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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革命老区机关驻地惠民县烈士陵园
中，长眠着一位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他的墓碑上
镌刻着“精忠报国”，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击区曾
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一个县，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
在我省境内牺牲的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杨忠。

1941年9月4日，时任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
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杨忠，反扫荡作战中在惠
民县夹河战斗中壮烈牺牲。如今的烈士陵园，每年
来祭祀杨忠的人很多，71岁的贾清阁已经守墓十
年多了，我们从他口中了解了很多杨忠的事迹。

少年时代受“红都”影响

据《惠民党史》记载，杨忠，原名欧阳吉善，江
西省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人。1909年，他出生在一
个贫苦家庭，父亲欧阳方秀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
早年病逝。母亲把杨忠和他的姐姐年英、妹妹友英
抚养成人。

安福县紧靠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左依“红都”
瑞金。杨忠自少年时代就受到党的影响，有着强烈
的反对地主剥削压迫的阶级意识。稍长，杨忠担任
了乡少儿部儿童团支部书记，以后又被人民推选
为大桥乡苏维埃主席。杨忠积极带领贫苦农民搞
土改，为了支持人民的土改斗争，他曾亲手处决了
三个恶霸地主，在百姓心中赢得了尊敬和信赖。

1930年，杨忠率领大桥乡20多名青年到永新
县参加了红军。同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不久，他就到了“红都”瑞金，在部队里负责宣
传工作。不过，由于文化程度低，杨忠连标语都写
不好，他就发奋苦学，很快就能够熟练地阅读文
件，并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和他相处的同志都说：

“我们以为杨忠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呢！”
1934年10月，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历

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经过这次艰苦卓绝的斗争，
杨忠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到达边区后，他进入

“红大”学习，后被分配到某部任民运科科长。平型
关战役后，115师在晋察冀边区休整，他担任民兵
工作团团长，带领工作团成员在附近几个县开展
群众工作，直接动员了四五千名青年入伍。

从“红都”走出来的杨忠身经百战，勇敢沉着。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部队休整时，日寇飞机轰炸，
当时杨忠正在写信，一颗炮弹落在院子里炸开，震
得屋顶灰土直落。杨忠掸去纸上的尘土，若无其事
地写完信交给通信员，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收拾行
装转移。

“深入虎穴”开展统战

1938年，肖华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驻乐
陵，收编国民党杂牌军曹振东部2000余人，改编为

八路军济阳支队(七支队)。在收编过程中，杨忠凭
着果敢机智，周旋于敌人的军营中，化干戈为玉
帛，创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忠于民
族统战政策的范例。

当年10月，杨忠带领我党委派的政治部主任
王品山、特派员刘甲英，还有李青山等12名政工人
员到达曹振东部。之前，我地下党组织已经在曹部
展开了工作，而杨忠等人的到来，大大振奋了曹部
的抗战士气，地方党组织也更加深入地开展工作。

正当杨忠在曹振东部积极开展工作之际，国
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插手，他以威胁利诱的手
段拉拢曹振东，委任曹为山东保安第五旅旅长。由
于经不起诱惑，曹振东接受了沈的委任。在曹退掉
我军委任状后，杨忠及我党派去的政工人员必须
撤出，但曹振东仍愿与我军友好相处，并挽留杨忠
帮助工作，他也被曹部上下称为“杨代表”。

当时，杨忠在曹部没有任何名义和头衔，但凭
着他的果敢坚强，周旋于敌人军旅之中，使之合作
抗战。在一年半时间里，杨忠百折不挠地对曹部进
行教育、争取、团结、改造工作，促使我党思想教育
在曹部产生了极大影响，到杨忠撤出曹部后，仍有
些进步分子坚持与顽固势力斗争，以致促成1945
年部分人员抛弃伪顽势力投降我军。

经过我党的教育和争取，曹部始终保持与我
军的友好往来，不仅我军的被服厂、医务所等后勤
机关住到德平一带不受其骚扰，而且曹部还抽调
一些干部，分批到我乐陵军政干校接受训练。此
外，曹部与八路军协同作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1940年，在鲁北抗战陷入困难局势下，杨忠奉
命离开曹部，领导鲁北抗日战争。当时，盘踞在吴
桥的张国基部坚持与我军为敌，其他一些伪顽势
力也蠢蠢欲动。为了稳定冀鲁边区形势，杨忠与津
南的周贯五紧急蹉商，南北合兵，激战13个小时，
全歼张国基部3000余人。

