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蔡和森，就一定会想到他的革
命伴侣向警予。两人是历史上那一代人
中的佼佼者，他们胸怀理想、志向远大，
为了国家和民族宁愿舍弃生命；他们独
立自主、感情丰富，两人的爱情始于革
命理想，也终于革命理想。

向警予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
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
人，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
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为花季少女解
开裹脚布，为广大妇女争取参政权，为
底层娼妓寻求独立人格，谁说我辈不女
权？”这是向警予一生的革命理想。

1895年，向警予出生在一个湖南的
商会之家，有兄弟姐妹共十人。在她五
岁时家人第一次为她裹脚，疼得她号啕
大哭，于是找来剪刀，把裹脚布剪个稀

碎，面对母亲的责骂，她说：“要我裹，哥哥们也得裹，
他们不裹，我也不裹！”这番话把母亲说得哑口无言，
只能任由她去。

向警予革命思想的启蒙主要来自于长兄向仙钺。
其长兄曾参加过维新变法，后又加入兴中会，同时担
任中国同盟会分部负责人一职。在长兄的影响下，12
岁的她便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事；17 岁时她辞别母
亲，只身前往长沙投考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师。
在入学考试中，主考官杨怀中对她的文章十分欣赏，
将她点为了第一名，她因此顺利进入师范就读。

蔡和森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
袖之一，是有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革命家
和共产主义战士。在担任团中央执行委员期间还是

《先驱》半月刊主编，后又致力于《向导》周报的筹办工
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了卓越贡献。之后因
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离开了《向导》周
报。曾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湘江评论》，两人与萧子升
是杨昌济先生最得意的三位门生，此三人皆博学多
识、才华出众，一度被称为“湘江三友”。

蔡和森1917年在湖南高等师范正式毕业，1918年
同毛泽东一起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
工俭学；1921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
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向警予也不甘落后，在长沙
求学的这几年收获知识、结识盟友，为她以后的革命
道路打下坚实基础。1916年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向警
予怀揣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从长沙回到了偏远的家
乡，创办了溆浦第一所现代女校，敢于挑战陈规旧礼
的她一时名声大噪。在适婚的年纪，她毅然拒绝了高
官求婚，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

1918年4月，“湘江三友”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胚胎之一。1918年底，向警予与蔡和
森在北京相识。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激发了向
警予立志致力于政治斗争的强烈愿望，她在信中说
道，“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寻找思想，必须做贴合实际
的事情。”于是她加入了新民学会，追求实现“改善人
和全人类的生活”的理想。

1919 年 12 月 25 日，蔡和森一家人与向警予登上
了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前往马赛，在 35 天的航程
中，蔡、向二人恋爱了。他们开始互相写诗，倾诉自己
的感受，等到旅程结束时，他们把这些书信编成了一
本小册子，叫作“伟大的目标联盟”。到达法国蒙达尼
城后，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让两个人更加亲密，感情
进一步升华。1920年5月，他们在蒙达尼的一间木板房
内结婚。婚礼热烈而简朴，几十名中国留学生为这一

对志同道合的新人送上了温馨的祝福。两人微笑着，
向每一个同学都赠送了共同编写的诗集《向蔡同盟》。

“向蔡同盟”不仅仅是男女爱情上的同盟，信誓旦
旦；更是理想事业上的同盟，同舟共济。夫妻二人琴瑟
和鸣，在丈夫的影响下，向警予读完了《共产党宣言》
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始转变思想，认识
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1921年底，“占里昂大
学”事件爆发，两人被遣送回国。

回国后，两人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迅速成为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个致力于全国的妇女
解放运动，把上海的女权运动搞得风生水起；一个当选
中央委员，在五卅运动期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
的才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

