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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专打日本鬼，保护
老百姓。”抗日战争时期，齐鲁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其中，“三司令”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
队司令员马耀南、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
晓云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司令
员马天民三兄弟。

时至今日，“一马三司令”的爱国义举仍在传
诵。日前，“马氏三兄弟”中马晓云的儿子马立明，根
据父辈战友以及自己的回忆，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马三司令”走上革命道
路，英勇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

和王尽美一起宣传救国

马氏三兄弟一母同胞，分别于1902年、1906年、
1910年，出生于长山县(今邹平县)北旺庄一个比较
富裕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里。

马立明说：“在中学阶段，伯父马耀南从长山来
到省会济南，有了更多的接触各种社会思潮的机
会。在当时济南著名进步人士开办的齐鲁书社，伯
父结识了同样经常到这里来阅读和购买书刊的王
尽美、邓恩铭等，并经常探讨社会问题，成为交往颇
多的朋友。”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马耀南虽然没有成为
共产党员，但他参加了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
铭组织领导的‘励新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
革命团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和王尽
美、邓恩铭一起走上街头，宣传爱国救国，声讨帝国
主义的罪行。”

1924年，马耀南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在国共合
作的形势下，马耀南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控
制且“没有其他势力”的国民党组织，并被选为国民
党天津市第二区分部委员，在北洋军阀眼皮底下，
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开始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开展学生和工农运动。

不过，为了排除异己，把国民党变成私党，蒋介
石在筹备国民党“三大”期间，通过“整理地方党部”
和使用“选后圈定”等方式产生代表的手段，以达到
一手包办“三大”的目的。“伯父虽然得票最多，但他
当时是天津反日爱国学生领袖，也一直不满蒋介石
的反共、卖国、独裁行径，国民党不仅没有将他‘圈
定’为代表，还开除党籍并通缉他。”

在此期间，刚结婚的马晓云受到大哥爱国热忱
及行动的教育启发，到天津参加了东北军，希望实
现抗日救国的爱国志向。“父亲与伯父的志向不大
一样，伯父主张教育救国，而父亲觉得关键是要有

‘枪杆子’，要掌握自己的武装。”马立明表示，虽然
父亲已经被提拔为营长，但他逐渐认识到旧军队的
无能与腐败，不到一年，便毅然返乡。

在长山县部分名流士绅恳请下，马耀南在1933
年回到故乡，担任长山中学的校长。

三兄弟拉起抗日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耀南在紧锣密鼓地宣传、
动员群众投入救亡运动的同时，积极开展了组织抗
日武装的活动。他首先动员自己的两个弟弟起来抗
日，发动他们拉队伍。

“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格豪放的热血青年，毅
然决定加入抗日武装。”马立明表示，“叔父马
天民在长山做酒店掌柜，有正义感，善于待人，
交友也比较广泛。”

1937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马耀南约马晓云、
马天民回到家中，向他们讲述了“七·七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消息。马耀南
果断地说：“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应当组织
民众拿起武器，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马晓云和马天民都很敬重大哥，大哥的话正
中下怀。马晓云斩钉截铁地说：“咱就拉队伍和
小鬼子大干一场！”在听了两位兄长的话语后，
马天民也拍案而起：“行！拉队伍，和他们
干！”就这样，兄弟三人开始商量拉队伍、筹集
枪支的步骤和方法。

马耀南发动组织抗日队伍的消息不胫而走，
各方人士也深知马氏兄弟在当地的威望和号召
力，其中，国民党方面为了扩大他们的政治影
响，也前来笼络马耀南。就连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主席韩复榘都说：“等马耀南拉起队伍时，要给
他派个人来当司令。”

在马耀南表达了组织抗日武装的意愿后，中
共山东省委非常重视，当即决定派遣地下党员姚
仲明到长山中学开展工作，随后又派红军干部廖
容标、地下党员赵明新先后到长山中学，并建立
起以姚仲明为组长的党小组，这也是长山历史上
第一个党的组织。