战后，杨忠立即带领20多名骑兵，驰奔德平城

西北的马家庙去会见曹振东。曹闻报后大吃一惊，
问杨忠带来多少人？答曰：“如往常，骑兵二十余”。
曹振东亲自出门迎接，看到杨忠和带班卫队长谈
笑风生，急拉着杨忠的手说：“杨兄，迎接来迟，请
谅！”

进入司令部，杨忠向曹部讲述我军打掉张国
基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表示愿与曹部一如既
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诚相见，合作抗战，不
听奸人的挑拨。对于杨忠同志的忠告，曹振东连连
点头称是。

浴血奋战打通“两区”

1940年5月1日，任支队司令兼政委的杨忠重
新调整部署，组建新鲁北支队。整军后的第五天，
杨忠召开支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作了《肩负起
党和历史赋予的开展鲁北抗日游击战争，创建鲁
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的报告，
向部队号召：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要为鲁北抗
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要把我党的红旗插上黄河
岸！插上鹊山之巅！

当时，在我党的领导下，黄河以北建立了冀鲁
边区抗日根据地，黄河以南建立了清河区抗日根
据地。这两片根据地虽然相距不远，但中间既有黄
河隔断，又有日寇、顽军盘踞梗阻。中共山东分局
和115师指挥部决定：打通“两区”的联系，使两个
根据地连成一片。

遵照这个指示，冀鲁边军区发动了三次大规
模的南下进军。1941年2月，十六团进军德平孔家
镇、徐家一带，遭日伪步骑兵3000余众截击，苦战
10小时后第一次“打通”失利。3月初，十六团再次
出击，遭遇日伪万余人的堵截，第二次“打通”仍未
成功。

之后，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大队、十七
团执行了第三次“打通”任务，他沿途大造抗战声

势，宣传和发动群众，并消灭了一些零星敌人。
1941年9月3日，杨忠带领部队到达惠民县淄角
镇、夹河一带，再进一步就可以过黄河与南岸的
清河军区接头了。对于我军的大胆突破，日寇非
常恐慌，急忙集结了六路“讨伐队”，逐步压缩包
围圈。

1941年9月4日午时，敌人偷偷包围了旅政治
部机关、一营驻地夹河村和三营驻地陈、牛庄。在
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下，杨忠带领的部队陷入了
困境。突围时，机枪手中弹牺牲，杨忠拿过机枪，向
敌人一顿猛扫，一下撂倒了10多个鬼子，掩护队伍
冲出。杨忠突围至陈、牛庄时，三营已经转移，他在
撤离的途中又遭遇日军阻击，不幸中弹牺牲……

最终，三次“打通”任务都没有实现，但我党对
于打通两块根据地的决心不变。在夹河战斗后的
18天，十六团改由敌人兵力薄弱的无棣县境沿海
边东南行，辗转行军1863华里，经大小战斗9次，终
于在9月下旬，在利津东北与清河部队会师，完成
了两个地区的联系任务。

1941年10月13日，115师政治部发出电报，向总
政治部报告了惠民夹河战斗的情况。电文说：“二
纵队到冀鲁边区，他(杨忠)即任支队司令，辗转鲁
北，坚持鲁北反扫荡战争，他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
高度的威望，对鲁北根据地之创造，建树无数功
勋。”“杨忠的牺牲，不仅是我党我军的损失，也是
国家民族的损失……”

之后不久，惠( 民)、商( 河)、济( 阳)三边县委
在淄角村建立了烈士陵园，杨忠的墓碑上镌刻着

“精忠报国”四个大字。1946年12月20日，为了纪念
对开辟鲁北新区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忠烈士，冀鲁
边区决定在他率领部队开辟的游击区——— 商、济、
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并命名为“杨忠
县”。1949年5月，根据中央关于为纪念烈士所改县
名一律恢复原名的精神，杨忠县改为惠济县，1950
年5月撤消。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刀盗

