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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养马岛的胶东红色文化陈列馆，
陈列着大批胶东地区革命时期留存的文物，其中有一件独
特的展品——称量黄金使用的戥子，是当年胶东军民向党
中央密送黄金时使用过的工具，见证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地处贫瘠的陕北，延安党中央的经
费极端匮乏，收入约半数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和国内外爱
国人士的捐献。其他尚能勉为其难，而在弹药、医药购置和
外事等事项上，因为只能用黄金和外汇办理，则难以承受。
随着抗战深入，黄金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为不可或缺的物质
基础，成为影响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据时任总供给部副部
长的邱会作回忆，1939年11月，山东分局曾要求中央派财经
干部到胶东工作，中央拟派李富春、邱会作和邓洁到山东筹
款。中国的革命事业急需黄金，党中央期盼黄金。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胶东地区是黄金产地，招远拥有众
多金矿，黄金产量大。筹集黄金并输送至延安，在当时不仅
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更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中共山
东分局接受命令以后，立即在胶东等地展开工作，秘密筹集
黄金，然后组织部队将大批黄金输送到延安。

成立专门机构筹集黄金
中共胶东区党委接受山东分局的任务后，立即建立专

职领导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
筹集黄金工作。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在招远九曲（今阜
山镇九曲村）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负责领导招远及周
边的采金活动。9月，中共招远县委成立了采金委员会，采取
多种形式，大力开展黄金生产。

发展黄金生产 采金委员会组织广大群众，教育和争
取采金矿商，秘密筹建金矿，大力发展黄金生产。1939年冬，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要求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
光“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苏继光经勘查后潜入蚕
庄金矿，很快就设法将该矿控制，成为抗日民主政府所属金
矿。采金委员会还组织力量将被炸毁的金矿悄悄修复起来，
秘密组织生产，罗山一带的九曲、欧家夼和蚕庄的金钱沟、
虎头沟等地，都有我党创办的秘密金矿。

从敌人手中夺金 采金委员会带领群众同日寇展开反
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回黄金。1939年2月底，侵华日军占
领玲珑金矿，修筑了多座炮楼，架起数道铁丝网，矿区的日
伪军达千余人，叫嚣“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疯狂掠夺
黄金资源。在中共胶东区工会书记苏继光等人的组织领导
下，群众机智灵活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夺金斗争。

1941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夺金小组秘密潜入敌人占领
的玲珑金矿，英雄志士们深入金矿内部，发动矿工虎口夺
金。如干活的时候用石头换下高品质金矿石；把金粉撒在头
上，揉进头发，回家后洗洗头，把金粒弄出来；把金矿粉藏到
棉袄、鞋底的夹层里带出来；把金粉粘带在随手拿的工具
里，甚至把含品位很高的金汞膏塞进菜饼子里，在敌人的眼
前带出来……如果不幸被敌人发现，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少矿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矿工提供情报的配合下，从1939年到1944年春，胶东
军民先后在龙招公路沿线的沙埠村、小李家、张星、槐树庄、
黄山馆、张华山头等处，多次伏击日寇的运金车，炸毁敌汽
车30余辆，消灭日伪军200多名，缴获了大量富矿石、金精矿
和其他物资，筹集了一批黄金，阻滞了日寇的掠夺。

从群众手中收金 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
金的地下收购站，与日寇和私商争购黄金，从群众手中收
金，仅在玲珑一带，每周便可收购黄金 60两，用这种形式筹
集相当数量的黄金。

