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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崇信县保至善烈士纪念

馆里，收藏有一份《觉陇》月报，是该

馆的“镇馆之宝”。

这份《觉陇》月报刊登的《崇信教

育局长竞如斯耶》，是保至善烈士唯

一留存于世的文章。

保至善，字乐庭，1902 年 7 月出

生于甘肃省崇信县，中国共产党在甘

肃早期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甘肃工农

运动的先驱。1924 年 3 月考入国立

西北大学。在学校中，保至善受到新

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学

校进步老师和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

下，思想得到了转变，对时事的认知

也更加深刻。在保至善、王孝锡等学

生骨干的号召下，建立了“旅陕甘肃

学会”，并以“促甘肃之觉醒”为宗旨，

创办了《觉陇》月报。

1926 年 3 月，保至善收到一封来

自 家 乡 青 年 的 信 ，内 心 久 久 不 能 平

静。想起春节在家时听到的学生受

到学校欺压的事以及崇信教育局长

王安堂的种种腐败勾当，愤然提笔，

写下《崇信教育局长竞如斯耶》一文：

“崇信在甘肃固属小县，风气闭

塞，交通不便。而其教育之腐败与黑

暗，及教育局长王安堂之混沌无耻，

犹令人忍痛难已也。兹犹其荤荤大

者，略举如此：王安堂前任第一高小校

长时，人格卑鄙，又无学识，讲解不清，

漠然从事，管理松懈，学生吸烟赌博，

竟置不理，以致青年耗废光阴。误人

子弟，如杀人父兄，凡有血气、孰不痛

恨切齿耶？后被省视学胡师文，以萎

靡不振，旷弃职务，报告撤销。后又钻

营官厅，运动绅士，取得教育局长。当

时教界哗然，群起质问县长张明道。

而张明道已受运动，同通作弊，以压制

手段，相与狼狈。学界诸人，忍气吞

声，敢怒而不敢言。甫莅局任，即将前

曾立案各初级小学补助费，勒扣不发，

致各校顿呈停闭之象。平凉中师本籍

学生，既补给每年每人四十千文之学

费，忽亦停止，致留平学生大受经济之

困。最可恨者，将学款视若己有，贮蓄

伊家，作钜本营业，在预算表上，虚添

浮报，诸如此类，罄竹难书。即此以观

崇邑教育之腐败，可以窥见一斑矣！

而王安堂一人实属罪大恶极，崇邑青

年，将何以处之？”

