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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石
块中伸出，扣动着直指苍穹的步枪的
扳机——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正中，这座
名为《石破天惊》的圆雕，向世人生动展现
着南昌起义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
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冲破白色恐怖，打
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2017年 8月 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时指出：“1927年 8月 1日，南昌城头
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的一个伟大事件。”

90多年前，我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华民族处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的苦难深渊，中国人民处在饥寒交迫、民
不聊生的悲惨境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

然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
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
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

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
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
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
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
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
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
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
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
1927年 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临时常委会毅
然决定了 3 件大
事：将党所掌握和
影响的部队向江
西南昌集中，准备
发动武装起义；组
织工农运动基础
较好的湘、鄂、赣、
粤4省农民发动秋
收起义；召集中央
紧急会议，讨论和
决定大革命失败
后的新方针。

1927 年 8 月 1
日，在以周恩来为
书记的中共前敌
委员会的领导下，

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
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
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经过 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
占领了南昌城。

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 1927
年 8月 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
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
军会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
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

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
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
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一部
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界
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28 年 4 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
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
1 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
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
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
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
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
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
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自
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
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
了一起。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
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取得一个又一
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
史功勋。 □武卫政 郑少忠 刘毅 朱磊

南昌起义：石破天惊第一枪

1939 年，吴运
铎被派到皖南云
岭的新四军司令

部修械所，在农舍的茅草棚子里开始了
军工生涯。1941 年 9 月，吴运铎随新四
军二师军工部长吴师孟来到新四军二
师，在指挥员罗炳辉的全力支持下，在
两间农舍的茅草棚子里白手起家，迅速
建立起兵工厂，并克服种种困难，为新
四军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高质量武器弹
药，直至抗战的胜利。

吴运铎白手起家

接到任务后，吴运铎和 6 名技工、两
名学徒共 9 人，来到了高邮湖西高邮县金
沟区的平安乡小朱庄（今金湖县金南镇福寿
村）。高邮县金沟区政府对吴运铎等人的到
来高度重视，平安乡专门抽调一名副乡长为
他们安排住宿，并动员小朱庄村北一户农
民为吴运铎等腾出两间草房做厂房。就
这样，“茅屋兵工厂”算是有了厂址。

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偏僻农村建兵工
厂，周边又受到日伪顽的严密封锁和袭
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吴运铎等人除
了各自的背包，几把铁锤、铁铲外，可以
说是一无所有。在二师首长、军工部领
导，县区政府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下，吴运铎带领同志们因陋
就简，就地取材，没有原料，他就带着同
志们每天走村串户收购木炭、废铜烂
铁、土硝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吴运
铎终于集中了一些废铜烂铁。不久，他
就着手试着冶炼，但冶炼失败了。原来，
用于冶炼的铁锅耐受不住金属融化时的
高温。吴运铎立即四处打听，向掌握冶
炼技术的老师傅虚心求教。听说小朱庄
西边有一位为农家接铲头、倒铜勺和锅

铲的主贵成师傅，吴运铎立即登门拜访。
主贵成师傅和吴运铎一见如故，立即带着
儿子、搭档等人来到兵工厂参加冶炼。在
主师傅的指导下，终于制成耐高温的坩
埚，还设计制造了退火手摇鼓风机。

与此同时，军工部将吴运铎设计研制
的冲压子弹大型冲床以及螺旋冲床、生产
迫击炮弹的机床设备运到了兵工厂，并通过
敌占区的关系，为吴运铎找来了皮带车床、
皮带钻床、牛头刨床。随着兵工厂的扩大和
发展，原来的两间草屋很快就容纳不了这
么多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吴运铎又通
过地方政府，到小朱庄北面的仙墩庙，同
庙里的住持协商，征得其同意后，吕培芝
安排民工将小朱庄兵工厂的部分车间搬
到了仙墩庙，将机械设备定位、安装，还建
成了一个木型车间。不久，吴运铎带领兵
工厂员工迅速投入紧张的生产工作中。

罗炳辉鼎力相助

当时，制作子弹用的火药原料是日
伪顽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的物品之
一。吴运铎就和同志们开动脑筋，将红
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并用
锅底灰掺在一起配制合成火药。后来
红头火柴用量大，根据地又供应不上，
就从药店里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
制，才解决了难题。没有酒精，就用老
烧酒蒸馏后土法制成酒精使用。他还
收集铜圆做成子弹头模型，将铅放在弹
头铜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子弹头，并向
里面灌入火药。就这样，经过多次试
验，子弹研制成功了。

