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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1896—1998）原名薛仰岳，字

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韶关市乐昌县

九峰镇小坪石村人，军事家。抗战时期指

挥过四次长沙大会战，为中国近代著名

的百战名将之一。

1938 年底，武汉失守后，薛岳代理第

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 年薛岳为避免省

政府遭受日军涂炭，计划将省政府迁到

炎陵办公。他亲临炎帝陵，并在山上伐木

建造了大批住舍，构筑了防空洞和碉堡，

修通了酃县（今炎陵县，下同）境内坪形

至炎帝陵的 9.44公里公路。

1939年 9月，薛岳指挥第一次长沙会

战。日军 6 个师团在 100 多架飞机和 300

多只舰船配合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分

兵 6 路向长沙进犯。薛岳调集 21 个军、52

个师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赣北、鄂南和洞

庭湖畔，以阻止日军从侧面进攻。他采取

“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

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和浏阳

河等正面战场，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会战

打响后，经过 20多天的战斗，日军遭到惨

败，伤亡 4 万多人，其中包括少佐以上军

官 40余人。长沙会战首战告捷，日军一时

暂缓进攻长沙。

薛岳有了较长的战时休整机会，他

便于 1940 年着手全面整修炎帝陵陵殿。

薛岳组织人马在炎陵山西北边的皇岭背

和井水坳两处种植林木 264 亩。造林竣

工，薛岳在皇岭背建造了一座六角亭子，

命名为“林子超先生纪念亭”，并亲自书

写“林子超先生纪念林”隶体榜书，刻于

石碑，竖立在亭子中央。现在，我们在炎

帝陵大殿的行礼亭左厢房里看到的，落

款“薛岳敬题”的碑石，就是这块石碑。

1941 年 9 月 10 日，炎帝陵大殿的整

修工程全面竣工。19日，薛岳主持省府第

241 次常委会，会上通过了酃县县政府

《关于将县名改为炎陵县的提案》。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长沙的战情发生了变化。

9月下旬，日军以十一军为主，派遣 4个师

团及两个独立旅团，共约 15 万人，在 100

多架飞机、200 多只舰船支援下，分兵两

路，第二次进犯长沙。薛岳调集了 17个军

共 20 万兵力，在正面进行“后退决战”的

同时，将 7 个军部署于东侧山地，实施侧

击，牵制敌人。而在 10 月 10 日，薛岳仍然

按照原定的计划，派省政府秘书长李扬

敬率员，分乘 10辆小车，到炎帝陵举行祭

祖大典。同时，他亲自撰写《重修炎帝陵

记》一文，泐石刊刻于炎帝陵大殿内。这

块碑石至今还保存在炎帝陵大殿行礼亭

左厢房之内，供后人参观研赏。

《重修炎帝陵记》不仅简单概述了炎

帝陵的历史渊源，更主要的是表达了薛

岳纪念长沙首战大捷的豪情，表达了薛

岳崇敬炎帝神农氏创始农业的伟大功德

和为炎帝陵正名的良好意愿：“时缮葺炎

帝陵庙讫，且立庙碑矣。或谓天子冢，秦

曰山，汉曰陵，而炎陵旧碑但称墓，宜别

立一石，以正名焉。岳曰‘唯’。”他说：“而

我国愈战愈强，卒使寇无如我何，若《易·

大壮》所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

者，以我地大物博足自给，而足食所系尤

要也。其所以足食，则农业立国使然。而

农业立国，又实我炎帝创始也。不宁惟

是，湘为大西南门户，尤富米，西南数省

取给焉，是湘又西南仓廪也。”还表达了

薛岳身沐祖德、保家卫国、抗战到底的决

心：“岳荷炎帝余泽，捍卫湘土，饮水不思

源，何异数典忘祖乎？此尤岳必立陵碑之

微意也。”

