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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见

绍熙元年—绍熙二年（1190年—1191年）
知州高夔

据史料记载，南宋绍熙元年至二年，高夔
调任赣州。在他之前的多任知州，可谓阵容
强大。比如：淳熙三年（1176年）—七年（1180
年）留正（后任宰相）、淳熙十三年（1186年）周
必正（宰相周必大的哥哥）、淳熙十六年（1189
年）余崇礼（后任刑部尚书）。

高夔其人，举族从沦陷区归来，其父因为
朝廷与敌人讲和而愤然辞官，而他因历任边
关小吏，为国守城。绍熙元年（1190年）知赣
州，嘉定三年（1210年）再任赣州知州。在周
必大于庆元六年（1200年）写的《淮西帅高君
夔神道碑》中提到，高夔“自幼读书过人，文笔
翩翩，尝举于乡，耻事虏廷”。

在任职赣州期间，高夔详细地调查了各
县刑狱的情况，发现很多百姓是被冤枉的，就
下令释放。因为年成不好，粮食短缺，许多百
姓不得不外出乞讨。前期州县官员为了应对
这一社会问题，抓捕了数百名被认为是聚众
闹事的乞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采取了
不同的做法。他并没有将这些灾民视为罪
犯，而是选择释放了他们。同时，他减轻了百
姓的赋税和刑罚，还开放粮仓来救济饥饿的
百姓，甚至在新修的城墙外，针对灾民也进行
了这样的救济措施。

在政务之余，高夔还亲自带领教授们进入
学校讲解经书的义理，并增加了学生的名额，
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当上级官员提
出废除或合并龙南县，以避开瘴气瘟疫的提议
时，高夔坚决反对并上奏阻止了这一决定。

在周必大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夔修
缮城墙的有力证明：“就廪饥民以新城壁”。追
问其修城的原因，我们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
里看到：“（绍熙）二年二月，赣州霖雨，连春夏
不止，坏城四百九十丈，圮城楼、敌楼凡十五
所。”高夔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着手修城事
宜，很快就完成了灾情统计、重建计划、资金

调配、人员安排、城砖烧制，并于 4 月开始修
缮城墙……

我们虽然无从知道那一场大灾之后，耗
费了多少地方财政，但参考明嘉靖十三年
（1534 年）都御史陈察只是对城墙进行修补
“薄加厚，矮加高”就花费 7000 多两白银，占
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可知，此次修缮规
模如此巨大，怕是要耗费两三万银两。而此
时的赣州刚在一场“绍兴纷乱”中稍加喘息，
又陷入“连年水患”的境况，早已没有了北宋
熙宁时的富庶和潇洒，留给继任主官的，只有
求生存和高负债。

此外，还有高夔为小南门更名的记录。兴
贤门，旧名化远门，俗呼小南门，知州高夔改名
进贤门。

绍熙三年（1192年）
杨万里，不赴任

朝廷因为高夔卓越的政绩和才干，于绍熙
三年（1192年）将其调走了。而另一位赫赫有
名的人物走入我们的视野，那就是杨万里。《宋
史》载：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及绍兴
二十四年进士第，为赣州司户，调永州零陵丞。

绍熙三年（1192年）八月，朝廷任命杨万里
为赣州知州，但，杨万里不赴任。《宋史·杨万里
传》载：“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
便，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不赴，乞祠，除
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自是不复出矣。”

绍熙四年（1193年）三月二十三日《秘阁
修撰宫观告词》：“中奉大夫、直龙图阁、知赣州
军州事杨万里，朝廷之于贤者，用而尽其才，上
也；用不尽而勇退，宠其归而尽其高……诗不
云乎：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朕不汝忘也。
可特授秘阁修撰提皋隆兴府玉隆万寿宫。”

绍熙三年（1192年）
知州赵彦操

但偌大的赣州，不能没有主官。于是，在
得知杨万里不俸诏之后，朝廷立马安排宗室
赵彦操奔赴赣州上任。

赵彦操，不仅是皇家宗室，还是朝廷大员，临

时受命来到赣州。在给赵彦操的任命书里，皇帝
宽慰他说：赣州这个地方为南海巨屏，实控百粤，
去为朕去治理此处，朕不会忘记你的功绩。

赵彦操是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
士。淳熙二年（1175年）为太府少卿兼权户部
侍郎，知临安府；淳熙十一年（1184年），由知
建康府除直龙图阁、福建路转运副使；淳熙十
六年（1189年）守平江；绍熙三年（1192年）知
赣州；次年改知广州。

