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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的大青山依旧是满眼绿色，
生机盎然。在这风轻日朗的日子，山里迎
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中大多年龄已
过 60 岁，更有年逾 70 的长者。他们来这
里是为了缅怀 80 年前的一段峥嵘岁月。

1938 年，在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下，
八路军 120 师派出一支精锐部队挺进绥
远（今内蒙古中部），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根
据地，并在此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80 年后的今天，一批八路军将领和
大青山根据地创建者的后代，以及一些党
史军史专家学者，从 8 月 25 日开始至 8 月
31 日，东起集宁、西到包头、南达长城、北
至四子王旗，探访根据地故地遗址，怀念
先辈，祭奠英烈。

在呼和浩特，他们参观了乌兰夫纪念
馆、内蒙古博物院、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
看望了曾在大青山战斗过的老前辈郝秀
山和云照光两位老人。深入了解内蒙古
地区革命先辈的生平往事。在文化公园
和将军衙署绥远九一九起义纪念馆，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党史办、市委宣传部等部
门举办了来访的专家学者和部分前辈后
代的座谈会，就大青山地区的抗战史、如
何传承先辈革命精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

塞外小延安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南方向得胜沟
乡青山深处有一个小村庄得胜沟村，曾
是 120 师李支队司令部驻地之一。这里
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沟底有一条得胜河
四季长流，特殊的地理环境，既可以休养
生息，也可以整军出征。这里较长时期
的驻扎了司令部、绥远省委、绥察行署等
根据地领导机构，还有卫生队、修械所等
后勤保障机构。顺河而下不远处有一条
雨水冲刷出的狭长沟壑蜿蜒向上的钻天
沟，沟顶开阔地上设有司令部的电台，一
个半地下石头垒成的地窨子。在桦树枝
条掩隐下、狭小空间里的支队无线电台，
把来自延安、120 师师部的各项党中央
精神和 120 师的指令源源不断地传入大
山深处的机关，借助电台与外界广阔天
地联系，根据地领导们从容不迫地指挥
着整个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因此，得胜
沟这块地域被人形象地称作“塞外小延
安”。

来自北京、呼和浩特的人们，在得胜
沟详细地观看各个机构驻地遗址，专程从
武汉赶来的年过七旬的姚普光，站在父亲
姚喆（后任 120 师骑兵支队司令员）的指
挥所遗址前，久久地沉思着，其情其景让
人感慨、动容。

为了更真切地感受当年根据地的艰
苦条件，不顾年高体弱，部分先辈后代和
专家学者，以及年轻的媒体记者们，有的
涉水，有的攀爬，进入钻天沟沟口。而后
艰难攀爬了一个多小时，前去电台所在
地。路途虽然艰难，但是最终意志战胜了

险途，所有人都抵达了顶点。站在电台和
李井泉司令员居住过的地窨子前，当年艰
苦场景瞬间展现在眼前，前辈们为实现自
己的理想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震撼着在
场所有人的心灵！

面铺窑村地处大青山南麓，现属于呼
和浩特新城区保合少乡。抗战时期这里
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是一处蒙汉杂居的
小村庄。李支队主力在攻克乌兰花镇后，
曾在此落脚。当共产党人杨植霖得知苦
苦期盼的八路军来到了大青山，立刻率领
他所领导的蒙汉抗日团赶赴面铺窑村，与
驻扎在这里的李支队先头部队会师。次
日，在村北的五塔背，支队领导李井泉、王
尚荣、武新宇等人与抗日团领导杨植霖、
张友聚会面，从此展开了长达 7 年的大青
山地区艰苦抗战历程。

今天，为纪念李支队和抗日团历史性
会师，呼和浩特老促会、新城区区委和政
府在面铺窑村竖立了会师碑，以昭示后人
永远记住这个历史瞬间。在碑前，杨植霖
的后代杨林村情深意切地发出来自心底
的声音：

