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金徐銮（1916-2003），台州温岭人，原温州师
范学院（今温州大学）副教授、中共党员、温州市政协
第一届委员。1936年，他受温岭当地进步思想影响，开
始接触马列主义。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中共
地下党领导的“温岭县青战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42年，他毕业于国立湖南大学经济学系，留校任教。
此后中日战火依然不断，父亲绕道回乡探望病中的祖
父，返校时却因交通全面瘫痪，无奈之下只好留在家
乡学校任教。一生执教45载。

1949年，父亲从温岭中学来到温州商校执教，从
此与温州教育结缘长达 38载，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资
本论》，也曾讲授政治、金融和财政课程。1956年，他奉
调参与原温州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升格为温州师
院）的创建和教学工作，亲历并见证了这所学校的创
建、教研和发展历程。此外，他还曾担任温州商校总务
主任、温一初教导主任、温州师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和
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温州华侨中学副
校长，以及《汉语大词典》温州地区编写组召集人等
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和深深的足迹。

父亲在温州师院执教20载，治学严谨、尽职尽责，
对教师职业和教学工作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并为之
努力践行。他在一份《教学小结》中曾这样写道：“教学
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教师既要教书，又要教
人；教书是手段，教人是目的。”他还说，“要培养有社
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教师自身必须要有社
会主义觉悟，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懂得教育规律，要能
为人师表。”寥寥数语，内涵明确而丰富，生动诠释了
教书育人之根本理念。

求真务实
提出将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父亲是教师，也是经济学者。1938年大一时，他冒
着危险从上海邮购了一套国内首部中文全译本《资本
论》，开始系统地自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
学四年学校为躲避战火西迁湘西辰溪，还有假期回乡
探亲，行程千里风餐露宿，沿途行李一再舍弃，但这套
书父亲始终完好地保存着。此后数十年，他坚持学习

《资本论》，很多章节反复研读，深刻领会，如今泛黄的
书页上仍清晰地记载着他不同年代的学习感悟。

长期以来，父亲学以致用，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关注社会生产力发展、脱贫
致富和经济改革发展问题，这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有
专题论述或明确观点。在他看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之关
键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工作繁忙，一边参与建校教
学，一边研究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还为机关、部队
和工商联干部作时政经济专题报告。1963年，他将自
己多年研究成果《论“剥夺者被剥夺”》发表于《温州师
范学院学报》创刊号上。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资本
主义社会剥夺者的产生、致富和被剥夺的实质、过程
和趋势，约 1.75万字。此后，他持续关注研究贫困、生
产、生活和分配等共同富裕问题，陆续撰文《论发展生
产是为了改善生活》《〈资本论〉是“治穷”之道》和《论
勤劳致富》。

1973年，父亲以叙事风格撰文《卡尔·马克思的生
平》，纪念世界伟人马克思诞辰 155周年。文章分十五
节，概要地讲述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勤奋刻苦精
神，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同理想和并肩战斗情谊，《资
本论》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创作历程和光辉
思想。文章重点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对指导中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这对曾遭
受人生不公正对待仍坚定信仰的父亲而言，感到学术
春天来临了。同年，父亲再次着手整理自己的读书笔
记和自编教材，认真思考撰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与专题研究》，1980年完稿，约10万多字。文章重点阐
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及经济关系。这是他长期深入研究解读《资本
论》等马列经典著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一项
重要学术成果。

1981年和 1983年，父亲先后发表了《关于政治经
济学对象的探讨》（收录于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两篇论文，参与当
时的全国性理论研讨。这项课题内容既是政治经济学
理论研究和体系构建的最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学界长
期争论且未形成共识的难点问题。这次研讨，大家各抒
己见，对日后经济学界就“政治经济学也应将生产力作
为研究对象去研究”的观点形成共识，对推动理论创新
和社会生产力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意义深远。

父亲在文中认为：“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人
类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并促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政治经济学在研究
生产关系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生产力的研究，把生产力
也作为研究对象去研究。”他还强调：“现阶段加强对
生产力的研究，对于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
我国的商品生产，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不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时俱进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有效推动了全国上下解放思想加快发
展社会生产力，也同时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热点难点

问题，亟待理论工作者们以担当和创新精神去研究破
解，促使理论更加科学地指导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1987年前后，父亲积多年学习研究心得，连续撰写了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特征》《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和发展》

