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桥原貌

徽王庄石桥始修于金代。一共十三

孔。东西走向，石墩旧圆柱木面。主桥 50

余 米 ， 护 坡 30 余 米 。 桥 高 5 米 ， 桥 宽 6

米。桥墩由 42 根石柱组成，一排 3 个，纵

向 14排，石柱由 8至 10个碌碡组成。

每排石柱之上架横梁一个，横梁之

间 有 12 根 檩 条 用 卯 榫 相 连 ， 一 共 14 架

横 梁 156 根 檩 条 。 檩 条 之 上 铺 满 密 集 的

椽木。椽木之上盖芦苇编织的苇把。桥

面是灰土调拌而成，坚实而坚硬。两侧

镶 有 木 栏 杆 。 护 坡 桥 头 由 古 蓝 砖 构 筑 ，

在高 4 米处镶有吸水兽头。这兽头是水

文标尺，也是防汛最高警戒线。

清代乾隆时期 《德州志卷十二·艺

文》 载 有 清 李 世 垣 《募 修 兴 龙 寺 大 桥

疏》，其中写道：“石桥者，金时所建，明

人称为徽王庄桥是也。”清代康熙德州志

也提到徽王庄石桥的名字。

这座大桥在明清两代是河间路赴齐州

（济南） 的交通要道，其经东光、吴桥、安

德、临邑，济阳，直抵济南。

民间流传有谚语“虎头喝了水，下洼蹬

了腿”。桥西北侧建龙王庙一座，庙前立一

石塔，塔高 10米许。石塔前空地置石龟 （赑

屃） 一个，巨大绝伦，背部驮一石碑，记载

清中期募捐修桥的人物钱粮功绩。桥东西各

立镇水兽石狮子 2 个，其双目圆瞪，张嘴獠

牙，肃穆而充满震慑。

古桥被烧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山东进

发，沿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地方民团武

装组织抵抗，也阻挡不了日军的攻势。山东

保安第五旅曹振东部为阻止日军汽车运输，

一夜之间在陵县、德县境内烧毁了 7 座桥

梁。日本侵略者来到徽王庄村，抱取村民刘

朝阳的高粱秸秆当引火，用洋油点燃，将这

座古桥的两孔烧毁。

1937年冬，国民党西北军冯治安部败退

到石桥，在徽王庄村大卸房门，用门板搭建

木筏渡河，激流中翻覆沉没，淹死了不少官

兵。1938年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沈鸿烈拨专款 500 大洋用于维修石桥，徽王

庄村首事 （相当于村长） 刘云卿负责修桥事

宜，但他没有专款专办，修桥款被挪用于他

开办的作坊。后省党部追查修桥款下落，刘

云卿怕治罪，他打通州县关系又将修桥款悉

数退还。

1942 年春，日军在石桥西侧 100 米处修

建军营 （保险院），顺便把烧毁的两孔石桥

用木料简易搭建，但只能走人，不能过车。

当时徽王庄村民去河东种地收庄稼，用木船

摆渡运输，枯水季节车马从干涸的河床穿

梭，十分不便。

石桥重修

1950年秋收过后，断塌的徽王庄石桥由

于岁月久远、风雨腐蚀已破烂不堪，如果不

及时修建会给附近村庄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重修石桥的呼声日益高涨，为

此，中共徽王庄区区委召开修桥会议，成立

修桥委员会。修桥资金、物资、施工人员，

按村摊派。

1950 年冬天修桥正式开始。新修的石

桥，由原来的十三孔缩为七孔，由 27 个石柱

支撑，护坡是古蓝砖白灰条，按原先古桥放置

吸水兽头的 4 米高位垒砌了 8 个吸水兽头。

上梁时用 8 个横梁 96 根檩条构建，密集椽木

之上铺盖苇板，桥面用灰土铺平，木工用硬榆

木制作了结实的桥栏杆，中间贯穿了铁链，新

修的石桥于 1951 年 5 月竣工。竣工后附近村

庄的人民欢欣鼓舞，剧团在徽王庄村唱戏 7

天，以示庆贺。中断了 14 年的徽王庄庙会也

随之恢复。

沧海桑田，时代变迁。那些为修建石桥

呕心沥血的干部群众、施工工匠、杂工以及

无私奉献钱物的人民群众，也已隐入历史。

但他们的功绩永在，石桥沿岸村庄的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他们。

（特此鸣谢本文被采访人员孙印，男，

1933 年生，91 岁，徽王庄村人；刘凤桐，

男，1935 年生，89 岁，徽王庄村人；刘培

升，男，1938年生，86岁，徽王庄村人。）

（作者系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第十三届

政协委员）

徽王庄石桥的前世今生
赵传昌

徽王庄石桥位于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徽王庄村

东 200 米处马颊河 （旧称赵王河） 上，石桥年代久

远，距今约 800年，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00 年来，徽王庄石桥历经岁月沧桑，饱经战

