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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上饶，是一个美丽的地

方。这里有“天下秀”的三清山，巍峨

雄奇的北武夷，神奇的丹霞龟峰，最美

的乡村婺源。

上 饶 更 是 一 片 红 色 的 土 地 。 这

里，曾发生过“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漆

工镇暴动、弋阳和横峰地区著名的“弋

横起义”；这里，曾建立了闽浙赣革命

根据地；北上抗日先遣队三百多位伤

病员壮烈牺牲的德兴梧风洞，在这里；

二十一位勇士弹尽粮绝后奋勇一跃的

广丰红军岩，在这里；关押着新四军将

士和爱国人士的监狱上饶集中营，也

在这里……

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发生在这

里的牺牲故事、革命精神，以及“爱国、

创造、清贫、奉献”的方志敏精神，不仅

深深地影响着上饶这片水土的风貌，

更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

正是沐浴着这片土地上红色的光辉

成长起来的。

记得刚上小学时，老师就跟我们

语重心长地讲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

命”的故事。老师告诉我们：“‘两条半

枪闹革命’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上饶，

方志敏就是我们上饶人！”从那时起，

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便植下了红色的种

子，留下了方志敏的形象。后来，渐

渐长大的我们知道了更多方志敏的故

事，读了他的《可爱的中国》《清贫》，对

家乡这位革命先烈的了解也越来越

多。学校还组织我们到上饶本地的红

色革命遗址参观。在烈士陵园那高高

矗立的纪念碑前，我们集体向革命先

烈宣读爱国誓言和努力学习的决心

书。此时，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已像

青松一样深植我们的心田。

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随着年

龄和阅历的增长，我方才知道，原来，

对于方志敏革命事迹的熟悉，对于红

色基因、红色血脉的继承，已经成为

生活在上饶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集体

认知，并成为这座城市数十年来发展

与进步的不竭源泉。

是的，在上饶，无论是国家机构还

是民间组织，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

通民众，都因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而

倍感骄傲，因这里遍地是红色革命遗

址而倍感光荣，因这里是革命先烈方

志敏的故乡而倍感振奋。人们以各种

各样的方式传颂着革命的故事，纪念

着心中的英雄。上饶现有四个国家

级、八个省级、四十八个市级和一百多

个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

建有方志敏干部学院，专门用来传承

红色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爱国、

创造、清贫、奉献”的方志敏精神，在上

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

在地成为上饶人的座右铭。怀玉山是

方志敏同志不幸被捕的地方。如今，

上 饶 当 地 政 府 在 怀 玉 山 建 有“ 清 贫

园”。有一次，我在“清贫园”的方志敏

石雕前，看到一大群人在诵读《可爱的

中国》，场面庄重而严肃。一打听，原

来是一家民营企业的员工。据介绍，

现在到这里瞻仰先烈、开展活动的越

来越多了。

如今的上饶，信心倍增地开启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前进

的号角吹奏得响亮高昂，提升改革开

放水平、城乡建设水平、生态文明水

平、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的措施，一步一步扎扎实实。你

瞧，从城东高铁新区到城西工业园区

的凤凰大道就有三十多公里，从城南

三清山机场到城北灵山管委会的上饶

大道也有三十多公里；经济开发区和

高铁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化企

业，高铁新区建有数字文化产业园，工

业园区里各类汽车制造企业有十多

家。现在，每天经过上饶的高铁有很

多趟。上饶人早上起床后，可以不慌

不忙地赶到南昌上班，或者到上海的

南京路上逛一逛，然后回上饶正好赶

上吃晚饭……

忽然又想起了方志敏烈士，想起

《可爱的中国》里那句：朋友，我相信，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

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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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一座洁白肃穆的石碑，面向村

