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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

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

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每周一轮替

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

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

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

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

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

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

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

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

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

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

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gejiedb2008@vip.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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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古代“快递员”
□ 赵亚勇

陈忠实先生的名著《白鹿原》

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各大电视

台热播。剧情真实再现了1926年

西安被10万镇嵩军围攻，西安军民

坚守城池8个月之久的史实。西安

城解围后，经冯玉祥将军提议，为

死难军民建造陵园及公墓，并命名

为革命公园。而革命公园的设计

和建造师就是汉中人刘宝锷。

实业救国

刘宝锷，字梦锡，生于清光绪

十年（公元1884年），汉中市洋县谢

村人。自幼随祖父刘定荣（曾任苏

州知府、上海知县）在苏州、上海等

地读书。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刘宝锷毕业于上海南洋

公学建工专业，随后在上海从事工

程建筑工作。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胸怀救国志向的刘宝锷参加

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年，刘

宝锷被陕西省师范学堂聘为教习，

主讲英语和数学。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刘

宝锷被西（安）潼（关）铁路筹备处

派往美国留学，在上海与同是西潼

铁路筹备处派遣、赴德国留学的李

仪祉相识，遂结为好友，他们共同

剪去发辫，表明救国志向。7月，刘

宝锷抵美后，先后在美国铁道专门

学校和康奈尔大学专攻土木工

程。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学费中

断，刘宝锷通过半工半读艰难完成

学业。

1913年，刘宝锷毕业回国。次

年，刘宝锷受聘美孚石油公司，与

地质技术员吴此灵、何家亨、黄振

华、司徒颖、张谷如等组成地质测

量队，从北京经山西进入陕北，重

点在肤施（今延安）、延长、延川、甘

泉、宜君近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进行石油勘查。

1914年冬，刘宝锷出任陕西铁

道局局长兼造币厂主任。后因战

乱频仍、缺少资金，修建西潼铁路

无望，刘宝锷遂辞去职务远赴南

京，与李仪祉一起承担了修建华北

海河、永定河水利工程项目。

1915年秋，时任北洋政府农商

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的张謇，在

南京创办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

海大学前身），这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所专门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学