火侵扰，见证了波澜诡谲的历史风云。而今矗立马

颊河上的这座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建的桥

梁，由原来的十三孔缩为现今的七孔。修建所用的

砖石、檩条、横梁、古砖、石碌碡、镇河吸水兽头

等都是原桥拆卸下来的老物件。

Z 屐痕处处

笔 者 的 爷 爷 高 崇 民 先 生 曾 任

东 北 人 民 政 府 副 主 席 、 政 协 第 四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 第 三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中 央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 一 生 立

场 坚 定 ， 襟 怀 坦 荡 ， 刚 直 不 阿 ，

光 明 磊 落 ， 曾 被 周 恩 来 称 为 “ 东

北人的榜样”。

笔者收藏有一系列他在抗战期

间发表的抗日文章，尤其是 《东北

民 众 自 卫 义 勇 军 之 组 织 与 战 绩》

《东北魂》《活路》 等，体现了他抗

日思想的精髓，反映出他抗战思想

的成熟、深邃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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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历史可追溯到

2000 多 年 前 的 春 秋 时

期 ， 最 初 名 为 “ 鸢 ”，

作军事、通信等用途。

唐 代 开 始 出 现 “ 纸

鸢”。到了五代，有人

在鸢上绑响器，空中放

飞时会发出筝鸣声，后

人称为“风筝”；北宋

后，风筝开始流行于民

间。风筝作为喜闻乐见

的传统艺术融入民间文

化后，经过千年演变发

展 ， 产 地 众 多 ， 流 派

纷呈。

其中，北京风筝在中国风筝艺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北京风筝深受皇城文化的影响，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

在讲究扎、糊、绘、放的同时形成了特有的风采。北京风筝

最具代表性的是沙燕风筝，它是集雍容华贵风格和特殊艺

术形式于一身的风筝样式，尽显老北京的文化。

马家树创作的北京沙燕风筝“狮子滚绣球”，以蓝青色

描绘，俗称“蓝锅底”。尾翎、膀梢留白的漩涡纹和羽毛纹

均匀对称，有秩序感，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意境。胸

腹、腰拴天蓝色勾白边的团云纹，衬托着一对正在踏云嬉戏

的绿身红毛狮子。温润典雅的蓝色与热烈喜庆的红色，形成

冷暖对比的视觉冲击，画面和谐活泼，笔触细腻流畅，形

象惟妙惟肖。题材选取祥瑞之兽——狮子，左侧的雌狮憨

态可掬，右侧的雄狮蓬头大耳、脚踏绣球，飞舞的明亮的

红黄飘带更是点睛之笔。因“狮”与“事”谐音，故引申

为“事事如意”，彰显吉祥喜庆、祈福消灾的寓意。此件

风筝造型完美、颜色雅致、图案考究，处处都寄托了对美

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

北京沙燕风筝
“狮子滚绣球”

杨蕾

东北魂就是中华魂

在 《东北魂》 一文中，高崇民坚持

“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从“东北”一词

的由来，以东北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东

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是什么

孤立的“满洲”。东北被日本侵占，所有

东北人只剩一个身份：“亡国奴”，只有一

个共同敌人：倭寇。

“我们要不分富贵贫穷，男女老幼，

何党何派，都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

是在呼唤抗日统一战线。“东北爱国志士

已经团结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名曰

‘东北魂’。东北有魂、东北不亡。”东北

魂就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不可战胜之魂。

《东北魂》 通篇讲的是抗日，但是，

为了回避国民党当局“言抗日者杀勿赦”