杨忠：血洒鲁北留抗日英名 □ 孟书军 王红军 整理

渤海区于1944年1月由冀鲁边区和清河
区合并而成，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
期山东五大战略区之一。由于地形独特，国民
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渤海区是全省唯一没有
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成为整个华东战场的大
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
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关注。作为渤海革命老区
机关驻地的惠民县，在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
献。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惠民共有10700名
青壮年参军，出现了很多父送子、母送儿、妻
送郎、兄弟争相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仅省屯区
就有12对兄弟参军，小郑家村郑风翔、郑风
庭、郑风贵兄弟3人一起报名参军，朱老虎村
朱文同48岁参军、80岁老母拄杖送行……

1947年2月，华东局发出了关于开展捐献
活动的指示，号召解放区人民节衣缩食，支援
前线，渡过难关。之后，惠民县、惠民市人民提
出“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物有物”的口号，
惠民市不到1个月就捐款800万元，惠民县城
关区妇女仅50天就赶做军衣6万套。

进入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
区发动了重点进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军
实行战略大转移，华东局和华东区机关分别
从鲁中、胶东转移到渤海区惠民、阳信县一
带，仅惠民一县就驻扎10万人。在负责华野西
线兵团后勤供应的前提下，惠民县、市党群顾
全大局，承担了转移人员的生活供应，使这些
人得到较好的接待和安置。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
司令员粟裕转赴豫皖苏途经惠民县，在渤海
区党委驻地何家坊，陈毅向渤海区党委、行
署、军区领导机关干部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
报告，他特别表扬了渤海区的支前工作，肯定
了渤海区人民对支援解放战争所做出的重大
贡献。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支前运动已成为
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作为华东地区可靠
后方的惠民县、惠民市，自1947年2月至1949年
底，共出支前民工10批、7205人次，出动大车
7000余辆，真正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1948年9月11日，惠民县组织1690名支前
民工，组成“民工营”，随军参加济南战役。9月
24日济南解放后，这个民工团又随军参加淮
海战役。10月18日，支前民工家属将1000多件
棉衣送交县政府，并附慰问信、家信250余封，
使得支前民工受到了极大鼓舞。

该民工营经山东、安徽、江苏、河南4省33
县，随军支前4个月，执行火线抢运伤员任务。
同时，该民工营还直接参与战斗，俘虏国民党
士兵97名，活捉国民党邳县县长王化一，缴获
美式机枪5挺、步枪115支、战马5匹，荣获
“钢铁民工营”称号，有3个连被誉为“钢
铁先锋连”、“英雄卓绝连”、“巩固模范
连”，有485名民工立功受奖。

·相关链接·

惠民：
渤海革命老区机关驻地

2008年，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发现的双墩一
号墓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一个原本极
为普通的村落，开始得到专家们的关注。然而，早
在1991年，这里就有一次考古发现，同样惊心动
魄，双墩村里隐藏的秘密，以及它身上的历史密码
还远远没有被破译。

□1985年夏天，正值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
期，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徐大立等人，
来到双墩村进行普查工作。这是双墩村第一次迎
接考古工作者。在这个貌似平静的村子里，徐大立
打听出，这里居然有一块禁地，不许任何人进入，
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所谓的禁地，实际上就是村北一块高出地面3
米的台地，当地人称之为乱尸岗。

刚一走近禁地，徐大立就惊呆了。地表上到处
都是破碎的陶片和蚌壳，还有不少动物的骨骼散
落其中。他们当时就确定这是一个早期的新石器
时期的遗址。

文物普查结束后，蚌埠市博物馆便于1986年
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之后，1991年与1992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进行了两次正式发
掘。三次发掘面积共375平方米。

徐大立介绍：发掘面积不大，但是发掘出来的
出土文物，数量相当惊人。

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和骨
角器，经过检测，这些文物竟然有7000年左右的历
史。这让考古人员异常兴奋，因为在淮河中游地
区，这是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大家谁
也没想到，双墩村居然在7000年前，就开始有远古
人类的活动了。