校，在全国招聘师资，黄炎培、李仪

祉、刘宝锷、杨孝述、沈祖伟、顾维

精、伏金门、茅以升等被聘为教

授。他们多为留学欧美的工科毕

业生，不少是蜚声我国教育界、科

技界、水利界的精英名流。河海工

程专门学校因其师资力量强、学生

管理严、教学质量高，形成了谨严、

朴实的校风，深得社会各界好评，

成为国内工科院校的佼佼者。

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期

间，刘宝锷主讲建筑工程。他学识

渊博，授课时深入浅出、循循善诱，

深受学生敬重。后来，刘宝锷接替

李仪祉出任教务主任一职，负责学

校的教育质量和教学管理，并提出

了“授于切要功课，冀急可致用”的

办学方针。寒暑假期间，刘宝锷经

常组织师生到水利工地进行实习

实践，到江河湖海开展调查研究。

他还经常应政府邀请，选派师生支

援各地水利建设和抗洪救灾。

临危受命

1926年春，适逢第一次国共合

作时期，国民政府准备北伐之际，

直奉军阀面对如火如荼的大革命

形势，恐慌至极，他们为了集中全

部力量对付广东革命政府，首先把

矛头指向北方，联合向国民革命军

进行反攻。河南军阀刘镇华受吴

佩孚指派，率 10 万镇嵩军杀入潼

关，向陕西扑来，妄图在短时间内

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其

反动统治。

刘镇华率镇嵩军先抵西安城

东，然后从城北、城南两个方向推

进，至 1926 年 5 月15日，占领西郊

三桥镇，西安从此陷入镇嵩军的合

围之中，与外界联系全部断绝。当

时，西安城区原有居民10万多人，围

城前后，四郊住户纷纷进城避难，加

上守城官兵，又增添数万人口。

起初，城中存粮尚多，到6月即

告紧张。适逢麦熟季节，刘镇华命

令匪兵放火烧田，将西安城周10万

亩小麦化为灰烬。9月后，西安城

中存粮告罄，居民不得不以麦麸、

油渣、酒糟、野菜等为食。守城期

间，由于战事、断粮及瘟疫等，城中

死难军民达4万余人。

1926 年 11 月 28 日，冯玉祥率

援军赶到，击败镇嵩军，西安城解

围。面对城内满目疮痍、死尸遍地

的惨景，见者无不落泪。后经冯玉

祥将军提议，修建革命陵园及公

墓，安葬和纪念西安围城期间的死

难者，并委托著名水利专家李仪

祉、建造师刘宝锷负责选址设计。

此前，刘宝锷为南京中山陵的

总监理，中山陵建成后，好评如

云。刘宝锷不仅为国人所瞩目，而

且为世界工程建筑界所敬佩。此

后，经他参与设计和监理的建筑工

程还有：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

公墓、谭延闿墓、廖仲恺墓、胡景翼

墓、南京中央体育场、金陵女子大

学图书馆、南京大影院，以及许多

政要名人在中山陵旁的别墅等。

这次受命设计陵园公墓，虽然时间

短、工期严、要求高，但刘宝锷驾轻

就熟，选址于西安城东北角的原清

代满城废墟，占地150余亩，陵园内

设计有花坛、亭台、莲池和喷水池，

并广栽树木，美化如公园。

1927年3月12日，陕西党政军

商界数万人参加了大祭及公葬。参

会时，要求每人背一袋土，共同堆积

公墓。两万多袋黄土堆成了两座大

冢，掩埋了3043具无名尸骨。在东

西两冢之间建亭，命名“革命亭”。

园林式的公墓建成后成为西安一

景，更名为革命公园，如今是西安

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回报家乡

刘宝锷终身治学，淡泊名利。

他与近现代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李

仪祉、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等同

属中国科学社成员，他们以卓越的

科研成就，传播世界最新科技知

识，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

和思想文化发展。刘宝锷一生埋

头实业，不愿从政。邵力子任陕西

省主席时，曾邀请刘宝锷回陕任建

设厅厅长，他婉言谢绝，却爽快地

答应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

员会之聘，担任西北农专建校工程

师。西北农专（今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的总体布局和那座高高矗立在

武功县张家岗的七层教学大楼，都

是刘宝锷的手笔。

刘宝锷和我国近代水利科学

家李仪祉私交甚好，俩人志趣相

投，多有合作。他们共同设计了中

山陵园林，还参与了南京鼓楼公园

的规划设计。

为了开发汉江流域丰富的水

利资源，1931年12月，刘宝锷邀请

时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李仪祉

到家乡汉中考察。他们在汉中受

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呼，当天，汉

中各界在北教场为他们召开欢迎

大会。会后，刘宝锷和李仪祉乘坐

黄包车前往西街汉中水利局听取

汇报。第二天，他们在留法农垦专

家安汉的陪同下，到褒河、城固视

察水利工程，之后驱车回家乡洋

县，对汉江黄金峡河段进行考察。

李仪祉对汉中丰富的水力资源赞

不绝口，特地嘱托汉中地方政府好

好保护开发。如今，汉中已成为南

水北调和引汉济渭两大工程的水

源地，一江清凌凌的汉江水被送到

关中和北京，实现了李仪祉、刘宝

锷等先贤的夙愿。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宝锷随国

民政府前往重庆，先在綦江水利局

任职，后又在重庆从事工程建筑，

为四川特别是重庆、成都地区的水

利工程、市政建筑、国防设施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宝锷回到南

京，继续从事他钟爱的工程建筑事

业。蒋介石逃离大陆前，曾利诱

刘宝锷去台湾，但被他断然拒绝，并

秘密转移到上海，等待全国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宝

锷被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

从上海请回西安，任财经委员会专

职委员兼新华建筑公司总工程师，

全面负责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大

型工程建筑的设计及监理，刘宝锷

欣然就任。在刘宝锷的参与下，上

世纪五十年代初陆续建成的西安

北门里的建工部五局办公楼、钟楼

北侧的新华书店、民乐园附近的西

安大厦、北大街上的人民剧院、解

放路百货大楼等，至今仍然是西安

市的历史地标。

1952 年 6 月 2 日，刘宝锷病逝

于西安，享年 69 岁。新编陕西省

《人物志》载有刘宝锷传略。

“为啥淳化漫山遍野开满洋槐

花呀？”

