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2022年12月17日
星期六史 海

责编：李艳龙 电话：0351-8228873 邮箱：rmdbbbl@163.com 版式：孙晓杰

黑龙江的尚志市，吉林的靖宇县，山
西的左权县，北京的佟麟阁路、赵登禹
路、张自忠路，湖北武汉的郝梦龄路、陈
怀民路……行走在大江南北城市街道，
一个个以抗战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定
格下一段段红色记忆。

烽火年代里，无数英雄“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
钢铁长城；今天，山河无恙、岁月悠长，英
雄们的动人故事众人传唱。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尽管已是冬日，四川宜宾翠屏山依
然苍松翠柏、绿意盎然。在位于山腰的
赵一曼纪念馆广场上，矗立着这位女英
雄的雕塑，她目光坚毅，英姿飒爽。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一曼不顾孩子
年幼，舍下身为母亲的缱绻柔情，战斗于
白山黑水。

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
突围，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尽管饱受酷
刑折磨，她始终未吐露一个字。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
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
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 年 8 月，赵一曼在给幼子“宁儿”留

下一封遗书后慷慨就义。
后来，这封遗书经“宁儿”陈掖贤重

新誊写，留给他的女儿陈红。和遗书一
并传承的，是赤诚的爱国情怀。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誓死报国的佟麟阁，面对日寇进犯

慷慨陈词“国家多难，军人当马革裹尸，
以死报国”；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张自忠，
亲笔写信告谕官兵“为国家民族死之决
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抗战英雄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
复兴而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
的雄壮史诗。

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

“马宝玉！”“到！”“胡德林！”“到！”
“胡福才！”“到！”“宋学义！”“到！”“葛振
林！”“到！”

这是陆军第 74 集团军某旅“狼牙山
五壮士连”每天晚点名时都会出现的场
景。每逢点名，首先从“五壮士”点起，官
兵共同答“到”，是他们坚持了多年的传
统。

1941 年 9 月，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二
排六班的 5 位战士顽强阻击，同敌人激

战 5小时。
打光最后一枚子弹，扔出最后一颗

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人……在最后关
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支全部损毁，
纵身跳下悬崖。

神州大地上，这样的壮烈比比皆是。
“我是中国人，我儿子当八路是我

让他去的。劝降那是妄想。”八路军第
三纵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
白 文 冠 被 捕 后 不 畏 日 军 胁 迫 ，绝 食 殉
国；“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
后裹身……”四川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
前，收到父亲赠送的写有“死”字的白布
大旗……

抗战英雄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
血，只因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

不畏强暴 血战到底

布满弹孔的连旗、被折弯的步枪……
在“刘老庄连”连史馆，一件件文物静静摆
放，无声诉说着 79年前那场战斗。

1943 年 3 月，为掩护战友和群众转
移，新四军第 3 师第 7 旅第 19 团第 4 连 82
名战士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 5 次
进攻，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战斗到最后一
名战士生命最后一刻。

晚 霞 褪 去 ，战 友 和 群 众 已 安 全 转
移。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时看到，4连的战
士们仍然保持着生前搏斗的姿势：有的
怒目圆睁，匍匐在战壕里；有的紧握弯曲
了的刺刀，弓着一条腿斜靠在大树旁；有
的双手紧紧抓着敌人头发；有的嘴里狠
狠咬着敌人耳朵……

还有许许多多抗战英雄也作出了一
样的选择。

杨靖宇食棉絮、啃树皮，率部坚持战
斗，直至战死仍然保持射击姿势；后来被
称为“白刃格斗英雄连”的战士们与敌人
进行肉搏战，取得最后胜利……

抗战英雄不畏强暴、誓与敌人血战
到底，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

百折不挠 坚忍不拔

在北京市密云区张家坟村的山岩
上，一尊 5 米高的花岗岩女性雕塑格外
醒目。

她就是“英雄母亲”邓玉芬。抗战爆
发后，她先后把丈夫和 5 个孩子送上前
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硬是咬牙
挺住了。她脸上的笑容少了，但对抗日
工作更积极了，对子弟兵更亲了。

1945 年 8 月，中国人民终于打败日
本侵略者，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
下的丈夫和儿子们：咱们胜利了！