庄方向眺望着。

这 是 滚 龙 沟 79 位 乡 亲 遇 难 纪 念

碑。当年，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村民们

始终守口如瓶，绝不说出报社电台藏在

哪 里 。 遇 难 的 乡 亲 里 ，年 龄 最 大 的 72
岁，最小的只有三四岁。

沿山坡继续上行，四道壕口的烈士

碑林，长眠着晋察冀日报社 6 名编辑记

者与滚龙沟遇难乡亲的英灵。抗日儿童

团团长闫富华的墓地也在这里。

多少年来，滚龙沟村民史林山穿行

在这条山路上。他是当年的抗日儿童团

团员，也是闫富华的儿时伙伴。闫富华

排行老二，村里人叫他二小，史林山则叫

他二哥。村里人说，13 岁的儿童团团长

闫富华，就是那首歌《歌唱二小放牛郎》

中王二小的原型。

一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

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它像一把尖

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1940 年冬天，一

支由晋察冀日报社与新华广播电台组成

的 200 多人队伍，悄悄进驻河北省平山

县滚龙沟村。村民们亲热地把他们迎进

自家土炕上。

史林山记得，队伍来的那天，年少的

他兴奋地走来串去，新奇地看着这些戴

眼镜、扎绑腿的年轻战士蹲在地上，在膝

盖上写文章。 60 多年后，当年的《晋察

冀日报》编辑陈春森重回滚龙沟，70 多

岁的史林山见到 80 多岁的陈春森，两人

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那时候，儿童团团员史林山会给《晋

察冀日报》编辑送信送电报，给藏在山洞

里的伤员送药送饭。在葫芦上割一个小

口，装上水或粥，再盖上口，用绳子提着，

一溜小跑，到了山洞，粥还热乎着。

史林山原名路五祥，生于河北省灵

寿县南营乡。 8 岁那年，他和姐姐随母

亲逃难到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同村的

闫富华比他大一岁，浓眉大眼、虎头虎

脑，经常带一帮孩子在山里放牛、打鸟、

追兔子，人称“孩子王”。闫富华护着瘦

弱的史林山，不允许别人欺负他，还常带

柿饼、玉米面饼给史林山吃。史林山从

心里依赖这个“二哥”。后来闫富华当了

儿童团团长，经常与史林山一组，以放牛

做掩护站岗放哨。

二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党

委机关报。它揭露日寇的侵华阴谋，痛

斥日寇暴行，组织动员老百姓抗日、抢收

粮食。敌人对其恨之入骨，必欲剿灭而

后快。

1941 年 9 月 16 日这一天，是史林山

心里永远的痛。

那 天 ，闫 富 华 和 史 林 山 在 山 坡 放

牛，两人不时机警地望望山头的“消息

树”。消息树是在山顶竖一根杆子，杆

子上挑着块布或褂子。消息树往南倒，

表示敌人从北来；消息树往东倒，表示

敌人从西来。

此时，报社电台已转移到山里一个

叫铧子尖的地方。闫富华家就在这儿，

编辑部也设在他家。

为保护出报，报社武装梯队和村里

游击组埋伏在附近山上。史林山说：“一

有敌情，大家闻风而动，收稿子的收稿

子，缠线的缠线，埋机器的埋机器，十几

分钟转移完毕。”

这一天有些意外，有人说是出了叛

徒。担任外围警戒的游击队员李奎元没

来得及发出消息，就被敌人捉住了。他

宁死不说报社藏在哪里，大声呼喊报信，

当场牺牲。

看到二道岗哨的消息树倒了，闫富

华赶紧让史林山去给报社送信。

史林山跑了几步，扭头问：“二哥，

你呢？”

“我把牛藏起来，你送完信跟报社一

块转移。”闫富华镇定地嘱咐着。

史林山边跑边喊：“鬼子来了！鬼子

来了！”

送完信，史林山不放心闫富华，藏在

一个山洞向外张望。他看到敌人将闫富

华围在中间，不时用枪托推搡他。闫富

华带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大半天，最后来

到二道泉的山崖顶上。

敌人应该是想问闫富华报社藏在哪

里。只见他摇摇头。四处张望的敌人发

现上当了，气急败坏。这时，闫富华忽然

猫腰去抱敌人的腿，想与敌人同归于尽，

不料身后，刺刀插进了他的胸膛，将他挑

下山崖……

80 年 后 ，我 来 到 这 片 山 崖 。 一 切

还 是 原 来 的 样 子 。 山 谷 肃 穆 ，风 涛 呜

咽，仿佛在悲痛地诉说着什么。“孩子，

你 在 哪 里 ？ 父 老 乡 亲 在 唤 你 回 家 ，你

听到了吗？”

