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欣迎

2010 年 4 月 28 日 星期三

( 中 央 电 视 台 1 0 套《 探 索·发 现 》栏 目 供 本 报 专 稿 )

济南“五三”惨案纪念日即将到来。 1928 年
5 月 3 日，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和平居民， 6000
余人惨死在屠刀之下。时任山东交涉员的蔡公
时，因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而遭割鼻、割耳、
割舌、断腿等酷刑折磨，最后英勇就义。在日军
屠刀下，他保持了民族气节，维护了民族尊严，
被誉为“外交史上第一人。”日前，记者在济南
采访了蔡公时的女儿蔡今明老人。

朗朗少年 立志革命

蔡公时，字以行，别号痴公， 1881 年 5 月 1
日生于江西九江市。蔡家素以诗礼兼营商务，在
九江颇有名望。蔡公时 6 岁入私塾，到十七八岁
时，练就了一笔遒劲的魏碑体，书法高雅俊逸。
晓诗书、善词令的蔡公时，也颇有胆识，以少年
有志闻名乡里。

蔡公时成长的年代正处于清朝末年，政治腐
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革命思潮、反清义举
风起云涌。慨于国危，蔡公时与同乡好友徐子
鸿、张华飞等在九江成立了“慎所染斋”，明为
私塾，讲授儒学，暗中却在传播孙中山先生“推
翻满清，创建共和”的革命思想。不到半年时
间，这里便成了革命分子及各路人马的联络总
站。李烈钧曾在《蔡烈士公时事略》一文中写
道：“江西内地之有革命活动，殆以此嚆矢。”
后来，“慎所染斋”的革命活动被清朝地方官吏
察觉，学堂被迫关闭。以“反清分子”罪名遭到
通缉的蔡公时不得不东渡扶桑， 1902 年初到日本
弘文书院求学。

名义上是求学，但蔡公时骨子里却是要参加
革命党。他来到日本横滨的第一件事，便是急切
地想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周后，蔡公
时与好友上街时来到一家“中华文具店”，老板
姓冯，来日本已多年。他们互通姓名后，便攀谈
起来。听说冯老板就是兴中会横滨分会的负责人
冯镜如，与孙中山是老朋友时，蔡公时就把想拜
见孙中山的心愿说了出来。于是，在冯镜如的儿
子冯自由的引荐下， 22 岁的蔡公时第一次见到了
他敬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这次见面，让蔡公时
决心跟随孙中山坚决革命到底。

追随中山 投身革命

1905 年 8 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以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革命纲领的中国同盟会，蔡公时与李烈钧、张
华飞等宣誓加盟，并在日本弘文书院肄业，回国
投身革命，以办《民报》为阵地，从事革命活
动，成为江西省最坚定的革命党人。

在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发动的 10 次武装起义
中，蔡公时身历战场的就有饮廉之役、镇南关起
义、云南河口起义等 3 次。 1911 年辛亥武昌起义
后，蔡公时往返于九江与南昌之间，响应革命，
迫使江西巡抚冯汝睽顺应民心，光复江西。革命
成功后，李烈钧任江西军政府都督，蔡公时任江
西军政府交通司司长。

蔡公时投身革命，并不想做官，几次坚辞高
官的他，此次出任交通司司长，是因为孙中山辞
去大总统之职后，曾任全国铁路督办，埋头致力
于铁路建设，曾计划十年内建设 10 万英里长的铁
路和 100 万英里长的初级柏油路。蔡公时希望配
合孙中山建设交通，并拟定了江西省包括水路、
铁路、公路的交通建设计划。

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独裁的野心日益暴
露，革命党人的天真幻想彻底破灭。 1913 年 7 月
12 日，孙中山发动了全面讨袁的“二次革命”。
李烈钧在湖口召集旧属起兵，蔡公时亲至湖口前
线一同指挥作战。“二次革命”失败，蔡公时追
随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

1916 年 3 月，蔡公时又与孙中山一同乘轮船
抵达上海，再度讨袁，直到袁世凯被迫取消帝
制，绝望而死。此后，无论是护国运动还是护法
战争，蔡公时始终跟随着孙中山奔波转战，与孙
中山结下了深厚感情。

1924 年直奉战争后，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

“共商国事”，蔡公时一直随行在侧。孙中山因
病住院时，蔡公时也始终侍奉汤药在身边，进
食、沐浴无不亲手服侍，是孙中山弥留之际亲睹
遗容并聆听遗言的极少数国民党人之一。