为了保障批量生产，罗炳辉从二师
司令部派来了 100多名小伙子当工人，根
据地又动员了一批农民兄弟进入兵工厂
帮忙。大家采取 24小时“三班倒”的工作

方式，源源不断地为前线生产弹药。由
于生产速度的加快，铜、铝等原材料需要
量也与日俱增。吴运铎立即向罗炳辉请
求支援。罗炳辉马上派人化装潜入金沟
镇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联系，要求他们
在短时间内完成铜、铝的收集任务。地
下工作者当即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占
领下的高邮县城，通过关系，很快一次筹
集到了 20 多麻袋的铝和 500 多斤铜，并
安排一条船巧妙躲过日伪的搜查，迅速
将这批物资送往龙岗码头，再由罗炳辉
亲自带人护送这批物资从龙岗直到兵工
厂，缓解了生产的燃眉之急。

听说兵工厂急需木材，罗炳辉就让
战士们到山上寻找，自己指挥战斗之余
也参加其中。后来在黎城西大云山，找
到了一批大白果树，战士们立即伐木，却
很难锯倒。罗炳辉立即派人向群众“问
计”，寻求提高伐木速度的方法。在群众
的指点下，根据地同志请了有经验的打
铁老师傅前往伐木地点，在树旁砌好铁
匠炉，打制了几条长锯条，并将锯条锯齿
两边“拨宽”到 3至 5厘米宽，安排战士和
民工轮流换班，边锯边用水将木屑和树
浆冲走，防止树浆凝固而导致锯条拉不
动。就这样一刻不停地连续作战 4天，这
批木材终于被运进了兵工厂。

为前线源源不断送上武器弹药

对于吴运铎和兵工厂，罗炳辉在不
断激励的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吴
运铎和兵工厂的同志们把首长的支持和
激励化作生产的动力和活力，源源不断
地为前线送上武器弹药。吴运铎事必躬
亲，孜孜不倦地工作，其间曾多次身受重
伤，但他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一次次从死
亡线上挣扎过来，顽强地回到战斗岗位。

吴运铎根据罗炳辉的要求，发明、制
造出多款适合新四军实战需要的新式武
器，如 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 4公里的火
炮及拉雷、电发踏雷、定时地雷等。一
次，鉴于日伪军在淮南修筑了大量碉堡
群，步枪手榴弹难以击破，罗炳辉便提出
要吴运铎加紧研制专门攻坚的利器。吴
运铎和同志们迅速公关，很快设计制造
出一种简易平射炮，在实战中发挥了巨
大作用。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八团曾携带
这种平射炮攻打安徽定远枯唐街伪军据
点的战斗，一连摧毁了敌人十几个坚固
碉堡，顺利夺取了枯唐街。

枪榴弹是摧毁各种轻型装甲目标、
永久火力点等野战工事的有力武器。接
到罗炳辉“迅速研发并投产”的任务后，吴
运铎和同志们马上投入枪榴弹的研发，很
快研制成功。但初期的枪榴弹在飞行时
弹道不稳定。吴运铎立即重新设计了枪榴
弹的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改为滴水
型。经过射击试验，弹道稳定了，可射程总
超不过 240米。于是吴运铎连夜攻关，又
对图纸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反复实验，
终于让枪榴弹的射程达到满意的效果。
枪榴弹验收的当天，罗炳辉亲自来到靶场，
一连打了十几发，射程都达到 540米，且爆
炸力很强。罗炳辉对此非常满意。1943年
8 月 17 日，日军伪军来四合墩一带“扫
荡”、抢粮，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新四军
在六合县桂子山奋勇阻击敌人。日伪军
企图集中力量拿下无名高地，连续进攻六
七次，都被新四军击退。战斗中，新四军
拿出吴运铎研制的枪榴弹，向敌人突然射
击，敌人没料到新四军会有如此先进的武
器，被打得死伤狼藉，在被毙伤 300多人后
狼狈逃走。不久，新四军二师召开庆功大
会，罗炳辉在会上特别表扬了吴运铎和兵
工厂的全体指战员。 □姜丽萍 姜瑞荣

人物春秋

罗炳辉支持吴运铎办兵工厂

黑彩双鱼纹陶盆
年代：新石器时代

出土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

收藏单位：宝鸡北首岭博物馆

黑彩双鱼纹陶盆，细泥红陶，高 14.8

厘米，口径29.4厘米。口稍敛，腹径略大

于口径，腹外饰有黑彩双鱼纹，共有六组，

均平行同向。鱼头作三角形，用小圆圈表

示鱼眼，用短线表示鱼鳍和鱼尾，鱼身一

半填以实彩，表示鱼鳞，各组鱼头均向右，

呈追逐状。 □晁菲

陕西瑰宝 两千多年西汉铜镜仍光可鉴人
考古工作者近期在位于陕西省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西汉时期大型
墓葬群中发现了 80 多枚精美铜
镜。虽然已历经 2000多年时光，有
些铜镜仍光可鉴人。