1937年11月初，为了尽快拉起抗日武装，马耀

南和党小组决定在长山中学秘密组织抗日游击训
练班。为了防止干扰破坏，训练班对外称“民众
夜校”，马耀南亲自担任校长，他对姚仲明等人
说：“你们就放手干吧，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
来找麻烦由我顶着。”

1937年12月24日，日寇飞机空袭了邹平、长山
一带。有战斗经验的廖容标分析，这是日本鬼子
的侦察性轰炸，很可能会在两三天内占领邹平、
长山。为此，马耀南和党小组果断决定，60多名
长山中学师生奔赴黑铁山举行武装起义。

从此，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红旗在
黑铁山高高竖起，马耀南担任第五军临时行动委
员会主任兼参谋长，马晓云任第七支队司令员，
马天民任第一支队司令员。

“一个心眼跟共产党走”

在武装起义之后，马耀南考虑到，组织武装
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如果光
吃饭不打仗，就有可能失去百姓的支持。

从1938年1月开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
军先后取得了小清河伏击战、三官庙战斗的胜
利。3月初，由于日军抽调兵力进攻徐州，马耀南
联合友军收复了邹平城。“凭借自己的社会威
望，伯父召集各界代表人士成立了抗日民主政
府。这是山东抗战开始之后，在起义部队从日伪
手中夺回县城的情况下，民主选举的第一个抗日
县级政权。”马立明介绍说。

当马耀南率领5000多人光复邹平城后，山东
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沈鸿烈派人送来委
任状：任命马耀南为“鲁北行署抗日纵队司
令”，并承诺薪金、军饷立即送来，并恢复马耀
南的国民党籍。对此，马耀南嗤之以鼻，并当面
将委任状撕了个粉碎。

之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改编为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任司令员。他向
副司令杨国夫讲述沈鸿烈用高官厚禄诱骗他投向
国民党怀抱的伎俩之后说：“我马耀南软硬不
吃，一个心眼跟共产党走！”1938年10月，马耀南
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22日，马耀南和杨国夫率部队行至
桓台四区牛旺村时，由于该村汉奸告密，马耀南
壮烈殉国。消息传来，马天民悲愤至极。然而，
10月14日，马天民在执行任务中被叛徒李子友出
卖，率部队突围中也被日军俘虏杀害，年仅28
岁。

马耀南牺牲后，全军上下无不悲痛。山东八
路军总指挥张经武在《山东八路军怎样反对敌人
扫荡》一文中高度赞扬说：“威震鲁北之马司
令，以一个书生出身的战士，终于为中华民族流
尽了最后一滴血。”朱德总司令在《解放日报》
上发表的纪念抗战五周年的文章《胜利在望，团
结向前》中也表彰了马耀南同志。

大哥马耀南、三弟马天民牺牲的消息，也强
烈地震撼着马晓云。不过，敌人却在幸灾乐祸，
并借马耀南的牺牲造谣生事，说他死得不明不
白。在赵明新代表党组织来看望时，马晓云强忍
着悲痛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大哥和三弟为
抗日献出了生命，我这个活着的，怎样才能更好
地继承他们的未竟之志呢？你是党的负责同志，
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赵明新说：“好！晓
云同志，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为了保护抗日力量，中共山东省委安排马晓
云赴延安学习。从延安回来后，马晓云又先后担
任过清西军分区副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
副司令员，1944年8月，在青城王家庄战斗中，在
前沿指挥战斗的马晓云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马立明说：“父亲马晓云牺牲后，由于当时领导
的部队战绩卓越，日军慑于他的英勇无敌，竟然不
相信他已经阵亡，找到他的墓地开棺验尸，得到确
认后又认真埋好，并很崇敬地列队向坟茔鞠躬。”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③

“一马三司令”抗日留英名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本报通讯员 夏应禄 徐文杰

1939年底，在马耀南、马天民相继牺牲
后，中共山东省委为了保护抗日力量，培养
抗日领导骨干，决定送马晓云赴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深造。

