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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植霖：组建土默川第一支抗日游击队

杨植霖，汉族，曾用名

王士敏、雨三、天虹、长河，

1911年出生， 呼和浩特市

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什报

气村人。

1925年秋天，14岁的

杨植霖以优异成绩考入冯

玉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

开办的绥远五族学院。当

时是国共合作时期， 中共

地下党吉雅泰在巧尔齐召

建立了国民党党部， 实际

上是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吉雅泰经常去什报气村探

望杨植霖的姑姑， 杨植霖

认识了他， 所以在归绥上

学后，经常与吉雅泰接触。

年底，在吉雅泰的介绍下，

杨植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 成为一名无

产阶级战士。

1926年， 绥远各地纷

纷组织农民协会， 向剥削

农民的地主土豪展开斗

争， 归绥县也建立了农民

协会。杨植霖一边学习，一

边兼任归绥县农民协会秘

书， 开始接触农民运动。

1927年3月，在吉雅泰的领

导下， 归绥爆发了一次大

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就是

著名的“孤魂滩事件”，杨

植霖作为农民协会代表积

极参加了这次运动。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 在白色恐怖

下， 归绥地区的共产党组

织都解散了， 共产党员也

通过各种途径隐蔽起来。

1928年冬天， 五族学

院改名为中山学院， 杨植

霖从中山学院师范部毕

业。此时，正值绥远地区三

年大旱， 他被推荐去当发

赈委员， 群众称为“放粮

官”。 杨植霖在发赈过程

中，因为不接受贿赂，受到

了乡绅和同事的排挤。一

次灾民请愿示威事件后，

杨植霖得到了华洋义赈会

的信任， 破格升为赈灾巡

视员， 去往绥远各地巡视

赈灾物资的发放情况。杨

植霖在武川一带巡视后，

发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问

题， 回到城里写了一份报

告， 上报绥远省国民党当

局。但是，当局将他的报告

刊登在报纸上后， 一直没

有认真改善赈灾的行动。

1929年下半年， 绥远省国

民党当局为了表彰杨植霖

在赈灾巡视中的义举，让

华洋义赈会出钱， 送杨植

霖报考了北平新农业学

院。

杨植霖来到北平新农

业学院后， 更加积极参加

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进一

步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

1930年10月， 经同学么之

尧的介绍， 他顺利转入中

国共产党。11月，由于经常

闹学潮，学校被解散，所有

学生被开除， 杨植霖因此

辍学。么之尧告诉杨植霖，

党组织让他回到绥远开展

工作。1931年4月， 中共山

西省委派遣赵鹏九等人来

到绥远进行恢复党组织工

作，成立了中共绥远特委。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清剿，

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中共绥

远特委遭到破坏，赵鹏九、

杨植霖等人被捕。 在监狱

里，杨植霖坚贞不屈，最后

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

关押在绥远省第一模范监

狱。他在服刑期间，接触到

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若飞，

并在他领导下开展了狱中

斗争。1933年10月，杨植霖

刑满出狱，在家养伤。1934

年春天， 身体稍有好转的

杨植霖立刻与奎璧取得联

系， 仍然以毕克齐镇的高

小为据点， 继续开展党的

地下活动。

1937年“七七” 事变

后，日军很快占领归绥。杨

植霖跟随绥远自卫军到达

东胜， 听说八路军已经到

了晋西北， 于是离开抗日

自卫军， 找到八路军120

师，向贺龙师长、关向应政

委汇报了绥远地区的抗日

斗争情况。1938年5~6月，杨

植霖奉命回到归绥组建抗

日游击队，他听说兵州亥村

大地主张有聚因为拒绝向

日伪军交钱、交粮，日伪军

不但洗劫了他的家，还奸污

了他的女儿和儿媳，于是主

动登门向张有聚提出组织

抗日武装， 张有聚欣然应

允。两天后，他们在讨合气

村组织起一支40多人的“抗

日团”，张有聚担任团长，杨

植霖担任参谋长兼八路军

总联络员，抗日团很快发展

成为一支200多人的骑兵和

步兵部队。1938年9月，李

井泉率领八路军游击支队

来到大青山， 开辟抗日根

据地， 抗日团与八路军在

大青山汇合。经过整训，抗

日团改编为“绥蒙游击大

队”。年底，张有聚投靠了

苟子臣匪帮， 后来被苟子

臣怀疑而击毙， 杨植霖担

任了绥蒙游击大队大队长

兼政委。

1939~1940年间，杨植

霖历任绥西地委书记、晋

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

绥察办事处副主任。1941

年， 杨植霖担任了绥察行

政公署主任， 这是大青山

抗日根据地开辟以来，绥

蒙地区第一个省级抗日民

主政府。1942年，杨植霖奉

命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在王若飞的带领下见了毛

