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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小说《记住乡村》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文
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反面人物的姓名和
部分地名用了化名。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
程，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

快过年了，各家各户的烟
筒里冒烟的反而越来越少了。
各家的粮食基本断顿了。村里
的几盘石磨前，排满了碾玉米
芯的女人。大嫚努力地推着沉
重的石磨，想把玉米芯赶紧碾
细、碾碎了，好把石磨让给下一
家，但是，由于肚里没有粮食，
力气越来越小了，额头上冒出
一层细密的汗珠来。眼看着快
晕倒了，金额和金巧跑过来，看
到大嫚东倒西晃的样子。金巧
喊起来，嫂子你咋了？金额一把
夺过大嫚手里的磨棍，喊一声，
嫂子又累又饿快晕了呗！俩人
慌忙收拾了磨里的玉米芯，扶
着大嫚慌慌张张回了家。

大奶奶一看侄媳妇累成这
个样子，和奶奶商量：咱切个南
瓜给孩子们喝锅汤吧！你看再不
补补身子磨都推不成了。金巧嚷
起来，可不，整天吃玉米芯，吃了
不顶饿，还排不下便来，我蹲在
茅坑里半天都没动静，一边觉得
饿，一边还拉不下东西来，难受
死了！家里掏的兔子洞、老鼠洞
里的粮食呢？咋不让吃？

金锁奶奶长叹一声，巧啊！
我们是怕那些兔子、老鼠含过
的东西招来瘟疫，咱家会一口
人都不剩呢！

一家人靠着一锅南瓜汤熬
过了几天，正好金英听说家里揭
不开锅了，从婆家摊了一摞煎饼

过来，全家人肚子里才都有了些
粮食。

腊月廿二，快进年门槛儿
了，金锁家的南瓜和粮食彻底
断顿了。高家峪不止他们家，几
乎家家户户都没粮食了。大家
心里都没了主意，才开始商量
着吃从兔子洞和老鼠洞掏出来
的粮食。女人们将掏来的粮食
仔细用水冲洗了，再下锅煮，悲
剧还是发生了。金家的金额和
金巧在吃了掏来的粮食后，先
后高烧起来，人烧得头重脚轻，
站立不稳还呕吐不止，浑身抽
搐，眼看着都快不行了。金锁爷
爷赶紧去桥东村找了位老中
医，赊了两服中药回来，要分别

给两个人喝。金巧看着金额难
受的样子，和爹说，爹啊！你看
我额哥快不行了，他是我大爷
留下的唯一的骨血了，你把我
的药也给额哥喝了吧！我症状
轻，不要紧，你先给他喝吧！

金锁大奶奶流着泪把两服
药一块熬了，要给两个孩子一块
灌。金巧一看金额已经奄奄一息
了，咬着牙不喝药，要大奶奶和
奶奶给她额哥喝。一锅药大多半
给金额灌了下去。俩奶奶和金巧
好说歹说，才给她灌下去了一茶
碗多点的中药汤。金巧一边喝还
一边嘟囔，咱家赊不来第三服药
了，你们还是多给俺额哥喝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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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灵子

一个人数几度夕阳红
一个人看青山依旧在
无论你哪一天才回来
我都感觉 你的存在

一个人听但愿人长久
一个人等桑田换沧海
无论你啊走得有多远
我都还在等你的归来

春水流去了 飞鸟去了
花朵凋谢了 云还在

春水流去了 月圆缺了
季节更换了 云还在

我的情人啊 在那流淌的云上
我的歌声啊 化作雅努藏布江
我的等待啊 让雪山日夜苍茫
我的思念我的守望让花开千百场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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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记记住住乡乡村村
金海湖

史海钩沉

清初，为了加强中央集
权对西藏等边远疆域的统
治，清朝政府一方面采取武
力征服镇压，另一方面采取
对边远番国进行封王等笼
络安抚政策。当时担当此重
任的都为熟悉边远疆域的
钦差大臣，其中有一位就是
祖籍章丘的王世睿。

王世睿（1674－1745），
字圣聪，又字道存，号龙溪，
山东章丘相公庄王氏第十
二世祖。早年曾在相公庄和
寨子村当私塾先生。1715年
考中举人，翌年中进士，晋
京到翰林院教习。1726年任
四川芦山知县，因随四川巡
抚平息凉山叛乱有功，被委
任署天全（四川天全县）宣
慰土司印。1732年（雍正十
年）因政绩卓著，擢升为泸
州知州。