1922年 9月 13日，党中央在上海环龙路设立《向
导》总发行处，并进行了创刊发行工作。作为由中国共
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也是建党早
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向导》周报的成立不仅能
够帮助群众及时掌握中国的革命形势，还对发展中国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蔡和森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北大红楼展厅里陈列着一份《向导》周报，报纸
大小为16开4版，纵25.7厘米，横18.5厘米，每期8页，
虽然纸张早已发黄发脆，但是上面的油墨字迹仍然清
晰可见。《向导》周报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作为
办报宗旨，除报头外其余内容采用的是当时报刊通用
的竖排版格式，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时事评
论”“读者之声”等栏目。在中国内地许多中大城市及
香港、巴黎、日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发行数量由
开始的3000份增长到4万份，最高达至10万份。

在其创刊号《本报宣言》上，开宗明义地提出“反
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导为和平统一的障碍军
阀”，旨在号召国民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独立的
国家，在短期内为群众斗争指明了方向，成为当时各
种进步报刊的一面光辉旗帜。

蔡和森是《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也是主要撰稿
人之一，他单独署名文章 130 余篇，与向警予一起以

“振宇”联合署名文章 36篇。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
要是揭露英、美等国家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罪行、
国内军阀的黑暗统治、宣传国共合作、论述工农革命
斗争的重要性和介绍俄国、土耳其等国外革命情况。
该报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还曾先后迁往北京、武汉等地发行，广受
读者欢迎，被称为“四百兆同胞的救命符”，但由于当时
租界、北洋军阀等各种势力的封杀，《向导》差一点走投
无路，经过蔡和森等人宵衣旰食的不懈努力，报纸才得
到长足的发展。最后又因汪精卫叛变革命于1927年7月
彻底停刊，发行历时五年，共发行报纸201期。

1928年 3月 20日，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被
捕，国民党在5月1日将其杀害。蔡和森得知向警予被
杀害的消息悲痛不已，撰文悼念：“伟大的警予，英勇
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
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泣血之辞，痛
怛彻骨，读之令人动容。

1931年6月10日，蔡和森遭叛徒顾顺章指认而被
捕。不久他被香港当局引渡给广东国民党，英勇就义。

在那段激荡的革命岁月，在那风华正茂的年纪，
蔡和森、向警予两位优秀的共产党人牺牲了。他们意
气风发，却为革命、为心中的大义、为中华之复兴视死
如归。他们的一生在历史上是短暂的，而他们为国家、
为民族、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一切，却是无法用生命的
长度来衡量的。

郑公祠，又名“郑公庙”，位于山东高
密市原双羊镇后店村西，地处潍河东岸，
砺阜山之南，是人们为纪念东汉著名经学
家郑玄而建。祠后为郑玄墓。

郑玄墓前原立有一对唐代石狮，现遗
存一只，收藏于高密市博物馆。该石狮通
高 113厘米，通宽 60厘米。呈蹲立状，胸脯
圆鼓，头向一侧歪扭，体形健硕，显得温顺
而又警觉。郑玄墓周围七华里内均为郑氏
家族的墓区,习称“郑家茔”。今所知的墓葬
遗址有：郑玄八世祖郑崇墓、郑玄之子郑
益恩墓、郑玄之孙郑小同墓。

元代于钦《齐乘》云：“（郑玄）墓前有庙，
庙南有唐开元碑。”据史料载，该祠在唐代扩
建重修过。唐万岁通天元年（696）荆州刺史
史承节过高密，为重修郑公祠撰写《郑康成
祠碑》。碑已佚，碑文收录于《全唐文》，约
1700余言。文中有“云愁庙古，月暗坟荒。旧
碑先殁，新石再彰”的描述，可知祠、墓在唐
以前就已存在，至唐破败荒芜，原碑《郑先
生碑铭》（传为赵商所作，阮元在所撰《重修
郑公祠碑》文中云：“赵商汉碑，未传于著
录。”赵商，东汉河内人，郑玄弟子）也湮灭
无存。据清乾隆十九年（1754）《高密县志》
记载，清雍正九年（1731），郑氏裔孙山东布
政使郑禅宝重修祠、墓，置祭田20亩，邑人
单伦又捐田10亩。至乾隆六十年多次重修
之后，郑公祠分前后两殿，占地约80余亩，
房屋99间。高墙大院内，林木森森，松柏参
天，蔚为壮观。而到了清晚期，只余祠三间
和一院落，院东开有一门，名“通德门”。这
可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高密县志》中的
郑公祠插图一窥全貌，郑玄墓位于祠院北
墙之外。从繁华到落寞，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变故，不得而知。民国初年所修郑公祠内存
有郑玄、郑益恩、郑小同三座塑像。后因战