运送黄金的方式
运金部队密送 当时胶东向党中央送黄金，主要是由

胶东八路军部队选派精干战士，组成运金小分队，每人携带
一定数量黄金，冒着枪林弹雨千里迢迢直送党中央；或采取
分段接力的方法送到鲁南区，上交山东分局再转送党中央。

运金小分队输送灵活，但人员损失较大。
据当年送金小分队的班长王德昌回忆：1943年秋天，队

长“孙大个子”带领一支 26人的小分队向延安送金。他们每
人携带五十两黄金，长途跋涉，由山东经河北进入山西，在
汾河边上的雁鸣渡，突然遭遇日军。孙队长临机将队伍一分
为二，两人的黄金集中于一人携带，半数人携金渡河，他带
另一半人进行阻击掩护。经过激战，担任阻击的人员全部牺
牲，渡河的人有多名负伤，其中二人牺牲。战士小李，身负重
伤忍着剧痛将黄金埋入树下。打扫战场时他从昏迷中苏醒，
奄奄一息仍手指埋金之处。王德昌班长将不能行军的两名
伤员就地安置在百姓家中，带着剩下的 6人背上全部黄金，
继续前行，历尽艰险，终于将黄金安全送达延安。返程时他
们发现安置的两名伤员也牺牲了。

到延安的干部携带 这种方式部队行动规模大，运送
量较大，但受敌情的影响较大。原公安部边防局慕丰韵局长
回忆，他们那批从胶东派往延安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每
人都发了一个重七八斤的缝好的带子系在腰间带往延安。
1943年，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去延安参加会议时，也带去了黄
金，为此有人特撰《朱瑞腰缠黄金去延安》。其他史料也记
载，当年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时，也都有携带
黄金回党中央的经历。

胶东送了多少黄金
由于史料湮没、当事人故去以及当时严格保密等原因，

很难得出向党中央密送黄金的确切数量，但通过档案史料
记载、有关人员回忆等互相佐证，胶东向党中央及其他根据
地、解放区密送黄金至少43万余两；抗战时期向党中央密送
黄金 13万余两。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在回忆录中写道：“因
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
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做出了许
多贡献。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交黄金
约有10万两之多。”

胶东军民密送的黄金，化解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燃眉之
急，成为党领导抗战和解放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以特殊的方
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特殊的
贡献。为了防止泄密，参与筹集、运送黄金的全体人员都接到
命令，所从事的黄金工作任务绝对保密，严禁透露任何情况。
全体人员，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他们将千难万险用鲜血
和生命筹集黄金的往事，不惧死亡穿越敌占区运送黄金的惊
心动魄经历，以及对牺牲战友的怀念，都深深埋藏在心里。烈
士吕品三的后代，20世纪80年代曾找过父亲的同事张修己。
此时，密送黄金之事尚处于保密状态，张修己告诉他们，你们
的父亲为党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们。直到2010年，子女们才知道父亲吕品三是筹集并组织转
运的一位领导干部，负责将筹集到的黄金转交给上级。因为保
密，很多黄金工作人员牺牲后成为无名英雄。

胶东军民筹措、密送黄金，时间空间跨度大，斗争激烈
残酷，是战斗的过程，更是奉献的过程。既需要智慧，也需要
勇气，更需要忠诚。黄金有价，忠诚无价。金灿灿的金子，在
古今中外，均是价格高昂的贵金属、硬通货，拥有它便可以
过上舒适的生活。长期身处艰险之中，经常面临生死抉择，
面对黄金的巨大诱惑，我们的黄金战士在考验面前，没有一
个人背叛自己的使命。

英雄的胶东军民为党筹金不惧生死，为党送金舍生忘
死，用“最后一克黄金必须上交党中央”的动人壮举，诠释了
胶东军民的崇高情怀和对党的无比忠诚，留下了比金子更
宝贵的精神。

近期，著名古建筑专家、河南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先
生给我寄来签名新作《杨焕成古建筑文集（续集）》。这是杨
老退休后出版的第7本作品，收录他近10年来不少作品，该
书对河南古建筑文化研究具重要参考价值。