赵彦操到任面对的赣州，受到绍熙二年水
灾的影响，加上修城耗费大量钱财，本就困难的
财政已是雪上加霜。他只能想尽办法减少开支。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赵彦操在面对前
任留下巨大亏空的同时，又得知这里早年因
为剿匪需要收编和设置了很多当地土军，总
计 12 个兵寨，1100 多人。现在时局安稳，但
财政紧张，百姓疾苦，财政依旧需要负担巨大
的开支。于是赵彦操上报朝廷，联合江西提
刑、淮西总领郑湜建议裁减土军人员编制。

然而这些兵寨土军对治理地方极为重
要。这些为平定南赣立下汗马功劳的土军，
在被裁撤之后，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隐患？而
且，当下一次危机来临时，又有谁能被召唤赴
死？赵彦操可能也思虑过这些问题，但是终
究要先解决燃眉之急。

当然，弥补亏空光靠自己节衣缩食是不够
的。赵彦操以“赣州滩险，难于漕运”，请示朝廷
免除当地一半赋税，“得旨蠲其半，计万有八千
三百五十余石”。还嫌不够，又请旨截支，“再准
截支应付如前”。可见朝廷也深知赣州情况不
妙，决不能让这个宗室子弟在赣州难以为支。

绍熙四年（1193年）
知州林大中

绍熙四年（1193年），不知何故，赵彦操被
匆匆调任广州，林大中匆忙接替。

林大中（1131 年—1208 年），字和叔，婺
州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是绍兴三十年（1160
年）的进士。宋光宗即位后，被擢升为监察御
史，迁殿中侍御史，除侍御史，兼侍讲。曾知
宁国府、赣州。开禧三年（1207年）十二月，擢
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嘉定元年（1208
年），兼太子宾客。终年78岁，谥号正惠。著
有奏议十卷、外制三卷、文集二十卷。

或许是任命很匆忙的缘故，以至于林大
中还没有完全办完手续就已到任，不得已写
信给同僚，希望帮忙处理相关手续，以免以后
官员考核时受到影响。

林大中向远在朝廷之上的长官兼好友汇
报他在赣州的情况，详细描述了赣州政务的困
难，特别是财政问题（这与他的前任一致）。由
于没有酒税、绸绢折帛等杂税收入，郡中全靠
各县上缴的款项维持，即便如此，仍然有三万
余缗（约3万两白银）的财政赤字。他试图通
过减免旧欠、减轻各县负担、延长新钱上缴期
限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林大中还描述了自己到任后赣州的天气情
况，起初雨水充沛，让他对农业收成充满期待。
但随后连绵不断的雨水导致江河水位暴涨，他
便祝祷上天，祈祷天气好转。尽管稻田可能未
受严重损害，但低洼地带的民居却遭受了水
浸。林大中虽安排了钱米进行赈恤，但各县的
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处置。

从林大中的几封书信中可以了解到，赣
州在绍熙四年时，依旧没有解决财政赤字的
问题，亏空更多，且天灾接踵而至。作为主官
的林大中也只能多方筹集粮米救急，但效果
并不理想。

绍熙五年（1194年）
知州黄遹

绍熙五年（1194年），始终为地方财政赤
字苦恼的林大中被调走了，接任他的是黄遹。

黄遹（1127 年—1206 年），字景声，邵武
（今属福建）人，是隆兴元年（1163 年）进士。
和他的前任们一样，皇帝依旧在他的任命书
里嘱咐道：“章贡名邦，选牧为重，而其民亦号
难理”，但正因如此，才让你这个有能力的人
去，希望勇当责任，不怨偏远。

细数绍熙元年至五年这五任官员的执政
情况可知，虽然赣州境内匪乱已平，但人民依
旧困苦，水患依旧频发，加上绍熙二年修城赈
灾耗费巨大，地方财政赤字严重，以至于严重
拖累后几任官员，不得已采用裁员、催收各县
欠款等办法维护。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
陈着一件厚重而破旧的羊皮袄，这件羊皮
袄是于都籍红军战士曾广华1932年在漳州
战役中因出色表现获得的奖励品。之后他
穿着这件羊皮袄翻越了大雪山，走过了草
地，到达了陕北，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件
羊皮袄，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
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当红军老
战士曾广华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之后，这
件厚重而破旧的羊皮袄便“走”进了于都中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8月，我市知名画家陈桂南受邀参加纪
念长征出发 90周年采风写生，在于都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眼就被那件布满褶
皱的军绿色破旧羊皮袄深深吸引，激发出
创作一幅国画作品的热情。