《〈经济学研究十大转变〉小议》和《温州个体经济发展
问题》等学术论文。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一位学者对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完善社
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加快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等现实问
题的关切和探索。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父亲指出：“《资本
论》是马克思的一部不朽著作，我们虽然不能到《资本
论》中去寻找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
现成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我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他还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将马克思
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要‘立’字当头，要改革与生产
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方面，父亲认为：“社
会主义不是单一公有制的社会，而是在公有制占主导
地位下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在他看来，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可扬长避短，发
挥优势，加快各地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文
章最后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保经济
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如
今，我国GDP总量早已位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也再
次表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对
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所
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在加快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父亲在文中深情
地说道：“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民勇于开拓、不怕艰
险，个体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带动了浙南农村脱贫致
富和经济增长。”为使温州个体商品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进而推动全区经济总量整体上升，并不断丰富完
善“温州模式”内涵。父亲坦诚建言：“当前，温州个体
工商户不但要着力解决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设备陈
旧、质量不过关和商品信誉差等实际问题，更要着眼
于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新产品开发和股份制经济
等企业中长期发展问题。同时政府要切实保护个体工
商户的合法权益，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文章还就温
州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
差距等共同富裕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应加快推
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统筹解决”的发展思路。

父亲在温州工作生活了50多年，温州也是他的第
二故乡。他曾在文章中希望“温州630万人民通过劳动
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先后共同富裕起来”，由衷地表达
了他对温州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期盼。

这些年来，我翻阅父亲尚存的文稿，回望他的学
术道路，深感他能持之以恒、探索研究，既有自身的理
想信仰、家国情怀和治学态度，也有母亲几十年含辛
茹苦操持家务，给予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关爱和支
持。如今，父亲母亲的这些人生经历，还有他们时常说
起温岭家乡的风土人情，都将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和
思念，深深地留在我们儿女的心中。

金徐銮：孜孜不倦于政治经济学研究

我在郭德纲的单口相声作品中，不止一次听到他
说：“您记住了，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

这句精辟的话，对人的心理动态阐述得极为形
象。愤怒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
怒，却是很多有过极其恐怖经历的人所没意识到的。

《扬名立万》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郭德纲的阐述。
临近结尾前，李编剧、陆老板、郑导演、苏花旦、陈

武师、关老师这六个民国电影人站在河岸边，逃出生
天、劫后余生的他们，陷入不同的恐惧，以及恐惧之后
不同的情绪。

李编剧首先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决定要将六人的
共同经历拍成电影，将六人知晓的黑暗真相公诸于
世。郑导演、苏花旦、陈武师表示支持，他们也不同程
度地感到愤怒。久经人事的关老师和只想赚钱的陆老
板表示反对，他们以过来人对民国黑暗社会深度解读
的经验，告诉这四个年轻人，拍这样的电影是自寻死
路。

在电影院时，我还没咂摸出两个老男人的真实想
法，写这篇影评时突然意识到，其实最愤怒的是他们
两人。因为他们在毫无法治、正义、公平可言的环境中
混到这把年纪，他们早就从愤怒的顶峰退下来了，此
刻他们只有恐惧。

愤怒到了极点，又回到了恐惧。
《扬名立万》真不错！
如果你没看过电影，读了我上面这几段对人物、

剧情简单的描述、解读，想必你已经有兴趣了。
《扬名立万》意向主要受众，是年轻观众。我觉得

这只是片方不得已的包装，毕竟“剧本杀”的群体实在
庞大。实则所有对现实主义故事有兴趣的观众，本片
都值得一看。

一座豪宅，密闭空间，六个主要角色、两个重要配
角以及一些隐藏重要人物。在一天之内，六个主要角
色由参与电影摄制的讨论会，猝不及防地一步步走向
生死剧变的恐怖世界。最终他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将这段经历留在人间。

形式上，影片是两个小时的“剧本杀”。熟悉“剧本
杀”的观众，肯定第一时间就将自己代入角色中不可

自拔了。
不过导演刘循子墨和出色的编剧团队是在“请君

入瓮”，你越是将这个故事当成“剧本杀”，当你入戏
了，你就越会有奇异的感受。

作为一个“剧本杀”资浅玩家，看完电影后我就在
想，如果我抽中不同的角色，在完成剧情要求的目标
后，在游戏推演环节中，我会说出哪些超乎自己意料
的话？

如果我是李编剧，我真的会愤怒地宣布要以卵击
石吗？会不会我在表达完我的愤怒后，突然间羡慕起
关老师的柔软和陆老板的务实呢？毕竟大家经历过的
是一场轰碎价值观的黑暗事件，那个黑暗世界，愤怒
能起来的作用，连一根火柴的亮度都达不到。

