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启
动实施2025年度八大系
列活动

◆郑桂发

1月10日，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召开2025年
第一季度工作例会，研究年度区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工作意见，标志着年度八大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202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区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将在深化巩固主题教育成果，
深入开展强基固本建设，完善实施 6 项工作制
度的基础上，重点启动实施八大系列活动：编辑
办好 10 期红色专刊；组织评选十优抗战征文；
征集整理十优抗战史料；筛选展出 10 本红色史
料；安排布展 10 处抗战展览；重点组织 10 场抗
战宣讲；分别举行 10 场抗战座谈；走访慰问 10
个红色家庭。通过八大系列活动的开展，努力
将抗战胜利 80 周年纪念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富有成效。

姜堰区革命烈士陵园

姜堰区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姜
堰区罗塘街道太平路52号。

建于 1956 年，占地 21 亩，其
中 水 面 面 积 约 5 亩 。 建 筑 面 积
690 平方米。现存 1862 名烈士档
案资料、110 幅烈士照片、以及部
分烈士遗物、手迹等，存有全国有
影响的高凤英烈士资料，建有萧
忠廷等多位著名烈士墓及墓碑。
近年来，在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对烈士纪念堂、纪念碑、纪念广
场、内部河道、绿化等进行了全面
加固改造。改造后的烈士陵园
坊、碑、堂遥遥相对，并与整个纪
念广场浑然一体。

跨过拱形览月桥后，人们看
到的是石牌坊、纪念广场、纪念
碑、纪念馆等设施，烈士纪念堂占
地约 350 平方米，布展面积约 300
平 方 米 。 烈 士 纪 念 堂 重 建 于
1986 年，分别于 1998 年、2009 年

进行大维修，并于 2023 年进行了
改陈布展。

烈士陵园自 2000 年被评为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国防教育
基地，每年有4万余人来此接受红
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一）《勇敢队之歌》雕塑
“勇敢队之歌”雕塑位于革命

烈士陵园南大门内，该雕塑由著
名画家曹凤池创作，取自 1940 年
9 月 12 日陈毅率新四军挺进苏
北，戮力抗敌，抗日健儿奋勇拼
杀，军民一心浴血奋战两昼夜，誓
死如归，攻克姜堰的场景。为弘
扬全国抗日一往无前的民族精
神，姜堰人民政府于 1993 年 4 月
树立此雕塑。

勇敢队之歌雕塑

该雕塑为花岗岩质，基座长
9.3 米、宽 2.4 米，占地面积约 23 平
方米，高 6.8 米,雕塑中共有 9 人，
最前面的新四军勇敢队战士卧在
地上手执长剪，后面几位战士依

次端冲锋枪、举大刀、握短枪、端
长枪、握手榴弹，还有一位老大爷
肩扛担架紧跟在后，旁边一位女
战士身背药箱，毫无惧色，最后一
名勇敢队员一手拿短枪、一手挥
动着，召唤后面的战士大胆前进，
雕塑形象逼真，表达了抗日健儿
一往无前的精神。

该雕塑由著名画家曹凤池创
作，曹凤池擅长雕塑，曾主持《淮
海战役纪念塔大型浮雕》《渡江纪
念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
同胞浮雕》等城雕的创作。其中

《淮海战役纪念塔大型浮雕》《渡
江纪念碑》获第一届全国城雕优
秀奖。

（二）萧忠廷烈士墓碑
萧 忠 廷 ，湖 南 人 ，1914 年 出

生，16 岁参加革命。在 1940 年姜
堰战斗中，萧忠廷所在的新四军
二纵二团担任主攻，他身先士卒，
英勇指挥，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6
岁。战斗结束，二纵二团的指战
员沉浸在对烈士的深切悼念之
中，团政治处撰写了萧忠庭烈士
的碑文。碑文这样写道：“萧同志
艰苦卓绝，一贯坚持革命斗争，坚
决执行上级命令和党的策略路
线，政治上开展迅速，工作积极，
任副营长以来，能使部队开展迅
速，战斗力提高，使其培养自己成
为本军模范干部，成为中国共产
党优秀党员之一……”战友用刺
刀将碑文刻在石碑上，为防止敌
人破坏，将石碑和烈士的遗体一
起深埋在土里，直到 1963 年，这块
石碑才和烈士棺柩一起被迁葬至
姜堰区革命烈士陵园内。

