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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如岸

兵如流水

营房是岸

行走在岸边

岁月把我的影子投射得完整

河里灯光却如碎银斑驳

就像北风横扫天地

河底水草依然柔软而温馨

我是天南地北的持戈行者

在山城的万家灯火里

在塞北的漫天飘雪里

在大漠的茫茫风沙中

在南海的珍珠岛屿上

每到一处营房

心里就会埋下一粒种子

种子感受呼吸和光亮

有的突然绽放

如昙花吐尽芬芳

有的如安静的油菜花

不经意间遍野金黄

我在最后的营房定居

在岸边

一股股春天的潮水

每天自信地奔流

青春的歌唱在大地回荡

阳光下的水波清澈明亮

所有的种子次第发芽

甚至自己也是一粒种子

在来年春天

开放在幸福的河岸

登鹳雀楼

因为一句唐诗

跋山涉水

一步一步登上鹳雀楼

寒风刺骨

黄河远去柔软似练

中条山横卧如佛像

我不知道，唐朝的视角

会不会也是这样

满目静穆与空阔

那个瞬间

北周将军伫立新修的戍楼

瞭望大河奔流的咆哮

筹谋战场惨烈的杀伐

而白日依旧傍山而落

觅食小鱼的河边鹳雀

翩翩聚集于楼顶

梳理灰白色羽毛

鸣声上下

让人一时忘却

昔日战争的血腥与冷酷

戍楼的敌意随王朝消遁

狼烟亦化作袅袅炊烟

一个激愤的唐朝诗人

拂衣去官，居家十五载

一朝登临便千里穷目

盛世与浮华

顷刻沉没于苍茫自然

高楼美景荡涤心境

诗句喷薄宛若天成

我是来自远方的战士

我怀忧思，我望寰球

我左手执笔，右手操戈

守护家国天下

让一座座高楼矗立国土

千秋永固

兵读霞客

是的，只做一个胸怀天下的人

朝临大海，暮对苍梧

动起来，走出去

触摸大地年轻的心跳

静赏江河婉转的舞蹈

遥望苍山逶迤的律动

细察草木向阳的妖娆

每一次寄情山水

都是镌刻一个地理坐标

每一次张扬生命

都在秘制一件人文瑰宝

是的，只做一个志在四方的人

丈量山川，探幽寻秘

往深处，向上行

衣沾天台山的飞瀑幽泉

发染雁荡山的灵峰流霞

足踏九鲤湖的九仙神韵

手濡边城寨的人间烟火

每一个涉险的脚步

都是一次出生入死的救赎

每一篇绝美的游记

都是一次天下山水的搅动

是的，你将在星光灿烂之夜归来

独立小桥，清风盈袖

前世今生四百年

人海茫茫如云烟

但只一眼便认出你的风骨

在这明月中国，诗意盛世

你当惊世界殊

嘿，请跟我来

且带你重走三山五岳

畅游锦绣神州

兵行千里
（组诗）

■程文胜

文化视界

红色记忆

短笛新韵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有些伤痛，会

一直在我们心中。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历史的真相都将永远警醒和启示

后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7

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设立 10 周年。习主席强调：“我

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

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

平 的 向 往 和 坚 守 ，而 不 是 要 延 续 仇

恨。”从 2014 年起，每年 12 月 13 日国

家举行公祭活动，是为了悼念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

难者，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

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

场。

1937 年 12 月 13 日 ，侵 华 日 军 野

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

大屠杀惨案，30 万同胞惨遭杀戮，无

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

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

物遭到掠夺，留下人类文明史上十分

黑暗的一页。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无数照片和实物

再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被烧

毁的村庄，被炸毁的城市，被焚毁的古

迹，被掠走的文物，以及“万人坑”的累

累白骨、细菌工厂的器械与刑具、无辜

被杀者的人头、遭蹂躏的妇女凄惨的

哭喊、焚尸炉罪恶的烟尘……

那些逝去的生命永逝难追，一个

渴望复兴的民族不能忘却曾经受过的

苦难。梁启超曾言：“今日世界之竞

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是故吾国民

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八国

联军攻入紫禁城时，百姓漠然视之，因

为所谓国家，不过是朝廷而已。甲午

战争中，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各种规模

的集市很快呈现热闹景象，一些商贩

还学会用日语叫卖。民众麻木至此，

战争焉有不败之理。南京大屠杀惨案

发生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

城内民众多是躲避和逃难。南京陷落

半年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

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

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在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的 大 举 进 攻 面

