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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
书记处 1943 年 10 月至 1947 年 3 月
的所在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期
间，继续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
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革命旧
址内，有一条叫“幸福渠”（裴庄渠）
的水渠横穿枣园流过。水渠尽管不
长，却是大生产运动和延安精神的
历史见证。

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陕甘宁
边区地处西北，雨少风多，常遭荒
旱，所谓“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
旱”。加之边区地广人稀，农业生
产大部仍沿用相当原始的简陋技
术和工具，所以这里每年群众收获
的丰歉，几乎完全决定于雨量的多
少，这说明在这个地方靠天吃饭是
靠不住的。

但是，试图通过兴办水利以达
到增加农业收获的目的，在陕甘宁
边区也绝非易事。首先从历史上
看，陕北这个地方曾有过三次兴修
水利，但这三次无一例外都失败
了。而在当地群众看来，修水利既
费劳动力又花钱多，倒不如去开
荒。因此，就在延安市裴庄渠修建
之初，当地老百姓对这个水利工程
能否产生效用，同样是表示怀疑
的。有的说：“修水地太难了，不成
功白花费银钱。”还有的说：“整理一
垧水地，倒不如开三四垧荒地打的
颗子多哩！”有些老百姓甚至抱着这
样的态度，宁愿把地丢下，也不愿分
摊修理费。

针对这些情况，深入地宣传发

动和解释工作成为先决条件。边区
政府用了很多宣传手段，给群众解
释为什么要兴修水利以及水利工程
带来的好处等，同时向他们宣传科
学技术知识。这其中，用具体鲜活
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无疑是获得群
众真正信任和拥护的不二选择。而
裴庄渠的修建，就承担着这样一个
示范水利工程的使命。修建它的意
义，就是要打破一般群众对修水利
的错误见解，给边区的群众看，告诉
他们修水利并不是难事。而只有兴
修水利才是预防旱灾的重要途径，
才有可能增加农业收入，实现丰衣
足食。

兴修水利应该“大家动手”。延
安市裴庄渠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领
导下，广泛动员附近群众共同建成
的。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
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仍拨款 4000元，并指派毕业于北洋
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的边区水
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勘测设计，指导
当地群众修建。由于当时科技人
员缺乏，参与设计修建的除了丁仲
文外，其他都是没有土木工程科学
知识的工农干部。于是，丁仲文就
手把手地教，最终使大家学会了使
用仪器、设计坝址等科学知识。而
在财力及现代建筑材料缺乏的情
况下，丁仲文就和大家共同想办
法。他们克服困难，就地取材，采用
碎石坝挡水，用木板作闸板。在这
种艰苦困难的客观条件下，延安市
裴庄渠从 1939年 8月动工，到 11月

大地封冻前已完成了主要工程。次
年 3月解冻后继续施工，4月底建成
竣工并开闸放水。

陕甘宁边区政府除了直接拨款
外，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2元
进行入股，成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
社，并由参加水利合作社的群众民
主推选出担任主任、会计、宣传、组
织、工程等工作的 5个委员，负责水
渠的护理和灌溉等事宜。

为了提高裴庄渠的利用率，用
“看得见”的丰收果实教育群众，自
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
还派了技术工作人员，组成裴庄水
利管理所，亲自经营着枣园 30亩农
场。由于经营管理得好，仅用了7个
月就获利45700元。

“新式水利工程”的第一次试
验。兴修水利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
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技
术手段对边区农业环境进行保护和
改造的探索实践，这在边区不啻为
一种伟大革新。因而，延安市裴庄
渠修建伊始，就被《新中华报》誉为

“新式水利工程”，称“这在边区还是
第一次试验”。

当然，陕甘宁边区水利事业的
探索实践，也并非一路顺利。事实
上，就在裴庄渠建成竣工后不到 2
个月，也就是 1940 年 6 月末，延安
市附近各县就遭遇山洪冲击。“山
洪暴发，水头高约 2丈，冲动了数万
斤大石，2尺直径的大树，被拔起滚
流下来，冲击力更大。”汹涌的山