“八十年前，倭寇横行，山河破碎，民
族危亡。全民抗战，如火如荼，八路军锋，
直插敌后⋯⋯大青山麓，蒙汉一家，同仇
敌忾，共御外侮。武装抗日，艰苦支撑，面
铺会师，孤雁归群。”

巴日嘎斯太

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在大青山抗日
根据地创建史上，占有 3 个第一：李支队
挺进大青山后，抵达的第一个目的地在该
旗大滩乡；进行的第一场战斗，攻打未改
名前的原陶林县城科布尔镇；成立的第一
个区级抗日政权，位于大滩乡武三区动委
会。

8 月 28 日，经过一夜秋雨，巴日嘎斯
太的天空被洗刷的一片碧蓝，朵朵白云点
缀其间。当地的各族乡亲们、旗政协苏主
席及其他领导，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欢迎仪式，热情洋溢地欢迎来自远方的
客人。当前辈后代和专家团队刚一抵达
这里，就被身着鲜艳蒙古族服装的乡亲们
围住，嘘寒问暖。蒙古族姑娘们唱着深情
的歌曲，眼前的一切使客人们深受感染。

在随后的欢迎仪式上，苏主席和李井
泉的女儿李力清先后致辞并参观了绥中
地委旧址纪念碑和历史展馆，在这一过程
中，来宾频频与乡亲们共同追忆着当年老
前辈在这里的战斗生活。在观看展馆时，
军事历史学者王晓建感叹：这个展馆虽
小，既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又是民族
团结教育的场所。

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将军的
女儿张源与当年给自己父亲疗伤的纳音太
老阿爸家的后人，像一家人一样亲切交谈。

绥西根据地

结束了绥中根据地的探访后，部分后
代和专家继续驱车西行，首先探访了李支
队开辟绥西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地
——陶思浩老车站旧址。在一处废弃的

院落中，他们发现了当年被八路军攻克的
日伪军碉堡，随同前往的土默特历史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荣宏伟当即表示：这是抗日
历史的见证物，我们一定要妥善保护。

之后，他们来到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土右旗九峰山，那里有当年 715 团
3 营和日军进行蘑菇战隐身的原始次生
林，随后又到了开辟绥西第一战的固阳县
下湿壕乡后窑子阻击战烈士纪念碑，来宾
向烈士们献了花。

中午时分，他们赶到已定为自治区党
性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点的巴总尧村李井
泉司令部旧址和纪念馆，那里大量的图片
和实物记录了绥西根据地的历史。

下午，他们又赶到包头市远郊的石拐
旧区，寻找被 1958 年特大洪水冲毁后的
旧石拐镇战斗遗址（绥西第二战），在当地
村民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日军留下的铁
轨和铁路涵洞。

在这次纪念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探访之旅结束后，专家学者和老
前辈后代们都各有收获，后代们通过故地
遗址的探访，与专家学者的交流，同各地
乡亲们对往事的追忆，对老前辈们有了更
高层次的理解和敬畏感。正像朱德总司
令的孙女朱新华所说：

“我于昨晚回到北京，一路辛苦劳累，
翻山越岭，但感触很深，收获很大。以前
只知道长征艰苦，通过此行才知道大青山
支队在内蒙古一带坚守抗战长达 7 年，有
力地牵制住日军，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
重大牺牲！其艰难困苦不亚于长征，有
1000 多名烈士长眠于大青山。他们的血
不会白流，我们会铭记他们的功绩。青山
不老，风范永存！”

□本报记者 徐跃

节气是自然时令，它依据的
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中，因
所处位置的关系，接受阳光照射
角度、时间的不同，而带来的一系
列天文物候变化。古人在生产生
活中很早就发现了这一自然时间
节律，并发明了二十四节气时令
体系。

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我国
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
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
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正式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
气是我国农耕文明的优秀代表，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事、天
文、气象长期探索与研究的结晶，
影响力覆盖全国，跨地域、跨民
族、跨涉不同文化类型，涉及多个
学科。