祭典甫过，碑文尚新，薛岳麾师鏖

战，经过逐次抵抗后，诱敌深入汨罗河、

捞刀河伏击地带予以重创。最后，日军被

迫逃回新墙河以北原据点。薛岳所率国

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

利。薛岳“捍卫湘土”的“微意”再次得以

遂愿。

1942 年，鹿原小学、茶陵育民中学、

衡阳扶轮中学等学校先后搬迁到了炎陵

山。这年 1 月，第三次长沙会战又歼敌 5

万多人而取得巨大胜利。到 1945年，省府

还没有来得及搬迁到炎陵山办公，抗战

全面胜利了，搬迁到炎陵山的各学校又

逐渐搬回原地复学。

碑文树立，虽然一度曾遭世事烟尘

蒙覆，但是，它所记录和传承出来的薛岳

先生崇祖敬祖、保家卫国的民族气节和

民族精神依然光芒璀璨。

陈光甫
开创近代旅游业

王荣 王抒滟

1923 年，全国首届教育会议在西南边

陲昆明举行。银行家陈光甫认为，与会人员

一定需要旅行服务，便主动与会议组织者

联系，表示可以派训练有素的人员到车站、

码头接送，还可以提供舟车、食宿等方面的

服务。他向交通部提出申请，要求代售京

汉、津浦、京绥、京奉、沪宁、沪杭甬等六大

路线的火车票。

1923 年 8 月，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

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专门从事旅行及

相关业务。旅行部开业后，很快在北京、天

津、南京、汉口、苏州、镇江、济南、蚌埠、奉

天（今沈阳）、无锡等地成立分部，并将售票

业务扩大到公路、水路和航空领域。旅客只

要购买他们的客票，沿途的吃饭住宿与行

李托运，都由他们经办。

1924 年，陈光甫推出“旅行支票”业

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行支票问世后，

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兑现，丢了还可以挂失，

因此很受欢迎。1927年 6月，陈光甫将上海

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改组为中国旅行社。

1928年 1月，民国政府交通部颁发执照，成

为中国第一号旅行社执照。中国旅行社成

立后，不仅代售车票、船票、机票，就连上庐

山乘坐轿子、游西湖雇用车船、为出国留学

生代办手续，也在其服务范围之内。

1931 年，中国旅行社推出票面为 10

元、20元、50元、100元四种“旅行便利券”，

中、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发行，在国内诸名胜

景区、各大城市及部分国外城市均可随时

兑换成现金，还可享受优待折扣。为了更好

地推广“旅行便利券”，凡购买者可获赠漂

亮的皮夹子（钱包）等小礼品。

陈光甫以务实的举措提升中国旅行社

的服务：规范员工的言行与服务质量；组织

各种旅游团体，鼓励国人游览本国名胜或

出国观光旅行；代办轮船与铁路的货物联

运；编印《旅行手册》，创办《旅行杂志》；向

旅客提供食宿，在各地设立分社和招待所；

与美、英、日、苏等国的旅行社建立了长期

合作的关系。

中国旅行社颇负盛名，钱钟书、老舍

等文化名人的作品中常常提到中国旅行

社，叶恭绰题写“中国旅行社，导游名山

大川”。

据《人民政协报》

青年岳飞的坎坷经历
程醉

“靖康之变”后，宋钦宗赵桓之弟、河北兵马大元帅赵构

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据南宋徐梦莘编

纂的编年体史书《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赵构当时冠冕堂皇

地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都城，可守；虽金贼，可

战。”

同时，赵构又派南宋四名臣之一的赵鼎到建康（今南

京）修缮行宫、城池。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帝已经是打算尽

快跑路了。赵鼎在前往南京的途中还写下《满江红》：“惨结

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颇具悲凉之情感。

但此时，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康王即位，飞上书数千

言”。康王就是宋高宗赵构，他刚当上皇帝，岳飞就给他上了

一封数千字的奏疏。岳飞在信中说：“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

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此信大意是请求

宋高宗“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顺便谴责

了著名奸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

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

岳飞当时不过 25 岁，官职为“武翼郎”，大致相当于现

在营长级别干部。于是乎，岳飞便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

的罪名被军队开除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岳飞被开除并不是

因为他要求皇帝北伐，而是因为越职。

失业后的岳飞转投到河北招讨使张所麾下，借补“武经

郎”（从七品）。随后，张所命令岳飞跟着抗金名将王彦强渡

黄河进攻卫州新乡县。因为金兵气盛，王彦不敢轻易进兵。

于是，岳飞便“独引所部鏖战，遂拔新乡”。虽然岳飞取得了

胜利，但战场上不听号令，擅自用兵也是违背军法的大罪。

迫不得已，岳飞只能带兵离开王彦。

之后，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

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由于黑风大王并非金朝的正

式官职，而是对某些有功之臣的尊称。因此，被岳飞刺杀身

亡的黑风大王到底是谁，学界历来颇有争议。

一种说法是，依据作战时间和战场态势分析，当时“女

真万户温敦屯兵于泽潞”，是距离岳飞最近的一支金朝部

队。“温敦”是复姓也是音译，同时还被译为“奥屯”或“奥

敦”。再根据元代的一些碑文推测，“黑风大王”很可能就是

“女真万户温敦”。并且，在遇到岳飞之后，这个人便从史料

中彻底“消失”了。

在杀死黑风大王之前，被岳飞活捉的拓跋耶乌也并非

无名之辈。总而言之，此时的岳飞已是战斗力爆表，遇到他

的金国将领都无法全身而退。

由于之前违背军令擅自出战，岳飞“自知与彦有隙，复

归宗泽”。宗泽是两宋之交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

雄，同时也是岳飞的恩师和伯乐。宗泽知道岳飞是难得的将

帅之才，于是便让他戴罪立功。

岳飞果然不负其望，“战胙城，又战黑龙潭，皆大捷”“大

战汜水关，射殪金将，大破其众”……于是，宗泽不但赦免了

岳飞的罪，还升他为统制。至此，“一代战神”便开始逐渐崭

露头角，杀得金军闻风丧胆。

据《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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