洪，直接造成竣工不久的裴庄渠大
坝被冲毁。

这次裴庄渠因山洪受灾虽大，
但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和当地群众的
积极努力下，按照“支费小而收效
大”的原则于同年 10 月再度动工。
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次的经验
教训，注意把新法修筑的内容与当
地的具体条件和民间的历史经验很
好结合起来，对水渠进水口等进行
改修。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
裴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幸福渠”水流不尽。建成后的
延安市裴庄渠，自裴庄起，经过了庙
嘴、磨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
崖，全长约 6公里，灌溉面积达 1500
亩。作为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灌溉
面积最大的水渠，据 1943年春天统
计，能放水的有1072.5亩，每亩以增
收 细 粮 三 斗 计 ，年 可 增 收 细 粮
321.75石（1石约为50公斤），解决了
延安市机关的蔬菜问题。应该说，
裴庄渠的建成使用，让枣园、裴庄一
带的群众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
收，极大地惠及了当地群众，裴庄渠
由此也被称为“幸福渠”。

也正是在“幸福渠”的示范带动
下，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后
春笋，普遍发展起来。据统计，1943
年全边区的水地共 13647.6亩，增收
的细粮可供约一万人一年食用。总
的来说，兴修水利极大增加了粮食
产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
目标。

（据《学习时报》）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
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国民参政
员访问团赴延安。黄炎培是当时著
名的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
主建国会的创始人。短短 5天的延
安之行，对当时年近古稀的黄炎培
来说，像一道冲击波，让他对中国的
光明前途有了新的信心，人生站上
了新起点。回到重庆之后，黄炎培
便立即整理思绪，将 5 天的经历感
受，形成书稿《延安归来》。

站在中华民族历史选择的关
口，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全国同胞
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
风貌。

呼唤民主团结之先声

8月 7日，《延安归来》由重庆国
讯书店出版，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
印刷，初版 2万册。这本 74页的小
册子，内容分为 3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回答了 10个
重要问题，包括延安之行的动机、去
延安的名义、对大局的看法、对延安
的观感、延安的政治作风、与中共领

导人谈话的经过、国共合作的前途
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延安五日所
写的日记。第三部分是作者访问延
安有感而作的《自重庆之延安》《延
安去》两首诗。在书中，黄炎培申明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我
们也是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问
题的利害，已经明明白白，更没有怀
疑的余地的了。吾人服务，苟利于
国，成败应非所计”。其拳拳爱国之
情，溢于纸上。

8月 9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上
方中央位置刊登新书广告，广告中
将《延安归来》概要为《延安五日
记》。这第一版广告标语为“凡是关
心团结问题的人士值得一读”。8月
10日，又在头版左上方最醒目的位
置刊登广告。第一行便祭出“民主、
团结”两大关键词。这一期的广告
标语略有不同，改为：“凡关心民主
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8月19日，还
是在头版，还是在最醒目的左上方，
继续刊登广告，广告标语改为宣言：

“民主团结赢得了战争，更要赢得和
平！”伴随着《新华日报》强势响亮的

推广，几天内，2万册《延安归来》就
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
的畅销书。这本书在中华大地上产
生了重大影响，这是黄炎培在历史
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
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
个成功范例。

讲述“周期率”之问答

《延安归来》一书，最为后世称
道的，就是黄炎培首次向社会公开
披露了在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历史
周期率”之问。在“延安归来答客
问”一节中，详细记述了 7月 4日下
午与毛泽东在窑洞里的一次长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几天感
想怎样？黄炎培引用《左传》《中庸》
等典章，提出了“周期率之问”：“我
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
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
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
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
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
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
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

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
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
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
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
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
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
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
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
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
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
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
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
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
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从
容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
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
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史周期率”之问深深地镌刻
在历史年轮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时
时自警自省的一面镜子。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延安归来》：千古名篇“窑洞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