在出土的所有文物中，一个7厘米高的陶塑人
头像最为特殊，因为只此一件，所以格外引人注
目。

它的塑造手法粗犷、简练，五官雕刻细致入
微，写实中透着夸张，让人很难想象7000年前的双
墩人是如何将它造就。

陶塑人头像的额头上雕刻着两个同心圆，嘴
角微微上翘，让人感觉似笑非笑。与它对视，任何
人都会感觉到它透着的神秘，也会惊叹于7000年
前双墩人那精湛的雕刻技艺。

在双墩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两件陶塑品
也同样令人称奇。

一件是一头陶塑野猪。长长的猪嘴、圆圆的猪
眼，样子憨态可掬。身体的线条流畅、简练，各部位
比例协调，充分体现了古双墩人敏锐的观察力。

根据它下端的短柄，专家猜测，它可能是某个
器物上的一个把手，主要起着装饰的作用。

还有一件牛型托盘。古双墩人巧妙地利用了
牛身的空间，将之设计成一件放置物品的器皿，既
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其聪明才智可见一斑。

在双墩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出土了大量的陶
器。这些陶器基本分为三大类：贮藏器、炊煮器和
饮食器，造型各异、种类繁多。

徐大立介绍：这么丰富的陶器组合，在一个遗
址里面出现，表明双墩遗址的先民们在相当的一
段时间内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只有在稳定的生活
状态下，他们才能有时间和能力来做各种各样不

同的炊煮器和食器。
还有一件陶器，有四个流口，被称为四流器，

只出土了一件。可以看出，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用型
陶器，造型非常独特，目前在其他古文化遗址中还
未被发现。

在双墩遗址中，还出土了这样几件特殊的陶
器，它的形状酷似男根，被专家称为陶祖。

徐大立介绍：它是三个支架，支腿埋在土里，
上面支锅放上去，然后底下加火可以烧。

徐大立说：7000年左右的部落氏族一般还处
在母系氏族阶段，在这个氏族阶段大部分出土的
东西，应该都以女性的特征为主，但是这个遗址恰
恰出土了一批以男性特征为主的文物。

虽然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带有女性特征的器
物，但并不表示它不是母系氏族的社会。由于三次
挖掘的总面积较小，没有发现古双墩人的墓葬区、
居住区和祭祀区，所以双墩部落到底是母系还是
父系氏族，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像这种7000年前的
新石器遗址，应该会出土大量的石器，但恰恰相
反，双墩遗址出土的石器非常少，而且有一件石器
让所有参观过的人都惊呼不已。

这是一件直径20厘米、厚3厘米左右的石圆
饼。它厚薄均匀、表面光滑润洁，微微泛出石头的
光泽，猛一看上去，会让人联想到田径比赛中的铁
饼。考古学家都不敢想象，当时的人会有这么高的
技艺水平，能把这个圆饼做得这么规范，厚度均
匀，磨得非常光滑。

石圆饼的出土让考古学家看到了古双墩人的
智慧，这种智慧让现代人错愕、惊奇，问题也随之
而来，古双墩人倾心费力地打磨这个圆饼，到底是
做什么用的呢？

徐大立介绍：一个比较通行的猜测认为，它是
一个制作陶器的慢轮。这里出土的陶器、陶碗都非

常规整，而且器形很一致。
实际上，双墩遗址没有出土大量的石器并不

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在后来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
现了许多蚌器，对于居住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
来说，蚌类食物丰富，对蚌壳的打磨显然比对石器
的打磨要容易很多。

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精美的蚌器，它的
一边是锯齿，另一边是刀刃，两种功能复合在同一
件器物上，这又是古双墩人聪明智慧的另一体现。

除了蚌器外，由动物骨头制作的骨器也大量
发现。一种酷似靴子的鹿角勾形器在遗址中出土
最多。专家推断它应该是采集工具。

□7000多年前，古双墩人就是利用这些劳动
工具和生活器物，在淮河流域生息繁衍。他们不仅
制作了让现代人惊叹的劳动工具，同时还留下了
一个旷世之谜，那就是遗址中出土的600多个刻画
符号，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在我国目前的考古
发现中还是第一次。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几乎都出现在
同一个部位，那就是陶器的底部，并且都刻画在直
径8厘米左右的食用碗底上。

为什么所有的符号都刻画在同样大小的碗底
呢？这个谜无人知晓。为了研究它们，蚌埠市博物
馆的徐大立辞去了馆长的职务，将自己所有的时
间都倾注在了这些符号身上。十几年来，他每天都
与陶片对话，试图解析其中的含义。

