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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连载剑及屦及
“剑及屦及”这一成语中的“屦”即鞋；

“及”是赶上的意思。形容行动坚决迅速。
典故出自《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闻

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杜预注：“窒皇，寝
门阙。”洪亮吉解释：“窒皇，盖即今之甬
道。”），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
秋九月，楚子围宋。”

这段记载说的是，楚庄王急欲出兵攻打
宋国，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捧鞋的人追到窒
皇，捧剑的人也追到寝门之外，驾车的人追到
蒲胥之市，才追上他。跑得实在够快。后来的
人们就以“剑及屦及”形容行动坚决而迅速。

当时楚庄王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因为他
的阴谋实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从有
一次宋国对化名申舟的楚国使臣申无畏的处
置说起。

申无畏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夫，曾任司
马。当时，晋、楚两国争霸，争夺中原的郑国，
楚庄王芈旅（熊侣）招集群臣商议对付晋国之
事。公子侧说：“我们楚国最好的盟友无过于
齐国，而与晋国关系最铁的无过于宋国。如
果我们兴师伐宋，晋国光是救宋国就接应不

暇，还能与我们争郑国吗？楚庄王说：“你的
策略很好。但是，当年先王击败宋军于泓，还
箭伤其君的大腿，宋国一直都能忍耐。甚至
在厥貉之会时，宋君亲受服役。其后宋昭公
被弑，子鲍嗣立，至今十八年了。我们要伐宋
国没有理由啊。”公子婴齐说：“这不难。齐国
君主屡次来聘，有来无往非礼也。今宜遣使
报聘于齐国。要去齐国，必然要经过宋国。
若宋国不与计较，说明他们惧怕我们，这样在
会盟时必然不敢拒绝我们的建议。如宋国对
我们的使臣无礼，那我们不是就有出兵伐宋
的理由了吗？”楚庄王以为是，问：“派谁出使
齐国为好？”公子婴齐建议派申无畏去。于
是，楚庄王命申无畏出使齐国修聘。申无畏
奏道：“经过宋国，须有假道文书送验方可过
关。当年厥貉之会，诸君田（打猎）于孟诸，只
有宋国君主违令，我抓捕了宋君的仆人杀之，

以代宋君之罪，因而宋国人肯定恨臣必深。
此行若无假道文书，他们必然会杀我。”楚庄
王说：“你改名为申舟，不用申无畏的名字就
行了。”申无畏苦笑道：“名字可改，可我的面
容改不了，宋国有人认识我啊。”楚庄王大怒：

“如果宋国真的杀了你，我当兴兵灭其国，为
你报仇！”申无畏只得从命。第二天，申无畏
向儿子安排了后事，领了出使礼物，拜辞出
城。行至宋国，把守边关的小吏知是楚国使
臣，便索要假道文验。申舟回答：“我奉楚王
之命出使，只有聘齐文书，没有假道文书。”关
吏将申舟留住，飞报宋国当时执政的华元。
华元对宋文公说：“楚国是我们宋国的世仇。
今楚国遣使公然过我宋国，却不循假道之礼，
欺我太甚！请杀之！”宋文公说：“如果这样，
楚国必会出兵伐我，到时候怎么办？”华元说：

“欺我之耻，甚于受伐；况欺我们的目的势必

在伐我。反正均要受伐，且先雪吾耻再说。”
于是杀了申舟，然后将楚国聘齐的文书、礼物
焚弃于郊外。

申舟的从人弃车而遁，逃回楚国，立即把
事情上报楚庄王。楚庄王当时正在吃午饭，
听说申舟果然被宋国杀了，心中大喜：宋国果
然中了我的圈套！于是“投箸于席，奋袂而
起”，连鞋子也没穿，迫不及待地跑出去，以致
捧鞋的人追到窒皇，捧剑的人也追到寝门之
外，驾车的人追到蒲胥之市，才追上他，可见
心情之迫切。

