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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秦岭脚下出世

石
鼓
无
声
韵
千
年

秦岭，中国境内

最重要的山脉之一。

作为中华民族的祖脉

和中华文化重要象征

的秦岭，见证了数千

年来华夏文明的不断

发展。许多国宝从秦

岭周围破土而出，展

示着令人骄傲的中国

历史和文化。其中就

有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之一、被康有为誉为

“中华第一古物”的石

鼓，它与秦岭有着太

多的故事。

没人能说清石鼓的“生日”具体
是哪一年，但它们的“第二次生日”却
有史可载——公元627年。那一年，
唐太宗将年号改为贞观，“贞观之治”
就此煌煌开启。那一年，位于秦岭北
麓、渭水之南的石鼓山上，10块奇怪
的石头破土而出。根据形状，这些石

头被称为“石鼓”，这些石鼓上，每一
块都刻着一些谁都看不懂的文字。

石鼓和神秘的文字，很快引起越
来越多人的注意。他们蜂拥而至，
试图揭开石鼓上的秘密。经过无数
次的大胆猜测与合理想象，这些神
秘的文字逐渐被辨认出来，这些文

字的一笔一画，也成为书法爱好者
争相研究和模仿的对象。大多数人
认为，石鼓上的文字是描写秦贵族阶
级畋猎的诗，根据诗句的不同，这些
石鼓也被起了相应的名字。比如“汧
沔鼓”描写的就是千河的美丽景色，

“车工鼓”记述了秦公出猎的情景。

它们在秦岭脚下颠沛

此后一百多年，石鼓一直安安
静静地“住”在石鼓山上，不断接受
着文人墨客的探访。无人探访时，
它们也不寂寞，只是伴着云朵和微
风，“眺望”着秦岭，悠然自得。

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让石
鼓的悠闲时光一去不返。唐肃宗
从都城逃到雍城，也就是现在的
宝鸡凤翔县，他听到石鼓的各种
传说，大手一挥，就让官员将石鼓

运下山，送到凤翔，供他与百官观
赏。不久之后，叛军逼近凤翔，大
家都跑了，仓促中，带上沉重的石
鼓并不是个好主意。于是，它们
又被掩埋进荒野，从世人眼前消
失，哪怕是后来被挖出来了，也只
是被简单地扔在荒野中，无人关
注。哪怕是后来韩愈专门写下奏
章，也无人理会。直到公元 814
年，它们才被重新重视起来，被移

送到当地的孔庙；可惜经过多年
的风雨，石鼓上的字迹已残缺不
全，甚至还少了一面。此后，石鼓
在动荡的历史中，在秦岭脚下不
断颠沛流离，直到宋代时被运至
京城。这其中，唯一的好消息是
失踪已久的“作原鼓”被找到，十
面石鼓终于团聚。

随后的元、明、清三个朝代，石
鼓一直都在北京被妥善保管。

它们在秦岭山道穿梭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护文物，1933年，石鼓
与故宫博物院大批文物一起南迁。它们先被运
至上海，到了 1937年又因战事紧张，继续着不知
尽头的旅途。当时，这批南迁文物分为南线、中
线和北线三路疏散，石鼓从北线运输。这一次，
它们短暂路过了故乡——宝鸡。

从宝鸡开始，石鼓又一次与秦岭产生联系。
这一次，它们不再是远远眺望，而是穿越秦岭，经
汉中到巴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运到南京；后
来，它们又一次回到北京。

现在，石鼓仍静静“住”在故宫博物院。每
一天，都有不少游客前来，感受石鼓历经的千年
沧桑。 □张家旗

往 事

电影 ：孤军悲壮背后
可知一个弱国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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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电影《八佰》在全国上
映。人们有理由对这部电影充满期
待，历史上的八百壮士，上演了一
部悲壮的真实大片：

一支中国孤军，在日军围困中
以寡敌众、死守不退，日军一波一波
的疯狂进攻，都被勇士们击退。当日
军抵近企图爆破守军所在大楼时，一
位身上绑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毅然
从楼上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是 1937年惨烈的淞沪会战中
之细节。历史细节，唯有放在历史
中观察，才能让人更加真实地理解。

