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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 郑学富

子午道寻古

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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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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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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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4 月 17 日至 23 日，陕甘宁边区

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次大会是陕

甘宁边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边

区工人组织的统一和发展。陕甘宁边区政

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连续两期报道了大会

盛况。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率领红军经过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在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

根据地的同时，恢复和发展了根据地的

工人运动。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爆发，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1937年11月26日，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召开临时执委会议，

决定于1938年3月18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

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立了由

毛齐华为主席的筹委会。为此，陕甘宁

边区总工会发表了《为召开陕甘宁边区

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全国各地工运同志

及全国工友书》，明确指出会议的目的：

“为着要更广泛地动员全边区工人，为着

促进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增进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坚决抗战到底，

争取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希望

全国各地工运同志、全国工友给我们以

有力的帮助，我们请求全国工会、工人救亡

团体和我们发生密切的联系，经常指导

我们进行工作。我们更欢迎全国工人、各地

工人团体派代表或组织参观团前来延安

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帮助代表大会工作

的进行。”不过，因边区抗战形势紧张，且准备

工作尚未完善，大会的召开一度暂停，直至

1938年4月才得以召开。

为给大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中华报》于 1938 年 4 月 1 日发表了署名

正义的文章《放在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面前的任务》。文章指出：“在这样情势下举

行的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历史决定了

它必须负担起下面三个任务：一、总结过去

边区职工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抗战期间

边区职工运动的工作方针，正式建立边区

总工会，使边区工会成为领导全边区工人

群众积极参加抗战的更健全的更坚强的

组织。二、确定边区工会如何赞助全国职工

运动统一与普及，并使边区工会成为全国工

人统一组织的一个坚强有力的组成部分。

三、确定边区工会如何拥护全世界无产阶级

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使边区工

会在全国工人统一组织的领导下，联合世界

各国职工团体共同抗日，拥护全世界职工保

卫和平保卫民主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

《新中华报》又于1938年4月15日发表社论

《祝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指出：“工人是民族

解放的先锋战士与主力军。中国劳工，在历

次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都是最坚决地站在

斗争最前线。中国工人运动，是从民族解放

与争取自己生存改善待遇的斗争过程中产

生出来的，因此他一开始就担负起民族解放

斗争的使命。抗战以来，他们继续发挥过去

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军队中，在交通运

输中，在工厂生产中，均表示了工人参加抗

战保卫祖国的坚决牺牲精神与光荣的模

范。边区工人运动，无疑是继承了过去革命

工会的光荣传统，并且把他更加发扬起来

了。他们在斗争中，建造了许多模范实例给

全中国工人看，清楚地指明了争取民族解

放，工人本身解放的伟大前程。”

1938年4月17日，延安阳光明媚、春风

和煦，大街小巷布满了庆祝大会开幕的标语

和旗帜。下午2时，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

代表大会在鞭炮声中隆重开幕了。据

1938 年 4 月 20 日的《新中华报》记载，会场

设在延安城内大礼堂，钟楼上悬着“陕甘宁

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字样。会场外

悬挂着 100 多幅来自全国各地的祝辞，

赠送者包括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中国国民党

肤施县党部、香港海员工会、同蒲铁路

总工会等。主席台前还挂着列宁、孙中山、

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世界革命和中国

革命领袖的画像。参加大会的有 100 多个

来自农村、工厂中的代表，二三百名来自全国

各地工人团体及边区各机关、团体、学校

前来观礼的来宾。

开幕式上，毛齐华报告了大会筹备

经 过，并通过大会组织条例及议事日程。

李富春、杨松、曹力如等众多来宾受邀发表

演说。李富春说：“边区工人过去在全国

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全国总工会是在

大革命时代组织的，所以边区工人是大革命

的遗产及传统的保留者。今天在新的抗敌

总会成立时，我们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

也同时举行，并且将首先参加抗敌总会。”

他对大会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使边区工会的

组织更加巩固起来，在政府的领导下，参加

抗战，保卫祖国。二、推动全国职工运动的

普遍发展，使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三、团结全世

界的工人阶级来支持我们的抗战，使中国工

人阶级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

1938 年 4 月 25 日，《新中华报》第三版

刊出“边区工人代表大会专刊”，报道了

大会经过、取得的成就、通过的大会宣言

和各地发来的贺电等。此次大会共有226名

代表参加，不仅边区各县各区推选代表

参加，香港海员工会、码头工会、粤汉铁路、

同蒲铁路、郑州豫丰纱厂工人生活维持会

等工人团体也派代表参加。4 月 18 日，

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的报告，

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任务，中国

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活动与动员、普及与

统一，职工运动及在各个不同区域的工人

运动等问题。4 月 20 日，毛齐华报告边

区抗战形势与总的任务、边区工人在工会

领导下对抗战工作的总结与检讨等。当晚，

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结团体，打日本》的

演讲，强调工人首先要团结起来，把全国

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无产阶级都组织

起来，结成工人的团体，还要结成农民的

团体、商人的团体、文化人的团体、全国各种

行业的人的团体。不仅要结成全国的大团体，

而且要结成全世界的大团体。这样一来，

就使各国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中国要打胜日本

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的

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地团结起来。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才不会做亡国奴。

