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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力：土默川走出的女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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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第一“县”

“县”制是秦统一中

国后推行于全国的，而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县”

名，却产生于古山西的晋

国。

县， 在未作地方行政

单位之前，与“悬”为同一

个字， 即悬挂、 联系的意

思。西周时期，周王的食邑

叫王畿或国畿， 畿内的土

地与周王紧紧联系在一

起。《说文》“县”字解，曰：

“天子畿内，县也。”周王的

畿内称为“县”， 这确是

“县” 作为行政区域名称，

在产生、 发展变化中鲜为

人知的趣闻。

“县”的地方建制广泛

使用， 并且推广到春秋列

国， 是从山西的晋国开始

的。据《左传》载，公元前

544年， 即晋平公十四年，

平公母亲悼夫人在一个叫

杞城的地方请人吃饭，遇

到一个来自绛的老人。悼

夫人见其年迈，问贵庚。老

人答曰：“不知纪年， 只知

经历445个甲子矣！” 此老

翁高寿几何？ 当时在场者

谁也算不出来， 悼夫人派

人求教于晋国一位很有名

气叫师旷的乐师。 师旷答

曰：“73岁矣。”又求教于一

位叫文伯的人， 答曰 ：

“26600矣！”这当然成神话

了。从此，对年过古稀、长

寿高龄者，常用“绛老”褒

之。

3年后的公元前 541

年，晋平公认为“绛”这个

地方出长寿老人， 于是便

用 周 天 子 畿 内 的 名 称

“县”称之，取名“绛县”。这

是 晋 国 设 置 的 第 一 个

“县”。山西绛县，应该是古

代中国的第一个“县”，也

是“天下第一县”。

（据《文史博览》）长城是用什么材料修筑的？

关于修筑长城的建筑

材料， 在没有大量用砖以

前，主要是土、石和木料、

瓦件等。需用的土、石量很

大，一般是就地取材。

在高山峻岭的地方，

就在山上开取石料， 用石

块砌筑。 在平原黄土地带

即就地取土，用土夯筑。在

沙漠地区还采用了芦苇或

红柳枝条层层铺砂的办法

来修筑， 如今天还保存的

新疆罗布泊与甘肃玉门关

一带的汉长城就是这样修

筑的。 修筑的方法是铺一

层芦苇或红柳枝条， 上面

铺一层砂石， 砂石之上再

铺一层芦苇或红柳枝条。

这样层层铺筑， 一直铺砌

到五六米的高度， 芦苇或

柳枝的厚度有5厘米左右，

砂石的厚度约 20厘米左

右。若修5米高的城墙就要

铺到20层左右的芦苇柳枝

和砂石。 在东北的辽东长

城还有用编柞木为墙、木

板为墙的。 充分说明了我

国古代劳动人民是采用因

地制宜， 就地取材的办法

修筑长城的。

明朝的长城在许多重

要的地段采用了砖石垒砌

城墙， 所用的建筑材料更

多了。除了土、石、木料之

外， 还需用大量的砖和石

灰。 这些建筑材料也都采

用就地取材的办法。 砖瓦

都是采取就地开窑厂烧

制， 石灰也就地采石烧

制。 修筑关城和堡子、敌

台房屋用的木料也是就

近采伐。如果近处没有可

供采伐的林木，就要从远

处采运。在每一段分包修

筑的施工组织中还专门

设置了办料的部门和石

场、窑厂。如在居庸关、八

达岭发现的石碑上就记

载有各项窑厂和石场办

料部门的名称。而且这些

部门的人员为数甚大。可

以看出当时修筑长城备办

建筑材料的任务是很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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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革命人物輪輮訛