临终前，邓玉芬对乡亲们说：“把我
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
争取民族解放”——当年华北平原上一个
庄户人家写下的对联，就是邓玉芬一家的
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面对中日
两国国力的巨大差距，中国人民从未失
去必胜的信念。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
业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
大的。”左权将军在给亲人的家书中憧憬
着光明的未来；“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
倭寇誓不休。”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信念
如炬、誓言铿锵……

正是因为有坚不可摧的信念，中国
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前仆后继赴
国难，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
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历史长空，抗战英雄灿若星辰，熠熠
生辉。他们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丰碑，
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文/高 蕾
董博婷)

抗战英雄：血肉之躯筑长城

提倡做“有意义之史学”

陈垣治学的出发点是把个人学术
目标与国家民族的现实紧密结合。五
四 运 动 前 后 ，他 看 到 积 贫 积 弱 的 旧 中
国 不 仅 政 治 、经 济 、军 事 大 大 落 后 ，学
术 文 化 也 不 如 列 强 。 因 此 ，1917 年 至
1937 年 之 间 ，他 治 学 的 主 旨 是 着 意 表
彰 中 华 历 史 文 化 ，提 倡 在 学 术 上 赶 超
世界一流水平。1917 年，陈垣发表《元
也里可温教考》，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
了轰动，此后“古教四考”和《元西域人
华 化 考》等 著 作 更 是 奠 定 了 他 在 国 际
史 学 界 的 地 位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他 为
什么选择中外文化交通史的课题作为
突破口呢？通常认为是陈垣和天主教
学 者 马 相 伯 、英 敛 之 常 有 学 术 交 往 。
其 实 ，更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陈 垣 致 力 于 在
中外文化交通这一汉学研究的热门领
域 与 国 外 汉 学 争 胜 。 这 期 间 ，他 不 仅
自己身体力行，也鼓励学生努力向学，
提出“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
北京”的奋斗目标。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陈垣的史学
则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痛斥日寇、汉奸的残暴无耻为目的。他
提倡做“有意义之史学”，自觉地把史学
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借
古 喻 今 ，以 史 学 来 鼓 舞 抗 日 军 民 的 斗
志。他提到：“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
皆 托 词 ，其 实 斥 汉 奸 、斥 日 寇 、责 当 政
耳。”尤其是《通鉴胡注表微》一书，陈垣
借阐释胡三省的史学方法和思想，全面
总结自己的治史经验，以及对社会现实
的关注、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考，
充分表达着他誓死抗战的民族气节和爱
国激情。

新中国成立后，陈垣与时俱进，确立
了史学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方向，将大
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
和建设之中。比如，他参与历史科学 12
年远景规划的制订，指导编辑多种历史
资料丛刊，参与多种大型古籍整理工作，
解答外交事务中有关中外关系和文化交
流的历史问题，审定教材和博物馆展览，
回信辅导普通民众的历史学习等。从陈
垣的治学历程可以看到，爱国精神是他
卓越学术成就的源头活水，正是国家民
族的现实需要使他不断思考新课题、不
断创新，从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取得
学术新成果。

治学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

陈垣的史学成就，是经过长期刻苦
治学才取得的。他经常告诫青年学子，
学术上没有捷径可走，不要企图“毕其功
于一役”。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大跃
进”的“冒进”思潮影响下，学校里也出现
了浮躁的学风。为了端正风气，陈垣连
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青年学生探讨
读书和治学，他说：“有人问我读书有什
么秘诀，我想读书并没有什么秘诀，如果
说有秘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
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任何学
问，都是靠较长期的积累得来的。”

年少读书时，陈垣家乡方圆数百里
内找不到一部二十四史，后来有个本家
买了一部，他就经常在夜里打着灯笼去
借阅这部二十四史。30 多岁时，他开始
研究《四库全书》，每天从北京城西南的
住处到城东北的京师图书馆看书，那时
交通不便，路上要耗费三四个小时，他不
辞奔波之苦，用近十年时间认真研究了
这部几万册的大丛书。50 多岁时，他为
了阅读《嘉兴藏》深入到佛寺里潮湿尘
封、蚊虫肆虐的密室，为预防蚊虫叮咬传
上疟疾，每次都要服用药物才去阅藏。
80 多岁时，他应佛教协会之邀赶写《佛牙
故事》，不顾三伏酷暑，亲自撰稿；实在太
热时，便用两条湿毛巾轮番披在肩上以
增凉意。正是以这种刻苦顽强、持之以
恒的精神，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写
作，留下了恢宏的史学成果。陈垣有诗
曰 ：“ 寒 宗 也 是 农 家 子 ，书 屋 而 今 号 励
耘。”他以“励耘”号书斋，正是表达了自
己要像稼穑一样治学，深耕细作、业精于
勤。

