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钩沉

15

云蔚：打响百灵庙暴动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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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蔚，蒙古族，1915年

出生，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沙尔沁乡小营子村

人。

云蔚一岁时母亲去

世， 多亏两个姐姐特别是

大姐的保护和照顾， 让他

渐渐长大。 云蔚的大姐夫

孟纯是内蒙古早期革命

者，在孟纯的影响下，云蔚

很早就有了革命志向。

1929年， 云蔚从土默特高

等小学校毕业，1931年进

入黄埔军校第九期学习。

1933年， 云蔚暑假回家探

亲， 认识了中共西蒙工委

书记乌兰夫， 参加了营救

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

的活动。1934年，云蔚从黄

埔军校毕业， 分配到德王

组建的百灵庙蒙政会保安

队， 担任新兵中队副队长

兼教官。当时，德王正与日

寇勾结，乌兰夫和奎璧、李

森、赵诚、云清、赵俊臣等

共产党员经常来到百灵庙

了解德王动向。 乌兰夫嘱

咐云蔚：“你要团结好士

兵，遇到适当机会，狠狠打

击以德王为首的亲日派。”

1935年10月， 红军长

征到达延安。 云清召集赵

诚、赵俊诚和保安队党外

骨干云蔚、纪寿山等人在

百灵庙东山坡秘密开会，

商议成立红军响应队。后

来， 云蔚受到德王怀疑，

被解除职务， 收走手枪，

但是他牢记东山坡会议

精神和乌兰夫的嘱托，一

直等待时机，准备拉出部

队离开百灵庙。12月，德

王公开与日寇勾结，保安

队爱国官兵不愿意给日

本人当炮灰，经过云蔚耐

心工作，许多士兵表示宁

死不当亡国奴，紧紧团结

在云蔚周围。

1936年春节后， 蒙政

会两个科长云继先和朱

实夫找到云蔚商量参加

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

傅作义的“绥境蒙政会”，

以此削弱德王的亲日派

势力，云蔚提出想拉出部

队抗日。 三人最后决定2

月22日晚上举行暴动。就

在准备暴动前一天， 云蔚

发现德王亲信起了疑心，

赶紧找到云继先和朱实夫

商议对策， 三人决定当晚

行动。晚上10点，云蔚指挥

士兵首先占领了军械库，

然后带人去捉拿德王的亲

信稽查处处长李风诚。云

蔚一个人先走进稽查处驻

地， 发现李风诚睡在大炕

里边，于是慢慢走到跟前，

李风诚突然睁开眼：“你小

子不睡觉，干甚呢？”云蔚

顺口说：“想找人打牌。”突

然一跃上炕， 骑在李风诚

肚子上：“不要动！ 动就打

死你！”扭头又对惊醒的士

兵喊道：“谁动打死谁！”士

兵们吓得把头缩进被子

里。 可是李风诚大喊大叫

拼命挣扎，云蔚拿

起一支步枪击毙

了李风诚，打响了

百灵庙武装暴动

的第一枪。接着，

云蔚带领士兵冲

进军械库，把机枪

箱子、步枪箱子、

子弹箱子都砸开，

有的士兵为了多

带子弹，把裤子脱

下来当褡裢用，可

他们对蒙政会存

放的两万多大洋

却弃之不顾，表现

出一心抗日的坚

定决心。 凌晨两

点，暴动队伍在南

营盘集合，云继先

自任大队长，云蔚

和朱实夫担任副大

队长。凌晨四点，暴动队伍冒

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向南进

发， 德王的骑兵很快追上

来，被暴动队伍打退。

百灵庙暴动后， 傅作

义对这支队伍严加防范，

收缴了大家的武器， 将暴

动队伍分别安置在三两村

和萨拉齐水涧沟门， 改编

为蒙旗保安总队， 连续几

个月不发军饷， 到了夏天

也不换夏装， 引起士兵们

对云继先的不满。这时，德

王派人和潜伏在队伍里的

亲信章文锦取得联系，章

文锦策动部队哗变， 杀害

了云继先，部队陷入混乱，

一部分士兵跑回家乡，一

部分士兵跟着章文锦返回

大青山投奔德王。 傅作义

派出机械化部队追击，将

大部分士兵枪杀在山沟

里， 只有七八个人跟着章

文锦跑回百灵庙。

1937年， 国民党政府

委派白海风担任总队长，

重新组建蒙旗保安总队，

乌兰夫和孟纯也进入部

队。不久，蒙旗保安总队改

编为蒙旗独立旅， 驻守在

包头固阳。秋天，德王又派

章文锦潜回固阳准备再次

策反部队， 第二天就被云

蔚抓获， 他请示了乌兰夫

和白海风后， 在城墙下处

决了章文锦， 为云继先报

仇雪恨。“七七事变”后，抗

战全面爆发。10月，日伪军

进犯归绥（今呼和浩特），

傅作义的部队被阎锡山调

往山西， 只有蒙旗独立旅

从固阳火速赶到归绥城南

郊，在大黑河、南茶坊一带

与日军激战一天一夜，因

寡不敌众， 部队撤退到伊

克昭盟坚持抗战。1938年1

月， 乌兰夫和孟纯介绍云

蔚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

蒙旗独立旅改编为国民革

命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

三师”）。 云蔚历任第二大

队副队长、骑兵团团长、中

共新三师党委委员。 新三

师成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

蒙古族抗日武装。

德王和日寇对云蔚恨

之入骨，制定了杀

害云蔚家人的计

划，交给伪蒙古军

执行。1938年秋天

一个夜里，伪蒙古

军包围了归绥旧

城（今呼和浩特市

玉泉区）史家巷七

号院云蔚的家。云

蔚的妻子听到大

门外面有响动，急

忙将不满周岁的

孩子俊魁（云布

龙） 交给姨妹抱

着， 她跑到邻居

家，藏进柜子里才

躲过了敌人杀戮。

后来党组织派遣

李森将云蔚和孟

纯的妻子孩子护

送到伊克昭盟新

三师。

1941年“皖南事变”