革命之行 夫妻同志

在蔡公时的戎马生涯中，有两位同样抱负远
大的女性先后陪伴过他，成为他的知己和助手。

蔡公时 20 岁时，蔡老夫人为他和知书达理、
娴静漂亮的远房表妹姚小沛牵线。但蔡公时少怀
大志，不愿以儿女私情为羁，又不忍违背父母意
愿，便推说三年后再说。“慎所染斋”事发后，
蔡家亲友也受到牵连。原本就体弱多病的蔡老夫
人一病不起，蔡公时含泪答应了母亲的要求，赴
日之前匆匆订婚。

1907 年蔡公时归国后并没回久别的故乡，而
是直奔战场，此后一直转战于南方各省，无暇念
及儿女私情。直到 1910 年起义再次失败，蔡公时
返回故乡重新宣传革命，才再度见到姚小沛，并
于当年 3 月完婚。婚后，蔡公时利用岳父家宽敞
庭院联络过往的革命党人，表面上诗酒唱酬，实
则秘商革命大计，而小沛早已成为公时的得力助
手。

“二次革命”失败，蔡公时再次逃亡日本，

袁世凯的爪牙先抄没了蔡公时的家产，继而监视
家人的起居。姚小沛也是国民党员，被迫住到娘
家后，也不得宁日。目睹国破家散的惨状，又牵
挂流亡在外的蔡公时，不久姚小沛病逝。

1917 年蔡公时因段祺瑞通缉而逃亡广东，在
没有与孙中山取得联系时，他曾在汕头以卖字为
生。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的望族小姐郭景鸾特别
垂青于他，并表示愿与他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
1918 年，他们在厦门结婚，并双双从事革命。

1922 年 11 月，郭景鸾在广东宝安娘家生下了
儿子蔡今任。 41 岁的蔡公时中年得子本是人生大
喜，但当时他正随李烈钧讨伐叛军陈炯明，直到
次年 6 月，才借随孙中山赴黄埔军校之便，匆匆
回宝安见了儿子一面， 3 天之后即起往广州。

临危不惧 献身革命

1928 年 4 月 9 日，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
山、李宗仁组成四大集团军北上攻打奉系军阀。
精通日语、熟谙日情，并且在外事活动中表现出
坚定原则和卓越才能的蔡公时，被南京政府任命
为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后又被任
命为山东交涉员，主要职责是代表外交部处理战
区外交事宜。

蔡公时一行 18 人，于 5 月 1 日晚乘专列驶进
济南火车站。 5 月 3 日早上，蔡公时率外交处官
员及勤务兵直赴位于经四路路南的交涉署，蔡公
时亲自在正面墙壁上悬挂了孙中山像、国旗及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条幅。

突然，交涉署外面响起了枪声，蔡公时发现
日军正向躲藏在对面基督教医院的北伐军官兵射
击。不久，全城枪声大作，日军肆意捕杀中国军
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

当天下午，日军将交涉署包围，晚 9 时，日
军 50 多人持械进入交涉署内，威逼工作人员交出
武器，并撕毁国民政府旗帜及孙中山画像，强行
搜掠文件。目睹日军的暴行，忍无可忍的蔡公时
用日语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
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日本兵恼羞成怒，
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他打倒在地，并将
交涉署内 18 个人捆绑起来，用刺刀向他们身上乱
戳乱砍。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他忍
住伤痛，仍怒斥日军兽行，并高呼：“日军决意
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
人可杀不可辱!”日本兵怕听到蔡公时的声音，又
将他的舌头割下，并将他和同事们拖到屋外枪
毙，焚尸后埋于交涉署院内。 18 人中，只有勤务
兵张汉儒侥幸趁乱逃脱。

“五三”惨案及蔡公时烈士壮烈殉国的消息
传开，国人悲愤万分，并举行哀悼仪式。李烈钧
为蔡公时题词：“外交史上第一人”！

■ 往事回眸

蔡公时：济南惨案中殉国的外交官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淼

1928 年，蔡公时壮烈殉国时，儿子蔡今
任还是 6 岁孩童，还有一个小女儿年仅 1
岁。由于要出远门，孩子又患有重病，小女儿
被母亲托付给蔡公时的生前好友查尔炽医生
抚养，取名查学敏。

查家先移居天津，后又至北京。查尔炽一
向敬仰蔡公时的人品学识，对待烈士遗孤如
同亲生女儿，在他的精心调养下，小学敏的病
情也渐渐好转。然而不幸的是，1931 年查尔
炽因病早逝，尚不懂事的小学敏由养母抚养，
这让她在童年时期受尽了虐待与折磨。幼小
的她只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孩子，却不知道自
己的父母是谁。

