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生活在西晋
和东晋相交的时代，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
人，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文学家，医药学家，
又是外丹学和道教神学的主要奠基人。

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 283年）葛洪出生
于句容的世家大族葛氏家族，在其父亲葛悌
的庇护之下，葛洪不需要为走上仕途而整日
读书，自幼习武，终日多是骑马、射箭、游玩，
童年生活非常自得。葛洪13岁时，其父因病
去世，葛洪失去依靠，回到家乡句容开始了自
食其力的农樵生活。家境的变迁以及艰难的
人生际遇，使葛洪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开始认
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在农樵闲暇之时发愤读
书。葛洪闭门苦读，达到了痴狂的地步，他不
仅大量阅读儒家典籍，还广泛阅读兵书、医药
养生、天文、占卜、相命、遁甲、堪舆等各类书
籍，学贯百家，声名远扬。

太安年间，张昌、石冰之乱的战火蔓延到
了葛洪的家乡，江南地区陷入了混乱之中。
看到无辜的家乡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葛洪忧
心不已，但凭一己之力只能保护附近的乡
民。就在此时，江南各大世家大族挺身而出，
组建义军讨伐石冰。葛洪作为名门之后，又
名声在外，成为义军大都督顾秘的特邀之宾。

葛洪接到邀请后，立即招募数百人，组建
队伍，准备参加战斗。葛洪的部队被编制在
宋道衡担任主将的队伍中，葛洪担任将兵都
尉，配合义军的主力部队，攻打石冰的小分
队。由于葛洪此年刚满 21岁，十分年轻，宋
道衡觉得他缺乏作战经验，有些轻视他。葛
洪多次献计，宋道衡却都不采纳，作战初期，
他们的大部队多次失败。

葛洪的建议虽然得不到采纳，但他没有

气馁，依旧英勇作战，在战场上大显身手，成
为敌方重点攻击对象。在一次战斗中，葛洪
的队伍遭到对方的伏击，他们毫无准备，只能
掉头撤退。但对方队伍紧追不舍，眼看就要
追上，一场硬仗一触即发。敌方还重点加强
对葛洪的进攻，同时部署了好几个兵士共同
围攻葛洪一人。葛洪遵循“擒贼先擒王”的原
则，一边策马飞奔，一边拉开弓箭，一招制敌，
一箭射中敌方领头人的战马和领头人，甚至
连领头人后方的追兵亦被该箭射中，应弦而
倒。敌方被葛洪突然爆发的能量所震慑，无
人敢继续上前，暂停了此次追击，葛洪的部队
得以逃脱。

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奠定了
葛洪在军中的威望，宋道衡开始对葛洪刮目
相看，他开始采纳葛洪的意见，并尝试让葛洪
参与指挥战役。葛洪充分融汇自己所学得各
类知识，重新制定了作战的战术，并利用古人
奇门遁甲之术进行排兵布阵，重新调整了部
队指挥，改动队伍各单位的相互位置，使得之
前多次打败仗的队伍重新振作起来。在一次
略具规模的战役中，葛洪带领的队伍及时救
援了另外几支即将战败的部队，又一次立了
大功。葛洪在军中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宋
道衡也越来越重视葛洪，开始让葛洪独自指
挥他所率领的部队独立作战。

一次，葛洪配合顾秘的主力部队，跟随义
军大部队进攻石冰流民起义军的一支主力
部队。由于义军方准备充分，战斗进行得非
常顺利，敌军很快被攻破，只剩下一支小分队
仍在拼死抵抗。义军攻入敌军战营后，看到
营地里到处是散落的钱币，还有起义军积累
的各种奇珍异宝。义军的将士们看到了这一

场景，都十分兴奋，认为是石冰的起义军们知
道快要失败了，仓皇放弃钱财去逃命了。于
是义军们纷纷扔掉自己的兵器，去捡拾财物
装进用来攻击敌军的战车里。

葛洪根据探测的敌情，结合自己所阅读
的史书和兵书，判断敌军可能使用的是用钱
财诱骗义军放松警惕的计策，于是特别下令，
不允许自己部队中的将士们擅自离开行阵，
去捡拾财物。有一个士兵，不听命令，擅自行
动，捡了一袋珠宝，葛洪立即下军令斩杀，以
此为警戒，整肃自己的队伍。因此，葛洪所率
领的将士们，没有一个人放下兵器，离开自己
队伍。

