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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追星路

2005 年，我在阅读江西著名党史
专家凌步机编著的《邓小平在赣南》一
书中，意外地发现一条十分珍贵而又鲜
为人知的信息：邓小平在担任 《红星
报》主编时，曾经编写过一篇通讯，报
道闽西连城的“温坊战斗”。

据 《邓小平在赣南》 一书记载：
1934年9月初，在朱德、聂荣臻的指挥
下，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红九军团
和红二十四师密切配合，在闽西连城县
朋口镇的温坊（今文坊）组织了有名的

“温坊战斗”，成为红军长征前夕中央苏
区东线最后一次大战——松毛岭战役的
前奏，红军以极小的伤亡取得了战役的
重大胜利。战后，邓小平敏锐地抓住此
战例，迅速约请李聚奎、舒同、耿飚、
赖传珠等9位战地指挥员写稿，提供战
斗情况，邓小平根据他们的来稿，综合
整理成《温坊战斗的胜利》一文，发表
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
报》的“前线通讯”上。

追寻多年前尘封的一篇文章，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颇费周折。这篇文章
是在 《红星报》 什么时间、哪一期发
表？邓小平是如何具体地向当年苏区军
民报道“温坊战斗”的？查遍了省、
地、县档案馆均未果。后来，我了解
到，1982 年中央档案馆曾经出版过
《红星报》 影印合订本。2004 年 10
月，我第一次向中央档案馆发出了求援
信。意想不到，很快得到了回音，回信
中还附来了一份100字左右的“温坊战
斗”的相关报道复印件。显然，这不是
我需求的《温坊战斗的胜利》文章，但
我还是非常高兴和激动。我随即发出了
第二封信，同时说明了“温坊战斗”发
生的时间在 1934 年 9 月初。有一天，
我爱人接到了北京中央档案馆利用部的
电话，说找到了《温坊战斗的胜利》一
文，要我汇10元复印邮挂费。真是天
大的好消息！2005年2月的一天，我终
于收到了1934年9月10日出版的《红
星报》 第 64期第 2版上的 《温坊战斗
的胜利》复印件。

这篇文章里，邓小平用“编者”署
名的文章，全文2000余字，并附有一
幅作战地形图。邓小平用生动的笔触，
详细地报道了温坊战斗的战绩和全过程

以及经验教训。
遗憾的是，这份报纸由于当时的印刷

条件的限制和年代久远，以及油墨太浓和
使用繁体字等诸多原因，全文除标题、副
标题和1/3的文字外，其余文字都比较模
糊不清，无法了解文章全貌。2006 年
初，我给中央档案馆去信，特别说明了追
寻这份史料对了解福建和闽西革命老区党
史、军史、新闻报刊史的重要作用和意
义。4月中旬，我很快收到了中央档案馆
寄来的两份更清晰的《红星报》复印件。

2007年，《连城文史资料》第34辑以
《一份记录“温坊战斗”的珍贵史料》为
题，全文发表了追寻活动和研究文章。这
是我对 《红星报》 的第一次研究。这份
《红星报》上刊发的《温坊战斗的胜利》
图片资料，已在闽、赣两省的革命纪念馆
及各种书刊、新闻网络被广泛使用。

艰辛再收获

2010年，松毛岭战地遗址的保护与开
发工作开始进行，通过集报信息，又发现了
几篇《红星报》关于“朋口战斗”和“温坊
战斗”的史料。2011年起，我又踏上了追
寻之路，历时三年，几经周折仍然未果。

我研究红色文化的痴情以及对史料追
寻的执着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中国收藏家协
会书报刊委员会主任李润波先生。2013
年10月，几经周折与努力，终于从中央
档案馆复制获得几份高质量的《红星报》
复印件。

翻开尘封了 70 多年历史的 《红星
报》，发现当年《红星报》如此连续性、
密集式报道中央红军在福建连城的“朋口
战役”“温坊战斗”，在《红星报》的历史
上是很少见的，以至于《中共中央关于反
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
义会议决议）和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
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都特别提到了这两次
战役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
剿”最艰难时期，它对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鼓舞工农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坚
定胜利的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现代研
究《红星报》的历史和现代革命战争史具
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红星报》真实
记录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的伟大革命斗争
的历史见证，也是留给苏区人民一份十分
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作者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

