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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2）

□ 王烁辉

旧居那九间老屋
□ 刘士裕

北河，古称漩河，又名

通津河，发源于滦县大霍

庄子村（今属滦州市古马

镇），域 内 全 长 27 公 里 。

元代大将那颜倴盏统兵攻

打南宋时，利用北河漕运，

囤积粮草于此。上游为季

节性河流；进入倴城（今属

滦 南 县）后 ，河 面 变 宽 加

深，最宽处 200 余米、最深

处近 10 米。常年蓄水区

域长 8.5 公里，平均水深 2

米 ，蓄水总量近 200 万立

方米，是北方难得的天然

水体资源。

北河之水历经千年而

不枯，是我国北方地区县

城中少有的自然水体。昔

日的北河已随历史的尘埃

而去，但北河的风采依旧。

2010 年 ，滦 南 县 委 、

县政府“还河于民”，兴建

北河公园。

2011 年，北河水城成

功入选“唐山八景”。

2012 年 5 月 1 日 ，北

河公园正式开园，结束了

滦南没有大型综合公园的

历史，滦南旅游观光正式

启动。

北河公园设计融入历

史文化、地方名人等元素，

“以史为脉、以水为魂”，依

水而建、借水设景，规划建

设了六大景区。园内碧波

荡漾、绿柳成荫，树木花草

高低错落，亭台雕塑点缀

其间，野鸭水鸟畅游河面，

彩鱼锦鲤争相嬉水，形成

了“水在景中、景随水走”

的景观效果。

园内的三亭苑以“冀

东文艺三枝花”为主题，分

别为赏心亭、悦目亭、欣闻

亭，对应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皮影、评剧、乐亭

大鼓三种艺术形式。景区

内有两个广场，成兆才纪

念广场立有评剧创始人成

兆 才 先 生 的 胸 像 ；“ 三 枝

花”广场矗立“冀东文艺三

枝花”主题雕塑，依滦南县

县花——荷花和“冀东文

艺三枝花”创意设计。雕

塑圆形底座高 71.6 厘米，代表滦南 71.6 公里的海

岸线。主体雕塑采用钢结构制成，高 16.8 米，由

红、白、蓝三色花瓣围成荷花形状，下衬荷叶图

案——红、白、蓝三色分别是荷花、白玉兰、马兰

花的颜色，三种花分别代表评剧、乐亭大鼓、皮影

三种艺术形式。

渤海女儿雕塑亦称美人鱼雕塑，高 5.5米，选用

花岗岩石材雕刻而成。雕塑内容为人面鱼身少女，

象征着勤劳善良的滦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娥苑为纪念民国奇女子、替姐申冤告状的

杨三姐而建，主题是弘扬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

谐。苑中央设置杨三姐塑像，让人们不忘杨三姐

追求正义、勇于抗争的精神；左侧为“三道门”雕

塑，右侧是 3 个巨型大碗雕塑，最西侧乃“海之韵”

雕塑。

“三道门”雕塑由高 12 米至 16 米不等的三道

抽象大门组成，采用钢结构着白色氟碳漆，象征杨

三姐不畏权势，勇闯三关为姐申冤。

“三个大碗”雕塑分别高 2.3 米，碗口直径 7.16

米，采用不锈钢材质，表面着白色氟碳漆，寓意“三

碗水”端平——公开、公平、公正，也代表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海之韵”雕塑高 16.8 米，不锈钢材质，主体