此书收录文章中有篇《河南牌坊寻绎——五十年前调
查河南牌坊纪略》。该文介绍了50年前杨老调查河南境内古
牌坊相关情况，并收录不少老照片。其中“南阳彭泰恩荣坊”
详细介绍了位于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彭泰墓地旧牌坊情
况。这是第一次由专家介绍已消失的彭泰墓地石牌坊情况，
极为珍贵，也让南阳彭泰家族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南阳彭泰家族是清代至今宛北石桥及其周边三县一个
显赫的家族。据彭泰墓志铭和《宛北彭氏族谱》等文献记载，
彭泰先祖系山西曲沃彭家寨人，清乾隆初年随其父彭芝廉、
祖父彭可栋逃荒到河南省南阳县，落户石桥镇经营白布生
意，在发家后彭泰祖父及父母亲又回原籍生活。

彭泰（1726-1796），字吉菴，他定居石桥后继续经商。石
桥镇位于南阳、南召、方城三县交界处，是南阳北部历史文
化名镇，也是清代南阳县四大名镇之一，有“银石桥”之称。
当地从古至今盛产优质生姜、萝卜、大葱等蔬菜，清代为宛
北最大农贸市场。此地紧邻白河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周边来
往客商很多。彭泰本人善于经营，为人和善，很快成为富甲
一方大商人。他先后在南阳、南召、方城三县交界处购置土
地八百六十顷，还有活契地二百五十顷。到乾隆末期地方政
府上报朝廷，彭泰家中挂上了“千顷牌”。从此彭家成为富甲
宛北的大地主。彭泰及其后人勤俭持家、善待乡邻，深受称
赞，该家族被称为“彭善人家”。即便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
宛北地区仍然流传着他不少传说。如当地民间有形容彭家
富饶的民谣：“进京不住别人店，卖粮不用挑子担。元宝能闸
白河水，百里不出彭家田。”

彭泰旧居位于石桥老街，现为石桥镇中山街。过去彭家
在这里有房屋多座近千间，民间号称“彭半街”。彭氏祖宅便
位于老街口，这里有一株汉代古槐，在槐树百米处路东有七
间门面房，便是彭泰旧宅。据当地八十岁以上老年人讲，过
去这里大门上悬挂着“观察第”匾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这些房屋有的被出售，有的被没收，现大部分已翻修成楼
房，彭氏过去旧宅已无迹可寻。目前石桥老街仅存有彭氏旧
居两座，均为三进院落，经过维修，保存较好，由其后人彭鸿
源先生保管。其中一座现挂有“田汉茶社”匾牌，成为当地曲
艺人活动场所。彭泰去世多年后因其孙彭龄在朝为官而受
皇帝诰封为从二品通奉大夫。彭泰的两位夫人，原配王氏、
继配张氏，也赠封为二品夫人。彭泰长子彭尚宾，曾任职布
政使司理问，也因其子彭龄在朝为官而受到皇帝诰封为从
二品通奉大夫。

彭泰及其两位夫人去世后，均葬于彭氏墓地。该墓地位
置现在是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小石桥村小西庄（俗称彭家
坟）自然村，与张衡墓为邻。据年过古稀的彭氏后人彭鸿源
和当地知情人士等回忆，彭家坟自然村为彭家清代黄姓守
墓人发展而来。当时彭家一次性给予其40亩地作为报酬，让
其在此定居并看护彭家墓地。彭氏墓地安葬着清代及民国
以来彭氏始祖彭泰等多位彭氏族人。该墓地占地数十亩，整
个墓园古柏森森，碑刻林立。由于此地紧邻著名石材基地南
阳蒲山，当地盛产优质黑青石。这种石材具有耐磨耐风化特
点，自古以来便是上等石雕材料。当地不少人世代以石雕为
生，匠人们雕刻水平一流。彭家坟地面碑刻、牌坊、狮子等石
雕均由当地知名匠人雕琢而成，雕刻的异常精致。由于彭家
安排有看墓人世代看守，墓地保存完好。虽然已经过去半个
多世纪，但当地多位知情人回忆彭家坟过去的设施时印象
很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每逢清明、春节等传统节日，
不断有周边彭氏后人到墓地祭扫。在知情人眼中，彭家坟地
虽说是墓园，但规模大，环境优美，又像是个游园。周边乡民
闲时也不断到此游玩，更有好动小孩攀爬到石狮子等石兽