做 亡国奴，我们不干。我们一定要抬起

头来，我们定要翻身。只有团结，才可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大会期间，通过了边区总工会、农业

工会、手工业工会组织章程及各地代表

提案，选举总工会执行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

大会于4月23日圆满闭幕。4月24日上午，

举行第一次执委会，推选毛齐华、管瑞才、

正义、刘呈云、刘子载、高长久、李子厚、

白文生、张如洲为常务委员，并推选毛齐华、

管瑞才为正副主任。

大会宣言指出，只要中国工人团结

起来，只要全中国人民团结统一起来，中国

的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独立自由

幸福的新中国一定会迅速实现；只要全世界

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一天天地巩固和扩大，

世界的和平民主与文明就一天天更有保障，

国际法西斯强盗就会很快地滚出世界

以外去，全世界人类的光明日子就会迅速

地到来。

大会在第一天休会时还招待新闻记者，

讨论对外通讯宣传问题。会议筹备人员

每日出版大会特刊并逐日广播，在早晨

或 大 会休息时间教学唱歌，教学对日军

宣传口号，每晚都举行晚会，还编辑了大会

纪念册，并将大会重要文件编辑译成新文字

世界语，以广泛传播。

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召开，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上海

印刷职工会、上海纱厂工人团结联合会、

邮政工人、上海煤业工人抗日会、中华海员

港务工人统一工会筹委会、上海丝业职工会、

开封邮务工会和边区抗敌后援会、边区

文 化 救亡协会、边区妇女联合会、陕北

公学同学会等众多社会团体纷纷发来贺电，

祝贺大会取得成功。正如《新中华报》所

概括的，此次大会对当时的抗战进行紧急

动员，对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

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尤其是普及与统一全国工人

运动，发挥了促进与推动作用。

暮春芳菲之际，应宁陕县文联、县科协

之邀，与一众同道参加了宁陕县举办的

“踏春赏梅·相约子午梅苑”活动。

为期两天的“秦岭春早·遇见‘梅’好”

之旅，让我身心满满地感悟到秦岭之心、

绿都宁陕“春来早”的梅花胜景。然而此行

最令我难以释怀的，还是过境宁陕、在宁陕

境内最长的子午古道。往返途中，隔着车窗

玻璃，我依然可以看到道路两边河道里不少

古栈道的遗迹。当年的子午道，其中一部分

就是今天的210国道秦岭段。

宁陕县位于秦岭中段南麓，取“安宁

陕西”之意，自古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

之说，这里所说的栈道就是指子午栈道。

古子午栈道由北向南纵贯宁陕全境，唐时

杨贵妃喜食的荔枝，正是自川东涪陵经西乡

至宁陕快马加鞭，穿越高峻的秦岭送往长安

的，故子午栈道也称“荔枝道”。

秦岭山脉是中国南北方的重要地理

分界。翻越秦岭自古难于上青天，远在商周

以前，山间已出现了沟通南北的古代道路。

周秦汉唐千余年间，秦岭驿道作为首都长安

联结南方诸省的战略通道，在政治、军事、

经济诸多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积淀了厚重

的历史。自秦岭北上西安的古道由西向东

主要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陈仓道，

周幽王伐褒国得褒姒的褒斜道，唐玄宗逃离

长安的傥骆道，唐明皇给宠妃运送荔枝的

子午道，通往商洛的蓝武道以及位于南线的

金牛道、米仓道等。这些延续千年的古道，

见证了历史的过往，曾在中国交通史上发挥

了重要作用，即使现在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许多新路仍全部或部分沿用秦岭古道修建，