徐大立介绍：双墩遗址的刻画符号所反映的
内容、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狩猎、种植、采集、编织、
住房，还有一些是记录水文和天气情况的。这些符
号一部分是象形的，一部分是几何类符号，但都是
可以会意的。

在徐大立看来，这些刻画符号就像是一个原
始社会的“档案馆”，带领着他去探寻7000年前古
双墩人的生活原貌。

破解符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徐大立却乐
此不疲。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从符号中发现了古双
墩人居住的房屋。

这种建筑被专家称为杆栏式建筑，对于生活
在淮河岸边的古双墩人来说，这种杆栏式建筑与
地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很好地隔离潮湿、保
持干燥。

在依水而居的古双墩人眼中，水，是最重要
的。因此，他们对于水纹的刻画明显多于其他。徐
大立发现，在刻画水势大小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
弧线线条的多少来表现，从一条到五条，形象地展
现了洪灾泛滥的过程，也表明古双墩人已经有了
数的概念。

徐大立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些刻画符号
除了单体符号外，还有许多组合型符号，比如四
叶花与三角，还有渔网与弓箭的搭配，形象地表
明了双墩部落是一个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社会。

在研究的过程中，徐大立还发现，这600多
个符号中有动物、有植物、有抽象的几何符号，
但惟独没有人的形象。后来经过研读和分析，徐
大立恍然大悟：这些符号所表现的内容和场景，
都是用人的目光去注视的，它主要表现人对物的
关系，观察社会、自然等这些现象中所记录下来
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理解，徐大立认为，这些刻
画符号实际具备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教育，也就是
教导部落里的人如何狩猎、如何捕鱼、如何观察
天象等。所以，它们会被刻画在大小相同的碗底
上，就像一本本规格标准一致的图书。

□对于大多数看过双墩刻画符号的人来说，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符
号看起来自成体系，会不会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呢？

在学术界，国际上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

商代甲骨文，距今3000多年，至于它是如何演
变而来的，一直是专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现
在，双墩遗址出土的这600多个刻画符号，由
于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因此成为专家们探索
中国文字起源的最佳切入点。

那么一种古老的符号，如何才能知道它
是否记录了语言呢？

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介绍：那最直接的
证据就是，这个符号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
它往往会有一种成组的符号，这种符号按一
定的顺序排列。我们可以反推，一般成组按顺
序排列的符号，往往会形成一个表达系列的
意思，前后有一个连接，当然这个连接完全是
从语音上和语言能对应上，那么它就是成熟
的文字符号体系。

除此之外，要判断一种古老的符号能否
成为文字，还有其它一些衡量标准。

黄德宽介绍：首先有没有城市出现，这个
城市的规模有多大，一般要五千人以上才叫
一个城市。就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聚集形成了
固定的居住点。而城市当然就得有建筑，在这
样一个城市里面有没有大型的仪式性建筑，
比如祭祀性的建筑出现，说明它的意识形态
就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文字符号在遗址中出现，同时所在的遗
址有大量的建筑物，也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
可综合判断。

显然，对于双墩遗址来说，由于发掘面
积很小，而且没有发现居住区与墓葬区，缺
失的信息太多，因此给专家判断双墩刻画符
号是否为远古文字，增添了一定的难度。不
过，仅就刻画符号本身而言，专家认为这
些符号显然已经具备了简单的记事功能，
并且在离双墩遗址30公里的侯家寨遗址中
也有发现，说明双墩刻画符号在当时已经
在淮河中游地区流传，具备了文字社会性
的特点。但是还不能说，它已经发展到一
种文字系统，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
一点。

这些神秘的刻画符号像一部远古的天
书，让专家们捉摸不透。在中国，除了甲骨文
外，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
的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究竟和甲骨文有
没有关系呢？

徐大立介绍：我们不可能把七千年前的
符号一下子和三千年前的符号文字连起来，
只能说双墩刻画符号的这些文字特征，是中
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看来，要想判断双墩刻画符号最后的性
质，还需要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不过，即便它
们不是真正的文字，单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这
些简单的线条，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7000年
前古双墩人的聪明与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这600多个刻画符号所记载的远古信息，
必将会穿越时空，让现代人了解与洞悉，围绕
在双墩村里的历史密码也必将
会被后人所破译。

双墩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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