文章以小见大，呼吁人们认清崇

信教育的问题。全文言辞犀利、一气

呵成、酣畅淋漓，体现了保至善敢于

直面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斗争精神，体

现了其敢于替学子发声、呼吁人们起

来斗争的担当和魄力。

1926 年 3 月 16 日，《觉陇》月报第

二期第三版刊载了保至善的这篇文

章，报纸流传至平凉和崇信，在青年

学子之中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在各界群众和学生的声讨中，

王安堂亦被免职。

1927 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保

至善不幸被捕。1928 年春被押往郑

州杀害，年仅 26岁。

时过境迁，光阴流转。1993 年，

县城居民朱炳昌家在拆除老房子时，

发现了这份《觉陇》月报。

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马长春得

知后将其珍藏，后捐献给保至善烈士

纪念馆。

2022 年 6 月，在甘肃省文物局组

织全省可移动革命文物鉴定中，这份

报纸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并被列入甘

肃第二批珍贵革命文物名录。

（作者单位：崇信县保至善烈士

纪念馆）

一份90多年前的报纸
牛旭东

精彩的壁画

懿 德 太 子 墓 全 部 壁 画 面 积 近

400 平方米，其中保存较完整的有

40 余幅，内容包括青龙白虎、宫阙

建筑、仪仗侍卫、车驾旌旗、官员属

吏、驯豹调鹰、宫人伎乐、山石花木

等。永泰公主墓壁画面积与懿德太

子墓相近，内容以各式各样的仕女

图为主。

懿 德 太 子 墓 在 墓 道 入 口 处 的

东、西两壁，分别绘有青龙和白虎，

在墓葬中绘四神图像是南北朝以来

的传统，有着辟邪压胜的寓意。紧

随其后的是两组阙楼壁画，楼台高

耸，朱梁灰瓦，与城墙相连，城外远

山连绵起伏，气势恢宏。继续向前，

阙楼与城墙后排列着三组仪仗侍

卫，大部分身穿朱衣或白衣，头戴黑

色幞头，脚穿高筒靴，腰束革带。内

为步卫，按剑配弓而立；外为骑卫，

端坐马上，手持各色旌旗；后为辂

车，朱轮绣毂，伞盖罗列。墓道两壁

所绘仪仗侍卫均人马彪悍，旗帜鲜

明，队列严整，给人以庄严肃穆之

感，油然而生敬畏之情。

墓道之后为间隔出现的过洞和

天井，在第一过洞口两侧各绘一执

笏男吏，似为值守宫门的阍人。之

后的两个天井和过洞依次排列着驯

兽、代表品级身份的列戟、戏犬、架

鹰驯鹞等图像。至第三过洞，出现

了内侍和执扇宫女像，至此已进入

内宫范畴。后面的过洞和天井一直

到前甬道内的壁画，均以宫女为主，

旁边衬以花木，前甬道顶部还绘有

由团花、缠枝花草、对鸟等图案组成

的方格平棊（即天花板）。

走过前甬道之后来到前墓室，

前、后墓室均为穹窿顶方形墓室。前

室顶部未发现壁画，东、西两壁上部

均绘有代表建筑的铺作、角栱、阑额

等木结构，下方则为装束各异、手捧

各类器物的仕女。前、后墓室间以后

甬道连接，后甬道两壁同样绘有站在

花木之间的仕女，此外还绘有祥云瑞

鹤，飘飘欲仙。后室的穹窿顶上绘有

星象图，在银灰底色上以白色小圆点

表示星辰，红色圆形太阳内绘黑色三

足金乌，黄色圆形月亮内绘桂树和蟾

蜍，太阳上方又另绘一黑色星辰。后室

四壁上部同样绘有建筑结构，但下方壁

画大部分已脱落，只有东壁保存稍好，

为两组仕女，两组仕女中站于前方者捧

果盘、瓶、包袱等，站于后方者则手持

琴、箜篌等乐器，显然是侍奉墓主人宴

饮游乐的宫人。

懿德太子墓壁画以红色为主，旌

旗、车驾、建筑以及男女侍从服侍均以

红色为多，整体风格既庄严又热烈。

墓道两壁的仪仗壁画中，东壁可见人

物共 104 人，西壁共 92 人，规模宏大。

步卫和骑卫们高举上有类似虎、豹、

狮、鼠、鹰、雀等兽类图案的旗帜。《新

唐书·仪卫志》中有关于唐代帝王仪仗

——大驾卤簿的记载，卤簿仪仗中有

“第一辟邪旗，左右金吾卫折冲都尉各