1946 年初，19 岁的查学敏在表姐的帮
助下离开家到医院做了护士。北平解放后，她
与在华北大学工作的干部刘永昌结婚，建立
了幸福的家庭。后随丈夫调到石油大学工作，
并于 1973 年调入位于济南的山东大学，在
校医院工作。

起初，查学敏并不知道自己与济南有什么
关系，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她甚至还觉得这里很
“土气”。然而，1992 年，本家堂哥查禄百的一席
话让她觉得，来到济南似乎是天意的安排。

87 岁的查禄百老人将一桩隐藏在心中
60 余年的秘密吐露出来：查学敏应姓蔡，是
抗日烈士蔡公时的女儿！查学敏震惊万分，她
似乎突然明白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坎坷经历，
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心头若隐若现，泪水潸然
而下。

查禄百老人继续对查学敏叙说：“这事是
我二叔（查尔炽）亲口对我说的。1930 年你养
父养母带你到天津时，我去看他，问及你是什
么人，二叔说是好友蔡公时烈士的女儿，蔡公
时牺牲后，由我抱养过来了……”之所以迟至
今日才谈，也有诸多原因。查禄百老人感慨地
说：“现在知道情况的人差不多都死了，不能
不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了……”

已经 65 岁的查学敏，在人生的黄昏之年
解开了迷惑自己一生的一个结。她马上向山
东大学党委作了汇报，校党委组织部责成专
人将材料寄往九江市政协及蔡家家属。作为
烈士遗孤自小学至大学全部免费保送，并于
1949 年去往台湾的蔡今任得知这一情况后，
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1993 年 3 月
18 日，他给 60 多年未曾谋面的妹妹发出了
第一封信。查学敏也饱含热泪回信给哥哥，并
决定随哥哥的辈数改名蔡今明。两人于 1993
年 4 月 28 日在家乡九江首次相见，之后多
次探亲。在两兄妹的共同努力下，蔡公时遇难
后海外爱国华人捐铸的蔡公时铜像也于
2006 年 4 月由新加坡运抵济南，安放在趵突
泉公园济南“五三”惨案纪念堂。

听说位于济南经四路 370 号的蔡公时烈
士殉难地将建成“蔡公时殉难纪念馆”，两位
耄耋老人翘首企盼，相约纪念馆落成后泉城
相见。

·相关链接·

年近古稀认父归宗
□ 陈巨慧 王淼

在黑龙江省友谊县成富乡凤林村西面，约三
百米处的七星河北岸，有一座被当地百姓叫做对
面城的废弃古城。

古城由何人所建，落成于什么年代，城里有过
怎样的辉煌与不幸？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时光到了 1984 年，随着一个探访者的到来，古
城的神秘面纱才被逐渐揭开。

□来人的名字叫王学良，现任黑龙江省双鸭
山市文物管理局局长。自从 1984 年第一次来到古
城后，他就和古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促使王学良萌发走进凤林古城的想法，始于
1983 年。

这一年，29 岁的友谊县中学教师王学良，来到
省城哈尔滨教育学院历史科进修。没有想到，老师
的一番话，使他立下了雄心壮志。

王学良介绍：在讲到黑龙江历史时，有个叫吴
德坤的老师谈到，黑龙江由于文献记载少，考古发
掘材料少，空白很多。我说要体现人生价值，就得
填补空白，我就想起了曾祖给我讲的那个对面城。

在王学良的人生履历中，1984 年 8 月 17 日是
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趁着放暑假，这天一大早，王
学良坐着弟弟的摩托车来到了凤林村。在村民的
指点下，他终于见到了耳闻已久、隐藏在树林中的
古城遗址。

经过王学良初步估算，凤林古城城墙基址周
长约有 490 米，高度约 4-8 米，并有角楼和马面。城
墙下面是深约 3 米、宽 15 米的城壕。

在古城内，王学良还捡到了不少古人遗留的
陶片。

1985 年 3 月，王学良在省城两年的进修学习
结束，回到家乡成为了友谊县委党校的一名教员。
然而，王学良并没有忘记隐藏在树林中的凤林古
城和自己向往的考古事业。

当年 10 月，王学良带着成立友谊县文物普查
小组的美好设想，走进了县政协副主席王治田的
办公室。王治田对此极为关注，也非常热心。县文
物普查小组很快就成立起来了。随后，便马不停蹄
地开始了调查工作。