傥骆道以短著称，但由于太过险峻，虽然

现今没有修建公路和铁路，但飞机航线仍

沿着此古道飞行。秦岭古道，蕴藏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至今仍是旅游和研学

的重要目的地。

子午道是蜿蜒在千山万壑的秦岭腹地，

沟通京城长安与汉中、安康及巴蜀包括南方

各地的一条千年古驿道，全线绵延一千多

公里，堪称古代的“高速公路”，是中国古代

特别是汉唐时期的国家驿道、南北交通

命 脉。宋元明清时，仍频繁使用此道，

如 清 代子午道上出现了宁陕厅（1913 年

宁陕厅改为宁陕县）这个县级城市及江口镇

等重要城镇，即便是现在的 G210 国道仍

沿用子午古道。它的起点位于长安（今西安），

从长安南郊的子午镇，穿越子午谷，从长安

南行开始一段道路方向正南北向，古人

把北方方位叫子，南方方向叫午，子午道

由此得名，途经宁陕县、石泉县、西乡县

等 地，最终到达汉中、安康及四川盆地。

古道崎岖，行走艰难，沿河流溯源而建，

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古人借助河谷

自然地形开辟道路，但因山高林密、关隘

众多，通行难度可想而知。历史上围绕

子 午 道的战役大多以失败告终，如三国

时魏延子午谷奇谋、曹真伐蜀原路而返、

明朝高迎祥起义军子午谷黑水峪被俘等

战例，更增添了子午道的几分神秘。古道

旁边至今散落有摩崖石刻、唐兵营遗址、

竹林八卦阵、铁板峰等许多人文丰富、自然

绝美的景观。

子午道不仅是古代重要的军事通道，也

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巴蜀地区的商道，尤其在

唐代成为运送荔枝的专用通道。荔枝古道

起源于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满足宠妃杨玉环

喜食新鲜荔枝的喜好，苦于长安无荔枝，

东南沿海一带虽产荔枝，但距京城长安路途

太远，而四川重庆一带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

也产荔枝。于是，唐玄宗下令建起一条专供

荔枝运输的驿道，荔枝道的基本干道就这样

形成了。它的最初作用就是运输我国古代

涪州出产的荔枝。原名为洋巴道的这段

川陕蜀道，到了宋代，地理学家乐史在其著作

《太平寰宇记》中，把这条南北商业古道命名

为“荔枝古道”，这一名称很快被学界和大众

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大诗人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写道：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

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从涪州到长安

路途大概两千里，据《涪州志》记载，运送

涪州荔枝“七日到长安”。而唐代的“快递”

传递急件的速度，上限是每天五百里，这样

算下来三四天有到达长安的可能性。如果是

次一等的加急件，按每天三百里计，大概就是

七天了。可见“七日到长安”是基本可信的。

毕竟这一路要翻越秦岭，经过秦蜀古道，

路况复杂，而驿马的状态也不是十分稳定，

时间上下浮动也属正常，平均下来也就四五天

的样子。那按照白居易的说法“荔枝四五

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杨贵妃又是怎样

吃到鲜荔枝呢？古人绞尽脑汁，自有一套迎合

贵妃口味的保鲜办法。

首先得制造一个土法的“保鲜盒”，找一丛

蜀地常见的竹子，将其砍下来，有一节留着

竹节，而另外一节则将其掏空，然后把荔枝

一颗一颗塞到里边，在口部再塞上一些荔枝叶，

最后蒙上油纸，又用泥土或者蜡加以封存，

这样就制成了一个密封的天然“保险盒”。

既能延长荔枝的保鲜度，又可防止运送过程

中的磕碰挤压，确保荔枝品相的完美。等一切

绑扎停当之后，便装笼上马。最后再配一张

“传符”，相当于今天的生鲜产品通行证，

以便出入各州府、往来各驿站。一般而言，

每隔三十里换一个人、六十里换一匹马，

日夜兼程，快马加鞭，接力传送。

这就是有名的“荔枝道千里送荔枝”的

故事。其实，荔枝道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

秦汉时期。当年刘邦南去汉中走的就是子

午道。汉平帝时，王莽下令修凿子午道，设

置子午关。西晋以后，秦岭以南至西乡县子

午镇的子午道中段道路走向发生变化，但旧

道也并未废弃，只不过新道去汉中比旧线更

近，但旧线去汉阴、安康比新道更划算。唐

宋以后，子午大道走向再无大的变化。南北

朝以来，子午道经常被以关中为根据地的政

权用作进攻汉中、安康以及四川、湖北等地

的通道，也经常被以南方为根据地的政权用

作攻打北方长安的通道，它既是一条连接蜀

中与陕西的陆上贸易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沟

通南北的政治、军事通道，一直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唐天宝年间开辟的“荔枝道”，