果然，没过多久，埋伏在附近的数百名敌
军发动了攻击。因为他们是残兵，抱着必死
的决心，因此作战也格外英勇。义军的众多
将士们一点作战的准备都没有，原先带来的
武器也不知所踪，只能自顾逃命，现场一片混
乱，自己人被自己人踩踏撞伤的不计其数。
只有葛洪所带领的队伍，阵形如旧，车马整
齐，武器装备都跟来时一样，做着随时作战的
准备。葛洪的队伍即刻投入战斗，很快就打
败了这些垂死挣扎的敌军残部，斩杀了敌军
的领头人，缴获了对方的武器，挽救了义军大
部队。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葛洪获得了顾秘大
都督加封的“伏波将
军”称号，并照例赏赐
布帛百匹。葛洪及时
将其所学和实际战斗
经历加以分析和总
结，制定新的作战计
划，并注重加强对自

己队伍的整顿。对于赏赐的布匹，葛洪没有
封藏起来或者送回家去，而是分赐给自己部
队的将士，并赠与一部分给以前认识的那些
穷人们。余下的布匹，葛洪拿到市集上去卖
了钱，换成酒肉，邀请军中将士们一起会餐。
军中将士都十分开心，被葛洪的气度所折服，
更加欢迎和推崇他。葛洪的作战才能和赏罚
分明的治军态度，立刻被传播出去，成为军中
传奇。

此后，葛洪越战越勇，为保卫家乡立下
了汗马之功，得到将士们的一致拥戴。张
昌、石冰事件平息后，葛洪却不愿争功邀
赏，主动脱去战袍，辞去官职，开始四处游
历。葛洪学识渊博，潜心钻研，又勤于著
述，留下了一批门类丰富、数量可观的著
作，在道教史、文学史、自然科学史和哲学
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的一生充满传奇，在少年突遭变故
之时，发愤苦读，厚积流光；在家乡遭受战乱
之时，揭竿而起，保乡安民；在沙场立功扬名
之时，不恋官位，急流勇退；在四处游历之时，
悬壶济世，专心著述，为后世留下了不竭的文
学、哲学、医学、自然科学的资源宝库。葛洪
的精神风骨，既领一时风骚于当时，又树永久
高标于现下，当为镇江悠远浑厚的人文财富，
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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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鑫 1928年出生于镇江水陆寺巷，
1949年9月在长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
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航空学校，
1951年初随空军部队赴朝作战，在朝鲜牺牲
时年仅23岁。由于种种原因，烈士的档案资
料或记录不详或缺失严重，例如，烈士弟弟
提供的说明以及烈士证明书均显示“张传鑫
于1951年11月30日在朝鲜北海道上空的空
战中牺牲”，然而，笔者却查阅不到朝鲜有北
海道这一地方的相关信息，诸如此类，给后
人留下许多谜团。通过对烈士档案以及抗
美援朝空战历史的深入研究，笔者发现一些
此前未被重视但对厘清烈士生平至关重要
的史料细节，特撰此文，以纪念远逝朝鲜的
长空战鹰、镇江籍英烈张传鑫。

轰炸大和岛空战牺牲烈士中
有一个名为“张传鑫”的射击员

提到北海道，人们第一时间肯定想到的
是日本。那么，会不会是朝鲜或者朝鲜附近
也有一个叫北海道的地方呢？带着疑问笔
者查阅了许多资料，结果，没有查到“朝鲜北
海道”，却在另一场著名的志愿军空战中发
现了一个也叫作张传鑫的烈士，而那场战斗
是轰炸大和岛。

大和岛及其周边岛礁位于鸭绿江口外
朝鲜西海面，距离鸭绿江口不过 70公里，是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美军和南朝鲜军队重要
的前哨阵地。岛上部署有雷达、对空情报
台、窃听设施和军队，还经常派遣特务到我
国东北和朝鲜后方刺探军情，进行破坏活
动，严重威胁着中朝边境的安全。

为拔除岛上的情报机构，保证后方安
全，配合正在进行的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
题”的停战谈判，志愿军总部决定空军第 2、
3、8、10师各一部配合陆军第50军所属部队
攻占这些岛屿。从1951年11月6日到11月
30日，志愿军空军先后3次对大和岛进行轰
炸。这是新中国空军第一次使用轰炸机作
战，也是第一次轰炸外国军队占领的阵地。
大和岛之战也成为志愿军战史上首次陆空
协同作战。