追寻《红星报》
李贞刚

对一个红色文化研究和集报者而言，能收藏到一份心仪
的报纸，有时尽管付出很多，但苦尽甜来，是一件非常快乐
的事。本文作者通过1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追寻到全套
的《红星报》影印件。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
创刊于瑞金，它在中央苏区时期最大发行量曾达117万份，是
仅次于《红色中华报》的中央级大报之一。由于《红星报》
在中国革命史和新闻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
初期至今，一直是人民军队传媒研究的重点报刊之一。

“念念——奇缘斋珍藏陈佩秋书
画展”日前在北京华艺空间正式开幕，
这是此次展览继上海站、广州站巡展
后的第三站。

此次展览通过对陈佩秋先生弟
子、晚辈友人珍藏的近40件作品进行
故事梳理串连成主要线索，将这位在
艺术上执拗坚持、生活上率真精致、情
谊中细腻温暖的大师形象呈现于公众
面前。

1960年，陈佩秋成为上海中国画
院首批年轻画师之一；2014年获第六
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她的
作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被评论界
称为：“得宋元法度真谛者，当今独佩
秋先生一人也。”陈佩秋于20世纪40
年代初考入西南联大，一直热爱绘画
的她参观了不少画展，眼界大开，于是
重新投考重庆国立艺专，也是在此结
识了人生伴侣谢稚柳。

谢稚柳、陈佩秋之子谢定伟讲述：
“她学画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在重
庆国立艺专时，一开始学习临摹老师
的画作，也曾经学过明清，后来接触宋
画，对宋画产生兴趣，这么多年来她一
直对宋元绘画情有独钟。她毕业到了上
海之后，接触到大量古画，对宋元越来
越喜爱，开始从临摹，再到写生，逐渐建
立起自己的基础，又根据自己的喜爱慢
慢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吸取
了一些西方绘画的色彩理念，创造了她
自己的新面貌新风格。所以她的画可以
说是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有传承、有创
新、有自己的特色。”

此次展览涵盖了陈佩秋 20世纪
50-70年代之后直至晚年的花鸟、山
水等题材逸品。20世纪50年代时，陈
佩秋专攻花鸟，取法两宋，用工笔双
勾，赋以重彩，作品既有宋人的遒劲鲜
艳，又有纯净雅洁的格调。谢定伟说：

“《鸳鸯杏花》这幅画 1958 年出版过年
画，与她平时创作略有不同，结构比较平
实工整、色彩鲜艳，尺幅也较大，应该是
专门为年画出版创作的。鸳鸯、鸟、树、杏
花等，基本上都是宋人院体画的风格。”

陈佩秋晚年将法国印象派的色彩应
用于中国传统绘画上，她晚年的青绿山
水大多以墨、彩写成，开创了墨彩结合的
中国画新风。谢定伟解释道：“她采用的
方式是加一层墨一层颜色，再一层墨一
层颜色，叠加很多次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又不是纯墨色，又不是纯色彩，但是墨与
色的浓厚度非常深，给出的效果就是墨
彩交融的感觉。”

奇缘斋珍藏展
呈现陈佩秋书画非凡魅力

付裕

本报讯（记者 付裕）“百花齐放
——北京画院创作与典藏精品展”日
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1957年5月14日，以齐白石为名誉院
长、叶恭绰为院长，汇聚陈半丁、于非
闇、徐燕孙、胡佩衡、王雪涛等名家的
北京中国画院（北京画院前身）正式
成立。从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
画家集体创作的大型长卷《首都之
春》，到展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精彩
瞬间的艺术佳作，每逢国家重大节
日、庆典、会议，常会有北京画院这个
集体的身影。

多年来，北京画院一直坚守初心，
强调创作与创新相结合，强调研究与

收藏相结合，强调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建
院之初，北京画院聚集齐白石、叶恭绰、
陈半丁、于非闇等画坛耆老；此后陆续引
进周思聪、王明明、李小可等中坚力量；
直到今天，北京画院先后汇聚了北京地
区乃至全国优秀的艺术家180余位，可
谓妙墨无数、传灯井然。此次展览从北京
画院积累的宋、元、明、清各时期的艺术
珍藏中甄选出国画、油画、书法、篆刻等
百余件精品展出，通过“芙蓉国里尽朝
晖”“无限枝头好颜色”“春来喜气绕华
堂”“几点朱砂花更红”4个篇章展现了
北京画院在研究、收藏、创作、交流等领
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将优秀绘画与近
年来的研究成果一并呈现给观众。