姜堰区革命烈士陵园
◆王正军 刁银锋

曲江楼

曲江楼位于姜堰区罗塘街道
南大街219 号。

该楼始建于 1840 年前后，系
本籍人凌氏开设的一家旅馆，因其
位于通扬河拐弯处，取名曲江，又
名曲江楼。民国初年，丁氏接手改
营为新交通旅馆与咏亭茶馆。

1940 年 7 月 25 日，新四军决
定东进黄桥建立抗日根据地。9
月 14 日 凌 晨 攻 占 苏 中 重 镇 姜
堰。9 月 14 日至 30 日，新四军苏
北指挥部驻节曲江楼。总指挥兼
政委陈毅下榻于此，在此期间，陈
毅总指挥坚持贯彻党的抗日统一
战线政策：接待各界绅耆，派员四
处奔走，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代表
大会，呼吁和平，团结抗日；终于

取得韩国钧、朱履先等苏北大批
社会名流的支持，争得泰州“二
李”（李明扬、李长江）和曲塘陈泰
运部的中立，最大程度地孤立了
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为新
四军在决战黄桥前做好了政治、
军事方面的准备，进而创造了黄
桥决战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为
打开苏北、华中敌后抗日新局面
奠定了基础。

曲江楼坐东朝西，前后两进
上下两层走马回廊式古典风格。
后楼（东楼）5 间，后楼大厅为当年
八县军民代表会议会场，大厅设
屏风，额上有清代末科状元张謇
题书匾“观涛处”，屏风前有陈毅
半身塑像一尊。左侧次间为陈毅
卧室原有陈设，床、桌、椅、几、案、
台等总计文物 32 件（套）。楼下
为“姜堰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陈列
室”。前楼（西楼）檐下有早年任
中共泰县县委书记彭冲题书的

“曲江楼”匾额，楼上辟 5 间连通
曲折式陈列室，陈列新四军东进
抗日前后的相关史料和部分文
物，图文并茂的史料，生动形象地
介绍当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历

史背景和丰功伟绩。

曲江楼修复落成典礼

曲江楼历经沧桑，为“以昭永
久，教育后人”，在江苏省人民政
府支持下，1986 年于原址整修，在
国家《文物保护法》指导下，楼的
位置和形式略有变更，楼内陈设
基本维持原貌。省委宣传部在
1997 年对曲江楼作了考证，确认
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旧址，在是年
9月9日《新华日报》上公布。曲江
楼先后被列为江苏省、泰州市、姜
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
基地。2021 年获批第三批江苏省
党史教育基地。2024 年 6 月 3 日，
曲江楼被泰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
第二批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南街当铺曾经是新四
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
指挥所

◆蒋跃华 钱夕稳 刁金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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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旧址——曲江楼
◆罗志平 卢锦才

