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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回忆家乡县功解放的情景
强克享

虢镇、宝鸡、县功、新街，于 1949

年 7 月 14 日同一天解放。

家乡解放之日，我不在家，未能看

到解放大军进县功气壮山河的阵容。

当时，我在陇县师范上学，正参加期中

考试。学校为使学生安全考试，封锁了

外界时事消息，大门上锁，不准学生外

出。西安 5 月 20 日解放，扶眉战役的

胜利，宝鸡、县功、新街的解放，我们全

然不知。青海马步芳儿子马继援的第

8 骑兵旅和第 14 骑兵旅在七月中旬

已从平凉等地开到陇县。从陇县城西

到北河滩安营扎寨，帆布帐篷和人马

黑压压一片，把陇县县城已经包围了

六七天，和陇中大操场只有一墙之隔

（城墙），我们全未看见。因为老师中有

七八位共产党员和团员，天天给学生

讲话壮胆，所以学生也不害怕，学校照

常上课，秩序井然。

7 月 20 日学校放了假，我们县功

同学一行 20 余人结伴，出了陇县南

门，过千河沿撒边庄养马河，经八渡镇

步行回家。我们在八渡街吃午饭时，尚

未见到解放军。过了八渡河，上了驴屎

坡梁，碰上解放军大部队从山梁上向

西挺进。解放军一见我们都是穿中山

装、每人背着白布包袱的学生娃，便和

蔼地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距

离陇县多远？马家军的骑兵和自卫团

都在哪里住？各有多少人马？我们就

自己所知道的情形如实告诉。解放军

问话以后对我们说 ：你们的家乡解放

了，快回去吧！

一路上我们向东走，解放军向西

走，至新街 40 里，沿途和解放军头碰

头、肩擦肩而过。下午 6 时半到了新

街，我们当夜住在同学王志立、王克

忠家里。新街街道也住满了解放军。

第二天早饭后，县功、桃园一带的同

学从新街回家。我们司川同学翻棉田

沟和鹞子梁两座大山，到了谢家崖。

从谢家崖到七家村吴家庄住满了解

放军。我家大门外大槐树下和大门过

道，解放军战士就地打铺睡觉休息。

我回家当天中午，解放军吃的是白

洋面面条，首长还叫我父亲、我大哥

和我同席就餐，这是我第一次吃洋面

（小麦机制面粉）。

我回到家时，已是家乡解放第七

天。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

义的一天。从这时起，家乡换了模样。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这么有纪律的

部队，从八渡驴屎坡梁与解放军相遇，

到家乡吴家庄 80 里路上村子里尽是

解放军。我也说不准，沿途 80 里的村

庄里住的和路上走的到底有多少人，

我第一次见到人山人海。

我回家第三天，是 7 月 22 日。这

时，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已撤离宝

鸡，上了秦岭驻防太白和凤县。我军一

野部队从西兰公路经乾县、长武、平

凉向兰州挺进，一野第二兵团沿陇海

铁路西进，直指兰州，与西兰公路西

征的部队会师兰州。一野第一兵团从

宝鸡出发，经过金陵川、县功、新街、

八渡，沿山绕过陇县县城川道，向陇县

固关镇挺进，于 7 月 28 日拂晓和马继

援 14 骑兵旅在陇县固关接火。由于我

军士气高涨、指挥有方，胜利结束了

战争。号称“铁军”的马家军第 14 旅

3000 人，除少数投降和逃跑者外，被

我军全部消灭，为解放大西北甘、宁、

青、新四省，打开了陇县固关关山第一

道关隘上的大门。固关战斗胜利结束

后，我军直指兰州城下。

陇县固关关山战役打响之时，地

方县区政府即时成立，中心政治任务

是做好解放汉中、解放大西南和兰州

的后勤支援工作。

那时候，公路少，汽车少，给部队

供应运输粮食草料物资主要依靠牲畜

驮运。家乡凡有骡马的农户，都积极

