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21年6月25日 星期五

红色宝藏红色宝藏

国家文物局特别支持

一物胜千言，睹物思历史。
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

光荣历史，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
统，展示着革命斗争的感人事迹，传承着
催人奋进的红色基因。

在四川邛崃，泛黄的苏维埃布币把人们
带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它凝聚
着红军的坚韧、无私和无畏，更见证着人民
军队与群众的鱼水一家亲和血肉紧相连。

在贵州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三扇多处
修补的普通门板诉说着一段不普通的红色

历史。它们是军民鱼水情的最佳诠释，更
是革命老区群众爱党拥军传承红色基因的
体现。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一
对长征中使用过的洗眼杯和量杯，讲述着

“红色华佗”傅连暲在炮火连天中救死扶
伤的感人故事，医疗器具是他的强大武
器，傅连暲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
疗卫生事业奉献一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 3 月对革命文物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指出，革命文物承载

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
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
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
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革命文物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见证者，所
蕴含的红色精神是激发红色情怀的营养
剂。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
革命文物让我们的精神受到洗礼。100 年
风雨兼程，100 年砥砺前行，从一叶小舟

到中国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破
浪前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宁死不屈
的革命精神，无畏拼搏的奋斗精神，厚植
出中华民族的红色情怀。

红色情怀蕴含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密
码，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变，唯有不忘初
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烈，方可赢得民
心、赢得时代。我们不仅要瞻仰革命文物，
接受红色洗礼，更要让革命文物“活”在心
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前
进的不竭动力，继续砥砺前行、扬帆远航。

革命文物厚植红色情怀
赵 珊

人们常见的货币有纸币、金属币，
但您听说过用布做的钱币吗？而且是
红军用过的布币。2016年10月22日，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我有传家宝》节
目中，来自四川邛崃的刘兴福，带来了
6张印有“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字样
的苏维埃布币。今天，在邛崃市长征
纪念馆中，这种已泛黄的布币，共收藏
有40多张。这些布币背后，有着怎样
的动人故事呢？

布币背后的鱼水情深

这 6 张布币，票面纵 15 厘米，横 8
厘米，直式，黑色油墨石印。布币上端
横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1
字，其下呈弧形排列“川陕省苏维埃政
府”8字，再下为“工农银行”4字，中间
有一颗单线连成的大五角星，星中一
拳头。拳心向下，星外有交叉的镰刀、
斧头。刀尖、斧口向上，围绕五角星。
在布币五角星下面，从右至左横书“叁
串”2字，表示布币面值。“叁串”是按照
当时四川流通的中间有孔的铜板为计
量单位，“壹串”约 10 个铜钱，“叁串”
等值于30个铜钱。

这些布币的最初收藏者，是刘兴
福已过世多年的父亲刘代春。20世纪
30 年代初，刘代春在邛崃街上卖猪
肉。1935年秋至1936年春，红军驻扎
邛崃时，司务长每到场期，总要去刘代
春的肉摊买猪肉，使用的就是这样的
布币。刘代春感念于红军解放穷苦百
姓，本想将猪肉赠与红军；但红军军纪
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要按市
价支付。几番僵持之下，刘代春收下
了这些布币。红军前后使用布币 45
张，面额总计数千元，共购买刘代春约
300斤猪肉。

红军离开邛崃时，特意告诉刘代
春：等到新中国成立了，可将布币拿
到当地政府换取流通货币。此后，刘
代春把布币小心翼翼地包好，夹在

《

三字经》里，藏到自家房梁下。革命
战争年代，无论多苦多难，他始终精
心收藏着这些布币；新中国成立后，
他也从未舍得拿去换钱。

直到1981年，已是80多岁高龄的
刘代春，才把这些虽然泛黄、却丝毫未
损的布币，全部捐献给邛崃市文物馆，
以教育更多的后代铭记红军精神。邛
崃市人民政府依照当年红军的承诺，
给他兑换了 300元钱。这在当年是不
小的金额。

川陕苏区辉煌的见证

经考证，这些诞生于硝烟弥漫的
革命战争年代的布币，出自红四方面
军在四川通江的造币厂。

1932 年 12 月，从鄂豫皖转移至
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创建了川陕

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全盛时期，总面
积达约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00多
万，有县级苏维埃政权 20 多个，是中
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
重要红色政权。1933 年 11 月 18 日，
为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破敌人的经
济封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又称“川
陕省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
厂长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
后勤部）部长、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
行长的郑义斋兼任。

