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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夫：著名作家、画家。历

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冈画

院院长等。文学作品屡登“中国小

说排行榜”，曾获“鲁迅文学奖”“赵

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

“上海文学优秀小说奖”“林斤澜短

篇小说·杰出作家奖”“《山花》特殊

贡献奖”“《滇池》文学奖”等。

著有长篇小说《乱世蝴蝶》《米

谷》《生活年代》《百姓歌谣》《屠夫》

《榴莲 榴莲》《种子》《风月无边》

等，中短篇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

母》《寻死无门》《顾长根的最后生

活》《愤怒的苹果》《狂奔》《油饼洼

记事》《一粒微尘》《花样年华》《高

兴镇》《老黄的幸福生活》《积木》

《为什么不去跳舞》《金属脖套》等，

散文集《杂七杂八》《纸上的房间》

《何时与先生一起看山》《以字下

酒》《山上的鱼》《四方五味》《漫游》

《真想做一个晴耕雨读的地主》《饮

馔集》《黍庵集》等5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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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夜，刘英在浙南地区从

事地下党的工作，其中的瑞安仙降涨岙山

是他和同事们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之一，革

命同志在这一带及周边活动，一般都是回

到这里待一两个小时到一两天，来去视工

作需要而定，不受时间限制。唯一有一次

例外。

那一次是刘英患病。他在温州的西

南溪干了一场后，连夜横渡瓯江，上来后就

得了伤寒病，几经周折，到了涨岙山曾昌达

家里养病。出生于 1927 年的曾昌达老人

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一名叫存溪的屿头

人在涨岙村附近的垟坑村三门宫开着一间

药店，店里一名叫大银的伙计给刘英送药，

曾昌达的母亲负责熬药。

曾昌达老人说，刘英在他家里养病期

间，一开始时躺时卧，后来就经常到房屋周

围查看山形地形，站在涨岙山凸出的位置

上可以看到更远处的地方，几天之后刘英

就在附近的番薯园里画起地图。曾昌达记

得很清晰，尽管生病的刘英走得不远，但是

查看起山形和画起地图来经常忘记了吃

饭。有一次曾昌达给他送饭，刘英正在大

栏园的第六垄垄沟里画得入迷。曾昌达

说，大栏园没有改变，现在和那时一样，还

是大栏园。

来涨岙山的人数从三五人到上百人

不等，最多时三四百人，一般都是迅速扩散

到附近的山园里去，一次性集中人数最多

的是那次全温州五县在这里举行的入党仪

式了。把曾家的堂中屋挤得水泄不通，道

坦上也挤满了人。会议从上半夜十一点半

到下半夜一点半，期间，他家堂中屋的屏风

上挂起了红旗（党旗），全体人员举起右手，

握成拳头，同声宣誓。说来就不知道从哪

里的山园来的，说散也不知道往哪里散去，

一时间就来得满屋子，一时间就去得无影

无踪，不留痕迹。

有人来了，大都也不睡老百姓的家里，

而是睡到山园里，也不会到老百姓家里吃

饭，都是用自己带的锅做的饭，涨岙村的老

百姓有时也送饭给他们吃。在来人多的夜

晚，他们也让曾昌达去放哨。曾昌达记得，

他去放哨一般都是在山口的那块大石头上

站着，那里地势高，可以看到山下行人的举

动。那块石头特别像特大馒头，故大家都

把那里叫做“馒头岩”，可惜前年被轰炸成

碎片做建筑材料了。

现年 94 岁的曾昌达说，除此之外，他

有时也替他们送信，主要是负责把信送给

荆谷乡山头下村后垟的黄康树，信件都是

折叠起来放在斗笠里，没有信封，就直接插

入斗笠的缝隙间。沙垟渡口没有码头，需

要光着脚丫在涂泥里行走一段路程，冬天

里，双脚被冻得发红。有一次在涂泥里越

陷越深，不能自拔，是一个老农民教他“轻

踩快走”的办法才迅速离开越陷越深的险

境。黄康树看他勤快忠实健康，把自己的

侄女嫁给了他。

曾昌达的父亲也是以仙降为中心的

瑞安南区的一名骨干人物，时任瑞安南区

党组织的组织委员，后被捕关押在文成大

峃一个叫水亭的地方，就在他五十岁那年

清明节的前一天被枪杀，党组织给了他革

命烈士的荣誉。

涨岙山作为革命的一个据点，来往的

人员虽然很多，但是逗留的时间都不长。

涨岙的当地人对当时情况也不会了解很

多，唯独只有刘英，因为养病，在曾昌达家

连续住了57天，使曾昌达至今没有忘记。

在刘英同志就义的十几年后，涨岙人

民响应国家号召，在涨岙山山坳里建了一

座水库，取名为“刘英水库”，后来又利用水

库的水源建造了水电站，取名为“刘英水电

站”。

外婆是去年农历三月十四走完了 97

年坎坷人生之路，安详地离开了她的亲

人。在去世一个月前，她老人家还能清楚

地记得许多往事，并能一一讲述出来，舅

舅专门请人记录了外婆的口述。在众多

的往事中，有一件事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

起过：她曾暗地保护过瑞安地下党领导人

程美兴的妻子，陆陆续续，前后照顾、保护

了一年左右时间。这是藏在外婆心底的

一个秘密，藏了一辈子的革命秘密。老人

家知道自己生命即到终点，才把藏了一辈

子的秘密讲了出来。

程美兴，化名老丁，江西人，1915 年 1

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 年加

入工农红军，1935 年随粟裕挺进师进入

浙南，并开始在浙南这片土地上开展革命

活动，逐渐成为浙南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1940 年 12 月至 1947 年 7 月，担