承担运输任务。我赶上我家骡子跟随

本村交送草料的人去宝鸡供应站交麦

草。宝平路上有一百多匹骡马，拉了一

里多长，白花花一片。我们走到温家

寨，国民党飞机六七架从头上低飞而

过，旋转了几圈。飞机像鹞子翻身一

样，在天空银光闪闪，飞机上的机关枪

“嗒嗒嗒”扫射。我们下了驮子，人和牲

口钻进高粱地里。躲避半个多小时，飞

机再未来，我们又架上驮子，把草交到

渭河滩供应站。

我运草料回家的第四天，7 月 27

日，我二哥受乡政府指派，去陇县交接

支差，向兰州驮洋面。7 月 29 日，他

们经过陇县固关镇关山沟战场时，正

好是固关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战场尚

未清理完毕。他们走到天水时，兰州已

经解放。交差后，部队发了脚力费，二

哥在天水买了些麻鞋，平安而归。

以上情节，仅仅是我从 7 月 20 日

至 30 日十天时间里的所知所见之回

忆。家乡宝鸡、县功解放时打仗没有？

解放军是什么时候进司川的？这些我

是不了解的。

后来听本地老人们说，家乡县

功解放时没响一枪，未打仗。原因是

1949 年 5 月，西安、咸阳解放，大大

地挫伤了胡马的气焰。1949 年 7 月

的扶眉战役，胡宗南部队约 15 万人，

被我解放军消灭 4 万余人。“固关战

斗”的胜利，为解放大西北打开了西

进的大门，消灭了马继援一个旅 3000

余人。

兰州解放后，宁夏、青海、新疆三

省的解放，一路势如破竹。孤立作战

的马家军，经过“陕中战役”“扶眉战

役”“固关战斗”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真是处于兵败如山倒的地步。马鸿逵、

马步芳等人逃走了，少量的士兵一部

分接受收编，一部分解散自谋职业去

了。盘踞甘宁青新四省的马家军，至此

彻底瓦解。
（作者写于 2002 年 7 月 14 日）

古公亶父走马周原
成宗田

公元前 12 世纪末，后稷的后代

古公亶父，也就是周文王的爷爷，重新

修整先祖后稷、公刘留下的基业，积德

行义，礼让为先，国人都很拥戴他。于

是，部族上下一心、艰苦奋斗，使部族

又强盛起来。

居住在北方的戎狄部族眼红了，

想索要财物来攻打，古公亶父就送给他

们财物。过了不久，又来攻打，想得到土

地和老百姓。大家都很愤怒，纷纷起来

要抗击戎狄。古公亶父说：“老百姓拥

立君王，是为了替他们谋福利。现在戎

狄之所以要攻打我们，是为了得到我们

的土地和人民。只要人民生活得好，人

民属于他们和属于我们，又有什么差别

呢？人民要是为了我的缘故而和他们

作战，就等于害了他们。作为他们的君

王，我是不忍心这样做的。”于是古公亶

父带领自己的部族，离开豳地，翻越梁

山(今之乾县乾陵所在的梁山)，渡过漆

水( 位于今之乾县临平镇)，来到周原

( 今之扶风、岐山)，先住在美阳( 今之

扶风县法门镇，因在美水之北，故名美

阳)。然后去周围考察，最后在今之扶风

县法门镇北的庄白村和岐山县京当镇

之间的地方营造宫室，即今之周原遗址

处。此地位于岐山脚下，平原辽阔，土地

肥美，真不愧是一块宝地!《诗经·绵》

这首史诗性作品，就是歌颂古公亶父开

发周原的功业。诗中写道：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译成白话文就是 ：古公亶父清早

骑上马，离开豳地西行，渡过漆水，来

到岐山脚下。和妻子太姜一起去勘察

地形，选择定居之地。

诗中又写道 ：

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译成白话文就是 ：古公亶父发现

周原的土地十分肥美，把苦菜种下去，

也长得像麦芽糖一样甜。于是和部族

的人又研究又商量，还进行了占卜，都

认为此地居住很适宜，就在这里动工

兴建城郭、宫室。

他将民众分成村落居住下来，给

他们划定了地界，指导并鼓励他们开

荒种地。又设置了五种官吏，各司其