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考辨材料

实事求是是中国史家治学的优良传
统，清代学者钱大昕就认为：“通儒之学，

必自实事求是始。”陈垣继承了这种史学
传统，也结合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他
的史学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着实事求
是的学风。

陈垣认为“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
可”，因此提倡著书立说，通过考证解决
问题，做到言必有据。为此，他非常重视
对资料的搜集，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
章。他常用“竭泽而渔”来形容专题研究
时要力求全面地占有材料。还主张在充
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必须认真考辨材
料，在“求是”上下功夫。陈垣所创立的

“史源学”，就是专门指导学生对史料进
行鉴别和考辨的学问。他的著作，也都
是在广泛收集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的基础上完成的。比如，他写《旧五代史
辑本发覆》，收集材料极多，积累的稿本
有三尺多厚，但经披沙拣金，最后只用了
194 条，文章写成也只有 2 万多字；著名
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稿本有三四
大捆，经再三锤炼，完成时也仅 7 万多
字。他曾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
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指出前两
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只有确实
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草草成文，无佳文可言
也”。

文章写成要找三种人看

陈垣清醒地意识到要提高国家、民
族的文化地位，就要拿出高水平的学术
成果。为此，他不仅与同辈学者相互激
励，更将希望寄托于后来的学人。

1929 年陈垣主持辅仁大学校务时，
在学校章程中就要求学生要“对于中国
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
族自信力”。1933 年在与蔡尚思通信时，
又对他提出要创造“动国际而垂久远”学
术成果的要求。陈垣自己在治学过程
中，更是以身作则地提倡创新、自得的学
风。他明确指出：“凡论文必须有新发

现，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新发现”和
“新解释”也正是陈垣学术之魅力所在。
他对校勘四法和避讳学的总结，以及他
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在
年代学上的贡献，《元西域人华化考》对
文化史、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等，都在
各个研究领域里开创了一代风气，供后
人取法。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
等学科领域的建树和创获，也是他倡导
治学创新的有力见证。

与创新治学相一致的，是陈垣始终
保持着谦虚谨慎、精益求精的学风。他
对已完成的论文或著作，不急于发表，总
是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以求臻
于至善。他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
友指摘之”，“直谅多闻之友不易得，当以
诚意求之”。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
完成文章后常找伦明、胡适、陈寅恪等人
提意见。抗战烽烟起，诸友散处四方，但
如他在家书中所说的，一篇《汤若望与木
陈忞》写成后，还是请过 10 个人反复参
阅，指摘其中不足之处。他常对人说，文
章写成要找三种人看：比自己高明的、与
自己平辈的和自己的学生，以便吸取各
方面的意见。他常鼓励学生为其著作提
意见，到了晚年，还常写信夸奖能对自己
的论点进行商榷的晚辈，认为这样做尤
合朱熹“旧学商量加邃密”之意。对别人
所提的意见，他总是从善如流、认真改
正，并经常在著作中明文答谢别人为他
提供材料或意见。这些方面，都体现出
他虚怀若谷、不掠人之美的高尚品德。

陈垣一生辛勤耕耘，撰作了 20 部专
著和 200 多篇史学论文，他丰硕的学术
成果以及刻苦、求实、创新、爱国的治学
之道，是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
不断学习、继承和发扬。

（摘自《学习时报》文/周少川)

著名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之道——

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新解释

钱钟书先生被誉为“学术昆仑”，也
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其实，他对文
史哲以外的学问，也有广泛涉猎。比如
法学，仅从《围城》一书，就可看出，钱钟
书对法学知识的了解并不肤浅。钱钟
书的岳父杨荫杭还是著名法学家。

钱钟书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及
小说所写时代的法治概况都很熟悉。
他对一些法律事实和术语信手拈来，
他在《围城》中写道：“依照旧家庭的不
成文法，孙子的乳母应当由祖父母出
钱雇的。”这里钱钟书没有使用“惯例”