后， 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

共高潮。 乌兰夫和已经暴

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迫离

开新三师， 云蔚和孟纯潜

伏下来。 国民党通过安插

亲信，逐步控制了新三师，

云蔚和孟纯等共产党员失

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

系。抗战胜利后，云蔚和孟

纯被新三师的国民党“清

洗”，回到了家乡。

新中国成立后， 云蔚

先后担任绥远省民族干部

学校秘书科长、 乌盟面粉

厂副厂长、 乌盟粮食局副

局长等职， 在平凡岗位上

默默工作了20多年。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云蔚被批斗、 监禁和强制

劳动长达十年，身体致残，

但始终不屈不挠， 信念坚

定。2002年4月14日， 云蔚

在呼和浩特病逝， 享年86

岁。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供稿）

宋徽宗在历史上不是

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甚至

有人认为他是个昏庸的亡

国之君，但不可否认的是，

宋徽宗在琴棋书画上有着

巨大成就，尤其是书画上，

他的造诣很高， 堪称书画

巨匠。在历代帝王中，就艺

术成就而言， 除南唐后主

李煜能与其相提并论外，

几乎无人能与宋徽宗比

肩。元代脱脱编撰《宋史》，

在写宋徽宗本纪时， 不由

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

能，独不能为君耳。 ”

北宋的绘画艺术在宋

徽宗时期达到了高峰。当

时的书画界，名家荟萃，高

手如云。 这与宋徽宗推崇

书画艺术， 提升书画家的

政治经济地位有很大的关

系。

北宋沿袭五代旧制，

建立了翰林图画院， 官职

配备也非常完善。 当时文

学艺术界官员能穿红、紫

色的高官服装， 但不能配

鱼袋（官员佩戴的证明身

份之物），但是唯独宋徽宗

允许书画院的官员配鱼

袋。在官员上朝排列时，以

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再往

后才排到琴、棋、玉、百工

等官员。 宋徽宗还规定其

他局的工匠所发的钱叫食

钱，只有画院、书院所发的

钱为俸直。

宋徽宗在位时， 还广

收古物和书画， 他在宫中

专门设立了御前书画所，

由著名书画家米芾等人掌

管， 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

计的珍品。

把绘画列入科举制度

和学校制度， 首创艺术考

试，是宋徽宗的一大创举。

1104年，宋徽宗设立画学，

即现在的美术专业学校，

正式将绘画纳入“高考”科

目，以招揽天下画家。宋徽

宗设立的美术考试在京城

汴梁举行。 他将美术考试

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

兽、花竹、屋木六科。徽宗

亲自主持当时的美术考

试，并以文人诗句来命题，

要求考生画出这些诗句的

意境，看看谁的构思巧妙，

不落俗套。一次，宋徽宗以

“嫩绿枝头一点红，动人春

色不须多”为题，举行美术

考试。 大多数考生着意于

在花卉上装点春色， 画得

万紫千红，春意盎然，尽管

画得惟妙惟肖， 但是徽宗

看后均摇头不满意。 独有

一人构思巧妙， 画远处绿

荫掩映的楼亭， 一个红衣

美女凭栏而立， 准确地体

现了闺中少妇因春色撩

人，按捺不住思春的心情。

画中用红妆一点， 渲染出

诗句描绘的色彩， 用人点

题， 将色彩和人的感情糅

合在一起， 更加接近诗中

丰富的含意。 宋徽宗看后

大为赞赏，中为魁首。

还有一次，徽宗以“竹

锁桥边卖酒家”作题目，许

多考生都画了酒店， 而以

小桥、 流水、 竹林作为陪

衬，没有表现出“锁”字的

意境。只有李唐独出心裁，

画了一弯清清的流水，一

座小桥横架于水上， 桥畔

岸边， 在一抹青翠的竹林

中，斜挑出一幅酒帘，迎风

招展。 李唐这幅画虽然并

未画出酒家， 但他很好地

表现出了酒家被竹林遮挡

的“锁”字的意境，被宋徽

宗评为这次考试的第一

名，并录入图画院，后来李

唐也成为北宋的著名画

家。

宋徽宗对绘画的重

视， 激发出美术创作的繁

荣局面， 一大批优秀的画

家脱颖而出。据统计，宋徽

宗执政时有著名画家48人，

是两宋画家人数最多的时

期，他们创作出许多精美的

画作，并被皇宫收藏。后来，

这些美术作品被编成20卷

的《宣和画谱》，收入6396件

作品，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美

术史的重要资料。

（据《安徽日报农村版》）

宋徽宗首次将绘画列入“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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