大堡子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咸新
区秦汉新城高庄镇大堡子村西，从
2020年 5月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在这里清理发掘墓葬 400多座，
虽部分墓葬遭严重盗掘，但仍出土
西汉早期陶器、青铜器等各类遗物
2000余件（组）。

近期，考古工作者在这些墓葬
中清理出 80 余件大小不一、风格
多样的铜镜。据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大堡子考古队队长朱瑛培介绍，
这些铜镜的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
至西汉晚期。其种类包含蟠螭纹
镜、星云纹镜、草叶纹镜以及铭文
镜等典型镜样。

朱瑛培说，由于不同时期铸镜
工艺的差异，此批铜镜尺寸差异
较大，最小镜面直径仅 8厘米，最
大镜面直径为 22.1厘米，其中有一
件四乳铭文镜，厚度为大堡子铜镜
之最，约 0.5厘米。

时光并没有带走铜镜的光辉，
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中型墓葬中发现
了一件草叶纹镜，当清理掉其上的浮
土，镜面虽已斑驳，但仍光可鉴人。

这些铜镜发现于不同的墓葬
中，但大都放置在墓主头部旁边或
上半身周围，在一件小型铜镜旁，考
古工作者还发现一小块丝织品残
片，“这面小镜子可能是放在一个丝
袋中，袋口用线束起，使用者生前可
随身携带随时取用。”朱瑛培说。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
寒。”古人借镜寄情的吟咏有许多。
那么，铜镜在汉代是女性专属用品
吗？考古工作者发现，陪葬了铜镜
的墓主人并不限于女性，也有不少
男性身后随葬了铜镜。

据史料记载，为保障帝陵营建

与侍奉，同时为防止贵族作乱，统一
监管，汉高祖刘邦迁徙豪门大族数万
人设置了长陵邑。而大堡子墓地距
离长陵邑约4公里，墓葬年代主要集
中在西汉早期，朱瑛培推测，这片墓
葬有可能是长陵邑居民的墓葬区。

在这些铜镜中，不少都带有
铭文，如“长乐未央”“长毋相忘”

“家常富贵”等。朱瑛培说，这些
铭文展现了西汉时期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期许，这批铜镜也为研究
关中地区秦汉时期人们的日常生
活和铜镜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丰
富的材料。

□杨一苗 钩 沉

带
有
带
有
﹃﹃
长
乐
未
央

长
乐
未
央
﹄﹄
铭
文
的
铜
镜

铭
文
的
铜
镜
。。

《
辞
源
》
对
﹃
左
掖
﹄
的
错
解

唐代武元衡在门下省任职时，曾作了一
首《左掖梨花》，诗曰：“巧笑解迎人，晴雪香堪
惜，随风蝶影翻，误点朝衣赤。”诗轻快可读，
显出梨花之可爱。其结尾“朝衣赤”，表明当
时作者的官级是四品。赤者红也。《新唐书·
车服志》：“绯为四品之服。”绯，红色。诗题中
的“左掖”，就是指门下省。

大明宫中，在含元殿后、宣政殿前，东西中
轴线的两则，设有朝廷重要的决策机构：中书省
与门下省，这是两处宰相处理日常事务的衙
署。门下省在正殿之东，亦称东省，因其在中轴
线的左边，故又称左省、左掖、左曹，在此办公的
宰相即为左相。中书省在正殿之西，在中轴线
的右边，故亦称右省、右掖、右曹和右相。（左右）
掖省也称掖垣，杜甫《春宿左省》中有句云：“花
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掖垣即言此。

而《辞源》在“左掖”条下，其第一义项云：
“宫城正门的左边小门。”而未提及左掖亦是唐
门下省的代称。其第二义项云：“指给事中。唐
代属门下省，掌政令封驳。唐张九龄《曲江集》
二《和许给事直夜简诸公》：‘左掖知天近，南窗
见月临。’”将“左掖”解作供职于给事中的人物，
是望文生义的曲解。

且看张九龄的《和许给事直夜简诸公》原
诗：“未央钟漏晚，仙宇蔼沉沉。武卫千庐合，
严扃万户深。左掖知天近，南窗见月临。树摇
金掌露，庭徙玉楼阴。他日闻更直，中宵属所
欣。声华大国宝，夙夜近臣心。逸兴乘高阁，
雄飞在禁林。宁思窃抃者，情发为知音。”该诗
意思十分明晰：前四句，言未央宫（借指大明
宫）夜况；次四句，言许给事中直夜情形；后八
句，言他日见许给事中写给诸公的诗而和之的
感受，并称颂许给事中与诸公之友谊。其中的

