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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烽火村地处关中腹地、泾河南岸的咸阳
市礼泉县，是该县最东边的一个村落，辖有
两个自然村，435户 1645人，区域面积 3800
亩，面田临水靠山，风貌天成，民风淳朴。

烽火村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战线
上闻名全国的一面旗帜，与大寨齐名。在村
工会主席王忠春的引导下，参观了集党史、
村史、农村史、农民史融一体的“烽火传统教
育基地展览馆”。该馆共分 6个展室，30个
展柜、2000余幅图片（实物），12万字的简
介、文字说明等，使我对烽火村有了更多更
深入的了解。

历史是一面镜子。新中国成立之初在
传奇人物王保京的带领下，烽火村经历了互
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历程，每年上缴国家粮食 70万
斤、棉花10万斤、菜油5000斤；自造小麦
脱粒机，比人工打麦快 10倍；间作套种、
营养钵移栽，年产量总数达 4000斤；在科
学种田上，1953年和1954年玉米试验田连
续两年创下了亩产1300斤、1500斤的全国
最高记录。

烽火村火了！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委
托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代问：“烽火社社员
好！”周总理亲自签发过对烽火村生产大队
的奖状。上世纪五十年代，领头人王保京荣
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
极分子、农民科学家等称号。先后 13次受
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还接待了美国
前总统卡特和新西兰、赞比亚等 100多个国
家的政要和国际友人，是当时陕西对外的

“窗口”。
当我仔细浏览第三展室时，紧靠东墙

处，有一实物景观格外灼人眼球，两个长条
木凳、几个高矮不一的方凳、小板凳围着方
桌摆放，颇有意趣的是木凳上皆标注着溥仪
坐过、溥杰坐过、杜聿明坐过等字样，中间矮
方桌上，粘贴有鲜艳的塑封拼盘图案，一盘
红枣、一碟石子馍、一盘葡萄、一碟石榴等几
样食品。王忠春告诉我，这是当年村上接待
末代皇帝溥仪一行的真实场景。他的话勾
起了我的好奇心，意欲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
历史。

“若了解这段历史，唯有老书记能说得
清，他从前至后陪同介绍。”王忠春说。我深
谙他口中念叨的“老书记”是指响当当的人
物——王保京。

今年 89 岁的王保
京，早年在烽火村担任
多年村支书、社主任；
1970年后，历任中共礼
泉县县委副书记、书
记，中共咸阳地委副书
记，地改市后任咸阳市
委常委、咸阳市副市
长、市政府特邀顾问等
职，并被选为第二、
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和党的十大代表。

在王忠春的安排
下，我走进王老家中。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村
集体建造的“下窑上房”
二层民居。今年刚被国
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六部（局）列入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村农户庄子宽 9
米、长 20米，家家户户统一标准，用村干部
的话讲，干群一致，谁也不能多吃多占。

初见王老，给我的印象是精神矍铄、热
情好客，记忆惊人、十分健谈。刚落坐，我就
抛出早年末代皇帝溥仪一行参观烽火村的
由头。王老饶有兴致地说：“那是 1964年 8
月 19日。先一天，我接到上级打来的电话，
说明天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原末代皇帝
溥仪一行要来村上参观，接受再教育，一定
要安排妥当。我一听，半天没缓过神，是不
是听错咧！还追问求证了一句。确信无疑
后，我立马安排。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帝要
来村上’的消息不胫而走。虽说，溥仪是从

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出来的人，毕竟曾是宣
统皇帝，还有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咱几辈
乡下人谁倒见过真人么。第二天上午，一
辆大轿车开进村，同行的领导逐一向我们
村干部介绍：这是溥仪、溥杰、嵯峨浩（溥
杰之妻）、杜聿明、王耀武、沈醉、宋希濂、范
汉杰等十多人。在村北大队部办公室，先是
开了一个简短的见面会，带队领导意思先走
一走、看一看农村的新变化，接着就是走访
参观。”