的命令，在 10000 多字的文章中从头至尾

未出现“抗日”之字样，高崇民巧妙地使

用了诸如：“日本侵略”“敌慨之气”“志

在收复”等词语，表达了东北人民抗日复

土的愿望。

《东北魂》 完整地表达了高崇民的抗日

思想理论，充分体现出他的睿智与才华。

1933年此文在东北中学校刊发表，在社会

各界，尤其在东北人中引起强烈反响，称

赞它是一篇抗日的檄文。高崇民的儿子高

存信将此文带到黄埔军校，在东北学员中

传阅，更是反响强烈，阅读者无不称赞写

得好。

东北军的出路在抗战

小册子 《活路》 是 1936 年 3 月高崇民

等人编辑出版的。在西安事变之前，高崇

民把张学良及东北军将士们对抗战的疑问

和质疑，比如抗日由谁来领导？日本武器先

进，中国能打败日本吗？抗战胜利最终要依

靠谁等等，整理成 《抗日问答》，用问答的

方式撰写约计 5000 字。

高崇民在 《活路》 中明确提出：停止内

战，联共抗日，建立西北抗日大联合，建

立根据地，改造东北军，东北军出路唯有

抗日等主张。小册子由十七路军秘密印刷

散发后，人们争相传阅。《活路》 中 《抗日

问答》 编写得通俗易懂，又不涉及战略和

具体问题，特别适合中下层军官和士兵阅

读。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联共、联

苏、联西北军”的战略思想，即组织东北

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

联 合 ， 明 确 地 提 出 反 对 内 战 ， 联 合 对 外 。

为东北军指出了一条活路，在东北军、西

北军中反响强烈，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奠定

了思想舆论基础。

《活路》 出版后，我党负责与十七路军

联 系 的 交 通 员 梁 明 德 立 即 送 给 毛 泽 东 。

毛泽东阅后认为：《活路》 中“三位一体”

联合抗战的提法很好，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随后，红军总政治部翻印 《抗日问答》

3000 册，作为红军政治教育的教材。

服从中央安排，入党手续后办

高崇民很崇敬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

生 1924 年改组国民党，推行新三民主义、

联合工农后，加入国民党。

1929 年，高崇民作张学良秘书时，曾

营救刘少奇 （化名成秉真） 等多名共产党人

出狱脱离危险。

1935 年 5 月，他回顾自己抗战奋斗 17

年，总被国民党所镇压或取缔而失败，而共

产党却剿不灭，打不垮，始终坚挺的经历。

敬佩之余，开始思考。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的

帮助下，“幡然醒悟，方悔恨自己过去太瞎

摸海了，活到 45 岁才明白做人和革命的道

理”。从此，他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追求

民族解放，追求共产主义。他烧毁了国民党

证，一心一意跟定了共产党。

他第一次与共产党协作，就是参与策划

西安事变。

1938 年，高崇民率领知名爱国民主人

士参观团到延安考察，向党中央正式提出入

党的申请。他曾经回忆当时周恩来和陈云找

他谈话，说：“你入党，条件完全具备，无

非是一个手续问题。但我们认真研究后，觉

得你不入党，以现在的身份工作，作用会更

好、更大、更安全。”