前，是中国共产党高扬抗战的大旗，结

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陷敌

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四万万

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中国

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

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

敌 忾 ，视 死 如 归 ，前 仆 后 继 ，共 御 外

敌。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

不被敌人所压倒的气概，一扫“中国虽

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的阴

霾，使中国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

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正如毛泽东同

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

所写：“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

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

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

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

维护的。当下，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

个和平的世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

的国度。历史的警钟时刻回响在耳

畔，对于中华民族经历的屈辱、中国

人民蒙受的苦难，怎能忘？这些无法

忘却的记忆，也是我们情感的依附、

精神的归宿、前行的动力。南京“和

平大钟”深沉悠远的钟声，寄托了对

死难同胞的追思缅怀，也激荡着同心

共圆中国梦的壮志豪情。让我们牢

记历史、珍爱和平、奋发图强，一起向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前进，前

进进！

无
法
忘
却
的
伤
痛

■
向
贤
彪

梅岭绝笔多壮志，南方星火能燎原。

蒙蒙细雨中，我们伫立在江西省大

余县梅岭斋坑山坡上一座镌刻着《梅岭

三章》的诗碑前，追寻那段血与火染就的

红色岁月——1936 年寒冬时节，陈毅同

志带着伤病隐伏在梅岭丛莽中，被敌人

包围长达 20 多天。

九死一生之际，陈毅同志写下作为

绝笔的诗篇《梅岭三章》。其中一章是：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

种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和百折不挠的钢

铁意志，今天依然如此激动人心。

铁血坚守，是勇士，是英雄。主力红

军撤出中央苏区后，南方各游击区的红

军游击队以英勇不屈、坚忍不拔的意志

力，夏顶酷热、冬冒严寒，昼行森林、夜宿

山洞，粉碎了装备精良、超过自身数十倍

的敌人的军事“清剿”，保存了一大批革

命骨干，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为中

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

青史如镜，鉴照峥嵘岁月。

一

江西省瑞金市云石山脚下的丰垅村

梁氏祠，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

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为

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统一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

击队坚持斗争。

历史的硝烟，血染的记忆。当年，项

英 、陈 毅 等 在 梁 氏 祠 指 挥 留 守 的 红 24

师、部分独立团及地方部队 1.6 万人，浴

血苦战，配合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

苏区。因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

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留守

红军依然集中兵力打正规战，与占绝对

优势的敌人硬拼，部队遭到严重削弱，情

况万分危急。

驻足在梁氏祠陈列的 1935 年 2 月中

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发来的电报前，

我们轻轻读着一段段指示：“要立即改变

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

战争的环境相适合……”遵义会议是南

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苏区

中央分局“遂全部接受中央指示，来布置

工作”，项英、陈毅火速将部队分成九路，

向闽西、闽赣、湘赣、湘南等方向突围，辗

转南方八省开展游击战争。

1935 年 3 月 9 日下午，项英、陈毅通

过电台向中央汇报了突围的具体部署和

有关情况后，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

此，不管敌人多么猖狂，不管环境多么恶

劣，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凭着坚定的

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迎难而上，

追求胜利。

二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在数十万

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留守红军遭

受了重大损失，人数锐减。

1935 年 3 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刘伯坚负伤被俘后，受尽严刑拷打，始终

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前，他连续写下《带

镣行》《移狱》等数篇感人肺腑的家书和

诗篇。在大余县革命烈士陵园刘伯坚烈

士纪念碑前，聆听讲解员讲述，我们不由

心生感叹：这些在生死关头写就的文字，

是先烈留给世间的最后话语，是始终如

一的初心和信仰。

被 俘 之 日 ，有 死 之 荣 ，无 生 之 辱 。

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

县小径村被敌俘获后，断然拒绝敌人的

劝降，在罗汉岭席地而坐，双腿盘起，微

笑着对行刑士兵说“此地甚好”，从容就

义。

1935 年 4 月 26 日，红军独立师师长

毛泽覃，在瑞金市泽覃乡泽覃村（原为安

治乡红林村）指挥战士们突围时，不幸被

一颗子弹击中胸膛。倒下时，他留下一

句话：“为革命战斗到底。”