八百壮士孤军坚守，象征意义
远大于军事意义。

当时的背景是：淞沪会战后
期，中国军队不敌日军海陆空一体
的凌厉攻势。10 月 26 日，大场失
守，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
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防止被日军
围歼，决定放弃现有阵地，全面向
苏州河南岸转移。但是，当时蒋
介石决定留一支中国军队在苏州
河北岸坚守，最终选择了毗邻苏
州河的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实则只有 452人，一
个营，他们来自第 88师，由 524团团
副谢晋元率领。在日军已经占领的
苏州河以北区域留下 1个营坚守，
已无太大军事价值。在蒋介石眼
中，这支孤军的意义是：让外国人
看看，我们还是有部队坚守在上海
市区的。

蒋介石满心希望：国联大会 11
月 3日就要在布鲁塞尔开幕了，这
个会议，一定要作出制裁日本的决
定啊……

1937年9月22日，淞沪会战正打
得难解难分之际，蒋介石在南京就即
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回答《巴黎晚报》
记者提问时，说过如此一段话：

“若列国仍又不采取及时措施，
遏制日本之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
国原有之贸易为之消减，即各国在
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
故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
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
本身之利益。本人深信各国远大眼
光之政治家，必当有见及此，遵照会
章制裁日本，以尽其义务矣。”

一个弱国的悲剧，就是幻想自
己陷入危难时强国会“尽义务”出
手援助。

当淞沪会战局势日渐对己不利
后，蒋介石的选择是：要坚持跟日本
人打下去，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也
要坚持到国联大会召开，由国联出
面干涉、调停。

这又是弱国的悲剧：没有足
够的军事实力与坚决的战斗意志
与强敌对抗，却幻想通过外交斡
旋来达到目的。

国联大会 11月 3日如期在布
鲁塞尔召开了。会上，中国代表
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
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
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
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
利害关系，除发表泛泛的谴责之
词外，谁都不愿率先制裁日本。

经过 3个星期的空谈，11月
24日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
报告书》，会议拒绝了中国政府关
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强调九
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
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

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
这份报告书，形同一张废纸。

而这份报告书出炉之时，淞沪会战
已经结束，日军兵锋，直指瑟瑟寒风
中的南京。

心存幻想，又怎能坚决斗争？
史料记载，在淞沪会战中，蒋介

石有多处错误的决策。该坚决进攻
的时候突然叫停，该紧急撤退的时
候，又突然让部队再坚持几天。他
的错误判断，皆基于西方国家干涉
日本的幻想。

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是历时3个月之淞沪会战的尾声。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蒋介石耗费心血训
练的 20个德械师全部葬送在黄浦江
畔，中国雏形的空军也折损了大半
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自沉封锁
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
备全部耗用在淞沪之战……

从史料中能够读出：中国军人
的血气之勇与武器装备、战术理念、
战略思想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缺乏步兵与
炮兵、战车的协同作战训练，不适应
日军的海陆空立体作战。

那时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弱
国，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弱”——系
统性的弱。

八百壮士作为蒋介石“打给外
国人看看”的象征，最终成为中国人
面对强敌不屈抗战的象征。

事实上，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并
不是“打给外国人看看”，外国人靠不
住。他们以一腔热血，不畏死亡，在全
体中国人当中树立了一座坚持抗战的
精神丰碑，他们是中国人的骄傲！

八百壮士的结局，同样悲壮。
血战 4个日夜后，他们受命退入

租界，却被英军缴去武器。这支孤
军全靠上海市民接济。他们照样
出操和训练，但在纪念抗战一周年
的升旗仪式中，遭到租界军人的袭
击，4死 11伤。他们却只能通过绝
食来抗议。

1941年 4月 24日，谢晋元在出
操时遭受叛徒袭击，中弹身亡，年仅
36 岁。同年 12 月，日本偷袭珍珠
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
界，将这支孤军全部拘禁，押至各地
做苦工，最远的被押送到巴布亚新
几内亚，战士们有些逃脱，有些死于
折磨……

这支孤军的悲壮，是当年弱小
的中国的悲凉。

所幸，现在的中国，再也不是当
年的中国了。

这 恰 恰 就 是 历 史 予 今 天的
意义。 □关山远

四行仓库纪念馆。

在我国，冰箱的普及还是
近几十年的事情，而 300 多年
前的清代就已经出现了设计
精美的冰箱。在沈阳故宫博
物馆馆藏一件清乾隆款掐丝
珐琅宝相花大冰箱，它不仅能
储藏食物，还是清代皇宫的防
暑降温利器。