楚庄王以大夫申无畏的生命为诱饵挑起
两国争端，妄想达到争霸中原的目的，不可谓
不阴损。但宋国的华元为报国仇杀了楚使，
中了楚国的圈套，给宋国招来很大的祸患。
而申舟却因当初在宋国孟诸泽打猎时逞能，
污辱宋国，招致后来的杀身之祸，后悔已晚，
只能给后人留下警示。

“剑及屦及”这一成语，让人永远记住了
楚庄王的贪婪和狡诈。后来被用来比喻行动
坚决而迅速。例句：邹鲁《督军称兵与复辟》：

“滇军师长张开儒、方声涛等，尤摩拳擦掌，大
有剑及屦及之势。” （120）

■刘秀森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 19日晚，毛
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的正式命令。商
丘地委成立了和平签名运动委员会，商丘党政军民及社
会各界踊跃参加和平签名运动。8月16日，地委在前阶
段组织签名的基础上，又发出了继续开展和平签名运动
的通知，各基层单位都成立了和平签名运动委员会，设
立签名站。商丘全区从城镇到乡村很快形成热潮，至9
月底，全区签名人数达 1649927人，超过全区总人口的
63%。

抗美援朝期间，商丘地委还通过开展时事宣传教
育、组建宣传网络和示威游行等方式，积极向商丘人民
宣传国际大势，增强商丘人民战胜美国的信心，极大地
调动了商丘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积极性。

1950年10月17日，地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按
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对全区人民普遍进行一次时事宣传
教育，“上一次大课，使他们懂得目前世界大势，懂得帝
国主义必须加以反对、加以打倒”。各县（市）成立了抗
美援朝分会，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采用土广播、黑板
报、幻灯、戏剧、秧歌和代表会等多种形式，结合镇反、土
改复查等工作，将时事宣传教育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
来。商丘地委在 1950年 11月 27日还制定了在职干部
理论政策学习计划。这次有计划、有领导的时事宣传教
育，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广大干部群众统一了思想，增强
了战胜美国的信心。

1951年 2月 1日，商丘地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
神，发出在全区建立党的宣传网的通知，要求各地普遍

建起党的宣传网，并形成固定制度。各级党的领导机关
设立报告员，支部设宣传员，组建群众性的宣传队伍，使
之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6
月初，商丘地区有报告员240人，宣传员4341人，群众宣
传队伍 579293人。他们深入工厂、街道、农村，利用多
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宣传。如组织开展“三挖三比”
（即打倒地主挖蒋根，打倒恶霸挖美根，打倒美帝挖祸
根；过去比现在，前方比后方，战争比和平）活动，召开控
诉会，回忆对比会，组织群众写慰问信、送慰问袋等，有
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到 1951年 6月 5日，商丘地区共召
开控诉会 2755次，受教育人员 302498人；回忆对比会
1590次，受教育人员 72000万人。仅 1951年 3月上旬，
全区就写慰问信1430封，送慰问袋1855个，捐献慰劳品
13167件。

1951年3月25日，商丘地委发出关于普及和深入开
展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指示，提出要把抗美援朝作为重
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要求不论城市和农村，都要在发动
群众的基础上，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据不完全统
计，1951年4月份，全区共组织大小游行示威51次，参加
群众 350599人。尤其是 1951年“五一”节这一天，示威
游行规模盛大，从七八岁的少年儿童，到七八十岁的老
人，都拿着红旗，高喊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
走上街头。全区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达1494482人，占
全区总人口的 57%，参加村数 10851个，占全区村庄总
数的近92%，把抗美援朝宣传运动推向高潮。

商丘人民支援抗美援朝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曲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唱着嘹亮的歌声开赴朝鲜战场，抗击美国侵略者。商丘地区人民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一直到1953年7

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商丘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才落下帷幕。

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在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捐
献飞机大炮；优待烈军属”三大号召后，商丘人民积极响
应，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运动。在地委统一部署
下，1951年 6月 15日前后，各县（市）抗美援朝分会召开
了抗美援朝分代表会或各界代表会，传达贯彻“三大号
召”精神和要求，订立爱国公约，厉行增产节约，开展捐
献活动，做好优待烈军属的工作。