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程美兴在瑞安领

导宣传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发动

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为浙南革

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程美兴妻子名

字叫韩秀雄，化名阿叶，时任中共瑞安县

委委员兼秘书，由刘英做媒与程美兴结为

革命伴侣，1941年5月两人在肇平垟村地

下党李英才家结的婚。韩秀雄既是程美

兴的人生伴侣，也是革命战友，他们在浙

南这片土地上出生入死，并肩作战。

韩秀雄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记得 1941 年初，省委书记刘英从平阳去

温州，途经瑞安，在横山后岗底欧阳永柳

家中指示，任我（韩秀雄）为瑞安县委秘

书。这是省委的有意安排，我只有服从。

自此，我即随县委机关行动，开始同程美

兴同志在瑞安城乡一起开始居无定所的

游击生活。”我想外婆家就是他们居无定

所的众多居住过的一个地方而已。

外婆已记不清韩秀雄第一次来家留

宿的具体时间，但第一次来家留宿深深印

在脑海里，讲起来好像就在昨天。一个漆

黑的夜晚，一阵急促的敲门，把熟睡的外

婆惊醒，打开门，身背马壳枪的五六人冲

进去，其中一名是女的，叫外婆不要出

声。他们说明来意，女同志要留宿这里，

叫外婆保护好她，外婆紧张的心才有所放

下。但外婆说，那一夜睡觉还是抖个不

停，一起睡觉的那位女同志问她为什么这

么抖，是不是冷？外婆说是有点冷。以后

的几天，白天家里紧闭窗户。外婆烧饭端

给她吃，为她洗衣服，晚上与她一起睡

觉。外婆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人知道这

件事，韩秀雄住在这里非常安全。从这以

后，韩秀雄凡是来南区（马屿）开展工作，

经常住到外婆家，外婆照样照顾、保护

她。在当时，外婆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后来才知道她是程美兴的老婆，但外婆去

世之前还可能不知道程美兴老婆名字叫

韩秀雄，只知道她叫阿叶，也可能不知道

与她一起睡觉的阿叶，竟然是瑞安地下党

的主要领导人。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留宿在马岙村外

婆家？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姜叶永。

姜叶永，1920 年出生于曹村镇姜山

村，经程美兴等同志审核，1941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加入中共瑞安县武工队，

后任武工队队长，积极参与开辟平瑞边区

革命工作。1949 年 3 月 18 日在瑞安著名

上安山战斗中奋勇杀敌，壮烈牺牲。

姜叶永家与外婆家只隔一条山岭。

马岙村是圣井山脚下一个小山村。那个

年代，马岙村还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比

较隐蔽。山背上就是姜山村。姜叶永对

这一带地方比较熟悉，哪户人家比较可

靠，哪户人家可以支援地下党，他都了如

指掌。外公家是村里的好户人家，阿太会

做手艺，也会做生意，是地方上的开明乡

绅，地下党曾经常来寻求支持。外公瑞中

毕业后，受地下党组织邀请，曾到山底为

地下党和部队官兵教过书。姜叶永是了

解外公家情况的。

韩秀雄，1920年2月出生在温州一个

殷实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开明士绅。她父

亲同窗好友王屏周是共产党员，受其影

响，她父母逐渐从同情革命转变为支持革

命。她家房产多，环境静僻, 是隐蔽工作

的理想活动场所，逐渐成为永瑞中心县

委、浙江省委、浙南特委主要的秘密活动

据点之一。刘英等许多领导同志常在她

家秘密开会、接头，程美兴也常去她家活

动。受家庭影响，韩秀雄 1938 年 4 月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当时革命斗争的环境险恶，外婆这样的家

