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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是我们一代人的
青春偶像，如今已年过花
甲，仍对她充满敬意。

回想走过的人生道路，
我身上所具有的那么一点点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
委屈、奋发向上的精神，大
多是受她感染、启发而得。

记得当年在报纸上读
她的事迹，在电视上观看
聆听她的演讲，深深被她
自立自强、奋斗不息的精
神所感染，不自觉地热血
沸腾、泪流满面。

海迪大姐的这本小说
《轮椅上的梦》，是她在20多
年前在轮椅上写出的旧作，
当时曾经风靡，几次再版。
至今，我还记得大学同学如
饥似渴传阅这部小说的情景。

两鬓斑白的我，如今再

次捧起这本书，似乎捧着自己
的青春岁月在慢慢回味。书里
的那个残疾少女方丹，还有黎
江、维娜、谭静、维嘉、和
平、雁宁，那闪光的青春、真
诚的友谊、昂扬的奋斗，好像
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身边。

海迪大姐的独特经历和独
有的文笔，使这部书读起来如
见其人、如临其境，很快就会
沉浸在书中而废寝忘食。

那个坐着轮椅追梦的方
丹，无疑就是海迪的化身。

电视剧《雪山飞狐》里，
有罗大佑创作的一首歌 《追
梦人》，歌词唱的是“让青
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
引你的梦”。我们这一代，许
多人的梦想，都曾被海迪那青
春的长发所吹动、所牵引！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坐着轮椅去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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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路91号：李烈钧故居

思南路91号是一幢红瓦三层的西班
牙式花园别墅，南北面是宽大的落地窗，悄
悄地隐藏在思南路东侧一条幽深的弄堂深
处。这里是辛亥元勋李烈钧故居。

李烈钧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
校，在孙中山爱国精神的感召下加入同盟
会。辛亥革命后被江西省议会推选为江西
都督，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阻击北洋军阀
冯国璋部对武昌的进攻。袁世凯窃取辛亥
革命胜利果实后，李烈钧响应孙中山号召，
在江西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烈钧加入孙中
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与蔡锷、唐继尧等组
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期
间，李烈钧一心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参加
护法战争，坚定不移地讨伐北洋政府。第
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烈钧旗帜鲜明地支
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在国民党“一
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伐
战争期间，李烈钧率部参加北伐，彻底打败
北洋军阀孙传芳，为推翻北洋军阀的腐朽
统治立下汗马功劳。

1928年，李烈钧从政坛引退下来，来
到上海养病，居住于思南路91号。九一八
事变后，李烈钧主张对日抗战，要求维系人
心，一致御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
开期间，李烈钧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
等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坚定地说：

“姓张（继）的怕，姓李（烈钧）的不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病重中的李烈

钧坚持把7个儿子中的5个送上抗日前线，
共赴国难，被誉为“辛亥元老，五子从戎”，
爱国热情令人动容。“八一三事变”后，李烈
钧先后迁居昆明、重庆等地，主张国共合
作，呼吁全民族团结抗日。1946年，李烈
钧在重庆病逝。

思南路89号：程潜故居

思南路89号是一幢法式乡村风格的独
立花园洋房，屋顶是红陶瓦的双坡顶，外墙
是灰白色水泥砂浆抹层墙面，窗户是赭红色
的漆木百叶窗。这里是北伐名将程潜故居。

程潜留学日本期间，深受孙中山革命
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是同盟
会最早的一批会员之一。

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在武昌协助黄
兴指挥炮兵血战北洋军阀冯国璋部，取得
胜利反攻汉口。“二次革命”期间，程潜在湖
南组织讨袁军，失败后流亡日本。袁世凯
称帝后，程潜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护国
战争，担任护国湘军总司令，驱逐北洋军
阀、湖南督军汤芗铭。

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程潜追随孙中
山组建湖南护法军，在湘南大败南下进攻
的北洋政府部队。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
程潜担任护法军政府陆军次长，在孙中山
与陈炯明发生冲突时，坚定不移地支持孙
中山，因而颇受器重。陈炯明炮轰总统府，
孙中山被迫避入永丰舰，程潜组织讨逆军
将叛军赶出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大
元帅府军政部长。程潜坚定不移地支持孙
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当选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继续执行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北伐战争期
间，程潜率部参加北伐，担任中路军总指

