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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景山边，沿着明代古山
道，从西边富览亭上山，过周赏亭下
山，山脚大槐树旁，矗立着一座“明
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父亲告诉
我，那是曾外祖潘龄皋与傅增湘、陈
云诰这三位清末翰林在 1944 年 3 月
为了抗日而立的。

当时是日本入侵中华的第 11 个
年头……

从我3岁起，父亲就爱带我爬景山。站
在景山万春亭，不仅可以看到故宫、钟鼓
楼，还有一条美丽的城市轴线。后来才知
道，那就是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南起永定门
北到钟楼的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
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
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沿着明代古山道，从西边富览亭上山，
过了东边周赏亭下山，山脚大槐树旁，矗立
着一座“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父亲
告诉我，那是曾外祖潘龄皋与傅增湘、陈云
诰这三位清末翰林在1944年 3月为了抗日
而立的。

当时是日本入侵中华的第 11个年头，
潘龄皋借纪念明思宗殉国三百年，宣传忠勇
报国思想。

从小，奶奶和爸爸就给我讲潘龄皋的各
种轶事。潘龄皋是位长寿的长者，是清末
翰林院庶吉士，当过布政使，民国时当过
甘肃省省长。1939年，日本人知道他在华
北的影响力，曾诱逼他出任伪河北省省
长，汉奸江朝宗、王揖唐多次劝他出山就
任，他坚辞不就。日军恼羞成怒，遂命宪
兵将其逮捕。被捕时他穿好寿衣寿帽，以
示宁死不屈。

潘龄皋入狱十余日，由多方营救才出
狱。他在给家人的电文中说：“倭人沦陷华
北，谬采虚名，令予任河北省长，同人相劝
甚力，余不肯自贬，口占赋此”。之后他就
带着全家在京津靠鬻字维生，不肯同流合
污。京津很多匾额都是他题写的，包括北海
团城、中山公园都曾有他的题额。他逐渐成
为民国时期有名的书法家，当时书坛有“南
谭北潘”“草书三原于右任，核桃楷北京潘
龄皋”之说。

也正是这样的情形下，他和友人在日占
时期的北京景山上，立起了一块体现民族骨
气的石碑。石碑的镌刻者是北京琉璃厂的

“石刻世家”陈云亭。
1941年在德胜门内真武庙，由潘龄皋

等20多位名家撰写我国古代军事家书刻传
赞，也是由陈云亭为首的10余位书法石刻

艺人完成的，他们历时近一年镌刻碑石40
多方、1万多字。这是自“三希堂法帖”之
后20世纪最大的一次书法石刻工程。正是
德胜门这次的合作，1944年潘龄皋再次请
陈云亭镌碑。

天津解放后，在傅作义举棋不定之时，
潘龄皋曾两次给崇敬自己的晚辈傅作义写
信，希望和平解放北平，以使北平这座古都
免遭毁坏。当时他让我爷爷亲自将书信交给

傅作义。年轻的爷爷在夜色中冒险骑车来到
中南海找傅作义……后来，傅作义按信中建
议组织召开贤达会，潘龄皋在会上慷慨陈
词，力言和平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会
后，潘龄皋赠诗于傅作义：“韩范胸储百万
兵，中原妇孺皆俱名。只缘和平要求急，应
事顺民救众生。”潘龄皋当时是中国文友社
社长，他带领文友社呼吁划北平为非战区，
保护古都。和谈期间，他邀请同解放军谈判
的代表邓宝珊将军来到文友社；北平和平解
放后，傅作义还特意前来文友社拜会潘
龄皋。

1949年10月1日，潘龄皋应邀登上天
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晚上七点，他又
参加了中南海国宴。回家后告诉家人，他
席上非常高兴，还赋诗赠林伯渠：“万机佐
理有余闲，招集良朋兴倍欢。客聚东南皆
夙契，筵开水路喜加餐。欣逢国庆宜同
乐，况值人心已久安。太液池边齐饱德，
敢忘嘉会共盘桓”。

1949 年 11 月 20 日，潘龄皋作为北京
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1949 年底，
《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他的新作，并刊登
了他的书法手迹：“中华大国几千年，封建
由来帝制专。今朝改变新局面，人民生活乐
安然”。之后他又当选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参
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和北京市政协
委员。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西城区
青联副主席、城市复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摘自《北京文史资料》2023年第一期，全
文较长，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景山脚下抗日碑
田申申 日前，西辽河文化研讨会在内蒙古通辽举行，会议主

题为“比较视野下的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与发展”。
在西辽河流域13.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400