上玩耍。彭家坟成为清代及民国时期宛北石桥的胜景。
之后彭氏墓地遭到毁灭性破坏，从 1957 年开始至“文

革”结束前十余年时间里，彭氏墓地上大批古树陆续被伐，
牌坊、碑刻、石兽等设施有的被推倒，有的被砸毁烧石灰。彭
氏族人墓葬大部分被盗，很多墓葬被村民平整成耕地，闻名
三县的彭氏墓地从此不存。彭泰墓被破坏后，墓志等器物均
流散。

据杨焕成先生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南阳
上大学时，就听过彭泰事迹，但他一直没去石桥考察过。大
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工作，他曾在
1962年前后到石桥调查古迹。当时石桥周边还有不少牌坊，
他多数都拍了照。这些牌坊中彭泰墓地牌坊最精美。该牌坊
立于彭泰墓前，当时彭泰墓地虽有毁坏，但墓前设施还基本
保存完好。该牌坊系三间四柱三楼柱不出头式歇山顶石牌
坊，正楼正面镌刻“皇清诰赠通奉大夫彭公吉庵 诰赠夫人
王太夫人 诰封夫人张太夫人 恩荣坊”，在明柱正背面还镌
刻有几副楹联。整个牌坊雕刻有山水、林木、花鸟、人物、动
物等。其雕刻精致，造型生动，是中原地区清代石坊之精品，
具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杨老还指出彭泰墓牌坊前
那对石狮子也雕刻的活灵活现。据彭鸿源回忆，彭氏墓园破
坏后这对石狮子被当地文博部门征集，现安放在南阳武侯祠
大门前。彭泰夫妇墓葬出土金元宝、金簪、金戒指、金耳饰、玉
簪等大批随葬器物流散后，如今被南阳博物院收藏。彭鸿源
先生还收藏着彭氏家族神牌位，其中有彭泰之孙彭龄等后人
牌位，保存基本完好，生卒时辰基本可辨，这是了解彭泰及其
家族成员生平实物标本之一。

时光过去半个多世纪，当年闻名周边的彭氏墓地及墓
前精美石坊早已难觅，但照片、石狮子的留存，仍能勾起当
地人对彭氏家族的回忆。

胶东军民密送黄金支援党中央的故事
张琇杰

南阳彭泰家族旧事
张庆华 唐新

南阳彭泰恩荣坊 采自《杨焕成古建筑文集（续集）》

始信东坡眼目长
黄正平

去年刚建成的儋阳楼，坐落在海拔 308米的马鞍岭上。站
在九层57米的双子楼上放眼远望，近端是错落有致的儋州市
区，远处是巨轮待发的巍峨洋浦港，儋洋一体尽收眼底，呈现
出美丽的远景。

蓦然，“始信东坡眼目长”的诗句萦绕在了我的脑际。东
坡！我要先去看看苏东坡先生。

下了山，五十分钟后，就驱车来到了位于儋州古城中和镇
的东坡书院。

东坡因三年儋州再传，而儋州因东坡扬名千年。他的气
节，令所有文人墨客注目。

已经含苞待放的左右两个大莲花池，吹来习习晚风。迈进
东坡书院大门，载酒堂映入眼帘。

《汉书·扬雄传》有“载酒问字”典故，学堂以此得名。伫立
在由清代儋州举人张绩书写的匾额前，遥想东坡先生当年就
在这茅草屋里治学传学，劝导乡亲们读书兴文的情形。

庙堂八州，江湖三州。依靠苦读，东坡学而优则仕，官至二
品尚书，大江南北都留下他治州理事的行行足迹。即使飞燕落
地，官职、住所全无，只有老命一条，也还时时念着为蛮荒之地
启蒙开智。