一人主之，皆戎服大袍，佩弓箭、横刀，

骑。第二应龙旗，第三玉马旗，第四三

角兽旗……第七飞麟旗，第八駃騠旗，

第九鸾旗……第二十二白狼旗，第二

十三龙马旗，第二十四金牛旗，左右领

军卫折冲都尉各一人主之。其服皆如

第一”。懿德太子墓墓道壁画中步卫

和骑卫们高举的各种兽类图案旗帜，

应为卤簿仪仗的一部分。

而仪仗队伍后面的车驾通体朱红，

由辕、舆、轮和华盖四部分组成，华盖呈

圆形，垂旒。车后左右各插一旗，一侧

为九旒旗，另一侧为棨戟旗，棨戟旗上

绘有“弓”字形黻纹。《旧唐书·舆服志》

记载：“（太子）金辂，赤质，金饰诸末

……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旗九旒，

右载闟戟……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

则供之。”壁画中的车驾正符合这一记

载，显是彰显懿德太子身份的辂车。

永泰公主墓的壁画布局和内容分

布与懿德太子墓相似。但墓道壁画中

的仪仗较之懿德太子要简单许多，也

没有象征太子身份的辂车。且永泰公

主墓的墓室壁画中，花木假山等庭院

装饰较多，女性侍从形象也明显多于

男性侍从。

其中，最具特色、知名度最高的要

数前室东壁南首的一幅《宫女图》。这

幅《宫女图》中共绘九名宫人，皆身穿

窄袖上襦，系齐胸长裙，帔帛自肩头缠

绕于臂间，至胸前下垂，脚穿翘头重台

履。衣裙颜色以红、绿、褐色为主。最

左侧者头梳高髻，双手于胸前拢于袖

中，似为女官一类的人物。她身后八

名宫人迤逦相随，手捧盘、方盒、高足

杯、烛台、拂尘、团扇、如意等物。烛台

上的蜡烛已经点燃，壁画中仍可清晰

地辨识出摇曳的火苗。宫人们妆容严

整，面庞丰满，长眉入鬓，身姿袅娜，神

态恬静安闲，似在缓步行进，前去侍奉

公主夜宴或安寝。

历史的迷踪

懿德太子出生于唐高宗开耀二年

（682 年），本名李重照，后为避武则天

讳，改名重润。其父为唐高宗与武则

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即后来的唐中

宗），母为李显正妻韦氏，他是李显的

嫡长子。李重润出生时，其父李显被

立为太子不久。

后中宗李显被废，李重润的地位

也随之被剥夺。圣历元年（698 年）李

显被召还洛阳，复立为太子，李重润被

封为邵王。

大足元年（701年）九月，李重润和

妹夫武延基被杀。《旧唐书》中说他“风

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

大为当时所悼惜”。

据两唐书记载，永泰郡主与兄长

和夫婿同时被杀。

但永泰公主墓（注：唐中宗即位后

追赠永泰郡主为公主）发掘后，学者们

有了不同看法。

史料记载，李重润和武延基于大

足元年（701 年）九月初三被杀，而永

泰公主墓志记载公主死于九月初四，

且墓志中有“自蛟丧雄鳄，鸾愁孤影。

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珠胎毁月，怨十

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

等句。并且有专家对永泰公主遗骸的

骨 盆 进 行 了 复 原 ，发 现 其 有 难 产 痕

迹。故有学者推测，永泰郡主李仙蕙

当时因怀有身孕，并未受株连，但兄长

与丈夫的被杀让她受到了极大打击，

因而死于难产。

唐中宗即位后，追赠李重润为懿

德太子，李仙蕙为永泰公主，并将一双

子女改葬，“号墓为陵”，陪葬乾陵。又

为死前尚未婚配的爱子李重润与国子

监丞裴粹亡女结为冥婚，令素有文名

的重臣李峤撰写哀册文。又在长安城

中为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立寺庙追荐

祈福，四时祭祀，备极哀荣。

懿德太子墓墓道壁画中规模宏

大、彰显其太子身份的仪仗卤簿，永

泰公主墓中精致细腻的宫人壁画，以

及两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陶俑，无一