当时,王学良主观地认为，凤林古城是由小西
城和大东城两个城区组成的。接下来，他和同伴们
借来一个小平板测量仪，起早贪黑地用了五天时
间测量大东城和小西城，得出的结果是，两个城区
的周长为 1800 多米。

这次文物普查，还找到了另外七处古代遗址，
在县里引起了轰动。

□ 1988 年，机遇再一次向王学良招手，这年 2
月，友谊县文物管理所正式成立，他成为这个所的
负责人。此时，王学良首先想到的，是把凤林古城
申报为省里的文物保护单位。觉得有必要请专业
人员对古城再重新作一次测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土地局派出专业人员，对
凤林古城遗址进行了全面测量，其结果让王学良
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古城，城址周长六千三
百三十米，面积竟然达到一百一十四万平方米。

古城中，共有大小不等的九个城区。城区与城
区之间，由一条条壕沟来分隔。大部分城区有相互
连接的道路和城门。

在凤林古城的九个城区中，编号为七城区的城
池特别引人注目。它位居古城中心，城池为正方形。

经实地检测，发现七城区的方向是真子午线，
也就是正南正北的。证明建造这座城池时，古人已
经掌握了天文测绘法。

不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 1979 年之前的
航空照片上，居然找不到七城区通往外部的城门。

为了寻找七城区通向外部的通道，王学良经
常在古城徘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北面城
墙上发现了奥秘。

王学良观察到，七城区北面城墙的角楼比较
大，更为奇特的是，城墙中间的马面特别长，而对
面的壕沟也没有形成相应的弯曲状。他推测，当年
这里应该有一座吊桥，供人们出入。

□ 1998 年，黑龙江省《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
聚落考古计划》正式启动，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
考古学家许永杰。

来到凤林古城后，许永杰和他的团队把目标
锁定在了七城区。

此后的几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三次对七城
区进行发掘，共揭露出半地穴式房址和灰坑 70 多
处。出土了陶器、铁器、铜器、骨器、石器、玉器等各
种文物 1500 多件。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文物标本进行
碳十四检测，得出的结果是，凤林古城出现的最早年
代为公元 215 年，与中原地区的汉魏时期相对应。

古代的中国东北，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那
么，当年凤林城里的居民，属于哪个民族呢？

许多专家学者从历史地理上着眼，认为黑龙
江省友谊县这一地带是汉魏时期挹娄人活动的中
心，凤林古城的早期主人应该是挹娄人。

挹娄，是见于文献记载的东北地区最早先民
之一。此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挹娄民族又被称为

勿吉、靺鞨、女真和满族。
公元 1644 年 10 月，顺治皇帝入主北京紫禁

城，满族建立了统治中国的大清王朝。
凤林古城的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其

中，陶猪的出现，印证了史料中“挹娄人好养猪，食
其肉，衣其皮，冬以猪油涂身，以御风寒”的记录。

不久，考古队员又发掘到了一个骨制的掏耳
勺。

掏耳勺做工精细、长度约有十厘米。而令人称
奇的是，掏耳勺的另一端，却呈尖形。

许永杰介绍：说明这个骨器是两用的，尖状的这
头是作为束发用的发笄。这件集两种功能于一身的、
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复合用具，在我的知识里边，不但
在黑龙江，在整个中国，都应该是首次发现的。

随后，考古人员又从一座房址里，出土了一打
锈迹斑斑的铠甲。

令人称奇的是，其中的一片铠甲上，竟然还有
主人打的补丁。后来古城内还发现了残断的铁刀，
铁刀是属于进攻类的兵器。

从修补过的铠甲，到折断的铁刀，再联系到七
城区的深壕高墙，许永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
的社会军事行为应该是比较频繁的，凤林城的主
人和他的邻居们的关系，应当是比较紧张的。

□凤林古城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接下来
的发现，将让世人对黑龙江的古代文明史刮目相
看。

2000 年 10 月，在七城区，一座半地穴式大房
子遗址，显露在考古工作者面前。

整整用了十多天时间，才把大房子遗址清理
完毕。

此前，发现的半地穴式房子只有 20 多平方米。
而这座半地穴式大房址的面积竟然达到 670 平方
米！它坐西向东，南北长约 29 米，东西长约 23 米。
经过烧烤的黄砂土地面平坦而又坚硬。