为蓝色浪花之上 17 只海鸥展翅奋飞，寓意由 17

个镇（街道）组成的新滦南弄潮渤海，全民共建

和谐家园。

惠民广场位于北河北岸，与三亭苑隔河相望，

是展示滦南历史文化与发展成果的综合市政广

场。广场中心两侧设置 16 座花岗岩图腾柱，分别

为：夷齐让国、曹妃传奇、马城置县、倴城始建、戏

圣兆才、三姐申冤、大师文然、影王绳武、京东名

镇、三米之乡、北方大港、薛村火种、抗日暴动、慧

英夺冠、华西北上、水城新颜，展示滦南不同时期

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广场东部地雕内容为三

大名镇（倴城、柏各庄、马城），冀东文艺三枝花（评

剧、皮影、乐亭大鼓），三米之乡（大米、海米、花生

米），四大增长极（城西工业区、马城循环经济区、

嘴东经济开发区、北河新区），主要展示滦南独特

的发展优势。

尚民广场位于北河北岸、北河大桥东侧，广场

上设有中国古代十大名儒的青铜塑像，塑像面向

惠民广场方向，寓意崇尚人民，广场因此得名。广

场南端连接夷齐岛。十大名儒分别为孔丘、孟轲、

荀况、董仲舒、郑玄、韩愈、张载、程颐、程颢、朱熹。

健民广场位于北河北岸东端，主要承担体育

公园的功能。广场中央矗立“女排夺冠”雕塑，主

旨纪念中国女排前队长、滦南籍人士曹慧英与队

友首夺世界冠军。“女排夺冠”雕塑主体为不锈

钢材质，采用原色镂空工艺，高 6 米，由 3 个不同

姿势的球员组合而成，表现团结拼搏、无私奉献、

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

悦民广场主要包括北河公园美术馆、滦南县

规划展馆。

北河公园美术馆为两层钢结构建筑，其外形

如一面大鼓，与“天下第一影人”雕塑和“花为媒”

