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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贵葆 马士祥 闫洪涛

莘县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冀南、冀
鲁豫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许多老领导、老
同志曾在这里工作、战斗和生活，其中级别最高
的当属宋任穷同志。今年“七一”是建党90周年，
也是宋任穷同志诞辰102周年。因此，在莘县大王
寨乡杨庄村提起宋任穷，十几位90高龄的老人都
禁不住热泪盈眶。

军民鱼水情

宋任穷，湖南浏阳石拢村人。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
1936年起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军长，援西军
政治部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一
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连续采取“治安
强化”运动，实行“囚笼”政策，再加上连续三年的
自然灾害，冀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针对这一
严峻的斗争形势，根据上级指示，莘县、朝北在杨
庄召开会议，宣布两县合并为莘朝县，划归冀南
区领导。以宋任穷为司令员的冀南军区司令部及
部分行署机关，遂进驻杨庄村。冀南军区司令部
就设在夏少增家中。

大约是1942年，宋任穷的女儿宋丹出生在杨
庄。当时的农村有很迷信的说法，外人不能在家
里生孩子。出于尊重群众风俗的考虑，宋任穷扶
着大腹便便的妻子准备搬到村东头的窑洞中生
产。这时，村民郭文清的母亲拦住他们夫妻二人，
让宋任穷的妻子去她家生产，并整整照顾了宋任
穷夫人一个多月。宋任穷夫妻对郭母非常感谢，
直接就认她为母。

为了纪念女儿的出生，宋任穷还特意在夏少
增家中栽了一棵红枣树。虽说岁月已流失了好多
年，但这棵红枣树却是根深叶茂、长势喜人，每年
果实累累。

宋任穷的夫人钟月林，曾在延安学习无线
电，她负责冀南军区司令部的无线电，就在宋任
穷所住的院子外，有棵大槐树上缠满了电线，不
少村民对此很是好奇，钟月林就解释说这是电鸟
用的。

宋任穷在杨庄住了近一年的时间。90岁高龄
的夏高升回忆说：宋任穷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
刻，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浓眉毛、高鼻梁、大眼
睛，一身戎装，威风凛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
段，部队生活非常困难，宋司令指挥所属部队以

劣势装备，打一仗胜一仗。我和村里的儿童团自
编了一首歌谣：

宋司令的兵真难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
黑窝窝头小米汤，老萝卜咸菜辣椒酱。
土枪土炮上战场，打一仗胜一仗，
早晚把日本鬼子消灭光。
在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宋任穷率领机

关干部经常深入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战胜
严重自然灾害，极大地鼓舞了冀南抗日军民的士
气。夏高升老人还回忆道：我从小就爱好文艺，吹
拉弹唱。宋司令在杨庄的那段日子里，就很重视
抗日文化宣传，经常教我学唱一些抗战歌曲。冀
南区在杨庄组建了文工团，定期搞文艺汇演。我
作为杨庄村文艺演唱代表，多次登台演出。

夏高升老人还说：宋司令工作之余，最大的
一个嗜好就是踢足球。因杨庄缺少场地，他就改
为踢毽子。他踢得既高又准，还次数多、时间长，
我每次同他对踢毽子，都甘拜下风，赢他不过。

“盖克炮”显神威

宋任穷进驻到杨庄村后不久，中共中央北方
局决定，将冀南军区和冀鲁豫两军区合并，组建
为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后来接替
黄敬兼任政治委员)。他在抓好军事工作的同时，
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在杨庄村建立了
党支部，夏少增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夏云龙、
夏炳银、王景贤三名党员为党支部委员。村里成
立了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连。在原有四名党员
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五名积极群众为党员，壮

大了党组织的力量。在杨庄的影响下，武家河、余
庄、尧头等十几个附近的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党
支部，发展党员20多名。

在杨庄村西北角就是冀南军区兵工厂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冀南军区部队装备非常简陋，一
部分靠缴获，另一部分靠自制。在1939年潘溪渡
战斗中缴获的一门日式九二步兵炮，因打扫战场
时间仓促，无法及时搬运，干部战士们就只好将
这门炮拆散后埋在黄河滩里。后来，这门炮被干
部战士搬运到杨庄冀南军区兵工厂。在兵工厂
里，当时有一位从山西来的叫盖克的技师，修炮
技术堪称一流。在重新组装试射这门炮时，不慎
被炸伤。宋司令亲自为盖克倒水喂饭喂药，体贴
入微，关怀备至，并鼓励他不要灰心丧气，继续大
胆科学实验。盖技师终于不负厚望，将这门火炮
试射成功。在朝南战役和临清战斗中，打碉堡、攻
堡垒大显神威，极大地减少了部队伤亡。因此，军
民都把这门炮称之为“盖克炮”。新中国成立后，
这门九二步兵炮一直存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平原地道战