1951年11月6日，志愿军空军成功空袭
大和岛，对轰炸目标的命中率达90%。11月
29日夜，志愿军空军出动轰炸机对大和岛附
近海面的美国和南朝鲜军舰进行轰炸。由
于没有发现敌舰只，机组将炸弹投在了预定
海区，第二次轰炸结束。11月30日，志愿军
空8师第三次轰炸大和岛。就是在这次轰炸
行动中，由于情报泄露，美军提前部署了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埋伏

拦截，空 8师 9架图-2型轰炸机中有 4架被
美军的F-86战斗机击落。原北京军区空军
副参谋长、参加过轰炸大和岛战斗的韩明阳
曾撰写《1951年三次轰炸大和岛参战飞行员
名单》一文，文中被击落的空 8师图-2型轰
炸机上牺牲的机组成员里，射击员张传鑫的
名字赫然在列。同样的牺牲时间与一模一
样的姓名，这个张传鑫与镇江籍张传鑫有什
么关系？笔者辗转联系上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遗憾的是并没有获取到关于张传鑫
烈士籍贯的相关线索。

镇江籍“张传鑫”档案细节分析

笔者决定继续从镇江市烈士陵园的馆
藏烈士档案里发掘有效信息。镇江籍烈士
张传鑫的档案资料极为有限，笔者从中找到
一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政治）部
编制的学员鉴定表，通过对鉴定表的几处细
节分析终于明确了镇江籍张传鑫的一些重
要信息：其一，镇江籍张传鑫是轰炸学员。
鉴定表中的新学生简历卡片有一栏为“分配

何处，学习什么”，该栏显示，张传鑫为“第二
轰炸学校轰炸学员”。笔者查阅公开资料发
现，第二轰炸学校于 1949年 11月组建于长
春市，1949年 12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航空学校，1950年底，其第一期飞行学
员毕业，分配到新成立的空军航空兵轰炸部
队。其二，镇江籍张传鑫在航校的学习科别
为“空中射击”。长期以来，后人在对镇江籍
烈士张传鑫的事迹整理中均将其描述为飞
机驾驶员，例如“在战场上，他驾机与美机激
战”“他驾机参加北海道上空的对敌作战”
等，这份鉴定表则明确了张传鑫在航校学习
的科别是“空中射击”而非“飞行”。

资料比对两个“张传鑫”极有可能为同一人

其一，相同的牺牲时间：1951年11月30
日；其二，都在抗美援朝空战中牺牲；其三，
都是轰炸机射击员；其四，空8师与空军第二
航校的关系。公开资料表明，空8师于1950
年11月组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的
第一支轰炸机部队，当时，其空地勤人员全

部来自空军第一、二航校，而镇江籍张传鑫
正是第二航校的学员；其五，在位于北京的
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墙上刻有一份“空军空
勤人员烈士和牺牲飞行人员”名单。整个名
单按照烈士的牺牲时间进行排列。其中，牺
牲于1949年12月-1959年12月的空军烈士
共有565人，只有一位叫作张传鑫。

综上所述，在轰炸大和岛空战中牺牲的
张传鑫极有可能就是镇江籍烈士张传鑫。
从寻找“朝鲜北海道”到无意中发现大和岛
空战里的张传鑫烈士，再到在有限的信息里
对两个张传鑫烈士资料进行比对，尽管过程
并不轻松，接下来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史料
挖掘与核实工作，但笔者认为这项工作非常
值得。烈士已经牺牲71年了，他无法再去开
口发声，而烈士档案则是他来过这个世界并
为了崇高信仰奉献年轻生命的重要凭证。
如果大和岛空战里牺牲的张传鑫就是镇江
籍烈士张传鑫，那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如此
重要的一场空战理应是烈士生平事迹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将会是对烈士档案以及烈
士褒扬内容的重要补充。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载：“衍既
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
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
事……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
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
为称首。”从《晋书》这段概述，可以看出王衍是
两晋很具影响力的清谈名士，擅长玄理，专谈