红色基地红色基地

红色传承红色传承

南街当铺古建筑群，位于罗塘街道南大街
242 号，东与姜堰图书馆相邻。

南街当铺始建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1851-
1764），系镇江商会会长张少儒开设，颇具规模，
功能设置鲜明，布局合理，字号“恒章典”。防火
防盗设施齐全，山墙院门形式多样，具有明显的
扬泰建筑特色。在 1937-1950 年期间，曾作为新
四军三纵指挥所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驻地。虽
历经沧桑，但风貌犹存。2002 年，姜堰市政府将
南街当铺原址保护，并于2008 年下半年起，对原
花厅建筑群依原样修复，恢复当年风貌。占地
1851.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146.8 平方米，现存房
屋 48 间，为外账房、内账房、库房、更楼；生活区
包括老板住“怡心庭”（即“怡情院”）和“四花厅”
（即财东居住厅、经理议事厅、掌领朝奉会客厅、
朝奉办事厅）共20间。三座门楼全有砖雕；正脊
两端设“寿”字形砖砌空山尖，正脊中设“凤戏牡
丹”纹灰雕；前后檐染端置花卉珍禽纹木雕；前廊
券顶，硬山造。近年来，江苏省文化厅、建设厅及
南京博物院的有关领导、专家先后多次到现场
考察认为，该当铺的完整规模在江苏地区罕见，
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与文化价值。

2002 年4月，姜堰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文物
保护单位。2024 年 6 月 3 日，南当铺被泰州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南街当铺

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拾元币

新中国成立前夕，也就是1948年
12 月 1 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
董必武率副主席发布公告，中国人民
银行成立，新的统一货币——人民币
从此诞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
件大事。本文口述者杨琦和姜堰的
翟英，曾在华东地区解放区江淮、华
中、北海印钞厂工作，他们是第一套
人民币的设计和雕刻制版等工作的
主要参与者。翟英，原名翟高铸，
1924 年 1 月 7 日生于泰州市姜堰区
（原泰县）蒋垛镇许庄村。1944 年参
加革命，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11月24日在动乱中被迫害致
死，年仅44岁。

翟英遗照

翟英的父亲翟步庆勤劳苦干、克
俭持家，家境尚好，翟英在家中的四
子一女中排行老大，自幼异常聪慧，
他很小时父亲就被送到私塾先生那
儿求学。蒋垛镇是姜堰（泰县）的革
命老区，泰县最早的苏维埃政权诞生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沈毅
在此成立塾师会，传播革命思想，并
组织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少年
时期的翟英在私塾先生的影响下心
里也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曾疏导父
亲说：“一块钱的肉你可以吃，一块钱
的地你要卖”，意思是劝说父亲将家
中的地低价转让给农民。读高中一
年级时，家人要他婚娶，因年龄尚轻，
他一心求学，不愿成婚，后来在家人
的强求下不得已草率成婚，但婚后仅
在家里住了两三天便坚持回校学习，
不迷恋小家庭。1944年高中毕业后，
翟英在泰县雅周区任教半年，当年冬
天即报名参加了华中建设大学学习，
从此参加了革命。报名时，他将原名
改成翟英，意味着革命的人生道路开
始了。翟英同志自幼喜爱绘画，在桥
梓二中（姜堰第二中学前身）读初中