雕塑共同代表滦南“冀东文艺三枝花”。

滦南县规划展馆如同一艘启航的大船，气势

宏伟，寓意滦南发展乘风破浪向远方。

1.《救国报》的创刊

（接上期）

冀东大暴动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和

冀东抗联队伍西撤。而日本侵略者在全

国抗战形势转入相持阶段后，回师华北，

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以军事“扫荡”为主要

内容的“治安肃正”。日军第二十七师团

从武汉前线返回，其主力第一联队和第

二联队一部进驻冀东东部地区，并立即

对冀东游击区进行连续的围攻“扫荡”。

当时冀东仅有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庄

有我党的组织在工作，其他广大地区尚

未开辟，敌人十分猖狂，沟壕堡垒星罗棋

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再加日伪频繁的

“扫荡”，对敌斗争环境格外残酷。在这

种情况下，救国报社不可能公开，必须隐

蔽活动。

卢 各 寨 的 尹 福 卿 以 较 进 步 的 方 式

经 营 果 园 和 其 他 副 业 ，当 时 ，因 环 境 残

酷 ，他 本 人 和 其 他 三 子 都 不 在 原 籍 ，只

有 长 子 尹 铭 枢 在 家 主 事 。 尹 铭 枢 在 当

地也有一些名望，日寇认为这样的人是

比较可靠的。但实际上，尹铭枢一直秘

密为我党工作。为此，报社办公地址就

选在他家。

崔林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期，就在

抗日联军新第五支队负责政治工作，他

不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较

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救国报》创

办初期，崔林不仅要负责出刊、协调等各

项工作，而且所有稿件的统筹处理、编辑

修改，还有社论、短评、时事述评的撰写，

也都由他一人完成。当时崔林不到 30

岁，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对党忠诚，工

作有魄力，平易近人又善于团结同志。他

识人用人能力极强，吸收发展的《救国报》

早期办报成员不论是人品还是业务能力

都值得称道：其中，尹铭钰是本村人，也是

尹铭枢的同族，他工作积极，对人热情，也

是以小学音乐、美术教员身份出现的一位

英俊青年；冯国玺本是尹家果园的正式养

蜂工人，他体格健壮，和蔼可亲，兼有农民

和工人纯朴厚道的气质；严德成家住卢各

寨后街，为人直爽又机敏，还非常善于交

流，工作上更是泼辣能干；刘海山是崔林

的警卫员兼交通员，他的工作多为秘密

联系与行动，不经常在卢各寨活动。

日伪当时以密集的据点和碉堡将长

城沿线地区形成一条封锁线，又发展特

务组织，以保甲连座，建立户口、门牌、

“良民证”等制度，对每一个小游击区单

独构成封锁圈。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

从根据地来协助《救国报》工作的丰原，

辗转许久才到了鲁家峪。

1940 年初冬一个阴霾寒冷的日子，

崔林和海山将丰原接到了卢各寨南山，

对外说她是尹铭枢的妻妹，从唐山来住

亲戚，探望姐姐。丰原的到来缓解了救

国报新闻采编人员不足的情况。

从此崔林一边手把手指导丰原如何

在敌后开展隐蔽工作，一边指导丰原编

写文章。在这种环境下，丰原快速成熟

起来。他们将新闻编写排版后，再交由

尹铭钰秘密地在家中刻写。

严德成家后院有两个分别存放白薯

和 萝 卜 的 地 窖 。 他 们 将 此 二 洞 深 部 挖

通，作为印报发行工作室。因洞口细窄，

不能放入桌子，就在洞的中间和周围留

了许多土台作为桌子和存放材料之用。

每当夜深人静，尹铭钰刻完蜡纸，除冯国

玺外，大家聚在严德成家中，一面紧张地

进行裁纸、印刷、数片、写封签等工作，一

面布置下期的任务，一起筹划着纸张、油

墨等物资供应。就这样，一次次从入夜

工作到破晓。报纸印出后，为了不暴露

目标，都是由严德成背到离卢各寨数十

里以外的村庄，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递

的 方 式 和 意 想 不 到 的 速 度 ，送 到 各 部

队、机关和读者手里。当时报纸只能按

照组织系统分发，每个基层组织只能得

到一份。这份报纸就是干部、群众、战士

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最重要的时事学

习教材。

在报纸最初出版的一段时间里，敌

人 对 卢 各 寨 一 带 还 不 大 注 意 。 有 时 来

“清乡”，也只是搜索一阵就走了，所以报

社的同志们能够以公开的职业和身份为

掩护，秘密地编辑出版报纸。

这一时期，冀东地区游击区、根据地

的 开 辟 工 作 也 在 顺 利 发 展 ，不 断 扩 大 。

逐渐，在丰玉遵、迁遵兴、丰玉宁等县的

很多村庄，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

已公开和半公开地活动了。但同时，也

引起了敌人的关注，因而对山区、对卢各

寨一带的骚扰便也越来越频繁。

《救国报》的出版活动，虽说是极端

隐蔽保密，但在本村、邻村和一些有关系

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些暴露，这就引起了

敌人对这一带的进一步注意。1941 年初

夏的一天，日伪军突然对卢各寨村和小

学校进行了一次严密搜查，搜出一些较

可疑的物资并带走了尹铭枢。幸而因他

是当地较有头面的士绅，破绽又不大，经

过多方面疏通，敌人终于把他放回来了。

此时，报社在卢各寨的地址已暴露，

同志们也就不可能再在敌人面前伪装周

旋 了 ，索 性 公 开 身 份 ，四 处 辗 转 游 击 办

报。这期间，他们经过几度转移，在敌寇

的频频“扫荡”下，仍出版了两期报纸。

《救国报》初建一年多的时间中，由

于环境残酷，与上级党组织联系较少，国

内外及地方新闻来源困难，物资供应极

端匮乏，又是伪装秘密工作，要完成党交

给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困难的。 在这一时

期，《救国报》共出版了几十期。这张八

开两页不定期的油印小报纸，却使党的

声音传遍了冀东广大的平原和山区，传

遍长城内外、滦河西东、甚至敌伪据点。

每个村庄的人一见到《救国报》都争相传

阅，它坚定了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鼓舞

了广大军民的斗争意志。在建立党的组

织、开辟地区工作和团结广大人民抗日

救国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

在办报方面，也摸索出了一些宝贵经验，

使报社初具雏形。