后来，人们在这里建了二小像。一

个英俊少年手持红缨枪，眉宇紧锁，凛然

而立，一只老牛静卧在旁……

闫富华牺牲了。但他的精神不死，

一直激励着伙伴们。那天，儿童团团员

李兵子在另一个山头看守消息树，下山

后听说闫富华牺牲了。他心里很难过，

但是第二天仍然坚持执行任务。后来李

兵子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参加渡

江战役，解放大西南，1952 年转业回到

家乡。如今已 91 岁的李兵子老人，坐在

沙发上，背挺得很直，时刻保持着军人的

坐姿。

闫 富 华 牺 牲 后 不 久 ，村 里 来 了 一

位 白 净 的 青 年 ，向 史 林 山 打 听 他 的 事

情 。 青 年 是 西 北 战 地 服 务 团 的 方 冰 ，

服 务 团 在 8 公 里 外 的 两 界 峰 村 驻 扎 。

大“扫荡”结束后，方冰回到两界峰，在

老乡场院里遇到同在西北战地服务团

的 李 劫 夫 ，两 人 谈 论 起 许 多 抗 日 英 雄

故事。李劫夫说：“这么多可歌可泣的

英 雄 ，咱 们 写 成 歌 多 好 ！ 让 人 们 唱 起

来，流传下去。”

方冰正有此意。说干就干，他坐在

老乡家门口的垫脚石上，在土造麻纸上

“唰唰唰”写开了，大约一小时就写出了

《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词。李劫夫看了

很喜欢，很快就谱出曲来。连词带曲，只

用了半天。随后，《晋察冀日报》发表了

这首歌。接着，这首歌在西北战地服务

团和边区各剧团唱开了，在全边区都唱

开了。

史林山记得，闫富华牺牲后几个月，

新华电台的一位同志来到滚龙沟，教孩

子们唱这首歌。当孩子们唱到“敌人将

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时，就再也唱不下去了。而当年与史林

山一起唱歌的 16 个儿童团团员，抗战胜

利后只剩下 9 人……

三

“二哥，我来看你了。”或打扫杂草，

或倒上一杯酒。闫富华的牺牲让史林

山始终深感内疚。他觉得如果那天是

二哥去送信，就不会死，是二哥把生的

机会留给了自己。闫富华牺牲后，敌人

多次到滚龙沟“扫荡”，始终没发现报社

的藏身处。有一次史林山给报社送信

摔下悬崖，幸被报社编辑救起，给他处

理了伤口。

回到滚龙沟的史林山，开始了二哥

未完成的人生。他念书、上夜校，当村里

民兵队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宣传委

员、党支部书记，干的时间最长的是村史

讲解员，至今已 58 年。今年 91 岁的他，

依然精气神不减。

“全村劳力齐动手，个个争先当英

雄 ，荒 山 变 成 绿 林 地 ，石 头 缝 里 能 出

金。”史林山动情地唱起来。他喜欢自

编 自 唱 ，用 歌 声 记 录 时 代 。 小 小 村 史

馆 ，是 史 林 山 的 舞 台 。 凡 是 有 人 来 参

观，他必穿戴整齐，给大家讲这里的红

色故事。

小 小 村 史 馆 ，也 是 滚 龙 沟 人 的 英

雄 谱 。 后 来 ，滚 龙 沟 村 分 为 南 滚 龙 沟

村 和 北 滚 龙 沟 村 。 上 世 纪 50 年 代 ，南

滚龙沟村老支书李全寿带领村民奋战

3 年 ，不 再 吃 返 销 粮 ，还 上 交 8 万 多 斤

爱 国 粮 。 1958 年 ，李 全 寿 代 表 全 村 参

加 了 全 国 群 英 会 ，捧 回 国 务 院 颁 发 的

“ 农 业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先 进 单 位 ”奖 状 。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开 始 ，已 是 南 滚 龙 沟 村

村 支 书 的 史 林 山 ，带 领 村 民 们 修 路 植

树、绿化荒山，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翠绿

青葱、泉水淙淙。

村史馆里还有二哥闫富华啊，史林

山一直深深想念着他。

26 岁入党时，史林山举手宣誓。那

一刻，他仿佛看到二哥站在身旁，也神情

庄严地举着拳头。小时候，他们盼着长

大，长到 15 岁，就能入党、扛枪、保家卫

国了。

2015 年，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

式上，史林山乘坐 11 号彩车。他感觉仿

佛与二哥并肩沐浴在阳光下。车过天安

门时，他举手敬礼，并在心中大声呼喊：

“二哥，你看到了吗？咱们国家现在强大

了，再不受欺负了！”

