航海夏

令营，她带领学生们攀上几层楼高的软梯，

参观万吨级远洋轮。坚强的性格，坚定的爱

国心和事业心，使她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强

的行动，甚至是人们难于理解的行动。

刘恩兰是独身女性。别人问起她，为什

么当时不考虑结婚的问题。刘恩兰回答得

很坦率：“说句实在话，我当时有做不完的

事，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我简直没有时间

考虑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我追求的是做

学问，没有时间追求爱情。但是，请你不要

宣传我是提倡独身主义的。我主张这个问

题让人们各自去考虑。”

后来，刘恩兰以80岁高龄继续担任海洋

局的顾问，海洋、航海、气象、地理等4个学会

的理事。这位坚强的女性以她的光和热描

绘出海洋世界绚丽的晚霞。1986 年 7月 15
日，刘恩兰病逝，享年81岁。

（连载下·全文完）

古稀之年 请缨出征

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部族，以游牧

为生。战国早期，居住在今四川北部、甘肃西

南、青海大部的羌人逐渐发展起来，成了当时西

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他们主要活

动在西部地区，史称“西羌”。秦统一六国后，驱

逐羌人至边远地区。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羌

人势力日益强大，开始向东扩张，不时侵扰汉朝

边境。特别是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后，迫使羌

人离开了水草肥美的湟水流域。对此，羌人多

次向朝廷提出，将湟水流域划归他们放牧。

元康三年（前 63年），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

渠安国巡视西羌地区。先零羌首领杨玉又一

次提出东渡湟水游牧的要求。义渠安国把先

零羌的请求报告朝廷汉宣帝，宣帝答应了先零

羌的要求。赵充国得知这一消息，对羌人渡湟

水放牧的真正目的产生怀疑，担心他们渡湟水

会对西汉构成严重威胁，于是马上向汉宣帝上

书，奏明自己的忧虑。汉宣帝看了赵充国的奏

章，召回了义渠安国，拒绝了先零羌的要求。但

是，杨玉不肯罢休，率部强渡湟水。随后，他们又

联络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订立攻守同盟条

约，并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

切断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

汉宣帝收到消息，急忙召见赵充国，请他

分析羌人的战略意图。赵充国向汉宣帝说道，

西羌各部落相互联合，如果再与匈奴勾结，等

到秋后马肥，必然起会攻击汉境，遂向汉宣帝

建议立即派人前往边关，一边训练士卒，做好

战斗准备；一边派人深入西羌，对羌人各部落

头领晓以利害，以免被利用，继而瓦解羌人的

部落联盟。汉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又派

义渠安国出使西羌。

义渠氏原是匈奴的一支，后依附了汉朝。义

渠安国的性格刚烈，因上次出使西羌没有完成使

命，使得他颜面尽失，所以这次出使西羌，更是杀

气腾腾。到西羌后，义渠安国决定杀一儆百，遂

召集三十多位羌人部落首领，一顿怒斥后，推出

营门全部斩杀，还纵兵乱杀先零羌一千多人。他

的这个错误行动，彻底激化了羌人与汉朝的矛

盾。先零羌首领杨玉联络各部族，一边围攻义渠

安国的军营，一边攻打汉朝边城，掠杀官民。义

渠安国不是羌人对手，丢了粮草辎重，率领三千

骑兵连夜逃往浩亹（即今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

岸），很快又遭羌人追杀。义渠安国一败再败，率

残兵败将落逃至令居（今永登县西北部）。他无

力反击，只好急忙上奏朝廷，请求出兵。

由于义渠安国的鲁莽行动，致使西羌举兵

反汉，汉军大败。于是，汉宣帝决定派人征讨

西羌。可是，派谁领兵出征，这难住了汉宣

帝。在众多的文臣武将中，唯有赵充国“通知

四夷事”，可他已年届七十，派他领兵打仗，众

官员无不摇头。无奈之下，汉宣帝派御史大夫

丙吉拜访赵充国，请他推荐一人领兵出征。让

汉宣帝没有想到的是，赵充国毛遂自荐说：“亡

逾于老臣者矣！”就这样，年届古稀的赵充国请

缨出征，担起了平定西羌的重任。（连载二）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马致远

《天净沙·秋思》里那充满古风古韵的小桥，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是桥的故乡，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从古至今，绵延不绝。遍布在大