为保持隐蔽，《救国报》初创时期，几

位 工 作 人 员 多 是 分 头 行 动 。 1941 年 春

天，崔林找机会约大家到南山果园，以看

标本不期而遇为名聚会。当时果园里只

有工人在远处忙于整枝工作，没有外人，

救国报社的 5 个人（海山未到）先后来到

南山，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着身世、参加

革命的经过和目前的感受，充满对未来

对胜利的向往和憧憬。崔林给大家讲述

地方工作的开辟和发展、军队的胜利、群

众抗日的情绪高涨等。

南山果园的聚会，是报社同志在卢

各寨仅有的一次欢聚。

几十年后，丰原再次回忆起在卢各

寨 办 报 的 情 景 ，在 那 艰 苦 卓 绝 的 环 境

中 ，同 志 们 对 党 对 革 命 无 限 坚 贞 ，对 胜

利 对 未 来 翘 盼 向 往 ，大 家 信 心 坚 定、亲

密 团 结 ，忘 掉 个 人 的 一 切 ，克服各种困

难，积极努力工作、奋勇战斗……她依然

心潮澎湃，不禁为后来牺牲的战友们泪

湿衣襟。

（待续）

北京西城阜内大街姚家胡同 7

号，是一所独门独院的老宅子，不大

的红色铁门面西朝东。院子呈刀把

形，建于清末，据说是大太监李莲英

的产业，已有 100 多年历史。一进

大门，左侧有两棵合抱粗的老槐树，

右侧九间青砖青瓦房一溜排开，每

三间为一组，每组两明一暗，且每组

之间都有连山墙，整体性强，格局

好，还抗震。

这就是北派山水大师秦仲文先

生的旧居。从 1946 年到 1957 年，在

他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就住在靠

里边那三间。后来搬到大觉胡同，

每到周末，他还要来这里看望孩子

们，直到 1974 年病逝。

2006 年是秦仲文先生诞辰 110

周年，笔者想写些文字，便从遵化陆

占山兄那里，打听到先生长子秦亚

和的电话，此后三次往访。

按照秦仲文当时的收入，是无

力购置这处房产的。20 世纪 40 年

代，他虽执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

京华美专、国立北平艺专，身为讲

师、教授，但收入微薄，始终寄人篱

下。秦亚和告诉我，当时他开了个

无线电商行，挣了一些钱才买下这

所宅院，父亲很是高兴。

院子中间有一架葡萄，杂乱枝

杈根部，每年春天都要生出新芽。

同葡萄的枯藤败叶形成鲜明对照，

院子西边的一丛翠竹却长得郁郁葱

葱。秦亚和说，父亲喜爱竹子，爱画

竹 也 爱 栽 竹 ，且 走 一 处 栽 一 片 。

1946 年搬进新居，他从植物园移来

幼 竹 栽 在 这 里 ，很 快 形 成 一 片 绿

荫。外出归来或下班回家，总要绕

着竹丛踱步，漫吟白居易的《画竹

歌》，对竹篁静观默察。尤其雨后，

或读书，或作画，或休憩，经常是“帘

开一笑新栽竹，雨露沾濡长翠森”。

笔兴所致，他将胸中之竹，物化为手

底之竹，或风竹、或雨竹、或雪竹、或

月竹，不惜废纸三千，画稿盈案。

秦 仲 文 一 生 画 了 数 不 清 的 竹

画，且大都有题诗。说到兴处，秦亚

和从里屋拿出一本父亲送给长孙秦

继曾的册页。题材有山水、梅、竹，

共 12 幅。其中一幅墨竹上题旧句

曰：“侵寻老病自相加，枕上如同雨

后麻，睡醒中宵忙起望，月光雪竹上

窗纱。”道出了作者晚年的身体状

况。其实在中国美术史上，善画竹

者不乏其人。元代李衎曾著有《竹

谱》，可惜传到近代已有序无谱。秦

亚和老伴石桂兰拿出《当代名家技

法汇编》给我看，其中收录有秦仲文

的《竹谱》。这是秦仲文集半生之经

验，直到逝世前一年才完成的。他

在文中写道：“如能以此可补李衎

《竹谱》之遗失，而成完谱，则又区区

之愿也。”

秦亚和接着又从书箱里取出一

本 1934 年 出 版 的《中 国 绘 画 学

史》。这是一本由秦仲文著、立达书

局发行的原版图书。我翻开内页，

看到天头、地脚、外边，甚至页心都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正在我迟

疑时，秦亚和解释道：“新中国成立

后，父亲曾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定过

两 次 契 约 写 中 国 绘 画 历 史 。 从

1956 年开始，父亲先是在《中国绘

画学史》原版书上做了修改、补充、

增删，就形成了您现在看到的样子，

这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略》的底

稿。前后历时两年，待内容确定下

来后，父亲请远房弟弟誊写成四卷

本近 20万字的初稿。”

“那后来怎么样了？”我问。秦

亚和说：“1958 年 10 月，父亲将初稿

交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审定，并进行

了修改整理。遗憾的是，后来不知

何故，书稿退还，不再出版。”提起往

事 ，秦 亚 和 心 中 充 满 了 惆 怅 和 无

奈。在笔者第三次往访时，秦亚和

同次子秦续曾，与秦仲文学生、著名

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及笔者曾一起商

讨过启动《中国绘画史略》的出版事

宜。家人亦愿出手一幅老画作为出

版费用。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实

现，成为秦家的一大憾事。

其实，秦仲文旧居还有一件极

具文化价值的文物——太湖石。秦

亚和说，当年就立在这丛翠竹前，有

人的肩头那么高，竹石相映，浑然成

趣。父亲曾据此画过一幅《群峰拱

翠图》，并亲笔题写了“群峰拱翠之

居”横幅，悬于画室外门楣之上。后

怕遭人破坏，就埋在了院子里，他还

把我领引到掩埋的位置。秦亚和向

笔者谈了自己的想法：待条件成熟

时，将故居修葺如当年情状，并把

家 藏 和 社 会 流 散 的 父 亲 文 稿 、书

画，以及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出来、

展示出去，供学者研究，并对游人

开放。届时再把太湖石“发掘”出

来，放回原处。

秦仲文旧居位于北京阜（成门）

景（山）文化一条街北侧，胡同口西

侧便是全国唯一现存的历代帝王

庙。附近还有白塔寺、广济寺、鲁迅

博物馆、程砚秋故居等，具有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由于种种原因，当

时秦仲文旧居已年久失修，结构也

遭到了损坏。

听 旧 居 的 主 人 叙 说 当 年 的 故

事，就像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如

今姚家胡同 7 号那九间老屋，早已

物非人亦非，但它承载着一位老文

化人 10 年的喜怒哀乐、艺术履迹和

人文情愫。

秦仲文工作留影

卢各寨村内山洞，《救国报》曾于这一带游击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