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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故事 史海钩沉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场坝镇豆
戛寨山箐，上游称鱼洞河，经右纳铜车河后始
称赤水河。东流至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梯
子岩，经毕节市七星关区、金沙县与四川省叙
永县、古蔺县，进入仁怀市、习水县、赤水市，
至四川省合江县入长江，共流经十三个县市
区。流域四分之三在茫茫群壑中，是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较好、没有筑坝修堤的河流。

秦汉时，赤水河称鳛部水。东汉末年桓
帝、灵帝时，彝族鳛部始祖德赫辉，率部众九
千余人，由滇东北进入今黔西北境内，沿川、
黔交界的赤水河下游发展。从毕节龙场营，
至金沙石场一带，沿河而下至仁怀茅坝等
地，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和叙永等川南
境内开拓，建立鳛部（余宏模《彝族鳛部扯勒
家族考》）。

东汉河南洛阳人桑钦《水经·江水》载：
“江水又东，过苻县北，邪东南。鳛部水从苻
关东北注之。”据《遵义府志·建置》载：“鳛部
水，即仁怀赤水。然则仁怀为古鳛部地。汉
之称鳛部者，或秦前有鳛部欤？今仁怀出一
种鳛鱼，赤水外无有也。”又《增修仁怀厅志》
载：“鳛鱼，今赤水河丙滩至夹子口产此鱼，故
人呼称仁怀为鳛部水。”苻县即今合江县，赤
水河于此处流入长江。

可见，赤水河始名于彝族在这里建立鳛
部得名，而鳛部又据河产“鳛鱼”而名。二者
合一，称河为“鳛部水”。《山海经·北山经》言
鳛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可
以御火。食之不瘅。”意思是鳛鱼的形状像
喜鹊，有鱼鳞均长在翅膀前端，这种鱼发出
的声音与喜鹊相似，人们可以用它来防火，
食用它可以治痨病。而“鳛鱼”有“十只翅
膀”，其喻十手，神通广大，有开疆拓土之意，
而且，像喜鹊声音一样好听，充满喜庆，还能
御火、治病。由于原始部落对大自然认知的
局限，存在对某类物种的崇拜，各民族皆有
之。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
玄鸟便成为商代的图腾。而彝族鳛部始祖德
赫辉在征服赤水河流域后，正合其意，便将治
邑命名为鳛部。

赤水河在汉代又名“大涉水”。东汉班固
《汉书·地理志》：“又有大涉水，北至苻入江，
过郡三，行八百四十里。”北魏郦道元《水经
注》：“县故巴夷之地也。汉武帝建元六年，以
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苻关者也。……
县治安乐水会。水源南通宁州平夷郡鄨县。
北经安乐县界之东，又经苻县下，北入江。”

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水经注
疏》（卷三十三）：“《汉志》南广有大涉水，北至
符入江，行八百四十里。唯今之赤水河始足
以当之……”《水经注疏》又曰：“《一统志》，安
乐溪即古大涉水，亦曰鳛部水。今名赤水
河。……今以鳛部水即大涉水，以存《汉志》
之真。”

晋以后又名安乐水。清·洪亮吉《卷施阁

甲集》：“大涉水，自晋以后名安乐水”。安乐
水。《永乐大典》引《郡县志》：“安乐溪……上
流二脉，一曰大溪（赤水河），一曰小溪（习水
河）。发源从生夷界，来过绥远、仁怀（今仁
怀、习水、赤水境）、安溪寨（赤水市对岸合江
县九支镇），二溪合流，由安乐山下会于江。”

唐朝时称“赤虺河”。清·洪亮吉《卷施阁
甲集·大渉水考》：“唐亦名赤虺河。……后转
为赤水河。”名始自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
鲜于仲通征南诏，骆宾王在为南征造势的檄
文《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中第一次
出现“赤虺”：“俗带白狼，人习贪残之性；河沦
赤虺，川多风雨之妖。”此“河沦赤虺”语者，即
谓之赤水河。因河在两山之间，遭遇涨水，洪
卷丹石之沙，致使水色深赤。“虺”是古代中国
传说中的一种毒蛇，常在水中。“虺五百年化
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
为应龙”（《述异记》）。

杨军昌《教育文化论坛》撰文认为：“‘赤
虺河’的‘虺’字，取的应该是“虺虺”一词的
义项：雷声。喻指赤水河惊涛雷吼的赫赫声
威……”明代杨慎于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
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时，诗题《赤虺河行》也
说赤水河：“层冰深雪不可通”“此水奔流似飞
箭”。其实，赤水河是既有毒蛇，又有“惊涛雷
吼的赫赫声威”，是并存的两种自然现象。

又名安乐溪。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邓
绾任合江县令时，其诗《引》曰：“安乐溪，自合
江县西南山流入于江，源远莫测其所从，其深
广可容大舟，其平如铺，其色绀碧如玉，其势
回环婉转，若有所避，不忍遽弃山而汇于江
也。溪上多寿木，溪人莫得其名。藤萝柏竹，
禽鸟花卉，四时无不可乐，故名之曰安乐溪。”