在长汀县的一处山头，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何叔衡遭遇敌人围堵。为了

不拖累其他同志，他高呼胜利的口号，纵

身跳下万丈悬崖，为苏维埃流尽了最后

一滴血。

突围时身负重伤的中央军区政治部

主任贺昌，率部行至江西省会昌县，被敌

包围。他誓死不当俘虏，高呼“红军万

岁”，举枪自戮，为惨烈的突围添上了一

笔永恒的悲壮。

我们不由想起革命先驱李大钊揭示

的一个“铁的必然性”——唯有“勇往奋

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无畏牺

牲，才能让一个民族迈出风雨兼程的脚

步，也是一个政党历经磨难走向辉煌的

精神密码。

三

从梅岭下山去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

争纪念馆的路上，我们思绪流转：在与党

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如

何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三年

游击战争的胜利？

答案，写在纪念馆大厅的墙壁上：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

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

向历史深处回望，“野营人对雪光

横”，不能谓之不难；“天将午，饥肠响如

鼓”，不能谓之不苦；“日搜夜剿”满山抄，

不能谓之不险。

“三年游击战争，是我革命斗争中所

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陈毅回

忆，“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

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

吃的是野菜、杨梅、笋子和蛇……”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

实。在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红军游击队

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甘苦与共。

人民群众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倾尽所

有、极尽所能支援红军游击队。

一段段红色记忆依然鲜活。游击

队粮食断绝，只能靠摘野果、采野菜、剥

竹笋充饥。当地群众便利用每月初一

和十五进山砍柴的机会，把大米藏在挑

柴 的 竹 杠 中 ，将 其 设 法 丢 在 山 上 ，“ 转

交”游击队。陈毅吃着从山上“捡”来的

大米饭，感慨万千，饱含深情写下《赣南

游击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

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

中强。”

在大余县兰溪村，84 岁高龄的刘士

华告诉我们，1936年，陈毅带领红军游击

队在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隐蔽，雨天

就住到他家二楼。那时，他母亲周三娣

常冒着生命危险，提着竹篮为游击队送

饭菜，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腿伤。陈毅

为她取名“周篮”，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

“周篮嫂”。

在敌军反复“清剿”中，红军游击队

经历多次挫折失败，但始终打不散、拖不

垮，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把保

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发动

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当年，红军游击队的每一项主张、每

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烙印着“人民”

二字。只要敌情缓和，项英、陈毅就带领

游击队下山帮助群众耕种、收割庄稼。

正如陈毅所言，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

斗争中，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要想

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四

1935 年 3 月，项英、陈毅率红军游击

队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从此，

赣粤边成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

心区域和指挥中心。

侵占中央苏区以后，蒋介石派余汉

谋的第一军和江西保安团等反革命武装

三四万人，对油山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

模“清剿”。敌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

灭游击队。”

木条桌、硬木椅……时光的年轮在

大余县长岭村留下厚重的印记。1935

年 4 月，正值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际，项

英、陈毅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在赣

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

略。长岭会议根据中央“二月指示”精

神，结合赣粤边实际，制定了“依靠群众，

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

的革命高潮”方针，明确了以油山、北山

为主要根据地，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任

务，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为三年游击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面对敌人大规模“清剿”，项英、陈毅

采取小规模、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

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

革命群众相结合，通过“调虎离山”“引蛇

出洞”“化装出击”等战术，不断打击敌

人，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杨尚奎在《艰难的岁月》一书中记

述，1935 年 6 月，游击队采用“调虎离山”

计，在广东省南雄市乌迳镇打了一场漂

亮仗。他们击毙了自卫团团长丘桂兴，

并四处张贴传单、写标语，闹得敌人草木

皆兵。接着，油山游击队用灵活巧妙的

战斗手段，迷惑敌人、分散敌人、疲劳敌

人、打击敌人，达到以少胜多、积小胜为

大胜、粉碎敌人军事“清剿”的目的，终使

敌人三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的计划落

空。

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照亮了南方

的黑夜。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

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南方八省，红军游

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各

自处境，独立自主地开展分散的游击战

争，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直至取得最后胜

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让我们

再一次读懂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五

南国烽烟举红旗，胜利捷报传四方。

三年间，南方各游击区有效钳制了

国民党军的兵力，大大减轻了主力红军

的压力，从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

征，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巨

大牺牲。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

蕾。”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内，

在一张已经泛黄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

国共合作宣言》文稿老照片前，讲解员介

绍，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燃遍全

国。被国民党长期封锁的红军游击队克

服重重困难，先后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中

共中央新的方针政策，随即与国民党当

局开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艰难谈判

与斗争。

凝视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示

意图，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被缓缓打开：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共同抗日后，南方

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

军新编第四军。1937 年 10 月，根据第二

次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分布在南方八

省的游击队员，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

色土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成为抗日

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

到 21 万余人，地方武装达 9.7 万余人，民

兵近百万人，建立了苏皖浙豫鄂五省八

个战略区，解放人口 3400 万，被毛泽东

同志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

的云彩。仰望莽莽苍苍的梅岭，耳畔忽

然响起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南方三年游击

战争时的精辟之言：南方游击区“是我们

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

点”。

艰苦卓绝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

争，是与二万五千里长征交相辉映的壮

丽革命史诗，是高耸入云的不朽丰碑。

南国烽烟
■宋海峰 朱延颂

长城永固（中国画） 钟 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