此时，房间温度攀升，王老脱去外衣、解
开衬衫，挽起裤筒，一副典型的关中老农形
象。他让家人给斟满一杯茶，呷了几口，满
脸堆笑说：“那天还真有故事。干过军统的
沈醉提出先到我家看一看。从大队部到我
家有段距离。那年月，村里群众还有一些住
的是茅草房，慢慢都盖成了瓦屋房。当走到
我家对门，一户盖的瓦屋房前，我发现后面
跟着溥仪的一行人停下脚步，交头接耳，我
一问，原来他们误以为这瓦屋是我家。我摇
着头说我家还在前面。”当年，我家住的是南
北走向的几间草棚房，房后有一小院，有树
有草、养着家禽。大家立在院里四下观望、
窃窃私语，一看我住的草棚房，沈醉在一旁
默默点头，杜聿明则说：“没想到社主任住的
是茅草房。”溥仪说：“过去在皇宫里，听了不
少有关上至国民党高官、下到乡村保长如何
欺压百姓，如何腐败之事，今亲眼所见，共产
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毛主席和共
产党领导得好啊！”

这时，我母亲和产院的妇女卢芙荣一
同进了院落，我给母亲介绍，这位就是你
给我小时讲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忙解
释：“大妈，宣统皇帝已经死了，我是党和
毛主席给的新生溥仪。”这场景不由使人笑
出声来。

谁知卢芙荣操着浓浓的乡音，忍不住又
冒出一句：“溥仪同志，你今来咋没引你婆
娘？”我为之一惊。溥仪并未听懂方言，祖籍
陕西米脂的杜聿明倒是听懂了，他凑近溥仪
耳边解释。大家又是一阵欢声笑语。

眼见为实，大家进了我屋。那会儿，
家里靠墙囤积有用凉席围成的粮仓，玉米

棒堆放在地上，我顺手拿起一根玉米棒，
向各位指着说：“这是今年的早玉米，粮仓
里的是陈玉米。”溥仪也拿起一根玉米棒问
我：“是不是这样把玉米棒栽种到地里？”
大家望着溥仪拿着玉米棒囫囵使劲往下插
的动作，惹得哄堂大笑。入秋也是收获棉
花的时节，收获后的棉花还要从白絮中选
取棉种籽，当时家里选取的棉籽良种摆放
在粮仓地面，溥仪抓了一把棉籽，端详来
端详去，对我发问：“这玉米豆，咋发霉了？”

又是一番笑谈。
沈醉到底是军统出身，他不但问我：“吃

得咋样？”还要看家里粮仓。我说：“我屋有
四五担麦。”沈醉回：“那要 1000多斤。”于
是，我搬来梯子往粮仓一靠，沈醉顺梯攀登
上去，用双手捧起囤里的麦粒仔细查看。下
了梯子，沈醉自责道：“唉！我真切感到自己
有罪。”这时，堂屋正中的矮方桌上，我早已

备好了果盘和石子馍等几样食品请大家坐
下品尝，我们又说又笑，其乐融融。

出了家门，我带领溥仪一行先后实地查
看了村上养猪场、配种场、饲养室和试验田，
主业也好，副业也罢，都是集体经济一笔不
小的收入。其实，我事先打过招呼，开言莫
随性，免得都尴尬。偏不偏走到养猪场时，
在我向饲养员王亨吉介绍到杜聿明时，也不
知咋咧，他竟当面冒出一句：“你是国民党高
级将领么，打仗那么厉害，咋让共产党把你
整过来咧！”我瞪了一眼饲养员，杜聿明看到
了我的表情。忙说：“这位农民说的是实话，
事实也如此嘛！”

不知不觉来到试验田。那时，乡野路都
是土路，坑坑洼洼，溥杰妻子穿的高跟鞋，偏
不偏把鞋跟走掉了，还崴了脚，连路也走不
成，我赶紧叫人从一户刚过门的新媳妇家中
取来一双平绒布鞋，才算了事。当年队上的
试验田，一片玉米地比肩，绿油油的，其他地
块种有辣子、笋瓜和黄瓜等新鲜蔬菜，五颜
六色、争奇斗艳。我发话黄瓜可以尝尝，有
人下手采摘黄瓜品尝，溥仪也跃跃欲试，看
他把笋瓜当黄瓜吃，我急忙阻止，说这不是
黄瓜是笋瓜，不能生吃，只能炒着吃。溥仪
笑了，大家也笑了。