在节气时令中，饮食保健是
为人们熟知的内容。它是我们祖
先岁时生活的经验总结。传统时
令饮食原则是：“必先岁气，毋伐
天和。”《黄帝内经》载：“春省酸增
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
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
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
养心气。”即按照四季阴阳二气升
沉流转与五行属性，调整饮食性
质、内容。

长期以来，如何活化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既是热点也是难
点，最重要的是赋予其新的时代
内涵，让其融入当下人们的生产
生活。

在秋分设立“中国农民丰收
节”就是活化传承中国节气文化
的范例。通过设立“中国农民丰
收节”，举办一系列具有地方特
色、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活动，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
化生活。同时，也为传统节气文
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释放情
感、传承文化、寻找归属，感受农
耕文化的精神熏陶。

近几年涌现出了众多有关节
气的艺术作品。《二十四节气国画
图册》《二十四节气水印版画》《二
十四节气摄影作品》和《二十四节
气动图》等。这些艺术作品使得
人们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再认
知，对于二十四节气文化传统来
说无疑是一项有益的补充。

除此之外，全国农业展览馆
（中国农业博物馆）与北京邮政公
司日前联合首发了“二十四节气

（三）特种邮票”，这是继 2015 年
春、2016 年夏二十四节气（一）、

（二）特种邮票首发后的又一次联
合首发。二十四节气特种邮票设
计，依照四季的概念，分春、夏、
秋、冬四组，每组 6 枚，呈扇形排
列，邮票以物候、民俗、农事等为
对象，表现出季节轮换中各个节
气的变化，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传承下来的智慧、
文化和思想。对于激发社会各界
特别是广大集邮爱好者参与保护
和传承“二十四节气”等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随着时代的飞速进步和
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二十四节
气渐渐失去了其农事生产“指挥
官”的身份。但是二十四节气是
数千年来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
它背后的文化价值是巨大的。

前不久在呼和浩特市敕勒林
海中小学研学教育基地，“二十四
节气”研学体验基地揭牌成立，这
是内蒙古首个针对大、中、小学生
的“二十四节气”主题研学体验基
地，开创了关于“二十四节气”研
究教育的新模式。在这个体验基
地，学生们可以亲自体验二十四
节气民俗活动。

“故天有时，人以为正”。节
气天时是一个重要节点，人们通
过仪式信仰的表达，取得了与天
地的沟通。

对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
传播文化的核心理念。需要寻找
与当下生产生活的契合点，创作
有关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加强中
小学甚至大学生的相关教育，让
中国节气文化成为常识、共识；加
强建设、推广有关节庆活动，让人
们获得更强的参与感及认同感。
让农耕时代的二十四节气产生新
的故事，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成
为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纽带。

二十四节气

走进非遗

青山烽火今犹在

诤言铁骨励后人

春风骀荡春风骀荡看文化看文化

1938年 8月，奉中共中
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八路
军 120 师组建了大青山支
队（又称李支队），在李井泉
司令员和姚喆参谋长的率
领下，从山西的杀虎口出塞
挺进大青山，在当地蒙汉群
众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东
起乌兰察布，西至包头，南
至长城，北至乌兰察布草原
的抗日根据地。

2018 年是大青山抗日
游击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
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日前，从北京、呼和浩特聚
集了一批八路军、大青山根
据地党政机构老战士的后
代：他们中有八路军总司令
朱德、120 师李支队司令员
李井泉、120 师骑兵支队司
令员姚喆、120 师参谋长周
士第、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
张达志、绥蒙游击大队政委
杨植霖等一批老一辈革命
家的后人，还有一批研究党
史、军史的专家和学者，来
到大青山革命老区探访。

——编者

石拐旧区残存的日军铁轨。

钻天沟顶处的电台驻地。

土右旗巴总尧李井泉司令部纪念馆。

陶思
浩老车站
附近的日
军碉堡。

面铺窑村的会师广场。

从得胜沟进井尔沟的山路。

革命后代与专家们通过得胜河前往
钻天沟口。

革命后代来到巴日嘎斯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