邸力，回族，又名邸俊

容，1914年3月31日出生，

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人。

邸力的母亲是道台的

女儿， 出嫁不久， 丈夫病

死，守寡到32岁，嫁给萨拉

齐一个回族男人， 因为不

能生育，就抱养了邸力。她

要求女儿遵从封建礼教，

让她跟着阿訇学习《古兰

经》，后来把邸力许配给一

个马姓回族青年续弦，可

是邸力以正在读书为借口

拒绝结婚。

1931年， 邸力因为参

加轰赶校长的学潮被开

除， 未婚夫也上门解除了

婚约。 邸力的母亲再次强

迫她嫁给一个军人， 她表

示拒绝，母女俩发生冲突，

年仅17岁的邸力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 坐上开往北平

的火车。夏天，邸力考入北

京中华中学， 领到30元奖

学金， 从小娇生惯养的她

很快就花光了钱，开始做

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寒冬

腊月，饥寒交迫，她的情

况引起了在学校教英文

的北平师大进步学生刘

丹顿的注意， 他不仅在生

活上帮助邸力， 还给她送

来许多进步书籍。 邸力开

始接受革命思想， 参加进

步活动， 在刘丹顿的介绍

下， 加入北平左翼剧联的

“苞莉芭”（俄语“斗争”的意

思）剧社。

1932年6月，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北平文化总

同盟”派出于伶、李佩衡、

邸力等人率领苞莉芭话剧

团来到归绥进行公演，宣

传抗日救亡， 揭露国民党

的不抵抗政策。同时，他们

还有一个秘密任务， 是接

受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指

示， 帮助绥远地区建立反

帝大同盟。 苞莉芭话剧团

在归绥旧城大观园剧场演

出了话剧《工厂夜景》《无

线电急奏》《瓦刀》《血夜》

等剧目。演出三天，每天两

场，场场爆满。这些话剧形

象的向人们宣传了抗日救

亡斗争， 揭露了国民党的

消极抗战政策。

当时，中共地下党员、

绥远省立第三小学的教师

杜如薪和苏谦益用自己微

薄的薪水创办了一个油印

革命刊物《血腥》，揭露日

本在东北的血腥屠杀，号

召绥远人民抗日救亡，影

响很大。 邸力通过中山学

院的马麟（后来叛变）与杜

如薪和苏谦益取得了联

系。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于

伶、李佩衡、邸力在归绥城

北的公主府和杜如薪、苏

谦益、马麟见了面，他们走

进一座大仙庙， 开始秘密

讨论建立绥远反帝大同盟

的事宜。大家经过研究，决

定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

领导下，成立“绥远反帝大

同盟”。

邸力返回北平后，等

待她的是学校“品行丁等，

令其退学”的通知，她再次

失学。不久，她认识了共产

党员苏啸中。1932年8月，

苏啸中介绍邸力加入中国

共产党。秋天，邸力参加纪

念“九·一八”一周年游行

活动， 在沙滩红楼被军警

围困， 邸力拿起一根木棍

与军警搏斗， 头部受伤后

被捕， 后来北平学联组织

罢课， 才把邸力等人放了

出来。 党组织安排她在北

京西城做传递文件的秘密

工作， 她以刘丹顿家属的

名义住进宣武门外繁峙会

馆。 刘丹顿是山西省崞县

人， 也是邸力走上革命道

路的领路人， 共同的革命

理想让两位青年产生了爱

情之花，第二年两人结婚。

1933年底， 邸力刚生完女

儿半个月，为了不受牵累，

他们把女儿送进育婴堂，

后来得知女儿很快夭折

了。由于北京形势险恶，邸

力和刘丹顿转移到天津。

1934年，天津出了叛徒，他

们转移到上海。 可是上海

党组织也遭到破坏， 一天

深夜， 敌人逮捕了邸力和

刘丹顿， 他们进巡捕房的

第二天， 邸力生下一个男

孩。1935年7月， 他们抱着

孩子出狱， 转辗太原、北

平、归绥，邸力又生了一个

女孩， 由于无力抚养也送

进育婴堂，很快夭折了。为

了生活， 邸力经宋之的介

绍， 进入西北影业公司当

了演员。

1937年6月，邸力带着

三岁的儿子到上海参加抗

日演出活动。“七·七”事变

爆发后， 全国掀起抗日救

亡热潮， 邸力参加了爱国

人士组成的“抗日救亡演

剧队”， 准备奔赴各地巡

演。 演剧队规定不能带孩

子， 邸力只好把儿子寄养

给别人， 跟随演剧队离开

上海。先后在南京、武汉、

开封、郑州、西安等地巡回

演出，1938年 4月到达延

安。1939年初，邸力调到刘

丹顿所在的晋西北战地动

委会工作，后来又调到120

师“战斗剧社”，经常到抗

日前线为八路军演出节

目。1940年，刘丹顿在吕梁

地区对日寇反扫荡战斗中

英勇牺牲，年仅34岁。1941

年， 邸力因病回到延安治

疗。抗战胜利后，她在华北

大学文工团当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邸力和在延安认识的

吴波一起来到北京， 两人

组成了新的家庭。 吴波历

任中央财政部副部长、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中央

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可

喜的是， 邸力终于找到了

当年离开上海时寄养给别

人的儿子， 她把儿子接到

北京读书， 经常让儿子回

到杭州看望年

迈 的 养 父 养

母， 报答他们

的养育之恩。

母子俩也曾多

方查找刘丹顿

的亲人， 可是

没有找到。

50年代 ，

邸力先后在影

片《吕梁英雄

传》《儿女亲

事》《新儿女英

雄传》《祝福》

《林家铺子》中

塑造了各种角色， 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很少

扮演主角，更不争名逐利，

总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1955年， 北京电影学院成

立， 邸力参加了苏联专家

执教的进修班， 后来留校

任教，1960年，她被评为副

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后，她无所事事，

心里非常痛苦。1976年“文

化大革命”结束后，邸力已

经到了退休年龄， 但仍然

坚持讲课， 培养了大批优

秀电影工作者。1979年，全

国妇联授予邸力“全国三

八红旗手”。1991年和1992

年， 邸力分别获得了中国

电影表演艺术学会、 电影

教育“金烛奖”等特别荣誉

奖。2004年，邸力在北京逝

世，享年90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供稿）

邸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