挥，一路攻城略地，攻克南京，彻底打败北洋
军阀吴佩孚，被誉为“一代北伐名将”。

1927年底，程潜在国民党内的政治争斗
中失败，寓居上海，居住于思南路89号，常借
诗词发泄，消磨岁月。

寓居上海期间，程潜创办半月刊的《南
针》杂志，作为反对蒋介石、反对汪精卫的舆
论工具。九一八事变后，程潜重新出山，担任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七七事变后，程潜担
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率部在河南阻击侵华
日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抗战胜利后，程潜先后担任武汉行营主
任、湖南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1949年5月程潜与陈明仁领衔发布湖南“和
平起义通电”，湖南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湖南省人民政
府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等
职。1968年，程潜在北京逝世。

思南路44号：卢汉故居

思南路44号是一幢西班牙风格独立花园
住宅，清水红砖墙面，红瓦铺就的屋顶，南北面
是宽大的落地窗。这里是抗日名将卢汉故居。

卢汉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
后与表哥龙云参加滇军，深受云南军阀唐继
尧的器重，累迁至滇军的师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卢汉在云南昆明
誓师出征抗战，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
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
经历了抗战期间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役，奋
勇杀敌，血染战袍，功勋卓著，战功赫赫，为抗
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1945年在越南
代表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

抗战胜利后，卢汉不愿打内战，选择寓居
上海，居住于思南路44号花园洋房，他反对
国共内战，主张和平建国。解放战争期间，卢
汉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反对蒋介石发动内
战，不准统辖的部队与解放军交锋，全力保护
进步爱国人士。

1949年，卢汉率部起义，发布“云南起义
通电”，宣告云南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卢汉历任云南军政委员
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
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1955
年，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卢汉在北京逝世。

思南路61号：薛笃弼故居

思南路61号是一幢法式风格的独立式
三层花园洋房，周围环抱着广玉兰、棕榈等树
木，尤其是3棵广玉兰占据了将近500平方米

花园的大部分空间。这里是著名律师薛笃弼
故居。

薛笃弼毕业于山西政法学校。早年受孙
中山爱国精神感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期
间参加山西军政府学生军，参与维持社会
秩序。

从 1914年起，薛笃弼追随爱国将领冯
玉祥转战大江南北，深得冯玉祥赏识，与西北
军名将鹿钟麟并称为冯玉祥的“左右手”。在
冯玉祥的推荐下，薛笃弼先后担任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等职。

薛笃弼为官清廉，颇有政绩，从不摆官架
子，一向与部下同甘共苦，用餐时与下属同饭
菜、共进餐。薛笃弼每到一处，都力主戒烟禁
赌，提倡兴办水利，返乡后还出资为村民打了
两眼深井。

在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后，
1935年，薛笃弼与国民党反动派分道扬镳，
寓居上海，居住于思南路61号花园洋房，不
再参与政治活动，成为上海滩著名大律师。

1949年初，李宗仁专程来上海看望薛笃
弼，邀请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但被薛笃弼以
厌倦政务为由婉辞。上海解放前夕，陈诚上
门要求其全家去台湾，但被薛笃弼以奉养年
老体弱的双亲为由婉拒。

新中国成立后，薛笃弼历任上海法学会
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常
委、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
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开幕式结束后的聚餐上，
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同席，毛泽东亲切地
对薛笃弼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
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官廉吏，真
是野有遗贤啊！”

薛笃弼晚年常说，他大半生在国民党旧
中国，后半生在共产党新中国，看到新中国新
气象，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国
家日益富强。

薛笃弼还在

家中贴上“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条
幅，并以此教育后辈。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
活动，每会必到，到会必言，坦陈己见。

他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无论
是拍摄影视新闻，还是电台录音播放，他都
认真准备，一丝不苟。他经常写文章，通过
对台广播寄语客居台湾的故旧，介绍祖国
大陆建设成就，宣传爱国一家亲，爱国不分
先后。

思南路36号：“民联”地下联络点

思南路36号是一幢时尚的欧式花园洋
房，清水红砖墙面，红瓦铺就的屋顶，巴洛克
风格门廊，室内装饰精美，这里曾经是“民联”
上海地下联络点。

“民联”的全称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
会”，是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革命
团体，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
政策，反对蒋介石打内战。1943年，谭平山、
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重
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并于 1945年
10月在重庆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
谭平山任总干事。

“民联”在重庆成立后，委派吴艺五来上
海筹建地下组织。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
动派在上海实施“白色恐怖”，大肆抓捕革命
人士。为了便于开展地下斗争，思南路36号
花园洋房被秘密发展成为“民联”上海地下联
络点。

思南路36号原是四川军阀杨森在上海
的私人住宅，抗战期间，转卖给上海滩青帮流
氓大亨黄金荣，由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两个挂
名弟子居住。“民联”地下组织常在这里开会，
商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迎接上
海解放。上海解放后，“民联”地下组织负责
人吴艺五先后担任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等。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