老党员孙德明回忆说：在宋司令员进驻杨庄
后，就全面担负起领导冀南区抗战的重任，坚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
主政权。他积极贯彻落实一二九师首长提出的在
平原建立“人山”的思想，广泛发动军民开展挖地
道、挖道沟及改造村形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宋
司令的精心组织指挥下，仅冀鲁豫和冀南两大战
略中心区，就挖道沟25000余公里，有效迟滞了日

军的汽车、坦克、骑兵的快速进攻。在杨庄，宋司
令亲自带领群众挖地道，仅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
间，就挖成了从杨庄通向武家河、余庄、尧头等六
七个村的地道，总长20多公里。在今天的杨庄西
南角，还有一处隐约可见的地道口，但村里的部
分地道现在已经找不到出口了。现任杨庄村支部
书记夏祥印说，当年在宋任穷所住的房间里，八
仙桌下就有一个地道口。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杨庄仅仅遇到了鬼子的
两次“扫荡”，但是从未被占领。曾经有一次，敌情
报人员将冀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就是杨庄的消
息，报告给当时的莘县翻译官康焕章，他带着鬼
子来的时候，绕了个大弯，给军区的机关转移赢
得了时间。

是时，鬼子已经将杨庄附近的石固村包围，
马上就要赶到杨庄。宋任穷指挥军区工作人员转
移，兵工厂的机器以及制造子弹和枪支所用的清
朝铜钱都被埋在了地里。宋任穷本人则从墙上拿
着耕牛的套子，化装成了农民混在人群中，巧妙
地化险为夷。

从1942年至1944年春，宋任穷作为冀鲁豫军
区、冀南区的主要领导，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
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指挥所属部队及当地民
兵武装，粉碎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次扫
荡和进攻，先后进行了南宫、大营、朝南、临清、堂
邑、威县等一系列战斗，总计歼灭日伪军26000多
人，从而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扩大了抗日
根据地，彻底扭转了冀南抗日斗争的严峻形势，
使冀南、冀中、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夺取抗
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刀登

“宋司令的兵真难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黑窝窝头小米汤，老萝卜咸菜辣椒酱。土枪土炮上战场，打一仗胜一仗………”

宋任穷在莘县杨庄
杨庄村是著名的抗日模范村，群众政治基础

比较好。再则，有独特的地理环境，那时杨庄村
有“三多”，即沙荒地多、树多、苇子多。全村
500口人，3000亩地，其中大都是一人多高的苇
子地。杨庄村四周全是三丈多高的土围子，设有
东门和西门。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党开展敌后
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末期，1942至1944年春，八路军冀
南军区司令部就设在莘县大王寨乡杨庄村，当时
任军区司令员的宋任穷就在这里生活、战斗。

杨庄村里有一位年迈的老人叫夏保印，他
说：宋任穷司令员进驻到杨庄后，做了大量的工
作：一是写下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
记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温村会议”精神和冀南区
党委、军区对敌斗争几年来的工作总结》，涉及
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三大方面，这篇
文稿后来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二是加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制定和出台
了《冀南公平负担公粮征收暂行办法》，实行减
租减息，公平合理负担公粮，优待抗属，改善民
生等工作；三是进一步办好冀南银行和鲁西银
行，发行冀南票，并在北王奉设立了鲁西银行第
三印刷所，所发行的冀南票在太行、太岳和冀鲁
豫地区流通。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杨庄村却始
终保留着宋任穷旧居、军区司令部、军区礼堂、
军区兵工厂、后方医院、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
烈士墓群、抗战地道等一处处红色旧址。

在村子中央，几处破旧的老房子，就是那段
历史最好的见证。在夏少增家前的老房子是当时
冀南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所在地，宋任穷就曾住
在这里。抗战时期房子是青砖土墙，因为年代已
久，夏家重新盖了屋顶。当时夏家的大门上只有
冀南军区的代号301，没有其他标记。至今，在
夏少增家中依然保留着宋任穷及夫人使用过的办
公桌椅、水壶、水缸、木橱等日常生活用具和行
军用过的指南针等。