在行将离别前，各自都谈了观感，大意
是解放后，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
群众当家作主，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溥
仪说道：“过去我常年待在皇宫，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外面的事情都是听来的，可以说
我没去过农村，我有罪啊！是毛主席和共产
党使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回忆总是美好的。事后在每年春季召
开的全国政协、人代会间隙，王保京和溥仪
多次互动交流，溥仪听说王保京喜爱收藏老
照片，于是他将几十幅个人保存的照片赠予
王保京，这些照片如今仍在村史馆中展出。

我曾读过溥仪先生的自传《我的前半
生》。该书最末一段文字这样叙述：“‘人’，
这是我在开蒙读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
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
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
天才明白了这个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
正的人。” □张翟西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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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说瓦当，必先说瓦，瓦的历史就是瓦当
的历史。《周书》云：“神农作瓦器”，《礼
记》曰：“夏时昆吾作瓦”。看来瓦的历史几
乎和中华文明同步。

瓦，顺乎阴阳，合乎五行。瓦分阴阳，
正面为阳，反面为阴，两瓦相扣相合，阴阳
相济。中国先民讲究以金取土，以水和泥，
火中烧结成瓦，叠于椽木之上，一瓦覆顶，
为自己遮挡风雨。让你想不到的是，一片后
来被人轻贱的瓦，内蕴竟如此之丰厚。

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筒瓦顶端下垂
部分。瓦，即具有圆弧的陶片，用于覆盖屋
顶；所谓“当”，据解释：“当，底也，瓦覆
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比于檐端，瓦
瓦相盾，故有当名。”

瓦当分为半圆形和圆形，半圆形也被称
作“半瓦当”。考古发现最早的瓦当是陕西
岐山县凤雏遗址出土的西周晚期的半圆瓦
当。秦代的瓦当由半圆发展为全圆形，而汉
代，“半瓦当”用得很少，则大量流行圆瓦
当。瓦当在秦汉时期最为兴盛，所以笔者在
这里统称为秦汉瓦当。秦汉瓦当纹饰多样,其
图案或文字随时代而变化，集绘画、浮雕、
书法于一身，成为古代艺术宝库极具特色的
艺术种类。

秦汉瓦当种类繁杂，达数十万种，其内蕴
博大恢宏，丰厚深邃。从瓦当图案分，以文字
为主的称为“文字瓦当”，以动植物及其它纹
饰为主的称为“图像瓦当”。秦代开始对瓦当

的制作已相当讲究，可谓精益求精，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图案纹饰以及题材方
面都有了全面的创新。如动物纹的有鹿纹、
獾纹、兽纹、豹纹、犬纹、鱼纹、龟纹、龙虎纹
等；禽鸟纹的有燕纹、凤纹、鹤纹、飞鸿纹
等；昆虫纹的有蜂纹、蝉纹、蜻蜓纹、蝴蝶纹
等；植物纹的有蔓草纹、葵纹、树纹、叶纹、莲
花纹、谷穗纹等；以及水纹、云纹、网纹、火焰
纹、方格、菱形格、井字曲尺等连缀几何图
案。文字的有“羽阳千岁”瓦当，“延年”文字
与“飞鸿”图案结合的瓦当，“维天隆灵，延元
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当，可谓多姿多
彩、包罗万象。

汉代在继承秦瓦当的传统基础上又有发
展，纹饰更为精致大气，进入了瓦当艺术的
鼎盛时代，把汉之盛世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
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例如
经典的四神瓦当。据《陕西金石志》记载还
有麟凤、狻猊、飞鸿、双鱼、玉兔、蟾蜍等
数十种。特别重要的是大量的文字瓦当，成
为当时一大特征。如属于建筑物专用的有

“长乐未央”（系甘泉宫用瓦），“上林”（系上林
苑用瓦），“左戈”“右空”（系官署用瓦）；属于
陵墓建筑用瓦有“万岁冢当”“长陵瓦当”“来
谷宫当”等；属于颂扬吉祥语的有“汉并天下”

“千秋万岁”“延年益寿”“长生无极”“亿年无
疆”等，字体有小篆、鸟虫篆、隶书、真书等，可
谓异彩纷呈、洋洋大观。在浩若烟海，种类
繁多的瓦当家族中，以西汉晚期的“四神”
造型最为完美，主要用于礼制建筑。四神 瓦
当为瓦当精品中的精品，是文化传承久远，
内蕴丰厚，体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精华的瓦当
经典。