不显示着唐中宗夫妇对子女的追思

与哀悼。“麦枯兮夏旱，花落兮春残。

林野晦而天无色，烟云愁而景欲寒。

呜呼哀哉！……痛平生兮冥寞，哀倏

忽兮今古。视不见兮呼不闻，天无晓

兮夜无分。同变化兮光阴尽，配阳秋

兮兰菊芬。呜呼哀哉！”懿德太子哀

册文中凄凉哀婉、催人泪下的词句更

昭示着难以言喻的痛惜之情。

一桩唐代皇室故事，通过考古发

掘，以墓葬壁画这一生动而具象的形

式使 1000 余年后的人们有了深刻的

感触，他们的容貌、服饰、生活真切地

呈现在今人眼前，成为鲜活的历史，更

成为我们文化积淀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1960 年，傅抱石带领江苏省中国画写

生工作团一行 13 人离开南京，历时 3 个月，

相继走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

东等六省，成为当时中国绘画界一件极为

轰动的美事。途中，险峻的华山深深震撼了

傅抱石，他以华山为题材，创作了一大批精

品力作。

在中国嘉德 2024 春拍夜场“傅抱石诞

辰 120 周年纪念专题”中，傅抱石于 1963 年

完成的巨幅华山题材作品《西岳雄姿》在经

过 50 余口竞价之后以 7200 万元落槌，含佣

金以 8280 万元成交。成为当场最高价成交

的近现代艺术品。

在这幅《西岳雄姿》中，傅抱石用笔肆

意奔放，以大块重墨和独特的“抱石皴”交

替使用，画出了山上林木之繁茂，体现出华

山之险峻，充满浪漫主义激情。

从章法结构来看，这件作品中，西峰高

耸出画外，同时强化西峰的山纹皴法，显示

出华山之美。左面两个山峰一低一高，高峰

耸出画外。山脚下屋舍几乎居中，向右树木

郁郁葱葱，不断延伸至画外。就技法而言，

傅抱石先用淡墨写出山体的大概轮廓，在

淡墨的轮廓上用淡赭石渲染，然后以中墨

调和赭石画出山石的走向及其肌理，待其

将干未干时，用浓墨焦墨以散锋笔法写出，

浑然一体。画面中心山峦所用皴法是融合

荷叶皴法的散锋皴，近景处的山用斧劈皴

法式的散锋皴法，远景处则用乱云乱柴皴

法画出山的肌理和质感。傅抱石用笔雄肆

奔放，以大块重墨和独特的抱石皴式的荷

叶皴法交替使用，既画出了山上林木之繁

茂，又使山势有了丰富的变化，既体现了

“华山天下险”，也表现华山独具的特殊美，

充满浪漫主义激情。

据悉，此幅上拍的《西岳雄姿》上有关山

月1983年的题跋，还有傅氏家属补钤白文方

印“傅抱石印”。这枚1962年傅抱石亲刻的瑞

狮钮寿山石白文方印“傅抱石印”，如今已由

傅抱石六子女捐赠入藏南京博物院。

傅抱石《西岳雄姿》
付 裕

两幅唐代壁画的故事
王霄凡

20 世 纪 60 年 代 至 70

年代初，陕西省博物馆（今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先

后 对 乾 陵 的 两 座 陪 葬 墓

——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

子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两座墓葬均坐北朝南，由墓

道，若干过洞、天井、小龛，

前、后甬道，前、后墓室等部

分组成。懿德太子墓全长

达 100余米，永泰公主墓全

长 87.5 米。两座墓葬中除

出土大量精美的彩绘和三

彩陶俑、三彩器、金属马具、

玉器等随葬器物外，还发现

了大量精美的墓葬壁画。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展出

有两双布鞋，要说它的来历，还得从中央苏

区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说起。

为检阅全苏区体育运动的成绩，促进

苏区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1933 年 5 月 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举办