如何通过这件革命战士的破旧羊皮袄
表现出往昔的峥嵘？他探索了许久，最终
采用影视镜头叠化的方法，将红军长征的
情景与这件历经战火的羊皮袄重叠，用虚
实相生的构成，衬叠出羊皮袄背后的故事。

陈桂南用写实的手法极力表现这件羊
皮袄上那种历经岁月洗礼的传神，一笔一

画之中透射出着一种英勇无畏、坚韧不屈
的气势，极具视觉冲击力。以洗练的手法
概括出从赣南到陕北的长征历史画卷，一
开一合之间再现那段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的岁月。为了增强艺术效果，陈桂南采用
了“丰碑式+动态流线”的构图来经营画面，
并利用虚实对比巧妙地把烽火岁月与时代
精神融为一炉，彰显了鲜明的史诗风格和
强烈的时代精神。

品评

不朽岁月见卓绝
——陈桂南笔下的《一件羊皮袄的故事》

□郭祥达

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案头那沓泛黄的
苏区货币上。它们静静地躺在桌上，仿佛
沉睡的记忆，在阳光的轻抚下缓缓苏醒。
透过它们，我仿佛走进了那个风雨如磐的
年代。

20世纪 30年代初，在瑞金这片红土地
上，一个小小的银行，在革命的烈焰中诞
生。它的名字，庄严而神圣——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它的诞生，如同黑夜
中的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
色金融事业的曙光。

那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在枪林弹雨
中，在艰难困苦里，这个袖珍银行如嫩芽破
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红色金
融的壮丽篇章。

一间普通的民房，几张简陋的桌子，几
把老旧的椅子，几个古朴的算盘，如此微不
足道之处，却承载了中国金融宏大的理
想。在这里，革命先驱们以坚定的信念和
无畏的勇气，开启了他们的金融征程。

我轻轻拿起画笔，在微黄的宣纸上，注
入水墨，倾注心中无限的敬意与感动。

先驱们的身影，在画作中若隐若现。
他们常常彻夜工作，面对军事和经济双重
封锁的极端环境，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
诚，在刀尖上筹款，在火线中奋斗，打击高
利贷，废除封建性高利贷债务，发行货币、

组织信贷、代理国库、发行公债……开创了
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他们的汗水、热血
和智慧，化作画中流动的墨色，渗透在每一
个角落。

我细细描摹着一张张钞票、一枚枚
硬币，仿佛触摸到了革命先驱的精神血
脉。无法想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革
命先辈是怎样在震天的炮火中，刻下那
一笔笔精致入微的线条。那些“红币”散
发出来的金属质感，如同先烈们对待百
姓的赤子之心，构建起苏区货币坚挺的
信用。

当年，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打着背
包，深入山区，深入群众，宣传苏区金融政
策，帮助群众解决生产资金难题。那个锈迹
斑斑的水壶，见证了红色金融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

笔墨交织中，水色流转间，红色精神
金光闪耀。它是前进的动力，是奋斗的方
向。当最后一笔落下，我仿佛听到历史的
回响。那个艰难岁月里诞生的小小银行，
正是今日中国强大金融体系的源头。

“绍熙二年四月造使”铭文城砖。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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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央视的《文脉春秋》栏目介绍了赣州的古城墙及铭文城砖的故

事，更有萌趣可爱的“小猫砖”大出圈。赣州古城墙历史悠久，其中的铭文城砖不仅

数量多，背后故事也值得探究。本版特围绕赣州城墙的铭文城砖推出一组文稿，带

领读者在读懂砖的同时，读懂赣州城。

20世纪初的赣州古城墙。（资料图片）

朱墨丹心
□谢贵芳 文/画

漫步于赣州古城墙之上，在北门与

八境台之间，我们经常能发现不同时期

的城墙修葺痕迹，密布其间的铭文城砖

中，有“绍熙二年四月造使”字样的比较

常见。

让我们从“绍熙二年四月造使”铭文

城砖开始，探究一下南宋绍熙年间赣州

的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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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羊皮袄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