故事还要从我奶奶 28 岁那

年 参 与 淳 化 县 的 植 树 造 林 说

起。当时，男女老少手提镢头肩

扛锨，自带干粮齐上山，掀起了

植树造林大会战。奶奶说：“以

前下雨到处黄泥流，如今处处绿

成荫，咱家乡的变化呀，多亏来

了个李书记！”我奶奶口中所说

的，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原淳化

县委书记李德馨。

昔日淳化，山光岭秃、风沙肆

虐。老百姓中流传着“穿的旧衣

裳，吃的救济粮”“天上下雨地里

流，肥土冲到沟里头”的顺口溜。

而这一切，就在李德馨来到淳化后

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71年，历

经革命战火洗礼的李德馨走马上

任，他从改变淳化恶劣的生存环境

抓起，带领全县人民拉开了向荒山

荒坡宣战的序幕。

奶奶提起那年的全县植树造

林誓师大会，心潮澎湃，仿佛又一

次回到了当时的现场。李德馨说

“把荒山荒坡用树盖起来，把沟沟

岔岔用树填起来”，为淳化群众植

树造林吹响了冲锋号。

1973年春节刚过，李德馨带领

科技人员跋山涉水，仔细普查、详

细勘测，很快完成了爷台山造林设

计方案。爷台山会战的第一天，天

刚麻麻亮，李德馨便和全县一万多

名干部群众集结到位，有的挖树

坑、有的运树苗、有的抬水桶，一片

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但到了晌

午，突然雨雪骤降，而且越下越大，

大家纷纷打起了退堂鼓，有人干脆

扔下手中的铁锨准备走人。可李

德馨一句话也不说，任凭雨雾模糊

了视线，任凭衣服被雨雪打湿，任

凭鞋子陷进泥土里，毫不在意。在

李德馨带动下，参加会战的一万多

名干部群众竟无一人离开。昼战

太阳夜战星星，没有月亮点马灯。

李德馨带领全县人民，不仅在黄土

地上创造出了绿化山川、改造自然

的奇迹，更是把一面艰苦奋斗、顽

强拼搏的精神旗帜高高地插在了

爷台山之巅。

李德馨在淳化的七年，全县森

林 覆 盖 率 由 3% 提 高 到 18.8% 。

1977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

来到淳化，徜徉在葱郁苍翠的绿荫

间，赞誉这里是“黄土高原上的绿

色明珠”。

奶奶回忆，有一年秋天，阴雨

连绵，一下就是四十多天，眼看着

就 要 耽 误 了 小 麦 播 种 的 农 时 。

李德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一

声令下，带领县级机关干部，一人

身披一张塑料布，挽起裤腿，冒着

大雨翻土撒种，一干就是十几天。

想着来年的收成终于有了希望，他

欣慰地笑了。

那些年，李德馨风里来雨里

去，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整地造田、

兴修水利、开山筑路、栽植果树，书

写了淳化旧貌换新颜的历史新篇

章。如今的淳化槐树满坡、果树成

林，昔日的革命老区、贫困县与全

国人民一道迈入了小康社会。

李德馨给淳化人民留下了绵

延无尽的绿色，树立起了一座党的

干部带领人民艰苦创业、奋勇向上

的精神丰碑。

今年，奶奶已经78岁了。半个

多世纪以来，奶奶见证了经济社会

的飞速发展，感受了百姓生活的沧

桑巨变。她常对我说：“咱乡党的

日子富起来啦，这好日子都是干出

来的！”是啊，吾辈青年生逢盛世，

定当不负盛世，鼓青春底气，履复

兴之约，将这样绿水青山的故事在

我们这一代幸福地讲下去。

（作者单位：淳化县地方志办公室）

讲述黄河故事讲述黄河故事
传承黄河文化传承黄河文化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协办

现代生活已经离不开快递，街头巷尾到

处都有快递员忙碌的身影。如今，网上购物

已经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快递的物品小

到针头线脑，大到冰箱、彩电，五花八门、应有

尽有。

不过，快递这个行业并非是现代人的发

明，事实上，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萌芽。那

时候，已有近似于快递的驿传制度，这在殷墟

出土的甲骨文中已经得到证实。据《周礼·秋

官》记载，周王朝便设置了主管邮驿、物流的

官员，叫“行夫”。“五里一亭、十里一邮”便是

古代快递系统的官方配置，每亭设有亭长一

名，负责当地的治安、民事、兵役和快递等事

务。不过，当时并不叫快递，而是叫“加急”

“急件”或“邮件”等。由于交通工具非常落

后，传递邮件只能靠人一步步走路来传递，便

把这个过程称作“步遽（急忙、匆忙的意思）”，

走路的人被称作“健步”，这应该是快递员的

最早称呼了。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开始

用马送快递，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看到

的场景：一个骑马的士兵，火急火燎地从马背

上跳下来，一边跑一边喊：“报……六百里加

急……”而此时，递送的往往是加急的军情或

军令。此外，还有人赶着马、马拉着车这种三

者结合在一起的快递方式，叫“传递”，已和现

代的快递小哥开着车送快递差不多。此时的

称呼也变了，赶马车的被称为邮人、递夫或驿

足（卒），职责更接近于现在的快递员。

那些纵马疾驰的古代快递员，跋山涉水、

历尽艰辛，一刻也不敢耽误，因为十万火急的

皇家快递是延误不得的，误期是会掉脑袋

的。除了送达军令、军情外，快递员还有别的

任务，如杨贵妃喜欢吃的荔枝，为了保持荔枝

的新鲜不变味，驿卒是“快马加鞭不歇鞍”，从

产地一路直奔长安。杜牧的诗就生动地描绘

了这一场景：“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

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可以说，这就是当时的“生鲜宅配”。

现在的高考录取通知书一般都是通过快

递送到学生手中的，而古代则有专门的政府

官员通知。古人科举应试及第之后，县州府

都会派遣特定人员前去通知报喜，这样的报

喜称之为捷报。送捷报的快递员会收到数目

不菲的赏钱，所以是个美差，以至于有人会眼

红，半道打劫快递员，抢过捷报自己送，以获

得赏钱。

不过，这些古代的快递员拿的都是朝廷的

俸禄，只接皇家和官方的业务，不为百姓服

务。由于官方的快递不收揽民间业务，民间

的快递则主要由镖局经营，而且收费不菲，不

仅要按照运送物品的重量、距离的远近来定，

还要看东西的贵重程度。此外，还会根据时

间要求以及路线进行调整。其实，镖局更像

是现代的快递公司，也是民营企业，押镖人当

然就是快递员，不过这些快递员个个武艺高

强，不像现在只要会骑电动车就可以胜任那

么简单。

文 史小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