中央苏区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这次大会

定在 5 月 30 日召开，意在纪念五卅运动 8

周年，故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赤色

体育运动会”。

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运动

会筹备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

这 次 规 模 盛 大 的 体 育 运 动 大 会 于

1933 年 5 月 30 日下午 6 时在瑞金叶坪的中

央运动场（飞机场）隆重举行，驻瑞金的各

机关部队和群众代表近万人参加开幕式。5

月 31 日，全体运动员休息，准备一天。6 月 1

日，比赛正式开始。

在整个运动会期间，红军第一、三、五

军团，江西军区，江西省少先队，公略、胜

利、博生、万泰、安远、兴国等县的选手，福

建省少先队，上杭、长汀、武平等县的选手，

以及中央和红军机关的选手共 180 多人参

加了运动会。当时举办这样一场规模宏大

的综合性运动会并非易事，由于设备简陋

和生活艰苦，因此需要参赛运动员自备口

粮，自付路费。比赛奖品只是请各机关团体

或个人自愿募捐置办的，有奖旗、彩匾、国

际旗、布五角星、纪念章、印有列宁像的手

帕、军帽、布鞋、雨伞、斗笠、铅笔、毛笔、日

记本等。在此次运动会中，军民同练，军民

互动，同场竞技。朱德与普通士兵、百姓一

起打排球、篮球。毛泽东担任了大会的乒乓

球裁判工作，为优胜体育代表队和优胜运

动员颁发了奖旗与奖品。

其中，田赛团体冠军由红军学校队夺

取 ，少 共 中 央 队 和 国 家 保 卫 局 队 并列第

二。在径赛方面，国家保卫局队获得团体

第一，红校夺得第二。球类比赛也是引人

入 胜 ，精 彩 纷 呈 。乒 乓 球 比 赛 异 常 精 彩 ，

参赛队伍有国家保卫局队、少共队、红校

队、瑞 金 市 苏 维 埃 队、无 线 电 学 校 队、红

军五军团队、红军一军团队。比赛地点设

在 了 中 共 中 央 局 办 公 厅 ，这 里 有 一 张 简

陋的乒乓球桌。经过拼杀，少共队和保卫

局队获得了决赛权。两队实力旗鼓相当，

谁 能 夺 冠 充 满 悬 念 。比 赛 一 开 始 就 非 常

激烈，比分咬得很紧。保卫局队打了几个

高球，而少共队发的旋转球，连连挫败对

手 。最 后 ，少 共 队 以 2 比 1 获 得 乒 乓 球 比

赛的冠军。

1933 年 6 月 4 日《红色中华》第 83 期，

报道这次运动会盛况时写道：

当时虽天空阴云密布，小雨纷纷，仍然

个个抖擞着自己的精神，未几银角一吹，比

赛开始，这一天全是球类竞赛，篮球，足球，

排球，满场是球。一军团队，红校队，国家保

卫局队，江西队，无不身强力壮，跳跃敏捷，

特别是少共队人才济济，英勇善战，在篮球

赛时，竟以三十二比一大败江西队（预赛），

午饭后，两点钟又开始室中的乒乓球赛，乒

乒乓乓，好不热闹！至四点多钟，因各运动

员俱已疲乏，第一天的比赛暂时结束。第二

日，举行最后决赛，少共中央队获得了篮

球、网球与乒乓球的锦标，保卫局队获得田

径赛锦标，红校获得足球锦标。

其他比赛项目：

三级跳远，少共中央队施碧辰第一，成

绩三十四尺四寸；

标枪，红军学校队学校队沈荐茸第一，

成绩八十四尺；

障碍跑，红军学校队钟生顺第一，成绩

二十九秒；

杠架，红军学校队赵清之第一；

跳高，红军学校队阮殿熏第一，成绩四

尺六寸；

33 年 5 月“鬼都不上门”毛主席在瑞金

不会有这样的兴致。亦未见见它材料佐证

不采用；

跳远，红军学校队姚宏春第一，成绩十

五尺十一寸；

50 米跑，国家保卫局队胡庚茆第一，

成绩 9秒；

400 米跑，红军学校队龙香名第一，成

绩 74秒；

少先队跳高，瑞金沈春和第一，成绩四

尺一寸。

6 月 3 日，大会比赛结束后，全体运动

员齐集红校俱乐部举行闭幕式。主席团及

总评判提议组成混合队，进行篮球、足球的

表演赛。晚上，在工农剧社举行总结、发奖，

欣赏工农剧社表演的文艺节目，大会宣布

闭幕。《红色中华》及时报道了这次“全运

会”的盛况。

中央苏区第一次体育运动大会的圆满

成功，标志着中央苏区的体育运动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体育运动成绩也达到

了一定水平。1934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

第二次全苏大会召开期间，瑞金的中央机

关和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团，几乎每天都

举行各类体育竞赛或表演赛，给出席大会

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红军学校队的钟生顺在障碍跑中，得

到第一名，获得的奖品是两双布鞋。他一

直舍不得穿，就交给家人保管，红军长征

以后，钟生顺没有回来，家人就把它捐给

了政府。

（作者单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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