1933 年 6 月，红军从陕南购回大
批纸张、颜料、油墨、布匹等物资，开始
印刷纸币和布币。其中，布币常用粗、
细白布，阴丹士林布，毛蓝布和草灰色
布等布料印制，票面有壹串、贰串、叁
串、拾串和壹圆 5 种。纸币常用道林
纸印制，票面有一串、两串、三串 3
种。布币主要在根据地内部流通，纸
币则多用于外部流通。

1934 年春，因反“六路围攻”
收紧阵地，为了躲避敌机轰炸，红四
方面军造币厂迁移至通江县得汉城，
继续印制纸、布币。据统计，造币厂
在川陕苏区时期，共印制布币 140万
元，纸币 60 万元。随着根据地不断
扩大，造币机器愈加先进，技术趋向
成熟，布币在造币厂迁移至得汉城后
就停止了制造，纸币在制造和流通中
日趋占据主要地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
中，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是最具规模
的，它对于根据地统一币制、活跃金
融、稳定物价、促进贸易、发展工农
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乃至巩固红色
政权，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货
币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邛崃，除布币外，红军遗物还
有很多。它们共同凝聚着红军的坚
韧、无私和无畏，更见证着人民军队
与群众的鱼水一家亲和血肉紧相连！
（作者系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我们党光辉历
史的见证；每一个革命故事，都诠释着一
种精神、凝聚着一种力量。让我们走近革
命文物，回顾四渡赤水那段烽火岁月……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
三扇年代久远的木质门板，一对为正门门

板，一扇为厨房门板，正门的两扇门板呈
深褐色，有多处修补，且长短不一。

这三扇看似普通的门板，确是国家一
级文物，也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镇馆之
宝”，这三扇门板究竟有何特别之处？故事
要从 86 年前说起。

1935 年 1 月 24 日 ， 中 央 红 军 击 溃 黔
军，进占贵州省土城镇。老乡们听信了地
方反动武装的谣言，大多吓得躲进了山里。

第二天，镇上响起锣声与喊声：“老乡
们，快到盐仓分盐啰！”船工郑明福心想，
分盐？哪有这等好事！他半信半疑地来到

土 城 盐 号 ， 看 见 红 军 用 盐 梭 标 戳 开 盐 包
篓，再把一坨坨的盐巴敲碎递给乡亲。郑
明福亲眼看到马帮的汤连成、抬滑竿的姜
春山都领到了盐。

他怯生生地上前问道：“我，我可以领吗？”
“当然可以，这是你的”，说着，红军

将 碗 口 般 大 小 的 一 坨 盐 ， 递 到 郑 明 福 手
上。郑明福双手捧着盐，激动得讲不出话
来，心里却默默记下了红军这份恩情。

红军在土城纪律严明，开仓分盐、分
粮给“干人”（贵州方言，穷人的意思） 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外出躲藏的百姓又纷
纷回到镇上。

不料，国民党军紧追而来，与红军在土
城青杠坡展开激战。军情万分危急，朱德总
司令亲上火线指挥，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
议，作出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的决定。

如 何 在 赤 水 河 上 快 速 架 设 起 三 座 浮
桥，成为中央红军是否能顺利摆脱危机的
关键。周恩来亲自考察架桥点，红军四处
寻找架桥材料。土城百姓闻讯后，纷纷卸
下了自家的门板，找来木料，扛到河边，
帮助红军搭建浮桥。

但是，赤水河水流湍急，几次眼看要
成 功 了 ， 浮 桥 又 被 激 流 冲 散 。 郑 明 福 见
状，毫不犹豫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同红军
战士一起往返数次，才将连接的船只牢牢
固定。确保了中央红军 1 月 29 日凌晨顺利
渡过赤水河，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从这
里拉开序幕。

为防止敌军追击，红军决定迅速将浮
桥炸毁。“上门板”本是红军三大纪律八
项 注 意 早 期 版 本 的 规 定 ， 但 由 于 战 事 紧
急，红军来不及归还老乡的门板和木材，
便 给 了 远 超 过 市 价 的 银 元 和 物 品 作 为 补
偿。船工郑明福得到了两块银元、一领蓑
衣、一个斗笠和一根扁担。红军走后，郑
明福和老乡们把被炸毁的门板打捞起来，
因受损严重，早已分不清门板是谁家的，

