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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万里长征因何从未遇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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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年薪上千万

五四运动：军警跪地哀求学生别游行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
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
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找
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
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

的密码，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
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
白于天下。

1976 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
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
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
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
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
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
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
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
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 年的第二次反“围剿”

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

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
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
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
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
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
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
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
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
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
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
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
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

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
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
“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
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
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
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
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
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
参加了红军。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
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达 400 贯(一
贯为千文)，是汉代的 10 倍，清代的 2
至 6 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宋朝大
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 150 石，俸钱
12 万文，外加每年绫 20 匹，罗 1 匹，
绵 50 两;从九品官，月禄米 5 石，俸钱
8000 文，外加每年绵 12 两。除以上薪
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
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
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
府“埋单”。

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头上戴
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
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按宋仁宗嘉
佑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佑禄
令》，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
1656 贯的货币收入，还有 10 匹绫、34
匹绢、2匹罗和 100两绵的实物收入。

按《宋史职官志》，包拯在开封府
做第一把手，每月有 30 石月粮，其中
包括 15 石米、15 石麦。此外每月还有
20 捆 （每捆 13 斤） 柴禾、40 捆干草、
1500 贯“公使钱”。

另外，作为外任藩府的高级地方
官，朝廷划拨给包拯 20 顷职田，也就
是 2000 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
且无需纳粮。这 2000 亩耕地按每亩租
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 2000 石米的进
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
月还有 100 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
给 15 秤（每秤 15 斤）的木炭。

总计包拯一年的各项收入：20856
贯铜钱、2180 石大米、180 石小麦、10
匹绫、34 匹绢、2 匹罗、100 两绵、15 秤
木炭、240 捆柴禾、480 捆干草。

宋真宗熙宁二年，开封米价 400 文
一石，麦价 300 文一石。宋仁宗嘉佑四
年，官定绫价1600 文一匹。宋真宗咸平
年间，开封每匹绢最低1200 文。宋徽宗
宣和年间，每匹罗定价4000 文。宋仁宗
天圣七年，官府规定每两绵不得超过 85
文。宋真宗时某年冬天，官府出售木炭，
每秤售价 100 文。宋仁宗后期，官府收
购柴禾，每捆定价 50文。宋仁宗宝元二
年，开封干草最低 19文一捆。

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
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利用这组
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
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
1022 贯，加上 20856 贯货币收入，总共
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
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
现在 250 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
21878贯铜钱合计 1367万元。

长期以来，关于五四运动的场景描
述，多有如下记载：大批反动军警前往
镇压，学生被刺伤、打伤，被逮捕……然
而根据现有史料，客观地说，在五四运
动中，军警对学生的行动是理解的，甚
至是同情的，态度是温和的，甚至是纵
容的，而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蛮横无
理、面目可憎。

政府高官被打军警无动于衷
在《建党伟业》中，当学生冲击章宗

祥家时，军警没有阻挡，径直让学生进
入，学生放火后才有军警到来抓捕学生，
军警在这中间显得太过懦弱了，其实，五
四运动时的军警比这还要“懦弱”。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
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
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
“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
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
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
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
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

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
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 50 多处
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
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
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
（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

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
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
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
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
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
《建党伟业》中，有一女学生跪地喊

冤，军警上来嘘寒问暖，关心可见一斑。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
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
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
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
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
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
的镇压不力。

191 9 年 5 月 25 日，大总统徐世昌
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
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
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
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
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
至有跪地哀求者”。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
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
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
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
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
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
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
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
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
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
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
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
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
者就放心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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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广州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由南方人才市场开具（已盖
章）的发票两张。号码分别为
09364789，金额：150 元；01500923，
金额：4185.88 元，现特此声明。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
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
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 380余次战斗，攻占七百多座县城，牺牲营以上干
部多达 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 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 11
个省，翻越 18 座大山，跨过 24 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
里，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 年 10 月，红二、四方
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
利结束。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史海”自本期起陆续摘编长征有关史
料，方便大家回顾革命历史，缅怀革命英烈，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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