多处文化遗产。红山、哈民、南宝力皋吐等遗址的发掘，
展现出先民叩石垦壤、刀耕火种的历史画卷。“小河西—
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层”等考古学
文化编年体系的建立，确立了西辽河文明独立起源、连续
发展的历史地位。牛河梁、东山嘴等大型礼仪建筑的发
现，红山文化崇玉重礼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因素，展现出这
一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此次研讨会是继2022年对西辽河文明开展初步考古
学研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促进学术交流，深入挖掘西
辽河流域文明的内涵与特质，在更大范围探索中华文明的
起源、形成、发展的机制与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国春表示，通
辽地区丰富的考古遗存和文化遗产资源生动诠释了中华文
明的突出特性，从以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为代
表的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到吐尔基山辽墓、陈国公主墓所
反映的北方草原民族历史文化，丰富的考古材料实证了通
辽地区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突出
连续性的重要实证。西辽河流域作为各北方草原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其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生动
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明
确，围绕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行广泛交流，深入开
展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考古
学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的突出
特性紧密结合，深入研究阐释考古材料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发展之路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

此次研讨会共有16位专家学者应邀作报告，6场主题
报告分别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的《试
谈西辽河文明的“兼收并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王明达的《良渚遗址群为什么申遗成功》、安徽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敬国的《凌家滩文化——长江流
域文明的曙光》、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赵志
军的《西辽河流域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内蒙古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室副主任胡春柏副研究馆员的
《南宝力皋吐文化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刘国祥的 《哈民聚落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研
究》。学术成果报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
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研究员《红山文化与中国文明起
源》、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赵战护研究馆员《沟
通南北串联东西——比较视野下的冀西北地区史前考古新
发现》、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熊增珑《红山文化玉璧及
相关问题》、黑龙江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包曙光副教授《辽
西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殉牲研究》等。

聚焦“比较视野下的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与发展”
——西辽河文化研讨会在内蒙古通辽举办

本报记者 付裕

半张《胶东新闻》

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笔者有幸收藏
到半张 《胶东新闻》 报，2015年 9月该报
曾在烟台展出。

这半张《胶东新闻》，出版于民国十八
年十月十六日（1929年10月16日），为第
四十五号，四开八版，惜存一、二版。新
闻纸，竖排，铅印。报头左侧载有该报社
址：山东烟台海岸路19号，下方是民国时
期固有的“总理遗训”“售报价目”与“广
告刊例”。报纸头版多为广告，但在版面上
端刊载的两则本社招聘信息引起笔者兴
趣。其中一则是《胶东新闻》公布在各地
的特约通讯员名单，笔者粗略查了一下资
料，在这个名单上面所列多是中共在烟台
地区的早期党员，比如福山 （县） 王心
一，系中共山东省委派到牟海县 （旧县
名，已撤销） 组织地下工作的党员，此后
还曾担任牟海县特委书记；龙口 （县） 余
仁，则是黄县最早的地下党员之一，后担
任抗大胶东支校书记。

另外，在该版较醒目处，用黑体字刊
载一则告别启事：“认识我的朋友们：寄
居在烟台八九年的我，现在要离开这个
繁 华 的 所 在 了 ！ 固 然 ， 它 的 适 宜 的 气
候，它的优秀的景致，以及它的一切的
一切，会是我陶醉，会是我留恋，但是

‘依人作嫁’的我，又哪能不受人家的支
配呢？朋友，别矣！因为时间的短促，所
以不能够‘趋辞’，只好请多多原谅。以后
赐教的时候，就请直寄夏津邮局吧！——
我是在十二分热烈的盼望着。国爱葵启。
十八·十·十一。”

国爱葵 （1904年—1993年） 又名国增
堂，笔名国醒，山东平度人，1920年 （十
六岁） 插班进入烟台益文商业专门学校英

语科，1923 年 9 月入职烟台邮务局工作，
1929年9月曾参与创办《胶东新闻》，是年
秋调夏津县邮局工作，后又辗转沂水县工
作。这条情真意切的告别启示是国爱葵赴
夏津上任前，在《胶东新闻》刊载的。

国爱葵不仅是对烟台这座美丽的海滨
小城无限眷恋，而对 《胶东新闻》 创办、
被封的过程同样是耿耿于怀。1931 年 12
月，他在《从中学生到邮务员》（载：《中
学生文艺》第一期）一文中写道：“十八年
（1929 年） 组织了一个日报馆，计划的很
好，出版后的销路也蒸蒸日上，不幸出世
后不数月，就被某司令 （刘珍年） 封了
门！”

1929年，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地方割据
时期，该报第二版主要载有《国府威信难
振，各省将领通电拥护者少》，内容是介绍
国民政府因张发奎 （时任桂军右翼第一路
军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师师长） 叛变，电
令各省拥护中央，然没有电文附和者。再
则是《何东爵士致电蒋阎冯，劝息内争并
促会议》，电文云：“一旦此次内战开始，
人民所受之痛苦将入不可思议之境。”何东
的调停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近代史上蒋
阎冯大战却没能避免，最终以阎锡山、冯
玉祥败北而告终。