这件掐丝珐琅宝相花大冰
箱，口大底小呈斗形，上下口均
为正方形，上口加盖，盖为两块
组成，可拆分。冰箱附方形底
座。冰箱木胎、锡里，箱的六面
（包括盖面）均为掐丝珐琅，露
在表面的五面为蓝地缠枝宝相
花纹，箱底部为浅蓝色地满饰
云朵纹，有一条黄色五爪蟠
龙。中央贴有阳文楷书“乾隆
年制”四字二行方框款。工艺
精细，色彩艳丽。器身两圈铜
鎏金箍，两边四铜提环，为如意
云头形，盖面有两个镂空团寿
字纹孔，是散发冷气用的。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
能说，当时这件掐丝珐琅冰箱
是乾隆皇帝的宝贝，他所喜爱
的食物都储藏在这件冰箱里
面，是乾隆皇帝在皇宫里面的
御用物品。“从冰窖里把冰起出
来，铺在冰箱里，再放进食物，
就能起到保鲜的作用。”

这件冰箱内部为锡板里，内
加隔层木板，这样的设计可以
让冰不会很快融化，像一些桃
子、西瓜、葡萄等夏令水果，可
以放到冰箱里面的隔层木板
上，防止因天气炎热而腐坏。

李声能说，通过放入天然冰使食品得到保鲜，其
精巧的设计让我们领略到前人的卓越智慧和先进理
念。这件冰箱不仅具有冷藏食物的功能，还兼具空调
的作用。

古人在冬天挖取大量天然冰储藏，等到夏天将这
些冰凿碎放到冰箱内部，冰箱上面设计的镂空小孔会
将冰散发的寒气传出，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作用。

“其实早在明清时期，冰箱作为一种重要的避暑
器具，已经在皇宫里广泛使用了。”李声能说，乾隆年
间以讲究品位、追求豪华为风尚，皇帝的饮食起居用
品自然更为华美，而掐丝珐琅冰箱也成了乾隆皇帝的
御用冰箱。

这件乾隆款掐丝珐琅宝相花大冰箱曾在沈阳故
宫东所介祉宫展出过。东所是乾隆皇帝东巡时期皇
太后居住的行宫，介祉宫是皇太后的寝宫。乾隆皇帝
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巡盛京谒陵时，都奉皇太后同行。

当时，东巡的皇帝每天在此向皇太后问安。李声
能说，把这个大冰箱陈列在介祉宫，正可印证乾隆皇
帝“以孝治天下”的执政理念。 □赵洪南

乾
隆
款
大
冰
箱

掐
丝
珐
琅
尽
显
皇
宫
豪
华
风
尚

清乾隆款掐丝珐琅宝相花大冰箱。

1200多年前，唐朝士兵是如何在“大漠孤烟直”的
边塞戍守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克亚克库都克烽
燧遗址的发掘与初步研究，正在解开这一谜团。

这次考古发掘的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尉犁县东南 90公里处的荒漠中。去年 9月到今年 6
月期间，考古学者在此展开考古发掘。

“出土遗物和碳十四测年表明，烽燧遗址修筑于
唐代，是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为防止吐蕃入侵而
修筑的军事设施。当年，应该是一处基层军事机构‘游
弈所’的驻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克亚
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说。

学者对出土纸文书、木牍初步释读后发现，孔雀河
沿线烽燧遍布着各级军事设施，驻守在烽燧的士兵需
按“值班表”定时外出巡逻，观察“楼兰路”上来往商旅
情况，并搜集军事情报，还要在烽燧站岗放哨。

“遗址出土了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的木牍，上面
记载着烽铺与游弈所间‘计会交牌’与平安火制度，
士兵们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履行职责
的。”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邻近罗布泊一带，自然环境恶劣。胡兴军
说，烽燧西侧发现的三间半地穴式房屋很可能是士兵
唯一的避暑场所。

烽燧附近还发掘出大量马鹿、野猪、天鹅以及多种
鱼类的骨头。“从中原运来的粮食不一定充足，因此士
兵需要猎取野味进行补给。”胡兴军推测说。

“河州、雍州、岐州、幽州……”透过埋藏在干燥沙
土中的账单、私人信札、书籍册页等纸文书，考古学
者发现士兵的家大都相距遥远，真可谓“浊酒一杯家
万里”！

“兵源主要来自今天的华北、西北地区，按照当时
的行军速度计算，他们从家乡赶到驻地，就要耗时数
月。”胡兴军说。

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还包括《孝经》《韩朋赋》
《游仙窟》等。胡兴军认为，戍边官兵把一些典籍、文学
及文化观念带到了西域，客观上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
文化交流。

有关专家表示，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和
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唐代边塞生活和军事管理
制度，也实证了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 □张晓龙

古人如何戍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