“左掖”，分明是指门下省，但《辞源》将其解释
成门下省属官职给事中。且看其“给事中”的解释：“官名。秦
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常在皇帝左右侍从，供备问应
对等事。因执事在殿中，故名。晋以后为正官，唐属门下省。”

《辞源》以左掖为给事中，于情于理皆不通。
“左掖”怎么就成了“给事中”，物又怎么成了人？若果“给

事中”作了“左掖”的代称，其上峰侍中或侍郎为何就不能称为
是名？若果“左掖”成了人，那“右掖”“宫掖”呢？若果因张九龄
诗中有“左掖”字样，据此而作了该解释的例句，那更是曲解。
张九龄此诗是五言排律，八联中除首尾两联外，其馀各联皆须
自行对仗。故“左掖知天近，南窗见月临”中，“左掖”若指官名，

“南窗”亦应如是指，这显然与诗意不符。更何况曲解“左掖”
后，则诗意文气全然不通。

《辞源》对“左掖”顾此失彼，解释不周；望文生义，解释不
确。不周不确，而留下了此等难堪。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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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紫竹院公园东北侧的北京图书馆
即现在国家图书馆新馆，于 1987 年建成开
放，被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
筑”之一。而关于这座建筑缘起及建设过
程，在各种报道及公开资料中，有一个重要
的细节均未被提及，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
顾颉刚先生独署和联署的全国政协提案。
提案不仅复现了一段重要的历史，也反映
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图书馆、对国家文化事
业的真挚情怀。

1960年 4月 4日，顾颉刚以个人名义，向
全国政协三届二次全会提交了“请另建北京
图书馆，以应全国及全世界人民需要案”，提
案理由中这样写：

北京图书馆是我国首都的第一个图书
馆，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皆欲于
此中搜集其所欲得的资料，所负任务甚为重
大。只因为旧中国所建设，那时选择馆址在
北海公园南部，地方有限，无法扩大，故藏书
数量虽甲于国内，而不能完全罗列架上，一
大部分至今装箱存储他处，以致多等于寡，
有等于无。现今首都建设飞跃前进，各类博
物馆或新设，或扩展，皆灿然大备，惟独图书
馆一仍旧状，相形之下日益不相称。为此，
拟请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另择新址，克期建
筑，以供人民的需要，并为新兴国家的标帜。

提案以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而起，又涉及
图书征缴、图书开放等文献建设与读者服务问
题，显示了对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期待。有关方
面的审查意见是“建议国务院交文化部办理”，
文化部的承办意见基本重复了一遍提案中的
相关建议，而未能提出更为切实的解决办法。

又过了两年，1962年 4月 1日，顾颉刚先
生又和吴大琨、翁独健、李平心、辛树帜、郑昕、吴半农、陈岱
孙、江泽涵、饶毓泰、唐钺、陈文彬、千家驹、吴研因、吕叔湘、
费孝通、吴文藻、章元善、金学成等十八位政协委员一起联
名，再次向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提交了“请国务院尽可能
从速改建北京图书馆或指拨其它新建筑供北京图书馆应用
以利全国学术界的科学研究工作迎头赶上国际科学水平
案”。其实，早在 1960 年和 1962 年两次政协提案之前，1956
年政协二届二次大会上，顾颉刚先生就提交了《请政府从速
在北京市设立历史文献图书馆，并特定阅览办法，以利研究
及整理案》，这在他 1956年 1月 17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这
个图书馆虽然是指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之外的新的图书馆，而
且藏书以古籍为主，但他关于要设立这个图书馆的原因以及
图书馆工作机制的说明，最终仍指向了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北
京图书馆，这也许就是他提案新建国家图书馆馆舍的前奏。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关注图书馆建设、关心文化事业
发展的学者不在少数，但像顾颉刚先生这样持续、广泛关注
的情况，的确十分突出。他曾撰《山东图书馆现况》，概括
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山东图书馆简况。在 1956 年写成的《对
于吉林市图书馆意见书》中，提出了“添造房屋，俾便大众
阅览”的建议。在《对于苏州图书馆的一个计划》中，则从
买书、编目、典管、职员、读者、经费等六个方面，对苏州图
书馆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特别是他所撰写的《购求中
国图书计划书》一文，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及丛书外，特别提
出了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
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出版之书
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
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的图像等以往关注不多的文
献，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 □张廷银

语林指瑕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代英豪”群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