□翟伯成

驻藏大臣衙门

西藏，自唐朝文成公主嫁于吐蕃国
国王噶木布后，干戈得以少息。由于文
成公主信佛教，供奉释迦牟尼佛像，自
此西藏臣民，人人皈依。至明朝，黄教盛
行。教主宗喀巴死后，其两个弟子达赖
和班禅，统居西藏拉萨地。至清朝入关
前，西藏的达赖喇嘛已与皇太极有书信
往来。顺治九年，达赖五世到北京参谒
顺治帝，清廷赐给他金册、金印，又敕封
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
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从此
时才正式得到“达赖喇嘛”的称号。

但西藏的某些极端反动的农奴主
如“第巴”（行政官）桑结等人，表面上
归顺朝廷，暗地里却与蒙古准噶尔部
贵族葛尔丹勾结，蓄谋叛乱。康熙二十
一年（ 1 6 8 2）五世达赖去世，桑结等秘
不发丧，并盗用达赖名义，把持西藏地
方政权。康熙四十四年（ 1 7 0 5）桑结谋
害拥护中央政府的拉萨汗未逞，被拉
萨汗杀掉。康熙五十五年（ 1716），准噶
尔叛军在西藏叛乱分子的勾引下派兵
入藏，杀拉萨汗，西藏完全陷入准噶尔
之手。

为了镇压叛乱，恢复西藏地方秩
序，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
年（ 1 7 1 8－ 1 7 2 0）派兵入藏，击败了准
噶尔叛军。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藏
族贵族康济鼐和颇纳台吉分理前后藏
事务。雍正五年（ 1 7 2 7）清政府又在西

藏设置两个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
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是年，噶伦阿尔
布巴等人发动叛乱，杀害前藏首席噶
伦康济鼐。次年颇纳台吉率后藏阿里
兵击败叛军，清朝遂以颇纳台吉统治
西藏事务。

一、“进藏封王”的历史背景

据《清史稿》载：王世睿于雍正十年
（1732）九月九日从成都出发踏上进藏征
程。经过西炉（即打箭炉，今康定。当年诸
葛亮七擒孟获的时候，在这儿造过箭，
故名打箭炉）、里塘、巴塘、江卡、乍丫

（今察雅）、昌都（又名察布多）、洛龙宗、
说班多、冰坝、拉里、江达、墨竹工卡、得
庆等小番国，历时四个多月，最后到达西
藏，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这在
他写的《进藏纪程》中就多有记载：“（他）
长发过耳，乱须半尺，官服褴褛，朝靴天
底。”

王世睿在西藏受到了极隆重的接
待。当时，正逢藏历新年，藏王颇纳台吉
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受封典礼，并
让王世睿参观了大昭寺和记载文成公主
进藏事迹的唐碑等文物古迹。王世睿此
次进藏，确实为融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加强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

为了将此次近乎历险的西藏之行昭
著于世，传留后代，王世睿根据沿途所
见、所闻，写成《进藏纪程》一文，忠实地
叙写了从成都至拉萨数千里征程的艰难
险阻。详尽地记录了雪山、草地、河流、海
子、温泉、毒潭、栈道等地理风貌、山川、
气候及交通的险要；生动地描绘了沿途
藏民之风俗、特产、佛寺、城堡、乐舞、礼
仪等异地风情，真可谓包罗万象，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研究古代川藏地区历史地理
的宝贵资料，丰富了对西南边疆的地理

研究。
《进藏纪程》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

部、地理类》及《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等著
名的地理著作中，作为重要文献保存。

王世睿从西藏归来后，仍任泸州知
州。由于王世睿为官清正，不善奉迎，因
而得罪奸佞。有人在皇上面前诬陷王世
睿进藏有虚报功劳，欺君罔上之嫌。他被
免官回家。1740年，又被重用任浦江知县。
他上任伊始为官清廉，不恃才傲物，朴实
无华，官声日隆。士民深受其德，受其教
化，风气为之大变。直至清朝乾隆十年

（1745）71岁时病逝，葬于家乡相公庄东南
凤凰台东。

他过世40年后，西藏有官吏晋京朝
拜，在皇帝面前谈起王世睿当年进藏时
的艰难困苦与丰功伟绩，众口皆碑。嘉庆
皇帝又研读了王世睿生前的诗文，从中
发现先帝对这位胆识过人的故臣有不公
之处。于是传旨追赐金字长匾“名高雁
塔”。此匾长1 . 2米，宽0 . 8米，一直在王世
睿老家——— 相公庄当铺街老胡同北首悬
挂了170多年。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被
人当作劈柴毁掉了。

王世睿著述甚丰，有《进藏纪程》、
《龙溪草堂集》、《捕蝗记事》、《纪遇诗》等
传世。其中《进藏纪程》成为描述西藏山
川地貌、风土人情的名篇。

（作者系章丘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
文联副主席）

二、接圣旨“奉委赍封印、金币进藏封王”

《进藏纪程》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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