耕与读，都属于劳动，只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不同罢了。

儋州地阔人稀，头戴笠、脚着屐，东坡还劝导周边黎民百姓勤
劳持家。而今，昔日屋前、山地的耕种已经被现代化农场代替。
去参观过嘉禾农场，与其说是农场，不如说是公园。以共建、共
富、共享为宗旨，农场拥地5000亩。孩子们田头育苗，外地人上
树摘果，快乐无比。我惊叹眼前的壮观。负责经营的石先生兴
奋地说，“五一”长假五天，每天应接不暇，吸引了整整三万
名中外游客。临别，这位从江苏如东县南黄海边来的壮汉还
不忘说道，东坡倡导耕读，我们也在用现代方式传承耕读。
陪同的也接过话题，取代过去一家一户耕种的农场现在在
儋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啦，这可是脱贫、乡村全面振兴
的好办法啊。

奋斗创造幸福。一切文明开化，不都是靠脑袋、靠双手吗？
从此，儋州这块穷苦不堪的“海外”边地，在苏东坡引领下，文
风彰显，家家耕读，风劲岛上。

一组汉白玉的雕塑，东坡居中，汉民在右，黎族在左。作为
传统士人，东坡深知风俗、习惯不同，观念、意见更需要促和求
谐。团结就是力量，民众从此有事就来商量，也有了定海神针。

坦然才能尽心做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或
许，只有卸下一切官职和所有铠甲，才能彻底融入百姓日常，
不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苏东坡整个人生中遭遇十年大不

幸，却成为民众之大幸。劝学，劝和，劝耕，劝医……三年时间，
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到落后、封闭的遥远边疆。

东坡及儿子不幸，然而，儋州幸、海南幸！
东坡书院，经多少次修缮，元明清建筑样式齐全。每一幢

建筑，都诉说着崇敬杰出人才、崇尚耕读传家的生动故事。屋
宇上下左右，随处可见诗句楹联，串起各朝名人咏叹先贤的段
段时光。

旅行是思想的接生婆。徜徉在 400亩东坡景区，夕阳下我
把放飞的思绪渐渐收了回来。

落魄的东坡，没有如落日沉没，而是把一腔心血洒在了中
和这片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早
已把贬谪落泊地当作自己亲爱的故乡。千年古城墙无言，见证

的却是久远而真实的历史。中和这一历史文化名镇，因为拥有
东坡而光耀在中华大地。

一代文忠、文明开儋，成就了南海奇迹。还是弟弟苏辙特
别了解自己的哥哥，给出续句“始信东坡眼目长”。南荒从此不
荒，学子士子辈出，接续着中华的文脉。东坡有诗云：“望道虽
未济，隐约见津涘。”尊师重教风一直吹，吹到当代，当代“东坡
粉”们纷至沓来。时至今日，当地只要哪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或
者读硕士博士，还会搭上高高的彩门以示庆贺。文脉畅流，流
传至今。只是彩门的材料，过去用的是椰子树的枝叶，现在已
经是粗木条、细钢条，而且越搭越高大，越搭越漂亮，越来越喜
庆，儋州一中、儋州二中、思源高级中学等名校的莘莘学子也
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儋州始有东坡，文风才盛起，不断丰泽起来。东坡先生头
笠足屐的全身铜像在晚霞里熠熠生辉。虽已临近闭园时分，游
客还在饶有兴趣观看。同学结伴而来的，父母带着儿女来的，
伫立仰望先贤。东坡先生注视着远方，前方两公里外是他的居
所，不是什么堂，更不是什么殿，而是几间名为“桄榔”的庵。

“高山常景慕，合献仰苏池”，苏公祠内也有楹联：“道德文
章千秋颂，才华气节百世尊。”时间长河，滚滚向前,一代文
人，历代文传。贬谪还受褒奖，先生功名久长……

海南风光好，边地故事多。书院，就是讲述读书人故事的
地方。一家书院，一座名人纪念馆，一个历史前进的加油站。游
客纷纷来到这里，想到的比看到的更多更多。

我在书亭买了一册《儋州东坡文化辞典》后，一步步离开，
又一次次回头，为着向历史、向文明致敬，也向文化天空的灿
烂巨星致敬。

儋州东坡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