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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定懿

小麦的耕种在汉代普及是学界共识。通过
文献记载可以发现，小麦在西汉的普及有一个
强大的关联因素，即汉王朝与匈奴长期战争带
来的西北边关大规模驻军及大规模的官营养
马。隋唐学者颜师古引《汉官仪》所载，位于北方
与西方的 36 所马场官马有 30 万匹之多，由此
可直观感受到西汉养马的盛况。

马的食量很大，史料记载，“军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岁”。也就是说一匹马一个月的食物
消耗量相当于一个士兵一年的食物消耗量。马
的饲料可分为谷物饲料和草料，然而在寒冷恶
劣的时节缺乏新鲜牧草，且由于草的需求量大，
供不应求，因此作为牧草的草以及苜蓿均价格
不菲。综合考虑来看，使用谷物饲料来补充草料
喂马是十分合理的。由于西汉麦作推广种植情
况较好，麦能更为便利地获取，因此便成为军马
极为重要的谷物饲料来源。

西汉时期，麦尤其是小麦的推广区域并不
限于西北边关地区。西汉是举全国之力在抗击
匈奴与经营西域，由此也就必然以全国的供应
支撑西北边关地区耗费庞大的马政粮草供应，
从而更加促进了小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普及。
实际上，小麦的军事意义并不限于此。行军干粮
——糒（bei）的制作来源之一就是小麦。麦面可
以制成含水量较少且有一定形状的饼、馒头，相
对于各类需要粒食的谷物（粒食方法一般是煮
粥或干饭，要用碗一类容器盛食）更方便携带和
保存。

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的军事对抗减
弱。马政衰落，小麦作为军需物资的属性减弱，
更多地被制作为面食出现在民间日常饮食中，
从而完成了从军需物资到民间面食的转变。至
此，我国迎来了南稻北麦格局的起点。

（《文史博览》）

小麦为何能在西汉推广普及

□杨文静

说起有关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你会
不会注意到他们家族之中众多男儿的名字？比
如，王羲之的哥哥叫王籍之，有“之”字；王羲之
的七个儿子名字里也都有“之”字：王玄之、王凝
之、王涣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

在古代，起名字非常讲究避长者讳。晚辈的
名字中，不能出现长辈名字中的字。地名等也讲
究避讳，比如公元313 年，建邺被改为建康，就
是为了避晋愍(音同悯)帝司马邺的讳。

为什么王羲之家族里的人这么喜欢在名字
里加“之”字，丝毫不顾避讳的规矩？《晋书·王羲
之传》里有句话引出了答案：“王氏世事张氏五
斗米道。”意思是说，王氏世代信奉张氏所创五
斗米道。而五斗米道的道徒多在名字中加“之”
字，以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

说起五斗米，我们一般都会先想到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在这里指微薄的官俸。
其实，五斗米的第一个义项是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早期民间道教，东汉顺帝时，由
张陵(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传说入道者须
交五斗米，因以为名。也有一种说法，是因其崇
拜五方星斗及信奉《五斗经》而得名。由于道徒
尊张陵为天师，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魏晋以
降，天师道盛行于社会各阶层。

据《晋书》记载，王凝之对五斗米道的信仰
尤其深：孙恩进攻会稽时，王凝之府中幕僚请求
准备防御。王凝之非但不听，反而进入静室祷
告，出来后对众将佐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
助，贼自破矣。”于是就真的不作防御！鬼兵自然
没有前来相助，王凝之终被孙恩杀害。

王羲之的七个儿子中，王凝之不算出名，但
他的妻子很有名，就是下雪天作“未若柳絮因风
起”的谢道韫。 （《洛阳晚报》）

他们的名字为啥都带“之”
□朱姝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抗日武装主要包括八路军、新四
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
击队等。这些抗日武装先后独立开辟
了华北、华中、东北和华南4大敌后战
场，发挥了独当一面、影响全局的战
略作用，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砥柱华北抗战的八路军

1937 年 8 月 25 日，根据国共两
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
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
怀，辖第115、第120、第129师，全军
约4.6万人。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
战斗序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
第 18 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仍被
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习惯地沿用
下来。同时，在延安成立了八路军后
方留守处（后改称留守兵团）。

八路军3个师陆续开赴华北抗日
前线。9 月 25 日，第 115 师在平型关
首战告捷。11月8日，太原失守，国民
党军大部退向黄河以西以南地区。从
此，在华北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
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其间，组建晋察
冀军区和山西新军。1938 年 4 月，八
路军初步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后，
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新建八路军第
3、第4纵队，1938年底成立八路军山
东纵队。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
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至1940
年，八路军又新编25个旅和第1、第2、第
4、第5纵队，山西新军陆续加入八路军战
斗序列。1940年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

（第120师兼，1942年9月改为晋绥军
区）。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八路军
实施了振奋全国的百团大战。1941年~
1942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
期。1942年6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
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1943年3
月，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为新的山东
军区（第115师番号仍保留）。