江南北的历代桥梁，一座座千姿百态，似飞龙

在天，如长虹卧波，像彩练飞舞，展现了光辉技

术与文明篇章的绝佳结合，蕴含着千百年传统

文化的精髓。

《桥上桥下的中国》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所教授李晓杰撰写的以“桥”为主题的著

作。作品以我国古代桥梁的起源、发展及其特

点作为主线，对桥梁基础的类型及建造技艺进

行全面而形象的介绍。就每一座古桥而言，在

结合介绍桥梁特色和技术成果过程中，涉及到

其形制、结构、功能、审美、历史、文化典故、民

族特色等方面，浓彩淡墨式勾画出每一座桥梁

的绰约风姿，呈现出了丰富的桥梁样态，令人

犹如欣赏一册中国古代桥梁珍藏集。

全书共分为“天堑条条变通途——古今史

话”“梁拱锁浮齐斗艳——营造之术”“力与美

中奏和弦——构建之妙”“别具一格美如画

——园林飞虹”“文人墨客竞折腰——诗中赏

桥”“苍龙负空连胜负——桥上战事”“人杰桥

灵忆往事——佳话典故”“鹊桥仙中桥仙缘

——神话传说”“年年岁岁心系桥——桥俗民

风”9个篇章，内附大量桥梁的手绘图，生动地

将古典桥梁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具有很高的

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书中，李晓杰不仅

以细腻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具有重

要历史地位的中国古桥，还挖掘出桥梁的发展

轨迹，以及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

使全书内容丰富饱满、可读性强。

《说文解字》云：“桥，水梁也，从木，乔声。”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跨越河流和峡谷利用自然

倒下来的树木以及谷岸生长的藤萝作为跨越

的媒介，后来人们从中受到启发，才逐渐开始

有意识地伐木搭桥。西周至春秋时期是我国

桥梁的起始时期，当时已建有梁桥和浮桥。《诗

经》有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大意为：狐狸

独自慢慢走，走在淇水桥上头。可见当时已有

梁桥。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桥梁的发展时

期，在此期间修筑了不少的桥梁。比如，其中

最有名的当属位于今天陕西西安灞水之上的

灞桥。据《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

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自建成

至今的两千年间，灞桥一直是长安与潼关以东

的交通咽喉，又是古人折柳送别的所在。因

此，在后人传颂的不少著名诗文中都有灞桥的

影子。

隋唐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桥梁的全盛时

期。当时的能工巧匠不断推广运用前人造桥

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了许多伟大奇迹。首先要

说的就是隋代工匠李春创建的赵州桥，距今已

1400多年，是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敞

肩圆弧石拱桥。其“敞肩拱”的设计，是世界桥

梁史上的首创，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桥

面栏板望柱浮雕蛟龙奇兽或盘或踞、或飞或

腾，跌宕多姿，引人入胜，显示了苍劲古朴、浑

厚豪放的艺术风格。赵州桥是我国造桥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对全世界后代桥梁建筑有着深