经过长途跋涉，马晓云一行七人终于
在1940年5月1日前夕到达延安，参加了“五
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见到了毛泽
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之后，马晓云
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参训队学
习。

性格豪迈的马晓云，很快便在延安结
交了许多朋友。炊事班的同志有很多是老
红军战士，他非常愿意和他们聊天，请炊事
员给他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炊事班
的同志知道他是从抗日前线来的八路军，
也请他讲一些在敌后打击日寇的故事。

中央首长也经常和马晓云谈心。朱德
总司令和他促膝谈心，徐向前司令员来延
安后，常找他谈学习、谈战斗。周恩来也很
喜欢马晓云的性格，喜欢他的机智灵活。有
一次，周恩来去西安，也把他带去了。一天，
他和周恩来等同志外出，正在大街上走着，
他突然发现后面有几个人形迹可疑。马晓
云故意放慢脚步，等那几个人到跟前，他一
边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一边随手把一叠钞
票递过去。这几个家伙见钱眼开，又看他是
个行家，接过钱就走了。

看他们走远了，马晓云紧走几步追上
来，周恩来问他那些是什么人？他说是几个
特务。周恩来又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特
务？”他说：“我过去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
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把他们打
发走了。”周恩来称赞说，“晓云同志不但枪
法好，眼力也很好。”

在旧社会军队和经商时期，马晓云难
免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在延安学习期
间，马晓云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学习
抗日游击战略战术。尤其是从老同志、老革
命、老党员身上，他更是学到了许多高尚的
道德情操，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从延安回来后，马晓云先后任清西军
分区副司令员、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
令员，充分发挥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本
来，清西军分区政委李曼村还担心马晓云
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他原来的职位比自
己高，深怕处理不好关系。但是在1957年1
月，李曼村曾回忆说：“晓云同志从延安回
来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几年，没有发生过
任何问题。他服从组织、尊重领导，集体决
定的事，他坚决执行；工作认真负责，作战
英勇机智，特别是在敌占区，出入周村，大
摇大摆，敌人奈何不得；搞情报、搞炸药、搞
武器、搞物资，杀鬼子、除汉奸，他有这个
特长。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人民群众掩护
他……”

·相关链接·

马晓云在延安

深造的日子
□ 王红军 整理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埃及的象形文
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共同
形成了世界三大古文字体系。其中，只有中国的甲
骨文穿越时空，将“生命”延续到了今天。

甲骨竹简，承载历史大剧；篆隶楷行，见证沧
海桑田。

3300年前，殷商先民在龟甲兽骨上留下了占卜
记事的符号。自此以后，从龟甲兽骨、青铜器皿，到
竹简纸张；从印刷术到电脑时代……中国文字伴
随着风云激荡，依托各种媒质，留存下或零散或完
整的文明记忆。

□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金石名家王懿荣
的偶然发现，使河南安阳 “一片甲骨惊天下”；
2009年11月16日，又是河南安阳，中国首座以文字
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诞
生。中国文字博物馆以出土文字、文物为支撑，荟
萃了历代文字样本精华，一馆藏尽中国字——— 令
人们一日千年，览尽中国文字从远古“婴儿期”发
展至今的非凡历程。

河南安阳既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我国
历史上最早有文献可考，并被甲骨文与考古发掘
证实的古代都城——— 殷墟所在地。

2001年4月20日，为了更好地保护殷商遗址、弘
扬传统文化，安阳市启动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的工作。其间，安阳市向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
申请：筹划建设一座以文字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就在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之后的
第二年，当时还在郑州大学担任教授的古文字学
家王蕴智，也给河南省委、省政府写信：建议设立
一座文字博物馆。王蕴智认为，从安阳殷墟出土的
丰富铜器、骨器、陶器，蕴涵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
慧，而这里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更使中国文字的起
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这种
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文字体系，只有在中国的汉
字中才能找到。

接到王蕴智的来信之后，河南省委、省政府极
为重视，很快将其批转给了安阳市委、市政府，并
批示：同意“文字博物馆”建在安阳。

2007年10月20日，在河南提出建立文字博物馆
的申请6年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作出批示：拟建的