“源远莫测其所从”，时人不知赤水河源头在
哪里，充满着神奇魅力；而河水“绀碧如玉”，
回环九曲，四季花香鸟语，又从安乐山徐徐流
来，故名。

《明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戊寅（1382年
1月22日）载：“元右丞实卜闻都督胡海洋等
兵进自永宁，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贵州图
经新志》卷十七：“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赤水卫
指挥使。”在今四川叙永置赤水卫，从此赤水
河名沿用至今。

赤水河不同河段的不同称谓也很多。比
如《古蔺县志》载：“曾称齐郎水，枝溪。”《仁怀
县志》载：“清曾一度称仁怀河。”《习水县志》
载：“《太平寰宇记》和《四川通志·山川门》称
安乐溪、小江；有的河段曾名斋郎水（古有苗
斋郎居此，故名）、仁水、之江等。”《合江县地
名录》载：“《名胜志》中称之溪。”赤水河在仁
怀市境内的河段称“茅台河”，其中立英乡段
当地又称“纳坡河”等等。

赤水河名的变化，反映了在历史的进程
中，赤水两岸人民曾经的艰辛和铸就的辉
煌。赤水河名回归其自然禀赋，也是社会文
明的进步。

赤水河河名演变
■周超南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
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
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并通过《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该决
议案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
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
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
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1932年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
立，隶属于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这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金融机构，
毛泽民任行长。银行成立之初，在国民党
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大规模军事“围剿”和
严密的经济封锁下，克服了各种困难，用
土法制出白细柔韧的优质造币用纸；印制
为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元5种面额的
纸币，票额含银量（价值）与等量银币相
符，同时还设计了银、铜金属硬币；制定了
金库管理制度、会计制度、预算制度等；建
立了中央造币局和造币厂。同年7月1
日，苏维埃币（以下简称苏币）开始在中
央苏区发行和流通，为红军打破国民党
的经济封锁，支援前线战斗，促进工农业
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遇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
撤离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工作人员被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十
五大队，袁褔清任队长，毛泽民任政委，
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该大队挑着100
多副担子的物资从瑞金出发，在国家保
卫局一个连的警卫下，开始了艰苦卓绝
的长征。

1934年 12月 18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黎平县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
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
议》。决议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
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
为中心之地区。”根据黎平会议作出的
决议，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了黔北重
镇——遵义。遵义物产丰富，商贸发达，
是川黔物资的集散地，素有“黔北粮仓”
之称，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较为繁华
的城镇，也是长征途中唯一发行苏币的
地方。红军在此人员、物资、供给都得到
了补充。

红军在遵义劝导城区商店开门营
业、活跃市场

1935年元旦，红军突破国民党乌江
防线，向遵义挺进。

红军进城后，纪律严明，态度和蔼，
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尽管如此，仍有
不少店铺老板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威
胁关门逃走，有的怕背上“通匪”的罪名
不敢开门营业，使遭受重创急需补充给

养的红军购不到必需品，老百姓的生活
也受到影响。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
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立即找到孤儿院院长、开明绅士刘伯庄，
请他出面号召各家商店整理后开门营业，
并宣传红军公买公卖的政策。刘伯庄本
来不是商人，一时之间，成了一位临时商
界代表，接受毛泽民的委托，帮助红军购
买布匹和一些行军路上用的生活用品。
在刘伯庄的动员和帮助下，商人们纷纷开
门营业。一些商店老板还积极筹集布料
为红军赶制军服，为红军提供药品医治伤
员，使红军各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

红军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广泛地向
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和统战政策，支
持守法商人发展贸易，活跃了市场，稳定
了物价，使遵义的商业市场开始繁荣。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当我
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
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
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
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
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
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
义小商人詹学胜后也回忆说：“1935年，
红军长征过境，虽时间不久，但确实促进
了遵义各行各业一度出现繁荣景象。因
红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各行各业都争
取多做生意。红军的需求量也大，尤其
是作战需要的手电筒、电池、肥皂、胶鞋
等最受红军欢迎。”

红军在遵义发行、流通、回笼苏币

红军进军遵义，暂时摆脱了国民党
军的围追堵截，使艰苦转战两个多月的
红军战士得到休整。同时，根据黎平会
议作出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决
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顺应局
势的变化，考虑到红军指战员手里只有
很少的零用钱，为了让战士们在遵义城
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物品补充给
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决定在
遵义发行从苏区带来的苏币，并规定苏
币与银元等值兑换。由于国民党的反动
宣传使群众不愿接收苏币，而要银圆，苏
币在遵义的流通受到阻碍。为了维护和
提高苏币的信誉，第十五大队的同志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发出布告，宣告当日
即可到苏维埃银行兑换处兑换；用食盐、
银圆和国民党的钞票等，把红军使用而
在市场流通的苏币，从老百姓手中兑换
回来；在遵义闹市区、交通要道设立了多
个苏币兑换处，发行和兑换苏币。陈云
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写道：“赤军
在遵义时，所有商店照常营业者，系因赤
军之苏维埃纸票按日均兑现。”

苏维埃币
在遵义的发行及影响（上）

■ 王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