《老》《庄》，是士族阶层心目中的领袖。加上他
外表清明俊秀，风姿文雅，为世人倾慕，成了朝
廷高官和在外人士的“一世龙门”。

带着敬仰之心，在《晋书》《资治通鉴》等史
书中探寻他的足迹，谁知仰慕之情全无，倒是
明白了清谈误国的真正含义。

在世人心目中，清谈之士大多重名不重
利，王衍可不是这样。只不过他嘴上是绝不
言钱的。《晋书》中有“阿堵物”之典，说他
夫人郭氏想看看他究竟在不在乎钱，让奴婢
用钱绕床一圈，意在让他在钱中不能走出
来。王衍早晨起来，看到钱后，就对奴婢
说：“把这些东西 （阿堵物） 都拿走。”此典
只能说明王衍嘴上不言钱，心里怎么想？《晋
书》中有记载：“衍妻郭氏，贾后之亲，籍中
宫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老婆在外面
大肆聚财，朝野皆知，王衍独不知吗？史书
上说他“疾郭之贪鄙”，疾之为何不禁之？好
像朝野公认的精神领袖，禁不了老婆的贪戾
之鄙？恐怕这正是王衍口是心非的真实写
照。其实，从根本上王衍就是那个朝代食利
的士族代表。魏晋时期的士族阶层，聚天下
之财，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清
谈，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为了掩饰食利享乐、
填补由于过分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精神虚空
之举。

“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这又是
从王衍嘴上说的去看的，实际上他不是不论世
事，而是十分投机钻营的。他的北军中侯、中
领军、尚书令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仕途之
旅，正是司马家族剧烈内斗之际，可这位清谈
大家非常高明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执掌朝政的人不停地换，他的官不停地升。这
绝不是清谈得来的。他很有心计地把女儿嫁
给太子司马遹做妃子。贾南风诬陷太子谋
反。王衍给司徒、梁王司马肜写信，抄录呈送
皇太子亲手写给他和妃子的信函，陈述被诬陷
的经过。梁王等人拜读后，深感文辞语言非常
感人，为太子不平。可王衍不坚持正义，将太
子信函收藏起来，不示于人。“惧祸，自表离
婚”，向皇上提出女儿与太子离婚。根本没有
一点清谈名士的风范。

有事躲着，有官位他却抢着。《晋书·卷
四十三》载：“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
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
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他
向当时执掌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求什么呢？
求让其弟弟王澄当荆州刺史，让其族弟当青
州刺史。求得官位后，他对两弟说：“荆州有
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
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虚玄之士嘴里，吐
出了赤裸裸的自私心语。

“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
下之患。”这是王衍看到石勒后的断语。建立
后赵的石勒，当然算不得贤君明主。可是正因
为王衍为代表的士族阶层大谈玄虚之理，坐论
虚无之道，晋室无力，遂使石勒之类横行海
内。更可笑的是，被清谈士人称首的王衍，最
后连石勒都不齿。永嘉五年（公元 311年）四
月，晋军被石勒军队攻破。石勒让西晋的王侯
大臣前来与他相见。他以西晋的旧事询问王
衍。王衍向他陈述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自己
本就不喜欢参与政事，西晋败亡责任不在自己
身上，劝石勒称帝。石勒大怒说：“你名声传遍
天下，身居显要职位，年轻时就被朝廷重用，直
到头生白发，怎么能说不喜欢参与朝廷政事
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气得石勒对他
的参谋孙苌说：“我行走天下多年，从来没有见
过这样的人，还应该让他活下去吗？”

“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
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衍临死前说的这
句话，是清谈误国的绝妙注脚。观王衍一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谈是误国的原因，而
心底浑浊，竭力名利，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
生梦死，才是晋室败亡的根源。清谈之人，“箕
踞啸歌，白眼世俗，居丧食肉，临吊抚琴，纵酒
酣畅，放荡形骸”，骨子里是士族阶层腐朽到顶
的社会怪象。没有掠尽天下财富，他们是不会
清谈的，建安风骨只是他们阶层另类人物形成
的特点。腐朽必然没落。腐朽阶层再加上清
谈，国之必亡矣！

清谈误国
之真义

□ 滴石水

烈士张传鑫史料细节的发现与整理
□ 包 婷

上图为大和岛空战资料图片，右图为张传鑫烈士像

葛洪临危受命保家乡
□ 李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