经常玩高难度剧本的玩家，在游戏复盘时，都会
将自己代入不同角色去重新模拟一次。《扬名立万》的
故事深度，会让你在代入不同角色或者回想剧情细节
时，一次次发现惊喜或是产生新疑问。

如果你看过影片了，我想问你，你觉得，夜莺这个
角色，真的就如影片所体现的那么傻白甜吗？因为保
护夜莺的齐乐山正义得太抢眼，所以我们都会接受夜
莺是如此的纯净脆弱，绝不会把她往“心机”一词再推
进一点。

而如果《扬名立万》真的变成一个“剧本杀”的剧
本，想必抽中“夜莺”的玩家，所需要做到的最难的事，
就是自始至终演好那一份“单纯”。要忍住身体的颤
抖，说出轻声细语的话迷惑其他角色，而在故事结束
的最后一刻，敢于说出自己的最终陈词，敢于看到所
有在场玩家由不可置信到恐惧到愤怒再变回恐惧的
表情。

奇妙的是，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想，《扬名立万》电
影本身放映至结尾，一切都淡淡的美好，一切都讳莫
如深。

现实中有太多真情实感，都在“剧本杀”的桌旁被
轻易付出和收回了。所以当观众从剧情推演中晃过神
来，发现影片所指的远不止是虚构世界，那一刻，才真
正代入了一个“角色”。

那就是“我”。

《扬名立万》：
如果你玩这出“剧本杀”，最后你一定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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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黄晓慧）你知道温岭
市的尚书坊纪念的是哪一位尚书吗？知
道“神童门”有什么来历故事吗？想知道

“潮未至”“汉贝庄”“脚块头跪”等地名来
历吗？

11月 18日，由温岭市民政局编、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温岭市地名志》首
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本新书中找
到答案。

该书编写以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形
式完成，由温岭市民政局牵头，将编纂项
目面向社会招标。温岭市历史文化研究
会中标承担编辑工作，研究会会长吴茂
云担纲主编。

该志设综述、政区和聚落、非政区地
名、单位与建筑物、纪念地与名胜古迹、
专业设施、自然地理实体、流失地名、地
名艺文、地名管理等 10章，附录《古今地
名对照表》《地名索引》《2018年 8月并村
后温岭市各镇（街道）所辖村居（社区）情
况一览表》等内容，方便读者查阅使用。
全书共 165 万字，收录各类地名词条
7656条，较之 1988年版《温岭县地名志》
的 4226条增加了 3000余条，字数则增加
了50万。

该志的编纂工作于 2017 年 5 月启
动。编者以 1988年版《温岭县地名志》为

经，以2015年温岭市地名办
《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成
果》为纬，广罗素材，切磋磨
合，用时三年多形成初稿。
再邀请专家审核书稿，以期
减少差错，终成完稿。

该志各类地名的释文，
按照《浙江省市、县地名志
编纂大纲》的要求，详今略
古，记载了地理位置、历史
沿革、名称来历及含义与演
变，经济、人文等多种信息，
反映了市域地名的历史和
现状，展示了1949年以来特

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
市建设的成就和风貌，是启迪和激励人
们认识温岭、热爱温岭、振兴温岭的乡土
读物，可为人们查找温岭城乡各类地名
提供完整、准确的地名解释。

《
温
岭
市
地
名
志
》
出
版

李兆建/文
1934年 11月 18日，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

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等五人组织红十军团
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红十军团
行动。调粟裕任红十军团参谋长，刘英任红十军团政
治部主任。

11月18日，红十军团第十九师从江西德兴县出
发，向浙皖赣边进发。第十九师突然向浙西出动，令
国民党军始料不及，慌忙调兵遣将进行前堵后追。23
日，第十九师抵达浙江省淳安县白马地区，击溃了尾
追而至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领的两个团。
27日，第十九师渡过新安江继续向北，于 29日进入
浙江分水县(今分属桐庐县和富阳市)。

12月 6日，红十军团第十九师进入国民党统治
薄弱的安徽旌德县境，并迅速攻占旌德县城，经安徽
泾县、宣城县(今宣城市)之间北上，威胁芜湖县，震
慑南京市。就在此时，红十军团突然电令第十九师回
师黄山，与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会合。原来，第十九
师出发后不久，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围剿”北上
抗日先遣队主力红十军团，负责所有留守红军的中
央军区司令员项英闻报后，电令方志敏、刘畴西等
人，要求他们率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
外线，同第十九师会合，在浙江开化县、遂安县、衢
县、常山县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
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中央军区的这一指令，使得红
十军团放弃了闽浙赣根据地，全部出动到外线作战，
导致闽浙赣苏区反“围剿”斗争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三个师在黄山东南
的汤口会师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多路重兵的围堵。红
十军团被迫向北转移，经乌泥关抵达黄山东麓的谭
家桥。此时，急于邀功的王耀武率领的国民党补充第
一旅一马当先，紧追其后，孤军突出，与其他各路人
马相距甚远。