庭非常可靠，韩秀雄又与外婆年龄相当，

当时地下党组织考虑把她安排在外婆家

保护，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在听外婆讲述时，我在想，一个近百

岁普通农村妇女能清晰地记得程美兴、姜

山阿永、石垟觉非、江上“驮人”等人名字，

真的不简单，至少说明她受到过革命影

响，不然她怎么能记得。石垟觉非就是吴

觉非，江上“驮人”就是虞正仁，他当时是

南区区委书记，他们都是南区革命的骨干

力量，宣传抗日、建立南区根据地，惩治反

动派和地方恶霸，与程美兴他们并肩作

战。外婆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她不会、

也不可能把这些行为上升为革命，只权当

为生活中的乐善好施，谁有困难，谁都会

去帮的一样。外婆已永远不知道自己的

这些行为已是革命的行为，当年也曾革命

过。

在外婆去世一周年之际，写下这些鲜

为人知的故事，告慰在天之灵的外婆，外

婆您虽然身材矮小，但您形象在我们心中

永远是高大的，您曾伟大过。

三月到瑞安，天气已经很热，这很热也

只是对我这个北方人而言。我穿着半袖衫

在瑞安城走来走去，有两个人，从历史的尘

埃中慢慢浮显出来，一位是清代的孙诒让，

一位是当代的曾联松，两个人虽都是瑞安

人，岁数上却相差69年。

我想，说到孙诒让，喜欢文字学的人可

能很少有人会不知道。文字学在过去统称

为“小学”，而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应该以

清代为盛。说到研究甲骨文，孙诒让可以说

是开山之人。孙诒让又名德涵，字仲容，别

号籀庼，一生著作多达三十多种。在经学、

诸子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有

“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章太炎称

他为“三百年绝等双”。孙诒让的古文字研

究主要在金文方面，但他又是甲骨文研究的

先驱，其研究成果不容忽视。与孙诒让同时

代的学者，研究金文的不乏其人，但研究甲

骨文的只有孙氏。孙诒让进入甲骨文领域，

就他本人来说是偶然的，但也是必然的。说

必然，是由于孙氏具有极其坚实的古文字研

究功底，在其晚年又恰逢甲骨的大量出土；

说偶然，是他有幸获得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

文著录著作《铁云藏龟》。在其晚年，最重要

的是殷墟甲骨被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

份。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最早对有

文字的甲骨作出鉴定，认为是三代古文，于

是加以搜集收藏。但王懿荣不幸于八国联

军侵入北京之时自杀殉国，所藏甲骨后归丹

徒刘鹗，刘鹗将其所藏甲骨选拓部分编为

《铁云藏龟》，于光绪二十九年出版。这是历

史上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为甲骨文的

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孙诒让正是在获得

《铁云藏龟》之后，才开始了甲骨文的研究。

他以金文和甲骨文——尤其是包含较多象

形文字的甲骨文——探求汉字造字本原，以

补许慎《说文解字》之不足，并据此考查汉字

演变的规律。此书亦分上下二卷，列原始数

名、古章原象、象形原始、古籀撰异、转注楬

櫫、奇字发微、说文补阙七篇，孙氏对于金文

可以说是非常熟悉的，眼光也相当敏锐。其

所著的《名原》一书都是先举金文，然后再通

过偏旁分析和文字形体的类比而直达甲骨

文字。各篇凡涉及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大多

数与《契文举例》是一致的，但也有新的考

释，有些地方还修正了《契文举例》中的失

误。孙诒让对古文字、甲骨文和文字学研究