乱和其他原因，通德门遭拆除，塑像被毁坏。
1978年扩路，郑玄墓由祠院外移入祠

院内。曾在郑玄墓中出土汉代陶罐、陶勺、
陶碟等物，现收藏于高密市博物馆。其中
有两件宋元时期的瓷碗和一方陶砚，疑为
后人整修坟墓时补添放入的。随葬品粗陋
简朴，与普通老百姓相差无几，和唐荆州
刺史史承节在《郑康成祠碑》中所言“遗命
薄葬”相吻合。

1987 年、1993 年，高密市政府和文化
部门也多次对郑公祠进行维修加固，现存
建筑仍保持民国初年重修原貌。祠南向，
共有三间，为高台建筑，砖石结构，硬山
顶，高 8.1米，长 9.6米，宽 5.7米。从地面到
祠门口筑有22层台阶，台高4.7米。门上方
悬一匾额，书“郑公祠”，左右楹联为“文章
凭人论,经学赖公传”。祠四周筑有围墙，其
南北长 160 米，东西宽 50 米，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祠内西墙镶嵌明代刻石一
方，上刻明弘治七年（1494）高密知县刘凤
仪题写的七律诗《谒郑公祠墓有感》。祠前
东西两侧存石碑两方，一方为金永安五年

（1200）《大金重修郑公祠碑记》，碑为白理
石质，高2.5米，宽1米，记载郑玄简历及功
绩。另一方为清乾隆六十年《重修郑公祠
碑》，碑为青石质，高2米，宽0.8米，由时任
山东学政阮元撰文并题额，记述重修原因
及规模。祠后为郑玄墓，墓东南立有清乾
隆十四年七月所刻“汉郑康成先生之墓”
石碑一方，碑高1.8米，宽0.8米。落款为“山
东海防使者仁和后学沈廷芳敬书，高密令
吴县后学钱廷熊谨立”。1986年，郑玄墓被
高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公
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祠前尚存古柏一株，老干盘曲，状若
虬龙。树虽死而杆犹存，文献载：“祠前有
古柏，相传公（郑玄）手植物也。”明代年
间，被定为高密八景之一，谓“郑祠古柏”。
清康熙六年（1667）丁未科进士、诗人夏畴
（高密人）写有《郑祠古柏》一诗，云：“汉劫
斯文尽，东来吾道光。盛名传里社，古木老
风霜。露滴涛声韵，龙蟠云色苍。树存人已
远，凭吊坐清凉。”

河南开封市博物馆陈列着一方河南
邓州出土的隋代大兴国寺舍利塔铭。开封
与邓州两地相隔数百公里，为何出土于邓
州的文物被收藏于开封市博物馆中呢？这
还要从清代的一件旧事说起。

开封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塔铭为圆
石鼓形，青石质，呈圆柱础状，直径 58 厘
米，厚13厘米；竖书铭文14行，满行13字，
全铭文 154字：“大隋皇帝舍利宝塔下铭。
大觉湛然，昭极空有，慈愍庶类，救护群
生。虽灵真仪，示同灭度，而遗形散体，尚
兴教迹。皇帝归依正法，绍隆三宝，思与率
土，共崇善业，敬以舍利，分布诸州，精诚
恳切，大圣垂佑。爰在宫殿，兴居之所，舍
利应现，前后非一，顶戴欢憘，敬仰弥深。
以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
卯，谨于邓州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
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
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緾，咸登妙果。”
该塔铭详细记录了隋仁寿二年（602）四月，
隋文帝杨坚颂扬佛德、虔求佛佑在当地修
建舍利塔的经过。据《续高僧传》等文献介
绍，当时有个名为宝儒的高僧奉命送舍
利，他是该寺院的主持。隋朝时安放舍利
是国家行为，不难想象安放仪式是何等的
隆重和奢华。