时他住在姨夫家中。姨夫早年曾留
学日本，擅长绘画和雕刻，长期的耳
濡目染，加上姨夫的悉心指点，他在
绘画和雕刻上进步很快，很多人都找
他刻章，这让他的篆刻技艺日臻完
善。华中建大毕业后，他被安排在华
中印钞厂，组织上分配他从事制版的
雕刻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精细的工
作，精度要求很高，技术性很强。票
面上细如秋毫的花纹，要在放大镜下
一笔一画地精雕细刻，然后才可以配
上图案制版。翟英同志在老师傅的
指导下潜心钻研，刻苦学习，加上他
很好的天赋和原来的基础，很快就掌
握了这门独特的微雕技艺，他为印钞
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1948年初，有
关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筹备工作紧
锣密鼓地开始了。山东解放区的北
海银行及所属的北海印钞厂是唯一
拥有铜板刻雕制版、照相制版、凹版
凸版印刷技术的印钞厂。1948 年 3
月下旬，在山东五莲山西北的一个小
山村，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召
集在北海印钞厂工作的翟英和在胶
南县红石崖工作的杨琦。杨局长向
翟、杨二人下达了设计和刻制人民币
的任务，当时印钞厂掌握雕刻技术的
有三人：朱介生、翟英和杨琦，朱介生
与 1947 年去了东北当时尚未返回。
杨局长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
要，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
部，并准备成立总银行，统一发行货
币，董老（当时军内对董必武同志的
尊称）任部长，决定北海印钞厂参与
设计、制版和印刷人民币的任务。他
还指出，在设计上既要有时代精神，
又要有多样风格；既要朴素大方，又
要反映当代风貌和民族特色。杨局
长接着说：“经领导研究，由你们两人
先设计一款拾元币，要抓紧时间，要
认真细致，整个形势的发展，要比想
象的快得多。同时由于尚未公开，所
以要特别做好保密工作。要完成这
次重要任务，你们一定会有不少困
难，希望你们想方设法加以克服，困
难对人的意志是一种考验，亦是智慧
的锻炼。如有需要领导帮助解决的
困难，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随后杨
局长把一张卷着的白纸交给翟英和
杨琦，白纸上用毛笔写了好几款“中
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其中一款用红
笔勾画出来做范本。翟英和杨琦事
后才得知“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
董老的墨宝。他们向杨局长表态：一
定坚决完成任务，尽快把草稿拿出
来。送走杨局长，翟英和杨琦二人立
即着手思考拾元币的设计草案。经
过反复思考，商定先阅读当时的书报
和文件，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
章，后来终于悟到了应该采用工人和
农民的图案。中国共产党党旗是斧
头和镰刀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把
它分开，放在工人和农民手中很不合
适，也不严肃。经再三研究，最后决
定选用铁锤和锄头，以反映当时的战
争环境。设计草图的方案形成后，他
们上报给了杨秉超局长，数日后领导

基本批准了这一方案。杨局长对他
们说，领导基本同意他们所报的设计
方案，并说主景草图选用工人农民的
立意很好，歌颂了工农劳动大众，符
合大方向，符合时代精神。如果把工
人农民手中的枪去掉，只要铁锤和锄
头就更好了。由于当时没有相关资
料，更没有照相机，二人希望领导能
帮助请一位画师画一画工人和农民
的人像素描。后来杨局长带来一位
叫李德的同志，这是位画家，擅长人
物肖像素描。翟、杨二人把想法和要
求作了介绍。杨琦本是工人出身，而
翟英是农民出身，为了保密起见，也
就不请别人当模特了，领导责成杨琦
和翟英分别担任工人农民的模特，并
约定老李第二天再来。翌日，老李带
了画板等工具来到翟英和杨琦住的
村子，先看了从房东处借来的一间偏
屋，这是一间坐西朝东的房子，原是
房东存放农具的杂屋，经过收拾倒也
蛮干净的。只是山区的房子比较低
矮，又没有窗户，室内采光极差，做模
特的杨琦头戴工作帽肩扛铁锤、戴着
竹斗笠扛着锄头的翟英只能站在门
外的露天场地，让老李进行素描写
生。他们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平
日里出操列队的工夫现在用上了。
每个动作姿势要反复多次，经过数
日的描绘和修正，一幅神形俱佳的
工人和农民的肖像画绘制成功了。
这年杨琦 23 岁，翟英 24 岁。工人和
农民的肖像画绘制完成后，就应该
在铜版上进行雕刻了。但是，这时
解放潍县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
着，印钞厂的机器等物资、雕刻用的
工具尚在千里之外的胶东昆嵛山里
埋藏着。怎么办？不能等！先把后
面的一些可以做的工作做起来。没
有刻针和刻刀，就自己动手改制，他
们到洪凝小街（现为五莲县址）去买
了多种型号的缝衣针，装上木条柄，
又向房东老大娘买了点纳军鞋用的