1943 年，八路军逐步恢复和发
展，并于秋季开始局部反攻作战。
1944 年，相继发起春、夏、秋、冬季 4
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并以一部兵力转
入外线作战，向河南和湘粤赣边进
军。1945年，发起更加猛烈的春、夏季
攻势；8 月上旬，展开全面反攻。8 月
20 日，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同时，晋
绥、晋察冀、山东和晋冀鲁豫等军区
相继编成野战纵队和师、旅。

至抗战胜利时，八路军总兵力达
102万余人，成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组成力量。

驰骋华中战场的新四军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
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
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
叶挺，副军长项英，辖第1、第2、第3、第4
支队，约1.03万余人。

新四军组成后，第1、第2支队挺
进苏南，第3支队在皖南，第4支队在
皖中开展游击战争。1938 年 5 月 12
日，第4支队取得蒋家河口战斗的胜
利，揭开了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战的序
幕。9 月，新建新四军游击支队。至
1938 年底，新四军发展到 2.5 万余
人，实现了在敌后的战略展开，开辟
了华中敌后战场。1939 年 7 月，成立

新四军第 5 支队。11 月，豫南、鄂中、
鄂东地区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
鄂挺进支队（后改为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称新
四军第 6 支队；11 月中旬，华中新四
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以重
兵围攻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
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
变。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
军军部，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
所属部队扩编为 7 个师和 1 个独立
旅，全军共9万余人。1941年4月，成
立苏中军区（第 1 师兼）。1942 年 11
月，第4师兼淮北军区。12月，成立苏
北军区（第 3 师兼）。1943 年 2 月，成
立淮南军区（由第2师兼）。3月，成立
皖江军区（第 7 师兼）。12 月，浙东抗
日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1944年初，新四军进入恢复和再
发展阶段。10月，成立湘鄂豫皖军区

（后称鄂豫皖湘赣军区，通称鄂豫皖军
区），由第5师兼。1945年1月，成立苏
浙军区。1月~8月上旬，新四军各部队
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随后开展全面
反攻。9月，新四军第3师调赴东北。10
月，军部率主力大部北移山东。留在华
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0月成立华中军
区，11月组成华中野战军。

到1945年8月上旬，新四军主力
部队已发展到 21.5 万人，地方武装
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

14年艰苦斗争的东北抗日联军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
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军相继
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
队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从1932
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中共组织
先后在东北地区创建了10多支抗日
游击队，并相继创建了南满、东满、吉
东和北满等抗日游击区。

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扩大党
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
统一战线的策略。从1933年下半年至
1936年初，在游击队的基础上，相继组
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第2、第3、第6军
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及东北反日联
合第5军，共6个军6000余人。

1936年2月起，上述6个军先后
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 1 至第 6 军。另
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为基
础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此外，与
中共有统战关系的第8军、第9军、第
10军、第11军，也先后加入抗日联军
行列。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1个军，
总人数达3万余人。

东北抗联随后编成 3 路军：第 1
路军，辖第1、第2军；第2路军，辖第
4、第 5、第 7、第 8、第 10 军以及王荫
武领导的救世军、姚振山领导的义勇
军；第3路军，辖第3、第6、第9、第11

军。1940年1月，中共吉东、北满省委
决定将各路军缩编为支队，继续在极
端困难情况下进行小群分散游击战。

1941年冬，东北抗联转至苏联境
内组成南、北野营。1942年8月1日，
南、北野营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
旅，旅长周保中，下属4个步兵教导营
和 2 个直属教导连。1945 年 9 月，东
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10
月31日，该部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
新四军部队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

孤悬敌后抗战的
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

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是中国共
产党在广东省（含今海南省）领导创
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统称，又称华
南抗日纵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中
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
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抵抗日军侵略。
在东江地区，1938 年 12 月建立惠

（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39
年1月又建立东（莞）宝（安）惠（阳）边
人民抗日游击大队。1940 年 9 月，两
支游击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1942 年 1 月，改称广东人民抗日
游击总队。1943年12月，扩编成立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在海南岛（又称琼崖），1938 年
12月，琼崖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广
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 14 区独立
队。1939 年 3 月，独立队扩编为广东
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 14 区独立总
队。1944年秋，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
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

1944 年 10 月，在珠江三角洲地
区的南（海）番（禺）中（山）顺（德）游
击区指挥部整编，成立中区纵队。
1945年1月，中区纵队主力改编为广
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以珠江
地区挺进粤中的中区纵队一部与当
地的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合编广东人
民抗日解放军。

1945年1月，雷州半岛地区的游击
队改编为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2
月，梅（县）（大）埔地区的武装改编为抗日
游击队韩江纵队。6月，潮（州）汕（头）地
区的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广东人
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

至1945年8月，华南人民抗日游
击队发展到包括东江纵队、珠江纵队、
琼崖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
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
队韩江纵队和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7
支部队，共2万余人。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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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
战士在平型关公路两侧伏击日军。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
县日军据点东团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