“传统”等词语，而是用“不成文法”一
词，让祖父母出钱请乳母这一做法具
有了权威性和一定的强制性。“一切其
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
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
早已洋气扑鼻。”这说明钱钟书已经觉
察到当时法学的知识来源问题。

他注意到，东西方传统审判和当时
司法中的惯常做法，幽默地写到小说
里：“汪处厚走到圆桌边，手拍桌子，仿
佛从前法官的拍惊堂木”“这吻的分量
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
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
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
一碰《圣经》”“子潇听话中有因，像黄泥
里的竹笋，尖端微露，便想盘问到底。
鸿渐不肯说，他愈起疑心，只恨不能采
取特务机关的有效刑罚来逼口供”。

《围城》作为一部主要描写知识分
子日常生活的小说，婚姻也是其重要
内容。钱钟书多次展现了其对婚姻法
专有名词的准确把握。

例如，他将传统和现代婚姻法的
术语联系起来：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
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
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
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他可以清晰地区分法律规制的严
厉程度，能从和婚姻有关的民事法正
确地联想到刑事法，为了讽刺三闾大
学的“导师制”，他写道：

“假使不结婚的男先生训导女学
生有师生恋爱的危险，结婚的男先生
训导女生更有犯重婚罪的可能。”

他考虑到婚姻纠纷以及诉诸司法
的法律成本问题，例如为了嘲讽汪处
厚这类人的精打细算和老于世故，写
道：“汪处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
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地死了，
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二十多
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
婆早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
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
要赡养费么？重婚不要两处开销么？
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处厚
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
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
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

作者对于程序法的术语能够从容
运用，例如他写学生：

“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
得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得可怕。全
心全意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
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
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宣判’，毫
无上诉重审的余地。”

作者对于法庭辩论的技巧也有深
刻的洞见，他写唐晓芙质问方鸿渐：

“‘方先生现在住的周家，听说并
不是普通的亲戚，是贵岳家，方先生以
前结过婚——’鸿渐要插嘴，唐小姐不
愧是律师的女儿，知道法庭上盘问见
证的秘诀，不让他分辩——‘我不需要
解释，是不是岳家？是就好了。’”

他能运用刑法里的术语写出新鲜
的比喻：

“请的客一个都不来，就无异主人
在社交生活上被判死刑。”

“阿丑熬了一会，说：‘大伯伯，你
这支铅笔好看得很。你让我写个字。’
鸿渐知道铅笔到他手里准处死刑断
头，不肯给他。”

钱钟书还具有非常现代的知识产
权观念，注意到侵犯著作权的普遍和
著作权保护的薄弱，针对小说中曹元
朗的观点：“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愈
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
无数诗来烘云托月。方先生，你该念
念爱利恶德的诗，你就知道现代西洋
诗人的东西，也是句句有来历的，可是
我们并不说他们抄袭。”钱钟书写出了
方鸿渐的心中所想：“怪不得阁下的大
作也是那样斑驳陆离。你们内行人并
不以为奇怪，可是我们外行人要报告
捕房捉贼起赃了。”

钱钟书对于国际法也是了解的，
他写道：“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
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
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
来唯一的胜利。”

钱钟书写侯营长时，就将“军法”写
入他的语言；写赵辛楣拿孙柔嘉打趣方
鸿渐时，就几次写到“保护人”，如：“鸿
渐，我和你是好朋友，我虽然不是孙小
姐法律上的保护人，总算受了她父亲的
委托。”小说里还经常出现“证据”一词。

《围城》中不难见到的法律术语往
往 被 钱 钟 书 写 得 妙 趣 横 生 ，引 人 深
思。这说明钱钟书不仅有着渊博的法
律知识，还有着一定的法律思维，所以
在使用法律术语时能够恰到好处，从
法律角度考虑问题时毫不刻意。

（摘自《光明日报》文/甘正气）

钱钟书的法学功底

在河北省邯郸市马头镇中大街 146
号，坐落着一座雕花拱券、古香古色的民
国商贸楼建筑，它曾是邯郸起义指挥部
旧址。1945 年 10 月 30 日，国民党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 8 军军长高树勋在
这里通电全国宣布退出内战，站到人民
方面来。高树勋在邯郸（平汉）战役的关
键时刻率部起义，为我军迅速夺取作战
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掩护我
军各部队向东北地区开进起到了重要作
用，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大部
队起义的先例，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政
治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国民党军调集
兵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
华北各解放区推进，企图迅速打通并控
制平汉线，配合其运输部队进入平津，进
而占领东北。在充分分析形势后，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
御”方针，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阻
击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掩护部队北进，同
时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线北犯之敌的
后续部队。