“河南中国文字博物馆”可以更名为“中国文字博
物馆”。至此，中国文字博物馆最终定名。

□距离甲骨文发现地殷墟大约8公里的中国
文字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4500平方米，总体规划分
两期完成，一期工程占地81亩，建筑面积为22700平
方米。2007年11月29日，中国文字博物馆一期工程
正式开工，经过两年紧张的建设，于2009年11月16
日正式开馆。

中国文字博物馆门前，屹立着高大的字坊。字
坊高18 . 8米，宽10米，取甲骨文、金文中“字”的形
体，它是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字坊
前方两侧，各有金色铜质凤鸟雕塑一尊，取材于商
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凤鸟纹纹饰，整体形象高贵典
雅，呈现待翔之势，象征着新时期中国文字文明的
新飞跃。

通向展馆的主干道两旁，是由28片极具代表性的
青铜甲骨片仿制品组成的碑林，隐含了殷商时期最具
代表性的两种元素——— 甲骨文和青铜器。

这28片甲骨文仿制品，大都取材于《甲骨文合
集》、《小屯南地甲骨》和《花园庄东地甲骨》，最大尺寸
高达1 . 4米、宽0 . 9米，总重量3吨。

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冯克坚介
绍：这28片甲骨文是在安阳发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甲骨片，然后用青铜铸造，刻上甲骨文，则是对原甲骨
片的一种更高艺术形式的展示。之所以是28片，是有
一种强烈的祈求和愿望，力争通过这28片与天上的28
星宿相对应，形成“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通过展示
来祈求平安、来祈求和谐、来祈求发展。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建筑主体，按照“后现代”理论
设计，造型包含了殷商时期高级宫殿建筑形象的基本
要素，采用殷商时期的饕餮纹、蟠螭纹图案浮雕金顶
装饰，引起殷商宫殿“四阿重屋”联想，雕墙和雕柱均
使用了红黑图案，渲染出殷商文化辉煌的艺术效果。

所谓的“四阿”是指四面坡，“重屋”则指两重沿。
四阿重屋，是古时高大的殿堂为了保护夯土台基和檐
柱、土墙，同时不影响通风和日照以及屋盖高耸而形
成的一种建筑风格，比较典型的有二里头宫殿基址
等。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造型定位，采取殷商甲骨文、
金文最富有哲理、最经典的建筑形象——— 象形文字的

“墉”字进行设计，整体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
统建筑的艺术风格。

□文字是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中国文字
博物馆作为一座全面反映、专题研究中国各民族文
字、文字历史、文字文明的专题博物馆，通过荟萃历代
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
历程，反映了中华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丰硕的研究成

果，展示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序厅，按照东西南北次序，
分别展示了中国文字载体发展史、中国书法史、甲
骨文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四面浮雕，顺序是自上而
下，时代则由远及近，彰显着文字作为中华文明载
体恒久的独特魅力。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中国文字发
生、发展的文化史作为主线，用历代出土的文字载
体、文物作为支撑，将文字书法艺术融会贯通，以
文字的传播应用作为注脚，将文字历史、现代和未
来汇于一堂，向公众全面展示汉字的起源、发展和
演变历程。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展览是由三个板块构成，
一个板块就是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是核心板块；第
二个板块是印刷术与信息化，实际上讲的是汉字
的普及、推广和教育；第三个板块是少数民族文
字。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共有5个展厅，
分为“字法自然”、“甲骨记事”、“钟鼎千秋”、“物以
载文”、“说字传义”、“由隶到楷”、“信息时代”等15
个单元，将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梳理出一个清晰
的脉络。

在中国文字大家庭中，主要的成员应该是汉
字。那么，汉字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对于这个扑朔迷离的课题，中国文字博物馆
利用征集到的文字载体，进行了研究探讨。