此塔铭字迹清晰保存完整，书法精
湛，属当时书法艺术佳作。清朝末期，塔铭
拓本成为金石爱好者们争相收藏的对象，
鲁迅、马衡等文化名家都有收藏。目前故
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等机构也均收藏有
此塔铭的拓本。据记载，隋文帝在位期间
在全国修建舍利塔超过 111座，其中一座
就修建在邓州。目前国内发现的隋代舍利

塔铭仅有十几件，多为方形。邓州大兴国
寺塔铭则为圆形，且内容与同时代的塔下
铭有所不同，甚为少见。隋代的舍利塔很
多都是方形木塔，这种木塔很容易损毁，
仅 仅 几 十 年 后 的 唐 代 永 徽 年 间（650-
655），这座舍利塔连同寺院一起毁于战火。

隋代大兴国寺舍利塔铭被发现后，先
是被安放在邓州城内的龙兴寺塔顶上。因
为这方塔铭，过去邓州人一直误传龙兴寺
塔是隋代佛塔，就连当地文史学者郭伯恭
先生主编民国《重修邓县志》时也误将此
塔创修时间定在隋仁寿二年。也有一些地
方史志也记载此塔为宋塔，但一直缺乏实
物证据。直到1988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
维修此塔时发现地宫，出土金棺、银椁等
一批具有典型宋朝风格的珍贵佛教文物
及舍利。据地宫塔铭记载，此塔修建时间
为北宋天圣十年（1032），至此才真正确定

邓州城内的龙兴寺塔为宋塔。清代乾隆年
间，大兴国寺舍利塔铭被盗。寻回后充公，
存放在当时的省会开封。民国期间由河南
省图书馆收藏，新中国成立后此塔铭又移
交给开封市博物馆收藏至今。

据《嘉靖邓州志》记载，高粱店在“州
北三十五里”；《顺治邓州志》又载“兴国
寺，在州北，高粱店”。如今夏集当地已经
没有高粱店这个地名留存。据村民说，夏
集街东杜岗附近过去种植过高粱，旧称高
粱店。但在实地考察时发现，此地地势低
洼，常有水灾，显然不适合种植高粱，兴国
寺旧址大约不在此地。隋代时，选择寺院
和宝塔的建造位置十分注重风水，其选址
要具备“有山有水，或高爽清净”等特征。
夏集镇岗上村过去属高粱店管辖，这里地
势较高且背靠严陵河，看起来气势非凡，
可以说是块风水宝地，相比于高粱店更符
合寺院和舍利塔的选址条件，大兴国寺旧
址也许就在此附近。在邓州地方史志中仅
记载这里发现了舍利塔铭，可这仅仅是地
宫文物中很少的一部分。那当时的舍利和
盛放舍利的容器还有哪些，这些文物现又
在何处，兴国寺寺院旧址面积有多大？这些
都是未解之谜。如果将来能通过考古勘探
出兴国寺的旧址，这些问题或可迎刃而解。

1000多年过去了，隋代大兴国寺和舍
利塔早已湮灭无存，这件塔铭能保存至今
极为难得。它见证着大兴国寺的兴衰变
迁，也从侧面显示出古代邓州地区经济发
达、文化厚重。这件塔铭对于研究隋代的
佛教文化和书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资料，对于地方史和佛教史研究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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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公祠掠影
柳建明

邓州大兴国寺舍利塔铭旧事
唐新

“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这是柳亚子先生缅

怀红色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诗句。

大兴国寺舍利塔铭

郑公祠《向导》周报蔡和森、向警予结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