“鞋底线”作为扎绳，就这样凑合着
使用。没有刻刀怎么办？买了一柄

“洋伞”的钢骨和自行车的废旧铁丝，
改制成刻刀。这些钢丝没有钢火，硬
度不够，他们就试着用清水淬火，结
果是太硬，不能用。用油淬火太软，
还是不能用。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到
洪凝街上的一个小铁匠铺请老铁匠
帮助改制成刻刀的毛坯，他们向老铁
匠说明来意，老铁匠要他们把钢丝留
在那里，第二天去拿，看样子老铁匠
蛮有把握的。

第一套人民币设计者杨琦

第二天，他俩去取刻刀，的确比
较锋利，基本符合要求。老铁匠讲，
之所以要他们第二天去拿，是因为晚
上要利用铁炉内的余温进行回火处
理。翟英和杨琦拿着刻刀非常高兴，
要付钱给老铁匠，可人家无论如何也
不肯收。经再三说明这是解放军的
纪律，如不付钱就是违反纪律，违反
纪律是要受处分的，最后老铁匠只是
象征性地收了一点。他们拿回自制
的刻刀后配上木柄，用七九式步枪的
子弹壳将刻刀和木柄固定牢靠。后
来他俩又到旧货市场区淘三角锉和
宽锯条，改制成三角刮刀和铲刀，以
后郭琪良和王静等同志都是用这种
办法解决解放区雕刻制版工具奇缺
之苦的。他们除积极准备雕刻拾元
人民币上的工农画面的主景外，还同
时设计币面四周的花边图案和装饰
等。拾元币面的门花和角花装饰，来
自他们在一户农家劳动时看到的一
幅名为《吉祥如意图》的年画。他们
努力尝试着把这种传统民族文化的
意境运用在第一套人民币的拾元币
的图案装帧上，让吉祥如意常驻人
间，与人民朝夕相处。这个图案的设
想同样受到杨秉超局长的赞扬，翟英
和杨琦得到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他
们的信心更足了。翟英同志负责工
农主体形象的雕刻，杨琦同志负责
装帧图案的雕刻。后来第一套人民
币共发行了 12 种面额 62 种版本，但
将人的形象印在上面的仅有拾元币
和 伍 拾 元 币 两 种 ，尤 其 珍 贵 。 从
1948 年 4 月初开始，他们接受设计刻
制第一款拾元人民币的任务已经有
一个多月了，设计并绘制票面的图
形，绘制主景图案、花边装饰、中心
图案，这些都是在五莲县洪凝附近
的小山村完成的。可以这么说，山东
五莲县的洪凝是第一套人民币的拾
元币的孕育之地。为了适应形势发
展需要和大规模恢复生产的要求，领
导决定北海印钞厂的各分厂迁移至
临朐县东南的辛寨。在北海银行发
行局驻地附近选址恢复生产，雕刻、
制版和凹印厂定在临朐县辛寨附近
的朱位村。从五莲县洪凝到临朐县
的朱位村有 100 余公里，按正常的行
军速度约需走五六天。翟英和杨琦
这次从五莲到临朐朱位受到领导的
特殊照顾，乘上了战场上缴获的美国
支持蒋军打内战的军用卡车，100 多
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不到 3 个小时就
到达了。他俩都是第一次乘坐这种
十轮大卡车，不但非常激动，而且有
着跟前线战士一样的胜利感和自豪
感。随着东北技术骨干的回归和新
生力量的补充，朱位村成了一个热火
朝天，生机勃勃的印钞基地，以中国
人民银行名义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
就是从这里走向解放区、走向中国
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使用已经过去
60多年了，它的发行是迎接新中国诞
生的一项重大措施，在人民解放战争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恢复重建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翟
英同志长期在上海印钞厂工作，担任
雕刻科科长，是我国近代印钞业的制
版雕刻专家，为人民币的制版雕刻事
业和培养后备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五套人民币的毛主席头像雕刻者、
现为上海造币厂雕刻组组长的徐永
才大师就是翟英培养出来的制版雕
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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