远的影响。

同样瞩目的还有建于南宋乾道年间的广

东潮州的广济桥、北宋名臣蔡襄主持修建的泉

州洛阳桥等，这些桥梁的不断涌现不仅体现出

古代造桥技术的成熟，也体现了劳动人民不断

探索和创新的民族精神。

元明清三代，是桥梁集大成而完善的时

期，当时更加注重对古桥的修缮，以延长桥梁

的使用寿命。众所周知的卢沟桥，位于北京西

南丰台区永定河上，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

造联拱桥。其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南宋淳

熙十六年，1189 年），明正统九年（1444 年）重

修，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建。“卢沟桥的

狮子——数不清”，该桥最令人震撼的是，桥上

荟萃了金代、元代、明代、清代和近现代的石狮

作品，据统计共有 501 只之多。个个雕刻精

美，神态活现，融汇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特征，组

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狮博物馆。除此之外，卢沟

桥又以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地而载入史册。

桥梁专家茅以升曾说过：“桥是科学、文化

和艺术的创造，是一国文化的特征。”中国幅员

辽阔、山川壮丽，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

同的用途，孕育出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大小桥

梁，造就了享誉世界的桥梁文化。在科学技术

飞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奇伟桥梁更是拔

地而起，耸入云端，充分彰显着人民的智慧和

国力的强大。作者认为，将古桥梁的艺术和文

化特色弘扬和传承下去，对现代桥梁技术的发

展大有裨益。

一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随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军阀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队伍不
断扩大。1923年全国党员人数为400余人，到1925年迅速发展为3万
余人。在 1925年 11月至 1926年 7月的 9个月中，党员数量猛增了三
倍。北伐战争开始后，党员数量进一步增长，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
时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有的地方甚至搞突击发展，
在一些掀起革命高潮的中心地区，甚至出现全家或全村入党的现
象。如湖北举行征集党员，一次“加入者达二千人”，其中，“大概一半
以上须淘汰出去”，造成了“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的情
况，使一些思想不纯、作风不正、品行不端的人员混进党组织，甚至包
括一些投机分子。泥沙俱下，难免良莠不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
不良现象随之产生，少数人贪污腐败的现象随之出现。在党领导的
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中，就发生了多起不良分子以权谋私的腐败
事件。这表明，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腐败问题已开始侵蚀年幼的中
国共产党的肌体。

二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

次扩大会议。会议要求从严惩治党内滋生的腐败现象。会后，中共
中央于 8月 4日颁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
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文件
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

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

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

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

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一年以来，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

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

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

易有此现象。不过因为我党指导机关的力量很强，所以这些投机分

子尚不能动摇我党的政策，只是在个人生活上表现极坏的倾向，给党

以很恶劣的影响，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

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这不仅丧失革命者的道德，且亦为普通社

会道德所不容。此种分子近来各地均有发现，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

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

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

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是为至要。

八月四日

文件中的陈述，言简意赅，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战略家
的明察秋毫，把腐败的危害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的态度讲得清清楚
楚。从文件中所使用的“坚决”“迅速”“务须”“不容情”“立即执行”

“是为至要”等措辞，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反腐败鲜明而坚定的态度。
三

1928年，我党依据《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
子》之规定，将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复元开除出党。

王复元，山东历城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任中
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很快成为党组织在青岛的负责人。王
复元掌权后私欲膨胀，多次贪污公款。1927年 4月 27日，党组织派时
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复元出席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党中央让王复元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千
元，而王复元竟将这笔经费据为己有，并谎称经费在途中被窃。之
后，王复元利用职务之便，还曾多次贪污公款。1928年 4月，王复元
又以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印刷部的
集成石印局拿走两千元资金，贪污腐败，导致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
物《红星》、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重任的石印局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丑事被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
恩铭及时发现。邓恩铭依据《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
腐化分子》的规定，将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由此成为中共历史上
反贪第一人。王复元成为中共党史上因贪污腐败而被开除出党的第
一人，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对共产党怀恨在心，竟于 1928年投靠国
民党，并于1929年1月19日带领特务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17人，致使
中共山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
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派中央特科成
员赴山东锄奸。1929年8月16日，王复元在青岛被中央特科惩处，结
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四
1932年 5月 9日下午，清脆的枪声在瑞金城西东坑村山岗回响，

震动了整个苏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
腐败的第一声枪响。被执行枪决的，是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
席谢步升。

谢步升是瑞金县九区叶坪乡人，家境贫穷，12岁起给地主打短
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谢步升
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2月，谢步升
因企图强奸同村妇女，被举报到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1932年5月5
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
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
月 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开庭审理，否决了谢步升的
上诉，维持原判，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谢步升
被处以枪决。此案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
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案，为
我党有力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第一篇严惩腐败的战斗檄文。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反腐
败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革命宗旨的真实写照。它表
明，在我们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在危难之际柳暗
花明、磨难面前绝境重生，与我们党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
自我革命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
志，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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