夏祥印是杨庄的现任村支部书记，他的爷爷
夏炳银是杨庄第一任村党支部委员，小时候，他
经常在爷爷的怀里，听当时自卫队队长等几位老
人讲当年的故事。

在夏少增门口北侧30米处，就是冀南军区大
礼堂，宋任穷在这里多次主持召开冀南区党政军
会议，一到开会时，就有不少军人骑着高头大马
赶来。至今，礼堂所使用的木制大门、长板凳、
木桌子等都保存得完好无损。

在今天的杨庄西南角，还有一处隐约可见的
地道口，距地道口不远处有一烈士墓群。夏祥印
说：这几十名烈士，都是从外地转送到后方医院
来的，因当时缺医少药，不少伤员因伤重不治而
牺牲，埋于此地。宋司令经常来后方医院看望伤
员，询问伤情，关心伤员身体恢复状况。有的伤
员牺牲后，他还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鼓励军民
化悲痛为力量，勇往直前，奋勇杀敌。

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曾携带女儿，先后两
次来到杨庄看望全村群众。 (牛贵葆)

·相关链接·

红色遗址

一件青铜器鼎出土于战国初期的中山国国
王墓葬，中山国位于河北省中部，距离吴国千里
之遥，却在吴国灭亡一百多年后，还要把吴亡的
历史原因铭刻在青铜鼎上，可见吴国的灭亡对整
个中原的震撼力。

铭文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吴亡的深层次原因：
“大而耗”，“富而骄”，“众而嚣”。那么，吴国的“大
而耗”，“耗”在什么地方？“富而骄”，又“骄”在哪
里？“众而嚣”，“嚣”在何处？吴国究竟做了什么，
让它成为历史引以为鉴的一面镜子呢？

“大而耗”

在华夏大地上，有一项同万里长城相媲美的
古代伟大工程，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惟
一的南北水上交通要道，京杭大运河贯穿了包括
黄河、长江、淮河在内的五大水系，其价值无可替
代，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历史上，是
谁，又是在哪里挖下大运河的第一锹土的呢？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
淮。”《左传》中的“哀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486
年，这一年，吴王夫差命人打通从长江到淮河的
人工水路，全长180多公里。今天位于扬州的一块
古邗沟碑还在不时地提醒后人，这条人工水路的
悠久历史。当年吴国的水师战船沿着这条人工开
凿的河道，从长江到淮河，从淮河再到黄河，向
北、向北、再向北，完成夫差称霸的野心。

历史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下吴国人究竟动用
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金钱，才修成了这条180
多公里长的人工河。但可以想象，在那个以人力
畜力为主的时代，开启这样一个工程，无论如何
都称得上是 “大而耗”。然而，也正是这场“大而
耗”的工程，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水系的第一
次贯通。

“富而骄”

夫差时代，淮河流域已经在吴国的势力范围
之内，除此之外，安徽省的南部、江西省的北部乃
至浙江省的北部地区都在以各种形式向吴都进
贡纳赋。此时的吴国，版图疆域已经和齐国、
晋国不相上下，过多的财富在过短的时间内集
中到了这个国家，对于夫差而言，已经到了可
以称霸的时候。鲁国不幸地成为第一个让夫差
展示其“富而骄”的对象。

鲁国在吴国的北面，国都位于今天的山东曲
阜。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在春秋诸侯国中，其国君
的身份、地位、血统都很高。但在公元前488年，也
就是邗沟工程的两年前，鲁国的国君鲁哀公的日
子肯定不好过，因为他要接待的贵客，是一个来
自“蛮夷”之国、不讲“周礼”的鲁莽君王。《左传》
记载说：“吴来徵百牢。”

“牢”在这里是一个数量词，专指用来接待礼
仪的猪、牛、羊牲畜的头数，“吴来徵百牢”就是指
吴国人要求用猪、牛、羊各一百头的级别来接待
他们的君王夫差。可是周礼典章上对诸侯等级有
严格详尽的规定：公爵九牢，侯爵、伯爵七牢，子
爵、男爵五牢。吴王夫差只是子爵级，按照礼制，
他只能享受到“五牢”的待遇。

但吴王夫差的手下就像一个闯到庙堂之上
造反的绿林蛮汉一样，对鲁国人说：“不，你
们必须以一百牢的规格来接待我们的大王。”