博物馆第一展厅作为开篇，将人们恍若带入
了史前时代，体会汉字起源阶段的文明脉动。

古书上曾说，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
哭，龙为之潜藏”。

这个传说，虽然描述了人们想象中文字“出
世”产生的惊心动魄，然而如果要探究汉字真正的

起源，却需要借助考古发掘去揭开神秘的面纱。
1899年，安阳小屯村“一片甲骨惊天下”。迄今为

止，我国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大概4500个，其中能够释
读的差不多有1500字。甲骨文的发现与逐渐释读，证
明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
较成熟的文字体系。

事实上，早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便经过了
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大汶口文化的图像符号，邹
平丁公、高邮龙虬庄的陶书，良渚文化陶器上的连
刻符号等，都可能融汇到汉字产生的主流当中。

目前，在河南漯河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年代最
早的刻画符号，距今竟然达到了8000多年。

尽管汉字的确切年龄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不
过，这并不妨碍汉字作为世界上最“高寿”的文
字，一脉传承至今。

除了甲骨文以外，刻在青铜器上的商周金文同
样重要。从商朝开始，至西周达到极盛，金文一共
经历了1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的第二展厅，
对金文给予了细致展现。

殷商文字至西周演化为大篆，奠定了方块字的
基础。公元前223年，秦朝丞相李斯，奉诏“罢其
不与秦文合者”，创制了小篆。文字的统一将不同
的族群，融合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尽管随着岁月变
迁，天下分分合合，然而自此以后，“书”必“同
文”，成为了汉字始终坚持的不变原则，也成为了
维系华夏子民间割不断的文明纽带。秦朝的大一统
与书同文，不但结束了诸侯纷争，也结束了长期以
来文字混杂的局面。

由于书写不便，小篆渐渐开始了“隶变”。此
后，汉字继续演变出行书、草书、楷书等字体，形
态却再也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动。

揭秘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历来强调：物以载文，文以载

道，而“敬惜字纸”也是绵延千年的古老传
统。龟甲兽骨、青铜器皿、竹简丝帛等，都曾
经充当过文字的载体，但是，同文字关系最
密切的当属后来发明的纸张。

公元105年，东汉时期的蔡伦，历时8
年成功研制了植物纤维纸。这些看起来毫
无分量的薄片，却成为中国献给世界沉甸
甸的厚礼，借助纸张，汉字在更广阔的时
空里穿行。

纸张的发明，为印刷术的发展提供了
条件。文字博物馆的第五展厅，展示了汉
字从雕版印刷到计算机时代的历程。

公元7世纪的隋末唐初时期，中国就
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时期，毕昇又发
明了活字印刷术，引发了印刷史上的重大
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汉字的普及和人类文
明的进程。

借助纸张和印刷术，中华文明可以与
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进行更便捷
的交流；同时，结构方正的汉字，被陆续
传播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对整个东亚产
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然而，公元1840年，面对西方的坚船
利炮，穿越了几千年时空的汉字，却与养
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艰难
之旅。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汉
字第一次面临着严峻考验，陈独秀、蔡元
培等文化领袖，都曾经发出过废除汉字，
改用拉丁字母的声音。

在风雨飘摇中，汉字跨进了公元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
会便在北京成立，将文字改革的任务最终
确定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
小学课堂；4年之后，《简化汉字总表》
发布，这是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中国
文字史上的最大改革。

进入计算机时代，汉字再次走到命运
的十字路口。由于当时汉字无法录入计算
机，废除汉字的呼声又起。然而，王永民研
制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解决了汉字输入计算
机的难题；而王选研制的激光照排系统，则
使汉字印刷进入了光与电的新时代。

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汉
字再度走出国门。据统计，目前全球的孔
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总数已经突破了500
家。

2011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将启动二期
工程，在一期工程注重展示的基础上，二期
则更加注重研究与对外交流。今后，中国文
字博物馆将以丰富的文物与展品，深厚的
内涵，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字
久远的历史与独特魅力。

中国文字博物馆字坊 博物馆内的蔡伦塑像与再现当年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场景博物馆内的四壁采用浮雕手法展示各种刻画、符号和文字

马耀南 马晓云 马天民 马耀南动员两个弟弟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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