1951年 3月 30日，《人民日报》发表《普及爱国公约
运动》的社论。中共商丘地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和群
众要求，在全区推广订立爱国公约活动并把增产节约作
为爱国公约的主要内容。到1951年5月初，全区已普遍
订立了爱国公约；6月“三大号召”发出后，各阶层群众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由乡到村、由街到组、由村和组到
户，又对公约进行了重订、修订和补订，使公约更加切实
可行。

1951年12月15日，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增产节约
运动又进行专门研究和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完成
并争取增产节约 10.91亿元和增产粮食 6999.35万公斤
的任务（在1951年12月24日召开的地委扩大会议上，把
增产粮食的指标修订为 1992.85万公斤，争取达到抗日
战争前的水平），树立热爱祖国、热爱建设的新思想，以
增产节约为荣，以贪污浪费为耻。

1952年，商丘增产节约运动继续开展。为了给农业
增产创造条件，当年3月至5月上旬，全区组织民工15万
人，分别对淮河支流包河、沱河、王引河、虬龙沟等进行
疏通治理，完成土方 325万立方米，改善了农业生产条
件。当年10月，地委在安排冬季工作时着重强调开展爱
国增产节约运动，把它作为三大中心任务之一（其他两
项中心工作是土改复查、民主建政和建党）。在各级党
委、政府和广大群众的不懈努力下，1952年商丘粮食总
产达到 84.267万吨，比 1951年的 78.512万吨增产 5.755
万吨，比1936年的61.7万吨增长36.6%。

为了做好优待烈军属工作，地委和专署在全区开展
了群众性的优抚运动。各县（市）和绝大部分乡都建立
了优抚委员会。在优抚工作中，逐步实行由生产互助组
大包耕、小包耕、固定代耕、票工代耕等办法，使固定代
耕占全区烈军属总数的 40%。农忙季节，地委和各县
（市）直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的干部、师生也积极组织
助收队，帮助烈军属收种。对于生活困苦的烈军属，政
府给予物资救济。如虞城县 1951年就发给烈军属救济
粮4万公斤，救济了1073户，3655人，占全县烈军属总数
的30%。在城镇，则以介绍职业优先吸收烈军属就业为
主。对烈军属子女的入学问题给予优先解决和特殊照
顾，免费入学或优先享受人民助学金。据统计，抗美援
朝运动期间全区共发放给烈军属优抚款 11亿元，粮 35
余万公斤，老根据地补助粮款5.3亿元，马203匹。

一时间，商丘形成了尊敬与爱护烈军属和民拥军、
军爱民的好风气，既帮助烈军属解决了实际困难，也激
励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和保家卫国的决心。

（市委党史研究室为采访提供帮助）

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爱国主
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在地委“条条道路通抗美援朝”的口
号下，全区各行各业掀起了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的热
潮。睢县青年团员陈某，为表示打垮美国坚决抗美援朝
的决心，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保家卫国”四个大字。

在他的爱国热情鼓舞下，商丘青年纷纷报名参军。
1951年 6月份前，全区先后有 4523人参军，学生参加军
事院校的有806人。在参军队伍中出现了许多父送子、
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据 1953年战争结
束时统计，全区申请赴朝参战的有 26004人，其中运输
驾驶人员 213人；经严格审查实际赴朝参战的有 12495

人，运输驾驶人员201人。这些英雄的商丘儿女在前线
英勇作战，不少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商丘地委还号召全区人民
积极开展捐献活动。为保证捐献的顺利开展，各县
（市）都成立了捐献委员会。商丘地区捐献的奋斗目标
为 9架战斗机，计 135亿元（为旧币，下同。1955年 3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
新币 1元相当于旧币 1万元。），后调整为 143亿元。截
至 1951 年 12 月 13 日，全区实际捐献了 151 亿多元。
1953年战争结束时，全区人民捐献款项 176亿多元，可
买11架战斗机。

商丘人民声援抗美援朝

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