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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钩沉

1951年12月， 中共中央颁发 《关
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全国各地开始普遍发展互助组和试办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至1952年底 ，
互助组已发展到810万个。 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3600多个。

60多年前
农民纷纷加入合作社

儿童列队
欢迎美国考察团

只有想不到的 ， 没有做不到的 。
尤其是法国人想象力更加大胆， 他们
制作了这样的独轮车。 行驶在公路上，
是不是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的独轮车

这是美国人拍摄的中国抗战军民
的历史照片。 在这些历史照片里， 能
够看出八路军透着 “土” 的气息。 不
过， 这支农民武装却用简陋的武器一
直坚持对日斗争！ 这是其中一张照片。
儿童在根据地欢迎美国考察团。

骑马的人
与蒸汽机车赛跑

工业革命时期新的交通工具的发
明使人们有了超越自然的自信。 但是，
最初的人们还是不相信蒸汽机车能跑
得过骑马。

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掠夺了大量
占领区的文物。 二战后期， 同盟国专
门成立了一个 “遗迹、 艺术珍品和档
案” 组织， 负责寻找、恢复、归还和保
存好欧洲的文化艺术遗迹。 由于任务
的特殊性，该组织成员被授予“古迹卫
士”称号。

“古迹卫士” 有300多人， 由盟军
中男女军人组成 ， 其中以美军居多 。
这些军人基本上是从军的文化史专家、
博物馆馆员、 艺术家、 建筑设计师等
特殊人才。 “古迹卫士” 的主要工作
地点在德国， 他们需要根据蛛丝马迹
找到被纳粹掠夺走的艺术品， 保护好
它们， 并归还给原主人。

“古迹卫士” 负责人之一詹姆斯·
洛米尔。 来到慕尼黑后， 洛米尔带着
德语娴熟的人， 一起去监狱拜访希特
勒的专职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 从

霍夫曼处得到一些线索。 他们还一起
去巴伐利亚希特勒的 “鹰巢 ” 附近 ，
在那里找到纳粹空军元帅戈林掠夺的
满满一火车艺术珍品。

在新天鹅堡有满屋子珍宝。 纳粹
用新天鹅堡储藏掠夺来的艺术品和珠
宝， 超过6000件文物汇聚于此， 其中
大部分是纳粹主义理论家阿尔弗雷德·
罗森堡指使人从法国犹太人手中窃取
的。 这批珍宝还有一个详细清单， 列
明了从公共、 私人处征集来的具体情
况。

“古迹卫士” 在德国、 奥地利境内
发现一系列矿洞， 矿洞里储藏着纳粹
劫掠的珍宝。 在那里， 他们找到了法
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极为宝贵的彩色
玻璃窗棂。 这些玻璃窗棂最早的是13
世纪的 ， 战争初期保存在法国南部 ，
后来被分装在73个箱子里运到德国 。

搞清原委后， “古迹卫士” 将这些珍
贵的玻璃窗从地下拉出来， 装上汽车，
运回法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前后耗
时将近两个月。

“古迹卫士” 发现的宝藏中最引人
赞叹的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埃及女
王纳芙蒂蒂的彩色半身像。 希特勒特
别喜欢它， 曾希望将它放在他梦幻中
的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 战争到来时，
半身像先被藏到一个车站的防空掩体
里， 后来被保藏到盐矿矿山里。

“古迹卫士” 找到的这些宝物， 有
的被希特勒等纳粹上层赏玩、 收藏过，
有的流落在外， 很多进了黑市， 不少
到了普通德国家庭中。 1945年， “古
迹卫士” 在德国一个矿山里找到法国
画家爱德华·马奈 的 作 品 《 在 温 室
里》。

摘自人民网

盟军成立古迹卫士
搜寻德军所劫珍宝

二战期间， 纳粹德国掠夺占领区的文物

沈醉 丁玲

■沈醉由战犯改为起义
将领

■上世纪三十年代丁玲
被特务抓走

■沈醉证实丁玲未叛变
■政协会上丁玲肯定沈
醉的 《我这三十年》

热播电视剧 《我的绝密生涯》 改
编自沈醉的长篇纪实文学 《我的特务
生涯 》。 剧中的一些情节来自 《我的
特务生涯》。 沈醉是国民党陆军中将，
是军统云南站站长。 1949年12月9日他
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 （原参加云
南起义， 协助卢汉逮捕在昆明的多数
特务 。 1980年 ， 有关方面调查证实 ，
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字， 发表了
起义广播， 并亲笔颁布命令， 要下属
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
报到。 根据党的政策， 沈醉由战犯改
为起义将领， 享受副部级待遇， 并连
续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沈醉的有生之年中， 他与著名
作家丁玲有一段由仇敌变为朋友的 ，
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 上世纪三十年
代， 沈醉是军统驻上海的组长。 丁玲
住在法租界 ， 他们这个组有十几个
人， 其中有两、 三个人专门负责盯视
丁玲 。 那时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
家， 又是左联成员。 在读者中， 特别
是一些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影响很大 ，
所以国民党很注意她， 很恨她。 但是
沈醉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 也不知

道她在左联里边的具体职务， 监视她
的目的就是掌握这些情况， 在适当的
时机逮捕她， 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后来， 丁玲被中统抓走了。

在 “文革” 期间， 由于沈醉的特
殊身份， 大量所谓 “专案组” 找他外
调。 5年间写过一千多份证明材料。 其
中， 有让他写不利于丁玲的证明材料。
但他懂得， 一份材料关系到一个人的
政治生命 。 决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样 ，
无中生有， 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是
他的进步 ， 也是他认真改造的成果 。
沈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险些害了丁玲，
却又在 “文革” 期间， 在一种特殊的
情况下帮了丁玲。 他以自己的功， 弥
补了自己的过。 这是一救丁玲。

粉碎 “四人帮” 后， 很长一段时
间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有解决。 文
艺界有的高层人士坚持认为丁玲被捕
后有变节行为。 调查人员向沈醉求证。
沈醉感到难以理解， 他说， “丁玲同
志未被杀害， 绝不是因为她自首、 叛
变。 她如果自首叛变， 我们这些人不
会不知道。 她没被处死， 完全是因为
她的名望， 她的影响很大。 是蔡元培、

宋庆龄 、 鲁迅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 ，
还有外国人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怕把
事情闹大 ， 不好收拾 。 我真不明白 ，
解放后，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 她怎
么还为了历史问题吃了那么多苦头？”

之后， 沈醉给丁玲写了一封信寄
到丁玲家中 ， 但丁玲此时不在北京 ，
她应厦门大学之邀， 正在鼓浪屿疗养。
丁玲回到家中后读了沈醉的信， 知道
了一些过去并不知晓的事情， 这对于
她的长篇回忆录 《魍魉世界———南京
囚居回忆》 有所帮助。 很快， 她又看
到了中组部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
誉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文件澄清了
有关她在南京被捕那一段历史的种种
谣言， 彻底地还她一个清白。 这是二
救丁玲。

沈醉曾说 ： “我非常感谢丁玲 ，
她在政协会上发言， 谈 《我这三十年》
这本书 ， 使我得到解脱 ， 得到理解 ，
我很感激她。” 如今， 两位老人都已作
古， 但他们由仇敌变为朋友的这一段
交往， 成为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
流入浩瀚的历史中。

摘自 《党史文苑》

两救

图为 “古迹卫士” 部分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