结果，鲁国只得听从。
夫差在这里要争的，是一种在强大军事实

力基础上面对中原文化的挑战。因此，当后来孔
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来责问夫差时，夫差故意用
野蛮人的口吻回答说：“你们中原人不是一直说
我们吴人是蛮夷吗？那就不要跟我说礼教。”

此话一出，吴人近600年追慕中原文明的辛
苦从此付诸东流，也将“富而骄”的吴国推到全
体中原人的对立面上。

“众而嚣”

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有一对上个世纪
2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辉县出土的春秋青铜壶，
考古学家称之为“禺邗王壶”。“禺邗王壶”
虽然通篇只有19个字的铭文，却是一件贿赂的
证据，铭文的大概意思是，一个叫赵孟的晋国
大夫在黄池参加会盟，他收受了吴王送给他的
青铜，铸造了这件器物。正是这件贿赂的证
物，使《史记》中一段久远的记录，从此得到
考古的印证。

河南省封丘县——— 2500年前，被称为黄
池。《史记》记载，公元前482年的夏天，也就
是向鲁国征百牢的6年后，吴王夫差在这里主
持由吴国、晋国、鲁国和周王室的成员以及一
些诸侯小国参加的“黄池会盟。”据《史记·
吴泰伯世家》记载“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
霸中国以全周室。”

对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强国来说，所谓“全周
室”，不过是“霸中国”的一个借口。现在来自南
方的“蛮夷”之国吴国，也要来“全周室”，这就非
同小可了。吴国的“众而嚣”，是这次会盟的特
点。

夫差可能是太着急了，以致制造了这起也
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留有实物证据的贿赂事
件。毕竟，这是六百年来，吴国人第一次与中
原传统势力产生位次争夺，可惜也是最后一
次。

勾吴亡

但就在夫差刚刚争夺到第一个歃血的权力
时，吴国国内却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越军
攻破了吴都。夫差一手导演的黄池会盟转瞬之间
变得毫无意义。夫差人生目标的最后一步再也没
有跨出去。

公元前482年，当夫差带着军队从黄池匆忙回
到吴国时，越国的军队已经将吴都洗劫一空，吴国
元气大伤。《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载说：“吴国在这
场战争中失去了太子，而夫差连年征战，将士们都
很疲惫，于是吴国只能向越国进贡丰厚的财物，才
能获得太平。”

从公元前496年登上王位，直到公元前482年
黄池会盟，短短14年时间，夫差两次大规模挖掘邗
沟，主动出兵次数超过7次，平均每两年一次，已经
耗尽了吴国的人力和财力。不仅如此，黄池会盟
后，放眼四周，吴国甚至都找不到一个盟友。

从寿梦到夫差的最后六代吴王，几乎每一代
都纠结在皇室血统与“蛮夷”形象这对无法化解的
矛盾中，他们为之忿忿不平，继而励精图治，却因
此越陷越深。最有可能完成家族使命的夫差最终
断送了这个家族。

九年之后的公元前473年11月27日，盛极一时
的吴国被攻破，有着600多年辉煌历史的勾吴王国
也走到了终点。

今天在湖北省博物馆里，越王勾践剑和吴王
夫差铍相隔仅有数米，介绍时也总是被当做一对
孪生兄弟。这两柄来自公元前六世纪的冷兵器珍
品，在他们主人死后2500年，终于可以平静地同室
相处了。无法平静的，是2500年后的每一位观者。

祭泰伯

桀骜不驯的勾吴虽然走完了它的历史，但是
“吴”作为地名永远留在了太湖之滨的大地上。公
元589年，隋代把当时的吴郡改为苏州，从此就有

了“苏州”这个地名。
当年的吴人已经流散到了全国各地，但是

中原各地的人却随着迁徙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又
来到了吴地。经过唐、宋、明、清一千多年的开
发，把吴地建成了粮仓和人间天堂。昔日尚武好
勇的吴人蜕变成为崇文进取的苏州人。

而对于2000多年前的那个王国，今天的苏州
人从未停止过对它的追溯和传承。

苏州泰伯庙的一墙之隔，有一户吴姓的人
家，主人叫吴贤萍。她的家族世代保存着一本族
谱，族谱的时间跨度长达3000多年。到吴贤萍这
一辈，已经是族谱第111代了，而族谱上的第一
世，就是泰伯。苏州的泰伯庙始建于东汉，吴贤
萍的家族从宋代开始就管理着苏州的泰伯庙。