瓦当上的“四神”，也被称为“四灵”
“四象”，它包括四种神兽，即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作为四神之首的青龙，纹饰出现较多，青

龙原为古老神话中的东方之神，东方属木，色
青，故称青龙，又名苍龙。龙是黄帝部落的图
腾，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载：“轩辕，黄龙
体。”龙是司水灵物，代表天，也可以说代表着
不为人知的大自然，掌管着行云布雨的主水
之神。是权威、神武和力量的象征，是原始先
民对超自然力量——“天威”的向往，龙因而
也是通天神兽。龙是十二生肖之中唯一人造
的“意象造型”，是多种动物和自然天象集大
成的多元融合体。龙之形象蕴含着中国人数
千年的智慧和理想的结晶，具有丰富的艺术
内涵和独特的美学意义。中国人自诩为龙的
传人，龙当然成为了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
端的象征。

白虎原为古老神话中的西方之神，西方
属金，色白，故称白虎。在中国神话传说中还
有：“虎生 500年，变百，成神。”《山海经·太荒
西经》云：“有大山，名曰昆仑之山，有神——
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从《山海经》
等古书记载中，知道“白虎”即古代人想象中
的神兽，也是原始民族图腾崇拜的遗迹。自
古以来，中国道教有“左青龙，右白虎”的
说法。1977年的曾侯乙墓的发掘中，除了著
名的编钟外，还发现了一幅漆画，画的正中

间是一个古体字写的“斗”字，而且字体四
向延伸，在字的四周环绕着中国二十四星宿
的名称，最重要的是在“斗”字的左边画了
一只龙，右边画的是一只老虎，虎的腹部下
方有一团火光样的图案。看来，“左青龙，
右白虎”确实渊源深远，不仅是道观的门
神，也是中华民族图腾的遗存和标志。

朱雀亦称朱鸟，又可说是凤凰和玄鸟。
它是出自星宿的，是南方七宿的总称：井、鬼、
柳、星、张、翼、轸。《书·尧典》中的：“日中星
鸟”，《楚辞·惜誓》中的：“飞朱鸟使先驱兮。”
联想起来就是朱雀了。南方属火，色赤，朱为
赤，所以叫朱雀。朱雀鸟形为凤头、鹰喙、鸾
颈、鱼尾。它有浴火重生的特性，和西方的不
死鸟一样，与凤凰在渊源上也非常紧密，也是
一种人造的“意象造型”，但朱雀并不等同于
凤凰。

“四神”中的玄武形象比较独特奇异，它
是龟和蛇两种动物的合体。“玄武谓龟蛇，位
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玄，是黑的
意思，龟图腾和冥间信仰、龟卜文化相关，蛇
图腾则和生殖崇拜有关，龟蛇合体，有氏族婚
配繁衍的寓意。玄武最先号为“执明神君”，
后来，玄武（即真武）的信仰逐渐扩大，从“四
神”中脱颖而出，跃居“大帝”的显位。这当然
与古代华夏民族图腾信仰有关。

“四神”本是指方向的星辰，《论衡·物
势论》：“东方木也，其星苍龙也；西方金也，
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
也，其星玄武也。”三国时曹植的《神龟赋》记
曰：“嘉四灵之建德，各潜位于一方，苍龙虬于
东岳，白虎啸于西岗，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
于南方。”在中国人心目中，“四神”不光表示
季节和方位，还用以辟邪祈福，是吉祥的守护
神。它也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在汉代，“四神”
还被视为宇宙精神的象征。