便各自抬回家中，修修补补继续使用。其
中，郑明福家这三扇长短不一的门板，他
不知修了多少次，也舍不得换，而且一用
就是 71 年。

四渡赤水纪念馆建馆时，郑明福的后
代郑月成把这三扇门板捐给纪念馆。像郑
明福家这样的门板，土城人民亲切地称为

“红军门板”。
红军门板，鱼水情深。这三扇门板，

不仅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历史见证，也
是军民鱼水情的最佳诠释，更是革命老区
群众爱党拥军传承红色基因的体现。透过
革命文物“红军门板”，让人们深刻感受到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以及与人
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情谊。

（作者系四渡赤水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
题图：四渡赤水战役画作

红军门板 鱼水情深
曹行燕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
厅一隅，静静地摆放着一对长征中
使用过的洗眼杯和量杯。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
实行军衔制，175 位将领被授予中
将军衔。其中有一位开国中将极为
特别，他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
徒，虽从未杀敌，却为新中国立下
汗马功劳，他叫傅连暲。

这对洗眼杯和量杯，正是傅连
暲在红军官兵危难之时救死扶伤的
历史见证。

1894年，傅连暲出生于福建长
汀一个基督徒家庭。他深受基督教
影响，希望上帝能够救世救人。
1915年，傅连暲被聘为汀州福音医
院医生，1925年被推举为院长。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有两
位共产党员找到傅连暲，请他收治
300 多名负伤起义官兵。傅连暲虽
不了解革命，却一口答应，立刻筹
款成立“合组医院”，夜以继日抢
救伤员。就是在这里，他为身负重
伤的陈赓保住了腿，悉心照料高烧
不退的徐特立，同时也感受到共产
党员的乐观与坚守。徐特立病势渐
缓后与傅连暲交谈起来，傅连暲从

徐老这里知道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
动，他不禁感叹：“可惜我已过了
而立之年，不然也要革命一番。”
徐特立告诉他，“干革命哪有岁数
之分？我51岁才加入共产党。现在
正是做事业的时候啊！”傅连暲深
受触动和启发。回忆起这段往事，
他说：“我在大革命以前，曾经觉
得人生很苦恼……我把这些为革命
流血的伤员医好了，也把自己的苦
恼医好了。”这个曾相信上帝救
人、治病救国的医生豁然开朗，心
中燃起革命的火苗。

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
至瑞金，傅连暲毫不犹豫地将福
音医院搬到了瑞金。他雇了 150 个
挑夫，挑了半个月，把整个福音
医院从汀州一直挑到瑞金叶坪杨
岗。傅连暲放弃了每月 400 元大洋
的 收 入 ， 把 医 院 和 药 品 全 部 捐
出，并正式加入了红军，傅连暲

被任命为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中
央红军医务学校校长。1934 年 4
月，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成立，
傅连暲又被任命为院长。1934 年
10 月，在他的坚决要求下，被批
准带病参加长征。根据时间和任
务的要求，傅连暲整理出必备的
药品和器具，洗眼杯和量杯就是
其随身携带和使用的器具之一。

在漫漫长征路上，瘦弱的傅连
暲历尽艰险，却始终坚守自己的职
责。每当大家扎营休息，他却忙着
利用这些仅有的极为简陋的设备和

工具，为负伤的战友手术、包扎，
教大家防病方法。过草地时，他还
举办了一个医疗培训班，白天行
军，晚上上课。红军一路上条件恶
劣，饱受疾病威胁，正是由于傅连
暲的及时救治和精心保障，许多人
的生命得以挽救，毛泽东亲切地称
他“红色华佗”。

周恩来曾在一次偷袭中救下手
足无措的傅连暲，告诉傅连暲：谁
也不是生来就会打仗，现在是“秀
才当了兵，学会打冲锋”，可傅连
暲最后还是没学会打冲锋。他曾
说：“我以终身从事于革命医务工
作为极大快慰，我热爱医务技术这
个武器。”虽然他不会用枪，却始
终紧紧握住行医救人这个强大武
器，为新中国打下一片天，成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
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

今天，当我们再看到这些医疗
器具时，深感普通的它们有着不普
通的内涵。傅连暲为我军的医疗事
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样，
随他走过艰难历程的医疗器具也同
样是革命胜利的功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

“红色华佗”的洗眼杯和量杯
于 非

苏维埃布币见证历史
倪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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