如今，苏州泰伯庙再次翻修，吴贤萍也将带
着那本族谱，搬离现在的老房子，离开曾经每天
相伴的祖先。

而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泰伯的生辰，江
南的老百姓都要聚集到泰伯庙祭拜，即便他们
没有那份族谱，甚至也不姓吴。泰伯，早已是整
个江南共同的祖先。

铸宝剑

2010年6月28日，上海世博会苏州馆，两把由
苏州工艺大师金海鸥制作的干将莫邪剑吸引了
众多的关注。65岁的金海鸥为这两把宝剑的诞生
作了整整10年的准备。

在此之前，金海鸥还铸过越王勾践剑，它与
干将莫邪剑共同的难点，就在剑身的纹饰。

金海鸥介绍：“这个花纹是2500年前的，当时
只有干将、莫邪、欧冶子可以铸造。等到三人去
世以后，到了吴王夫差的时候，就没有人会铸造
这个花纹的宝剑了。出土的六把吴王夫差剑都
没有那样的花纹，说明这个技艺已经失传。我根
据资料，几经周折才锻造出这个花纹。希望今后

这个纹饰能一直传承下去。”
干将莫邪剑再度重生，这是否就是当年吴国

工匠的铸剑技术，现在还无法给出定论。但无论
如何，今天的工艺大师与春秋的铸剑名家，他们
时隔了2500年的对话还将继续。

2011年1月9日，中国最大的公办民助博物
馆——— 苏州东吴博物馆迎来了免费对外开放的第
一天。

收藏界有句俗话，“北有马未都，南有陈凤
九”，东吴博物馆里两千四百多件藏品全部来自
收藏家陈凤九的捐赠。年近花甲的陈凤九把他半
辈子的收藏成果全部捐给了苏州。

陈凤九介绍：“我一共有100多件吴文化的东
西，它们一件件摆在那，似乎都有一种灵气。这一
批东西，是我将近30年的心血，我希望找一个好
的地方，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新建成的东吴博物馆将永久对游客免费开
放。如果说吴姓家谱是血脉的延续，干将莫邪剑
是技艺的传承，那东吴博物馆的落成则更像是一
次文化的归宿之举。

阖闾城

现在，围绕木渎盆地，一场寻找吴都的大型
考古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此次考古已经入
选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截止到2011年6月，木渎春秋古城遗址已经
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找到了古城墙遗迹，南北
城墙相距6728米，东西城墙相距6820米，南北城墙
还各有一座水城门。这座城址为山水所环绕，总
面积约24 . 79平方公里，是目前所知我国春秋时
期最大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古代城址。而在这座大
城的内部，香山以东，考古专家甚至发现了一座
城中之城，这座小城是否就是当年的宫殿遗址，
相信很快就会有眉目。

如果木渎古城真是那座阖闾城，那苏州老城
区又是建于何时？为什么自唐宋以来的史书会如
此肯定阖闾城就在苏州老城之内。如果木渎古城
不是阖闾城，那它会是何人所建，真正的阖闾城
又该在哪里？

面对重重谜团，考古队已经启动了苏州老城
区的古城墙考古工作，有三处城墙正待详细解剖。
遥远的春秋古都，今天的天堂苏州，两座城市究竟
有何关联，如何承袭，考古终将给出科学的答案。

从天鼋图腾的家族南来，到奔跑呼啸的吴人
出现，从周章第一次认祖归宗，到寿梦构建吴人
的国家，从挂剑君子到雄邦霸主，从兵家至圣到
江海涛神，从肇建吴都到柏举之战，从跨江越海
到黄池会盟。

地处江南的吴国，用自己的血性豪迈、刚烈
勇武、孜孜以求，完成了一个国家从弱小卑微到
强盛称霸、再到倾覆亡国的兴衰过程，浓墨重彩。

而对于吴文化的精彩演绎而言，勾吴王国只
是一个开始。

在中国后世的文化史上，“吴”将成为一个
色彩鲜明、个性突出的浓缩代码，一个三千年未
改的文化符号，世世代代地传承，举足轻重。遥
远的勾吴王国，仍然和我们血脉
相连。

回望勾吴 融入华夏

抗战时期，徐向前与符竹庭、宋任穷、肖华(自左至右)在山东 宋任穷回到杨庄看望乡亲 宋任穷曾经战斗、生活过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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