职，进行管理，使整个社会有条有理，

安静和谐。民众都作歌制乐，颂扬他的

功德。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听说他仁德

爱民，纷纷扶老携幼来归附他，人口越

来越多，部族也很快强大起来。

从此，他们因周原而称周人，后

又立国曰周，最后建立周朝。

后来古公亶父发现自己的孙子姬

昌十分聪明，但却不是长子长孙，为了部

族的长远利益，泰伯奔吴，姬昌的父亲季

历继承了古公的地位。周人不是用武力，

而是用仁义、仁爱、礼让完成了权力的交

接，为后来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周人的子孙尊他为“太

王”，他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陈仓荟萃

对萧何一诗的疑惑
刘希平

留收巴蜀兮，军实充裕。
汉王北伐兮，还我中原。
峡岸巍峨兮，壁高入天。

     栈阁连云兮，马鸣车喧。
   舟筏北上兮，粟谷万石。

 汉军精锐兮，取我中原。
——萧何《籴(dí) 粮行，

感叹明月峡》

 

近来，在读《蜀道古文

选》（杨凤祥选著，中国文

化出版社出版）时，得到

以上萧何诗，如获至

宝。（注 ：籴粮，即买

进粮食。）

我们自费制

作的九集纪录

片《陈仓道》

第四集《暗度陈仓》，主要讲述汉代

陈仓道上发生的故事，其中，萧何供

给军粮是最重要的内容。

汉初，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萧

何留守由关中、汉中和巴蜀组成的

汉大本营，安抚民众，供给军粮。他

以其卓越的才能，苦心经营，用“天

府之国”的储备，为在前线作战的刘

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军需物

资。在此期间，刘邦曾数次战败。萧

何为他补充了将士和军需物资，使

他起死回生。由此，刘邦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最终赢得了胜利。

刘邦后来对众人说，镇守国家、

安抚百姓、征集和运输粮饷，我不如

萧何，并封萧何为第一功臣。连续数

年，既要保证后方安居乐业，又要保

证前方粮食和兵源充足，是一项十

分艰巨的工作，萧何是如何完成这

项艰巨工作的呢？

以前，我们遍查资料并无结果。

后来，只能在第四集《暗度陈仓》中

总结道 ：“应该是萧何将这项工作

组织得井井有条，在进行的过程中

没有出现过值得记载的大事件，所

以，鲜有相关史料留存。”

萧何这首诗恰恰形象地再现

了当时萧何运粮的场景，可谓弥足

珍贵，故而我看到后如获至宝。此

诗读来有几分刘邦《大风歌》的韵

味，不过，我通过查询，发现此诗

仅出自《蜀道古文选》一书，暂无

二家。

《蜀道古文选》中有对这首诗

的注释，据颂萧何碑记 ：朝天人民

为纪念约公元前 206 年 8 月，萧何

率领汉军在巴蜀地方征籴得万石粮

食，利用船只、人和畜力从嘉陵江河

道、蜀道运至南郑（汉中）之功劳。遂

在明月峡栈道中段的一处临江崖壁

上，即朝天镇南 3 公里明月峡中段，

老虎嘴北侧临江绝壁，约为南宋淳

熙年间桥阁官刘君刻凿碑记，主要

内容有 ：“沛公为汉中王，王巴蜀汉

中……王留于南郑，收巴蜀租给助

军粮……”此诗为萧何运粮途中，有

感而发的诗作。

以上注释，语焉不详，令人困

惑。我查得四川广元明月峡景区内

有类似摩崖，名曰 ：《萧何留收歌》

节选。个人感觉，石壁上所刻的这首

诗可能属后人借萧何名所作，故不

被研究者引用。此想法妥否，欢迎有

此兴趣的朋友交流赐教。

1949 年 7 月 14 日宝鸡解放，第一野战军进入宝鸡市区。 宝鸡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部队（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