继续清理之后，最后清理出了 20 个柱洞，最小
的也有七八十厘米直径，大的是一米多。一米多的

底下还垫有石块或陶片。
专家分析，柱洞底部的石块和陶片是古人为

防止柱子下沉而采取的措施。
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大的半地穴式房址，它

的出现，不但表明古代建筑技术的发展程度，也说
明这里在汉魏时期就出现了强权政治，奠定了凤
林古城的王者地位。

可是，随着大房址的出现，疑问也在考古人员
的脑海中产生了。

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就按照坐北朝南的方
向修建村落房屋，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古代房屋都是
大门朝南。而这座大房子却与众不同，它惟一的大门，
却是朝向东方的。这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

有的学者推测，这源于古人对太阳的崇拜。

□与凤林古城隔着七星河相望的，是黑龙江
省宝清县境内的炮台山城址。

炮台山城址周长为 4500 米，面积 48 万平方
米，城内分布有 37 处古人的居住址。

1984 年以后，文物工作者对炮台山城址的调
研工作全面展开。考古发现证明，它与凤林古城同
属汉魏时期的文化遗存。

然而，炮台山隐藏的重大秘密直到 2000 年才
被发现。

2000 年 6 月，为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黑
龙江省文博专家组组长干志耿、副组长殷德明应
邀从省城哈尔滨来到宝清县，参与炮台山城址申
报材料和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

做事认真严谨的殷德明决定在动笔之前，再
去炮台山进行一次调查。

6 月 20 日，殷德明登上了炮台山城址山顶，他
沿着城边走了一圈后，又下到城内一一清点山顶
坑的数量，最终确定为 8 个。

就在殷德明准备下山时，恰巧碰上了王学良
正带人测量炮台山城址的地形与平面图。此时的

凤林古城发现记
王学良，已经于 1997 年 4 月调到双鸭山市文
物管理站任站长

殷德明登上古城看着王学良他们测绘的
图纸，然后走到山南边再次查看山顶坑的数
量，一二三四五六七，查到第七个时，殷德明
脑子里蓦然反应出，这不是北斗七星吗？

为了形象地展示“北斗七星”，得到消息
的宝清县马上把消防车开到山顶旁，让七个
山顶坑内各自站立一人，请摄影师登上消防
车云梯，从东南方位拍下了相片。

殷德明还欣喜地发现，除了炮台山下的
七星河，附近还有诸多以“七星”命名的乡镇
和地名。它们为“七星祭坛”的存在，提供了佐
证。

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炮
台山山顶祭坛上“北斗七星”的北侧多出一个
坑呢？这第八个山顶坑，代表的是什么星呢？

2001 年 7 月，著名天文考古学家伊世
同，来炮台山考察时给出了明确答案：用天文
学岁差推演核校，这第八个山顶坑代表的，就
是后世所称的“太一”或“天一”星，即当时的
北极星。

伊世同先生说，遗址中的北斗七星方位
标示是非常明确、毋庸置疑的。炮台山城址虽
然建筑于汉魏时期，但北极星的星位标示，却
反映的是距今 4500 年左右的星系状况，显示
了汉魏时期东北居民对其先人天文知识的传
承关系。

□炮台山北斗七星祭坛是我国首次发现
的、在同类祭坛中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祭
坛。那么,它与凤林古城是怎样的关系呢？

伊世同先生指出：凤林古城与炮台山七
星祭坛，是同一座古城被七星河分为南北两
个部分；王宫居北，祀天位南，是不可分割的
整体。这种布局犹如北京的紫禁城和天坛。主
理政务的皇宫位于北边，而祭天的天坛则在
皇宫的南面。

伊世同先生认为，北斗七星祭坛的位置
与规模证实，凤林古城是一座王城。

2001 年，国务院批准公布凤林古城与炮
台山城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迄
今为止，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面积最大、规
格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城址。

那么，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里建
造王城呢？

学者们分析，凤林古城、炮台山城址所处
的地区背靠完达山脉、面向开阔的三江平原，
依山傍水，林草茂盛。再一个就是凤林古城位
于七星河的中游北岸，水北为阳，七星河的北
岸也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凤林古城以及汉魏时期遗址群的发现告
诉人们，在遥远的古代，先民们就在这块富庶
之地繁衍生息，燃起了文明之火。纠正了北
大荒自古荒无人烟的传说，改
写了黑龙江的古代文明史。

蔡公时 蔡公时书写的对联

王学良(右）在古遗址考察 凤林古城考古发掘现场 古城内的半地穴房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