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也是

最具争议的方面，是孙氏的甲骨文字考释，

虽有争议，却具有开山的意义。位于忠义街

的玉海楼是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藏书楼，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就在这里写就。

从玉海楼出来，自然要去国旗教育馆看

一看，其实也是想去看一看瑞安的另一个名

人曾联松。说到新中国，这个人不得不提，

也不可以忘记。曾联松是瑞安人，少年青年

时代就读于瑞安县小学和瑞安中学，1936

年考入南京大学前身的中央大学经济系，后

参加抗日救亡联合会，投身革命。他的故事

说传奇也不传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设计者。从瑞安西山的山脚拾级而上，

远远便看见一座造型独特的建筑在翠绿树

林中格外醒目，建筑外围由金属网架装饰成

4面飘动的五星红旗。大门上的“国旗教育

馆”5个大字，均是从曾联松生前书信中挑选

出来的。国旗教育馆总建筑面积2600多平

方米，共4层，布展面积近2000平方米，包括

序厅、国旗诞生厅、国旗知识厅、国旗荣耀

厅、瑞安发展厅和附属厅等，详细介绍了国

旗的诞生、国旗的制作、国旗的涵义、国旗的

标准规范、国旗与天安门广场、国旗法等内

容。想不到一面国旗居然会有这么多的内

容。国旗馆的设计是很有意思的，“天圆地

方，天瑞地安；鼎盛中华，红旗飘扬”。馆内

藏有在国内堪称第一的丰富的大大小小的

国旗实物或图案。国旗诞生厅里还有曾联

松的雕塑，曾联松先生坐在书桌前，一手握

着铅笔，一手拿着稿纸。1949年7月，全国

政协筹委会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设计

方案。当时曾联松只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

社的一名普通职员。他设计的“五星布成椭

圆形，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绕于后，恰似众

星拱北斗的五星红旗”，此设计从3000余幅

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经全国政协第一届全

体会议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50年10月1日，曾联松曾受邀登上天安

门观礼台，亲眼看到自己设计的五星红旗在

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曾联松设计的

国旗图案原稿、推荐理由文稿、全国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决议等资料复制品，这真是十

分的宝贵。现在可以看出来，最终版的国旗

与曾联松的设计稿基本相近，只是去掉了大

五角星中的镰刀锤头的图案，这样一来，国

旗的图案就显得更加简洁。在讨论曾联松

设计的国旗方案时毛泽东曾表示，可以把原

有的说明改一下，不说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

级，要说五星红旗代表全国人民大团结，现在

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三月到瑞安，或者其他时间来瑞安，要看

的地方虽然很多，但首先要看看这两个地方，

玉海楼和国旗教育馆。再说一下孙诒让的

《名原》，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古曰名，今曰字，

《名原》即为文字正名清源之书。”

（发表于《中国社会报》2021年5月1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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