思南路上的民革先贤遗迹
施泳峰

1955 年，陕西西安韩
森寨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出
土的十二生肖陶俑，现藏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套生肖俑兽首人身，
身着宽袖长袍，施红绿彩绘，

不同生肖头部有明显特征。
十二生肖俑的形象经历了

动物生肖俑、兽首人身坐姿生
肖俑、兽首人身立俑到生肖动
物点缀文官俑的过程，颇具
特色。

十二生肖陶俑

本报讯（记者 付裕）
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
展会议日前在内蒙古敖汉
旗召开，会议以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方式进行。

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
山脉北麓、科尔沁沙地南
缘，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
带。作为北方旱作农业的起
源地，敖汉旗地区史前考古
学文化序列完整，是研究史
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和文明起
源、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
域。敖汉旗境内有许多重要
的史前遗迹、遗物，在考古
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敖
汉小米不仅拥有悠久的历
史，其在旱作农业起源研究
中的重要地位也受到了世界
的关注。

2001 至 2003 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
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
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进行3
次考古发掘。采用浮选法
获取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
粟、黍的籽粒 1600 余粒。

经国内外 3 家碳 14 实验室进
行年代测定，确定兴隆沟遗
址第一地点出土的炭化黍粒
年代距今约 7650 年，相当于
兴隆洼文化中期，这是西辽
河流域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早
的经过人工栽培的旱作农业
遗存。为探讨旱作农业起源
及早期传播提供了重要考古
实证。正是由于兴隆沟遗址
第一地点炭化粟、黍遗存的
发现，敖汉旗旱作农业系统
于 2012 年 9 月被联合国粮农
组织正式授予“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
考 古 研 究 工 作 ， 2023 年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
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究院合作，对敖汉旗西大梁
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做好考
古发掘工作，开展多学科综
合研究，以新的考古成果丰
富敖汉旗史前考古学文化的
内容，深入阐释西辽河流域
史 前 考 古 学 文 化 在 中 华 文
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举行

上海的思南路，修筑于
1914 年，以法国著名音乐家
马 斯 南 的 名 字 命 名 ， 1943
年，更名为思南路。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思南路上的一栋
栋洋房的建成竣工，一个个
充满个性的风云人物入驻。

在思南路上有许多与民
革有深厚渊源的历史遗迹，
以下就是几处思南路上著名
的民革先贤遗迹。

苏颂是厦门同安人，北宋时期官至宰
相，他为官耿介、政绩颇著。他主持创制了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被誉
为“钟表的鼻祖”。他主持编著的《本草图
经》是我国古代的药物学巨著。

苏颂从政56年，去世后被追谥为“正
简”，因此他的出生地同安有“正简流芳”
的美誉。苏颂在任职期间领导科技工作，创
造了7项世界第一的奇迹，被称为是中国版
的达·芬奇。

苏颂是一位严谨的古代科学家，在医药
学方面，他负责编纂 《本草图经》 始终秉

持严谨思维，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当时
北宋仁宗年间，政局稳定、贸易发达，大
量新药广泛应用，人民对医药的要求也相
应提高。他与同时代的药物学家共同编辑
补注了《嘉祐补注本草》一书，参与了医
药古籍的校勘工作。现在，全国各中医药
大学使用的中医药经典教本 《黄帝内经》
《伤寒论》《脉经》等，都是那个时期校正
刊行的。

在天文学方面，苏颂5次进入朝廷中枢
主持天文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公元 1086
年，苏颂以吏部尚书身份“提举研制新浑

仪”。挑选了精通天文和数学的韩公廉、精
通机械制造的王沇之等一批当时国内高精尖
人才，以及诸多能工巧匠，组成“详定制造
水运浑仪所”，并亲自设计方案、确定计
划，历时6年，建成了一座高12米、长宽
各7米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
象台。

公元1101年，苏颂在润州（今江苏镇
江）逝世，享年82岁。纵观苏颂一生，他既
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史
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
制造家、药物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科技史专
家李约瑟称赞他：“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
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中国科学
院原院长卢嘉锡评价苏颂：“探根源、究终
始，治学求实求精；编本草、合象仪，公诚
首创；远权宠、荐贤能，从政持平持稳；集
人才，讲科技，功颂千秋。”

北宋宰相苏颂：天文医药双泰斗
本报记者 照宁

唐 十二生肖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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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老城区的西北
隅葫芦山南麓，坐落着一片气
势恢宏的花岗岩红砖闽南风格
建筑“芦山堂”，坊门上刻着对
联：“五世进士天文医药双泰
斗 ， 七 代 簪 缨 宰 辅 将 帅 独 苏
门”。指的就是苏颂，他在天
文、医药方面的成就对中国乃
至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