北京画院创作与典藏精品展
亮相国博

从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红星报》“温坊战斗的胜利”

在河南省开封市解放路北道门
段路西的绿化带里，矗立着一座文
物保护单位石碑，上面刻着“杨靖
宇将军读书处”几个苍劲有力的大
字。石碑上所指的“杨靖宇将军读
书处”就位于原开封市第二中学院
内。院里，有一幢民国初期的建
筑，这便是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当
年求学的校舍。

该建筑底部端正、厚实、坚
固，属东方风格；正门有厅，厅前
有柱，柱皆乳白，属西方风格。该
建筑上部，青瓦、大屋顶、飞檐，

属东方风格；前坡屋面有两个烟囱，属
西方风格。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和后面
的两个角楼掩映在大树之中，整座建筑
呈“U”形平面布局，由主楼和东西配
楼组成，主楼为歇山式屋面，配楼为庑
殿式屋面，均是砖混结构。从外观来
看，该建筑虽然显得破旧，但仍无法掩
饰其建筑的精美，灰瓦屋面、西式木门
窗、清水砖墙、窗周饰有线角，无不透
露着优雅、古朴的建筑风格。

这幢建筑便是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当年求学的校舍。院子深处的花园
里还有一座亭子。这座亭子是为了纪
念杨靖宇将军而修建的。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是抗日战争
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
一。1905年，杨靖宇出生于河南省确
山县李湾村。1923年 8月，杨靖宇以
优异成绩从家乡确山县考入河南省立
第一工业学校。他的入学考试命题作
文为《劳工神圣论》，全文立论得当、
论理充分，深受学校老师赞赏。

在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求学三
年，对杨靖宇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
的影响。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知
识，而且思想发生了飞跃。

开封在当时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1923 年以后，李大钊、

王若飞、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先后来到
开封，以中州大学为中心，宣传马列
主义。虽然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是
一所工科学校，但因距中州大学很
近，师生们的思想相当活跃，各种进
步书刊在秘密传播，各种进步思潮在
暗暗涌动，各种进步组织在悄悄发
展。杨靖宇入校不久，即和教师杨清
庵 （共产党员） 等接触，阅读《新青
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接受马克思
主义。杨靖宇还结识了已是共产党员
的贺光吾等一批进步教师，在他们的
指导下，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
理，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
义者的转变。

杨靖宇入学不久，正值直系军阀
曹锟贿选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
发。中原大地又一次沦为军阀争权夺
利的战场，中原人民又一次遭受兵匪蹂
躏。面对此情此景，杨靖宇怒不可遏，
挥笔撰文《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文中记述了一位老人在军阀混战中家乡

惨遭蹂躏、沦为乞丐的不幸遭遇，引发
出忧国忧民的无限感慨。

在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的学习
生活，是杨靖宇走上革命道路的开
始。1926年秋，杨靖宇在学校加入共
产主义青年团。这年，杨靖宇被开封
的党团组织派往家乡从事革命发动工
作，由此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杨靖宇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激
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上革命
道路。200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杨
靖宇被评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
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92 年 4月 1 日，开封市人民政
府公布杨靖宇当年就读的河南省立第
一工业学校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用
中英文字铸刻的“杨靖宇将军读书
处”标志碑，就矗立在青年杨靖宇经
常读书的土台旁边。2008年 6月，该
校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单位：河南省开封市委统
战部）

杨靖宇将军开封读书处
李军涛

陈佩秋《鸳鸯杏花》
设色绢本 镜框
115×75cm
1958年作

内蒙古博物院藏东汉月牙形金
饰牌呈半月形，上面用小金珠勾勒
出变形鸟纹的线条，周边饰一圈小
金环；下部挂有 23 个瓜棱形金坠
饰，每件坠饰由四片半圆形金片组
成，弧边朝外，成瓜棱形。

此月牙形金饰牌制作相当精
美,从纹饰、工艺、器形上看,与阿
富汗西伯尔罕黄金冢出土的金器
较为相似，代表了草原文化的工
艺特征。

东汉月牙形金饰牌

东汉月牙形金饰牌
通高21.8厘米，高13.6厘米
内蒙古博物院藏

齐白石作品

杨靖宇将军雕像杨靖宇将军雕像 杨靖宇将军读书处杨靖宇将军读书处

杨靖宇将军读书处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