汉代的“四神”瓦当，多出土于西安市内

汉长安城遗址。因为四神瓦当多用于皇家的
宫殿建筑和陵园、庙宇建筑。

而青龙瓦当纹饰最被重视，也是被选入
邮票最多的一种。计有2000年《庚辰年》生肖
邮票（2-1）的“祥龙腾飞”，应是西汉早期四神
瓦当组合，现藏于西安博物院；2000年《龙（文
物）》邮票（6-3）的“汉·青龙瓦当”，这种组合
的四神瓦当，是西汉中期的新莽时出现的最
为成熟也最为珍罕的组合，其特点是瓦当中
间有一圆形乳钉，像四神背负一轮红日的感
觉，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独有的，已经远
远超出建筑物附丽品的地位，成为独具一格
的艺术品，国之瑰宝。它显示出我国古代人
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的杰出能力，它承
载着中国文化丰富的美妙内涵。中华民族传
统的审美诉求中不屈的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
和崇拜。它对我们探究古代历史、建筑、艺
术、工艺以至绘画、文字、书法等奥秘和渊
源，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见证物。

瓦者，在中国文化中属于被视作轻而贱
的东西，例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黄
钟毁弃，瓦釜雷鸣”“土鸡瓦狗”等。而这
并不被人看好的，残留着岁月痕迹暗青色的
瓦，以及瓦当，虽然淡素平朴，但比之金银
尊贵、宝石璀璨、珠玉瑰丽，它仍然能顽强
地闪射着自己独异的、天地宇宙间最为真淳
的浩然之光。它那并不为人欣赏的瓦鸣，却
发出了比黄钟大吕、金声玉振还要响亮的、
带点苍凉悲怆音韵的深邃的历史之声。

瓦当，中国的瓦当。一个可以媲美于彩
陶、青铜器、画像石、唐三彩的艺术瑰宝，
出于泥土，却耀眼在中国文化殿堂之顶的青
色精灵。 □朱文杰

抗日战争爆发后，
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带
着理想和追求，冲破日
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
层层封锁来到延安。
张露萍就是其中优秀
的一位，她又名余硕
卿，1921年 5月出生在
四川崇庆县，在延安抗
大学习时改名为黎琳，
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
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时的化名。

张露萍离开家乡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后，要求去延安，有人
曾问她怕不怕苦，她坚
定地回答：“到延安就
是追求真理，摆脱罪恶
的家庭，死都不怕，还
怕苦吗？”张露萍来到
延安后，在抗大四期三
大队学习，她对这里的
一切倍感亲切，她勤奋
学习，刻苦锻炼，积极
劳动。她在给亲友的
信中这样写道：“延安
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
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
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台”。每
当学校开大会互相拉歌时，大家都会
高喊“干一场”，热情地欢迎她起来指
挥唱歌。这时候张露萍就大方地跳
出来，挥动着她那灵活有力的双臂，
上千人聚精会神，齐声高唱《拿起刀枪
干一场》。

张露萍抗大毕业后就消失了，她
受南方局之命，于 1939年秋冬秘密打
入了国民党军统机关。在敌人魔窟
里，她和几个年轻党员建起了红色电
台，为我党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1940年 3月，这个秘密支部暴露，张露
萍等七名同志不幸被捕。

在贵州的息烽集中营里，张露萍
被带到了刑具室，解除她从白公馆带
来的几斤重的活镣，换上了十几斤重
的死镣。熊熊烈火烧红了铁镣接头处
的铆钉，在铁锤铛铛的敲击下，张露萍
的踝骨阵痛如烈。她闭着眼，咬着牙，
汗水淋漓，一声不吭。敌人的严刑拷
打和监狱里恶劣的条件，还不是张露
萍最难忍受的，让她最痛苦的是来自
监狱中难友们怀疑的目光，面对他们
的冷言冷语，张露萍没有一句反驳的
话，因为她心里一直记着南方局对她
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暴露
自己的真实身份。

铁窗的日子漫长而艰辛，一转眼，
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度过了五个春
秋。1945年 7月的一天，刑车将张露
萍等几位同志拉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
的快活岭，在军统的被服仓库前面停
了下来。张露萍等七个人刚下车，枪
声就响了，在贵州息烽的快活岭，张露
萍被执行枪决，她身中六枪，牺牲时年
仅24岁。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
星”，叶剑英元帅的这两句诗描述了当
年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在
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的险恶环境。颂
扬了千千万万像张露萍一样的烈士，
为了民族的解放，建立新中国，甘洒热
血的献身精神。

□高子涵

■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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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时年3333岁的王保京岁的王保京（（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向溥仪向溥仪（（前排前排
右二右二））等人介绍村情等人介绍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