在子午镇以北使用新线，以南则另辟新道，

成为继金牛道之后由秦入蜀的另一捷径，后

人意味深长地把它叫“荔枝道”，但从另一方

面来看，这也显示了唐代交通之发达。

秦岭子午古道作为沟通关中与汉中、

安康与巴蜀的重要通道，其中穿行于山间的

古道占到80%以上，道路崎岖。安史之乱后，

关中经济凋敝，加上子午道沿线人烟稀少、

维护成本高，逐渐被陈仓道、褒斜道取代，

其军事与交通地位逐渐下降。真可谓子午道

因杨贵妃而达到鼎盛，却因一场战争而走向

没落。其间，交织着自然地理的险峻与人文

兴衰的沧桑。

今日的子午道虽褪去繁华，但其作为

“蜀道难”的缩影，仍是研究古代交通、军事

与生态的重要载体。子午古道，从秦汉的军

事要道到唐代的荔枝快马，再到如今的生态

遗迹，无不默默诉说着千年历史的风云变

幻，其兴衰映射着自然与人文的博弈。

为博“妃子一笑”，唐玄宗一声令下，荔

枝道就修起来了。荔枝道上的“一骑红尘”，

自然“无人知是荔枝来”。可是很快，安史之

乱的马蹄声就搅乱了贵妃“霓裳羽衣曲”的

曼妙舞步，为了逃命，唐明皇仓皇带着爱妃

杨玉环等一众人马逃离长安，不幸的是，当

逃至马嵬驿时发生了兵变，接下来的故事大

家都已耳熟能详。此后，荔枝道上也许还有

荔枝，但杨贵妃已无法享用了。而子午古道

依旧横卧秦岭，迎送往来过客，依然载着历

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95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每年的 4 月 23 日定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设立这一节日，旨在强调图书作为传播

知识、信息和思想的载体的不可替代性，

更重要的是唤醒公众对阅读价值和版权

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让这一天真正成为

图书日。

保 护 知 识 产 权 是 一 个 循 序 渐 进 的

过 程。既需要法律的不断规范，更需要

人们守法和维权意识的提高。其实，我国

古人不但早就有了版权意识，而且还实施了

版权保护。这种意识首先体现在署名意识

的形成。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开始在作品

上署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

《论语》。也有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

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

《孟子》等著述。还有像《吕氏春秋》之类，

作为一部集体作品，它的署名方式与今日的

“职务作品”类似。古人向来鄙视剽窃他人

学说的行为，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就记载

诗人宝月抄袭柴廓之诗作，唐代文学家

柳 宗 元曾斥责文子剽窃孟轲、管仲之言。

而清朝洋务运动的兴起者张之洞被同科举子

徐致祥抄袭事件，更是轰传天下，让徐致祥

一生备受诟病。

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印刷业的繁荣，

盗版之风也愈演愈烈，官府开始干预图书出版行为。当时

主管图书刊行的“行在国子监”，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

版的权力。官府运用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

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

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

“据”告发，从而毁版治罪。南宋祝穆刊印《方舆胜览》，为防他

人翻刻，申呈两浙转运司予以保护，其原刻本自序后有“两浙

转运司录白”，云“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

翻版之患。”这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特许令状。著名理学家

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

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

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书》中记载了一件事，

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

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

印版。明崇祯刻本曹士衍《道元一气》，在书前告白写道：“倘有

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

可见其相当强烈的著作权观念和司法保护意识。

即 便 官 府 管 着 ，盗 版 还 是 屡 禁 不 止 。 明 末 清 初 的

李渔对于打击盗版更是采用了另类的斗智斗勇之法。李渔

生平写了许多著作，可有很多书刚一推向市场，就被大量

无良书商疯狂盗印，书卖得火，他自己却赚不到钱。顺治

八年，暂居于南京的李渔完成了第一部传奇大集《怜香伴》。

为避免盗版之事再次发生，李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

他给南京知府写了一份诉状，说他的一批新书从兰溪老家

运往南京时，不料刚进入南京地界就被强盗劫去了，而遭劫

的这批书是他第一次印刷出来，尚未在市场上流通，如果

有 谁在卖他的那些书，谁就是强盗，最起码也是跟强盗

有关。知府大人非常重视，赶紧立案，天天派出大批衙丁到

市场上去查找。

与此同时，李渔开始正式印刷这本书，正规书商当然

更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纷纷前来批发取货，投放到市场

上后，立刻受到南京百姓的疯抢。李渔把这些正规书商统一

作了登记，然后把名单交给南京府衙，告诉他们哪些人是正规

书商，以避免衙门误抓。那些平时靠印刷盗版书吃饭的无良

书商，哪还敢再盗印李渔的书？做不成生意、挣不到钱事小，

被当成强盗或者强盗的合伙人给抓起来，投进班房那就后悔

莫及了。多年后，李渔的《怜香伴》一直没人敢盗版，李渔用他

独特的智慧保住了多年的心血。

宋代的版权保护的禁例，一直沿用至清朝。这期间，我国

处在以出版者拥有“印刷特权”和作者仅成为原始著作权人的

阶段。直至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正式颁布，这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标志着我国著作权立法进入了作者作为

著作权人的现代著作权阶段。

古代版权保护多依赖道德约束、行业自律和零星禁令，

缺乏系统性法律保障。文人维权行为更多出于对作品完整性

的维护或经济利益诉求，与现代的知识产权概念仍有着本质

差异。然而，古代文人的这些版权保护之法，反映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原创劳动的尊重，也为后世版权制度进步提供了

历史参考。

子午道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