晋冀鲁豫解放区处于晋绥、华东、晋
察冀、中原解放区四面呼应之地，是华北

的大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晋冀鲁豫
军区只要卡住津浦、平汉、同蒲三线，就能
置东北之敌于孤立。因此，中共中央决定
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在此打好平汉战
役，阻击国民党军，确保我军“向北发展”。

1945 年 10 月中旬，国民党第 11 战区
孙连仲部，以 3 个军共计 4 万余人组成第
一梯队，在第 40 军军长马法五和新 8 军
军长高树勋的带领下分左右两路，并以
第 32 军为第二梯队尾随右路，从新乡沿
平汉线强渡漳河，企图抢夺邯郸，最终与
胡宗南部会合。在我军武器装备和兵力
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指挥员审时度势，集
中优势兵力，采取了战役合围、分割围歼
的战法，先在漳河南以弱示敌，诱使敌冒
进，使敌不知不觉进入预设战场并且陷
入孤立无援、补给困难、内部动摇的境
地，进而迅速实施战役合围，形成了堵
头、截尾、两翼夹击之势，最终取得歼敌 2
个军部 3万余人的骄人战绩。

纵观整场战役，战略上的运筹帷幄
和战役战术运用得当是致胜关键因素，

“军政并举”也是一个重要法宝。这个
“政”便是对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
时 发 动 政 治 攻 势 ，成 功 争 取 高 树 勋 起

义。新 8 军退出战场使国民党军兵力锐
减，部署呈现严重缺口，军心动摇。我军
则乘势由阻击转为追击，主力先在突围
之敌必经道路东西两侧设伏，待敌突围
时，设伏部队立即发起进攻，将逃敌一举
消灭。

高树勋虽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但
胸怀一颗明理爱国之心，主张和平，反对
内战，并对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
内部排斥异己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反感。
对此，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
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
的政治攻势。

1945 年 10 月 24 日，高树勋率新 8 军
进占马头镇，同时也将新 8军指挥部设在
一座商贸楼里。随着战局的变化，高树勋
越来越感觉到起义的重要性。就在总攻
发起的同一天，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
冒险穿过火线抵达马头镇与高树勋面谈，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明利害。此时，敌
第 40 军第 106 师大部已被歼灭，第 30 军
陷入孤立，新 8 军与第 40、30 军的联系中
断，且高树勋部已断粮，继续北上打到邯
郸或退回新乡已无可能。在多方面压力
下，高树勋最终带领新 8军及河北民军等

部共 1.2万余人宣布“火线起义”。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

德总司令发来热诚的贺电：“树勋将军吾
兄勋鉴：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
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
电驰贺，即颂戎绥”，并提议将新 8 军改
编为民主建国军，任命高树勋为司令。
高树勋起义虽是个体事件，但毛泽东敏
锐意识到这一事件对瓦解国民党军战斗
意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高树勋起义 2
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
作的方针》中，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

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争取更多国民党官
兵起义树立了榜样。这一运动无疑对国
民党军队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之
后的解放战争中，共有近 170 万人国民
党军队起义或投诚。

1983 年 10 月 30 日，河北省隆重纪念
邯郸起义 38 周年，邓小平亲笔题写“邯
郸起义纪念碑”几个大字。如今，这座当
年起义的指挥部旧址是河北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虽饱经沧桑，却承载着那段不
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摘自《中国国防报》文/郑大壮）

——探寻邯郸起义指挥部旧址

燕赵大地举义旗

陈 垣（1880—1971 年），
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史
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
大学校长。他在宗教史、元
史、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学
等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推 动 了 20 世 纪 中 国 史 学 发
展，与王国维齐名，又与陈寅
恪并称为“史学二陈”，被毛
泽东称为“国宝”。陈垣在长
期治学过程中形成的优良学
风和一系列治学方法，为后
来学人提供了示范。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马头镇的邯郸起义指挥部旧址。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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