主席， 汇报了大青山抗日

斗争的情况。1945年，抗战

形势逐步好转， 中央决定

成立绥蒙政府， 乌兰夫出

任主席，杨植霖为副主席。

1947年起， 杨植霖先后担

任了晋西北行署建设处代

理处长、包头军管会政委、

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

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宣布

起义后， 绥远省政府合并

到绥远省人民政府， 董其

武出任主席， 杨植霖、奎

璧、孙兰峰为副主席，杨植

霖同时兼绥远军政委员会

副主席、 中共绥远省委党

校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杨植霖历任绥远省第

一届人民代表、 绥远省政

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

席、 内蒙古人民委员会副

主席、内蒙古政协主席、内

蒙古党委副书记、 内蒙古

党委书记处书记、 青海省

委第一书记、 中共西北局

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

间，杨植霖遭到残酷迫害。

1978年，杨植霖恢复工作，

调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并当选甘肃省政协主席。

此后， 他还担任了全国政

协常委、 中央顾问委员会

委员等职务。 杨植霖热爱

文学创作，他和乔明甫、薄

一波合著的长篇历史传记

《王若飞在狱中》 影响很

大， 曾被选入小学五年级

课本。1992年9月10日，杨

植霖因心脏病突发， 在兰

州逝世，享年81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供稿）

去年，随着电视剧《亲

爱的翻译官》热播，人们对

于翻译官这个职业的关注

再次掀起高潮。翻译官展现

给人们的不仅是风光体面

的一面，更是精确严谨的职

业素养，这个职业决定了翻

译官不能出错。可是，在清

代就曾因为翻译出错引发

了一个惊天大案，许多人差

点因此掉脑袋。

随着清朝的建立，满

文翻译活动也应运而生。

清代不仅设立了满文翻译

机构， 还开办满文翻译课

程，组织翻译考试，充实翻

译队伍， 翻译们就承担了

朝廷的各项翻译任务。

嘉庆四年（1799年）七

月， 大清发生了一件错误

翻译皇后称谓的事件，把

刚登基的嘉庆皇帝的鼻子

都给气歪了。原来，正月初

三，乾隆皇帝逝世，定于是

年九月初二， 梓宫移往遵

化裕陵。 为此举朝上下忙

着此事的各项准备工作，

其中包括把各项治丧文件

由汉文翻译成满文。不料，

因为翻译、誊缮有误，竟然

把嘉庆祖母（乾隆皇帝生

母）的称谓给翻译错了，这

还了得，大大的不敬。

据《清仁宗实录》载：嘉

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内务

府大臣布彦达赉、 阿明阿、

缊布等人，向嘉庆帝呈送了

一份奉移梓宫途中所使用

的赐奠折片，该折由满文书

写。嘉庆发现，译文中错把

其祖母孝圣宪皇后的“圣”

翻译成了“贤”字，一字之

差，却差了辈分。孝圣宪皇

后钮钴禄氏是雍正帝的皇

后、乾隆帝的生母、嘉庆帝

的祖母，这样一错，就变成

了他母亲辈的了。嘉庆认为

“其咎甚大， 非寻常讹错可

比， 因命军机大臣传旨严

询”；下令将“所有承办奏折

之主事德宁、缮写之笔帖式

兴保，俱著交刑部治罪”，并

决定进行问责。

刑部接到嘉庆的谕旨

后，马上会同都察院、大理

寺等有关部门十余名大员

组成了专案组，进行调查。

三法司会审后，很快拿

出了一个严厉的处理意见：

“德宁、积善均应革职，依大

不敬律拟斩，立决。……兴

保应革职，于积善罪上减一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系旗

人照例于鞭责发落。” 然而

奇怪的是，这个处理意见却

让嘉庆给否了。仅对负有领

导责任的布彦达赉、 缊布、

阿明阿等人，予以警告降级

撤职等处分；直接责任人德

宁、 积善仅仅拘留一个月，

期满再吃皮鞭80；兴保被革

职，吃皮鞭50，了事。

在那个时代，嘉庆如此

从轻处理此案，让好多人感

到意外。就现在看来，其原

因也不外乎以下几个：一是

嘉庆帝正热孝在身，其父亲

乾隆帝还没入土为安，为一

个翻译之错大动干戈，唯恐

天下耻笑；二是嘉庆帝刚刚

登基， 正需树立个人威信，

此时也不是他大开杀戒的

时候；三是清代文字狱为前

几代最盛，嘉庆也目睹了这

等人间惨祸，是否也在做反

思？其四是布彦达赉、阿明

阿、德宁、积善等人大都是

宗室贵族，也是他做太子时

的起底大臣，为他登上皇帝

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

忍心也不想落下卸磨杀驴

的骂名。 所以生气归生气，

冷静下来， 嘉庆就理智多

了。

其实，类似的错误，早

在乾隆十三年就已经发生

过。 那是在孝贤皇后的册

文中，把“皇妣”二字，翻译

成了“先太后”。乾隆皇帝

为此曾大发雷霆， 处理结

果是， 协办大学士阿克敏

因此被革职。如此看来，清

代的翻译官一再失误，实

属不该， 好在嘉庆帝能够

迅速处理好这一翻译错误

大案， 没有影响乾隆大丧

的举行。

（据《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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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清代翻译出错引发大案

杨植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