高崇民思考片刻后，表示遵从党中央的

安排意见。从此，他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

准要求自己，完全接受与服从党的领导，全

身心积极主动地完成党交给他的所有工作。

直到日本投降，高崇民在周恩来安排下

潜离重庆，回到阔别 14 年的家乡东北。在

中央的指示下，1946 年 7 月，他正式办理了

入党手续，但仍是秘密党员。

三次被通缉抓捕

1933 年 9 月，高崇民、阎宝航等爱国人

士在“救国会”被取缔后，又秘密成立了

“复东会”，坚持秘密斗争，决不屈服。他们

的 抗 日 活 动 引 起 了 蒋 介 石 的 极 度 不 满 与

敌视。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蒋介石利用张

学良的想法，建议他组织“四维学会”。高崇

民等人坚决反对成立“四维学会”，认为这是

蒋介石妄图取消“复东会”的阴谋。高崇民

说：“‘四维’的礼、义、廉、耻，根本与国

内民族危亡、要抗日救国的大形势挂不上

边。—点抗日的意义也没有。”张学良派人来

做工作，双方争执了5个小时。

最后，在张学良的一再坚持与强调之

下，高崇民等人尽管心存疑虑和不满，又觉

得不能为此得罪张学良，而失去抗战的力

量，被迫同意，坐看事态的发展。

正 如 高 崇 民 所 料 ，“ 四 维 学 会 ” 成 立

后，蒋介石利用其取消“复东会”的目的达

到 了 。 1935 年 6 月 26 日 ， 在 汉 口 召 开 的

“四维学会”理事会议上，高崇民拂袖退出

会场，其他坚持抗战的东北爱国人士也随之

退会。

从此“四维学会”便名存实亡。此后，

高崇民受到蒋介石的第一次通缉。

1936 年 3 月高崇民参与编写 《活路》 小

册子，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其思想宣传

鼓动作用之大，是始料不及的。《活路》 只

印发了一期，即被国民党查禁。但是，越查

禁，人们越想看，影响也越大。

为此，蒋介石以“宣传赤化罪”第二次

下令通缉高崇民。张学良得知后，密令王以

哲和刘多荃将高崇民送往天津躲避。

1940年，高崇民决定营救杜重远，他被

骗到重庆软禁起来。在重庆软禁的 5 年里，

高崇民首先加强“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

坚持兴办 《反攻》 杂志，成立东北民主同盟

会，输送了大批青年参加革命，迎接东北及

全国的解放，这一切工作都是在敌人的眼皮

底下进行的。

1945 年 11 月 22 日傍晚，高崇民照常抱

女儿外出散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有

一身材与他相似、穿着一样的人抱走女儿，

继续前行，引走小特务。而高崇民迅速拐弯

消失在人群之中，巧妙地避开敌人的跟踪，

直奔朝天门码头而去。他顶替张友渔的名字

与其爱人韩幽桐假扮夫妻，持票登上美国邮

轮，冒险离开了重庆。

发现高崇民潜逃，蒋介石勃然大怒，以

“叛党潜逃罪”发出第三次缉捕令。但为时

已晚，他已到了上海，后经天津、北平回到

东北。

（作者系高崇民孙女、北京石油化工学

院副教授）

“东北有魂 东北不亡”

《活路》背后的往事
高劲松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藏 建 鼓 铜 座 出 土 时 位 于 编 钟 短 架 尽

头 ， 鼓 皮 已 朽 ， 仅 存 鼓 腔 、 贯 柱 及 鼓 座 。 中 室 还 出 土

有 两 件 建 鼓 槌 。

建鼓铜座的铸造采用了分铸、铸接和焊接相结合的方

法，由 8 对大龙和数十条纠结穿绕的小龙构成，龙身镶嵌绿

松石，是迄今所见最精美的一件先秦建鼓座。

建鼓过去仅见于战国和汉代的青铜纹饰和石刻画像，此

件是已发现最早的实物。

建鼓铜座

▲1978年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狮子滚绣球 马家树 风筝

38×38cm 1967 年

徽王庄石桥吸水兽头徽王庄石桥吸水兽头

贵州织金苗族花卉

纹 绞 绣 背 扇 的 主 图 案

为 传 统 的 鸡 冠 花 纹

样 ， 其 花 团 锦 簇 、 鲜

艳 如 火 且 花 期 长 ， 象

征 炽 热 的 爱 情 与 长 命

百 岁 ， 还 有 辟 邪 祛 病

之意。

此纹样朴拙尚未脱

离早期的粗线型，在花

朵之间施以白色绞绣，

红白相间增强了纹样的

立体感与厚重感。背扇

上端垂挂的红色流苏，

分别缝缀如意云纹和鱼

形的绣片，与背扇相得

益彰，色彩亮丽，装饰性强，更显活泼欢快。如意云纹寓意

吉祥美好，鱼象征年年有余、多子多孙。其中，鱼形绣片上

还绣有蝴蝶和鸟纹。

背扇构图严谨复杂，为了烘托中心部位，一般由内而

外，分多层设计，有二连方或四连方甚至更多，分别以万字

纹、几何纹、花藤纹、马蹄纹等作为外框的缀饰。其中的勾

线、直线、折线、曲线等，或三条平行的边饰，皆凝练成高

度抽象的文化符号，以示祖先迁徙的历程。

背扇手为两条黑色绣有花藤纹样的带子，简洁而又淡

雅 ， 它 将 孩 子 紧 紧 地 维 系 在 母 亲 的 身 上 ， 形 影 不 离 。 因

此，背扇带被人们喻为“连接母子亲情的生命带”。一件

背扇往往施以多种技法才得以完成。绞绣虽耗时费工，却

与鸡冠花的特点十分契合。绞绣需事先制作梗线，以粗麻

线或棉线为芯，将丝线紧密缠绕在上面做成梗线，再将梗

线沿着鸡冠花的边缘进行盘绕，用针线缝上，加以固定。

这样，一朵朵轮廓分明、丝绒质感的鸡冠花纹凸显在背扇

正中，格外美丽夺目。

除绞绣外，还辅以平绣、钉线绣和锁绣等，更加立体而

有层次，其厚实的质感使背扇经久耐用。此件背扇构图饱

满，技艺精湛，制作精良，古朴凝重，色彩柔和，内涵深

邃，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背扇精品。

贵州织金苗族
花卉纹绞绣背扇

陈真

▲贵州织金苗族花卉纹绞绣

背扇 刺绣 78×60cm 20 世纪

60 年代 2012 年马正荣捐赠

▲救国旬刊

《《活路活路》》

徽王庄石桥徽王庄石桥

▲ 东 北 中 学 校 刊 刊 登

的 《东北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