刘畴西获悉后决心在此打一仗，吃掉王耀武的
补充第一旅，改变被动局面。参谋长粟裕随即拟订了
初步作战方案，但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队上，他与刘畴
西产生分歧。粟裕认为由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
千里转战，野战经验丰富，应该担任主攻。刘畴西坚
持让自己的老部队第二十师负责主攻。面对刘畴西
不容置疑的态度，粟裕只好更改部署，让二十师主
攻，十九师打穿插。红十军团埋伏就绪后，王耀武率
领补充第一旅果然进入了伏击圈。然而，在此关键时
刻，一个不应有的意外发生了。因为没有打过大仗，
第二十师的一个士兵由于极度紧张，步枪不慎走火，
过早暴露了目标。

王耀武一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立即下令火
速散开，抢占路边高地。一场精心筹划的伏击战，变
成了硬碰硬的消耗战。王耀武所率部队便是后来国
民党有名的王牌部队精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战斗
力很强。第二十师、二十一师虽然英勇战斗，但因实
力悬殊，无法抗衡，溃败四散。埋伏在另一处的第十
九师迅速出动，但也失利，师长寻淮洲中弹牺牲在战
场上。刘畴西被迫下令撤退，向北转移。一场关系到
红十军团生死存亡的伏击战，以惨败结束。谭家桥一
战，红十军团伤亡过半，元气大伤，陷入了艰难困境。

1935年 1月，红十军团佯装进军芜湖、南京，突
然掉头南下赣东北。粟裕和刘英带着八百余人先头
部队在前开路，方志敏跟随先头部队行动，由刘畴西
率主力部队跟随其后。粟裕深知形势险恶，敌人醒悟
过来之后必然会对红十军团进行合围，必须抢在敌
人包围圈合拢之前突破封锁线，才能安全到达赣东
北。他们忍着饥寒，连续急行军，有的战士请求休息
一下，粟裕果断制止，直到冲出尚未合拢的封锁线
后，才下令休息，焦急地等待主力部队跟上来。

但是，在后跟进的刘畴西却在距离粟裕先头部
队五里路的地方下令安营住宿。粟裕得知后，大吃一
惊，立即向方志敏报告，提出情况紧急，决不能再迟
疑延误，主力部队必须趁夜通过封锁线。方志敏认为
有道理，随即让粟裕以他的名义写信给刘畴西，限令
今夜迅速跟进。信送走后，粟裕仍不放心，他再次向
方志敏建议由自己回去协助刘畴西指挥部队通过封
锁线。方志敏想了想，觉得粟裕的资历低，很难说服
刘畴西。他决定自己亲自前往，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
会主席的身份说服刘畴西将部队带出险境。方志敏
让粟裕、刘英率先头部队继续前进。

当天晚上，粟裕和刘英奉命前行。方志敏回去后
却没有能够说服执拗的刘畴西，主力部队耽误了一
个晚上的时间。次日清晨，红十军团主力部队被国民
党重兵围困在冰天雪地的怀玉山区。红十军团官兵
与敌人战至弹尽粮绝，最后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
西等被捕后壮烈牺牲。在狱中，方志敏写下《清贫》

《可爱的中国》等不朽名篇。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国民党反动派绝对优势

兵力的疯狂追堵围攻下，艰苦斗争，浴血奋战，书写
了悲壮的历史篇章。时隔13年后，1948年9月，粟裕
指挥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攻克济南城，活捉了
王耀武。

1935年1月，粟裕、刘英率领抗日先遣队从怀玉
山突围的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与闽浙赣省委会
合。不久，闽浙赣省委向粟裕他们传达了1月15日中
央的指示电，命令以抗日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
队五百多人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任务
是“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
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
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
主力红军的行动”。2月初，红军挺进师正式组建，粟
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王永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
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支队、一个师直属队。红军挺
进师决定在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创建红军
游击根据地。2月下旬，红军挺进师从江西德兴出
发，向浙西南挺进。

北上抗日先遣队
转战闽浙赣（下）

粟裕、刘英和红军挺进师战斗在台州的故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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