该版其他新闻还有 《孙殿英以寿光为
根据地竭力扩张军备》《宋哲元等通电拥阎
冯》等。

英雄的故事

1929年年秋，中共烟台特支指派宣传
委员许端云，主持创办了烟台第一张共产
党报纸《胶东日报》，后改为《胶东新闻》。

许端云 （1905 年—1931 年)，原名许
丹云，字祥五，山东省牟平县 （今属乳山
市诸往镇）招民庄人。少年时期，许端云在
故乡读私塾，后随在仁德洋行发网部任职的
父亲许继程来到烟台。1924年，许端云以
优异的成绩考取烟台益文商业专门学校英语
科。在校期间，许端云因为结识进步青年徐
约之，继而接触到《新青年》《创造》《文化
批判》等新思想读物，“不安分”也由此逐
渐显露，他一边积极联络陈恒荣等同学办壁
报，组织读书会；一边以诗文、评论等形式
宣传进步思想，揭露黑暗现象，提出必须唤
起工农，才能推翻军阀统治，赶走帝国主义
列强，拯救中华民族之危机。

大革命失败后，已是中共党员的徐约
之自武汉辗转回到益文学校，继续秘密组
织活动，发展进步学生。1927年冬，在他

引领和介绍下，22岁的许端云光荣加入中
国共产党。

20世纪20年代的烟台，由商界和外国
教会主办的《钟声报》《东海报》《芝罘日
报》等混淆视听的宣传，严重地麻痹着国
人的思想，阻碍着革命斗争的发展。为了
推动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中共烟台特
支决定依托军事、地方两个支部创办一张
报纸，由许端云担任社长、赫联基任总编
辑。

许端云一方面发动亲戚朋友、家人资
助；一方面凭借父亲许继程在英商仁德洋
行工作关系，顺利落实报纸印刷等一系列
问题。1929年 9月的一天，中国共产党烟
台地下组织创办的第一张党报——《胶东
日报》，带着油墨香应运而生。

创办之始，《胶东日报》就利用英国德
商洋行与路透社在烟台分社的关系，以及
他们先进的电讯设备，收发转载最新的国
内外时政要闻，这种“特殊待遇”在当时
不是一般媒体所能够拥有的。另外，该报
还在烟台地区首创使用五号字排版 （当时
报纸均使用四号字）。

《胶东日报》在当地及周围地区产生广
泛的影响，发行量一度超过 6000 张。《胶
东日报》除必刊载的广告外，更多是刊登
全国各地工运、学运动态、工农红军作战
胜利的消息，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罪
行，鼓励民众组织起来反抗压迫、反抗苛
捐杂税等。为更好团结启迪进步学生，许
端云、陈恒荣等还组织烟台几所有名望的
学校，建立了新文学研究团体，引用白居
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名句，创
立“野火社”，同时还在《胶东日报》上开
辟《野火》文艺副刊，作为党的外围组织
积极开展活动，传播革命理念，宣传反
帝、反封建思想。

由于地下组织集会、演讲、张贴标语
等活动过于频繁，加之在言论上较为激
进，使其备感压力与威胁。虽然拥有庞大
读者群与发行量，《胶东日报》在出版月余
后还是不得不被迫停刊。然而，为了延续
革命火种，心有不甘的许端云几经努力，
一张名为《胶东新闻》的报纸没多久又出
现在了大众面前。但此事很快被地方军政
府侦悉，《胶东新闻》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
出版了几十期后，同样遭到扼杀的命运。
据当地资料记载，《胶东日报》和《胶东新
闻》前后断续出版了三个月，虽然时间短
促，但也由此播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半张《胶东新闻》背后的故事
王悦霖 滕长富

日前，“中国白——德化白瓷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开幕。此次展览遴选出从古至今400余件组德化白瓷展
品，分为“一白独秀”和“百技争艳”两个单元，涵盖

“何朝宗”款观音像等传世精品，尾林窑遗址、华光礁一
号沉船等德化窑古代珍品，还集中展现了现当代德化艺术
家的杰作，体现了德化瓷精湛的制瓷技艺和一脉相承的传
承创新。

此次展览突破传统上对瓷器按造型功用和历史演变进
行分类的结构形式，从“中国白”的视角出发，结合白瓷
的艺术特性，通过色谱分析，把德化窑传统的“猪油白”

“象牙白”“孩儿红”等概念进行科学界定和归纳，以对应
的展品加以呈现，让观众在感受德化白瓷艺术韵味的同
时，领会“中国白”的独特魅力。

德化瓷窑兴于唐宋，盛于元明，名于当下，以白见
长，最负盛名。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海上丝路贸易中，一抹
凝脂如玉的“中国白”，承载着丝路商旅对于神秘东方的
无限神往，亦折射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追寻“中国白”的故事
——德化白瓷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本报记者 付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六年琱生簋内
底铸铭文11行104字。铭文记载内
容大意为召伯虎作为家族长处理与土
地有关的诉讼案件并取得胜利。周厉
王六年四月甲子日，召伯虎与其族弟
琱生沟通有关进展情况。琱生设宴致

飨，召伯虎则回报琱生以玉璧。琱生赞颂召伯虎的美德，制
作此器以祭祀其祖先召公，希望后世子孙永远宝爱此簋。

据相关专家介绍，除此器外，琱生所作之器还包括琱
生尊、五年琱生簋，合称琱生三器。其铭文记载了召氏家
族大宗召伯虎与小宗琱生同心协力保护族产，取得诉讼胜
利的事件。

六年琱生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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