如今，在各界捐助下，闫富华的土坟

堆换成了大理石墓碑，《重修二小墓碑

记》古雅深沉。他倒塌的家被重新整修，

有了完整院落。

四

上世纪 90 年代，人们开始寻找“王

二小”。每一次对英雄的寻找，都是一

场心灵的净化。人们在河北找到好几

个王二小式的小英雄：顺平县野场村 14
岁儿童团团长王朴，拒不说出八路军、

粮食藏在哪里，与 118 名村民一起被日

寇 杀 害 ；行 唐 县 14 岁 儿 童 团 团 员 张 六

子，拒不说出八路军、村干部和公粮藏

在 哪 里 ，被 日 军 吊 打 、火 烧 ，被 石 头 砸

死；涞源县 13 岁儿童团团员王二小，放

牛时将日军带进八路军埋伏圈，被挑死

在峡谷里的大石头上。还有山西省灵

丘县的王二小，将毒药放进敌人的马料

里，致使马吐白沫，在一次“扫荡”中被

抓去带路，没了音信。

每 当 听 到 二 小 的 消 息 ，史 林 山 都

深 感 欣 慰 。 他 说 ，二 小 是 少 年 英 雄 的

群体形象，二哥不孤单。多年来，史林

山 一 直 致 力 于 二 小 精 神 的 传 承 。 本

地、外埠，学校、电视台，他讲了不下百

场。他说，会继续讲下去，直到讲不动

为止。他讲不动了，要让儿子、孙子接

着讲……

距滚龙沟不远的寨北中学，又称“西

柏坡红军小学王二小分校”。史林山常

来这里给孩子们讲二小的故事。校园里

也有一座二小像。每到节日，寨北中学

的孩子们会唱起《歌唱二小放牛郎》，这

是他们的校歌。

学 校 的 座 谈 会 上 ，孩 子 们 踊 跃 发

言。五年级学生霍亚聪、高梓桐、李鑫

烨，热情地向我们描述了心中的王二小

形象：勇敢机智、助人为乐、性格开朗、喜

欢交朋友、个子很高、有点瘦、皮肤黑一

点……

我还曾驱车来到涞源县上庄乡王

二小希望小学。学校简朴的墙壁上挂

满英雄头像。9 岁的谷清长大后想当一

名女军医，喜欢读书的董少博什么都想

试试……今天的孩子们，听着少年英雄

的故事，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花一样

地盛开着！

告别史林山。望着他拄杖的身影越

来越小、越来越远，我心中升起浓浓的离

情，仿佛重温了一段澎湃的历史。历经

一切，精神不坠，就像这太行山的石头，

平凡而坚毅，这就是可爱可敬的老区人

民啊！战争年代，他们付出了无数生命

的代价。现在，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老

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区人民的

日子也越过越好……

追寻小英雄的足迹
朱悦华

大兴安岭人习惯把蒲公英叫婆婆

丁。婆婆丁冒芽时茎很短，一圈嫩叶几

乎贴着泥土向外伸展。那嫩叶长得细，

窄 窄 的 边 缘 形 若 锯 齿 ，又 如 起 伏 的 波

浪。那几年春天，母亲总会领我到附近

的山上挖蒲公英。那时，坡上坡下，林里

林外，到处生长着蒲公英。我年少贪玩，

往往是挖的蒲公英还没盖住自己的小筐

底儿，母亲的小筐却已装满。

施工连队进驻大兴安岭深处没几天，

周围就长满了蒲公英。连长喊我：“你先

别急着实习，赶紧跟老张挖几天婆婆丁。”

老张是连队的食堂管理员，这几天挖了好

些蒲公英。于是，连队的餐桌上，多了蘸

着鸡蛋酱下饭的蒲公英。起初几天，我和

老张都收获满满。可挖着挖着，我就有些

懈怠。啥时才让我摸方向盘啊？我急躁

地站起身，问：“够了吧？”老张不吭声，蹲

在地上继续挖蒲公英。我把片刀丢到篮

子里，爬到一旁的树上。我踩着树杈站直

身，正想来个眺望远方状，突然只听“咔

嚓”一声，树杈断了。幸亏树下的老张反

应快，伸出双手，用力接住了我，可那断杈

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右脚上……

老张救了我，可他自己却一瘸一拐

近半年。那段日子，老张经常把蒲公英

捣碎，覆在脚上佐以疗伤。原来蒲公英

还能清热解毒。而我，除了内疚、自责，

更多是感动。

不到一个月，蒲公英的茎高了，叶也

长了，悄悄开出几朵金灿灿的小花。叶

间还隐含着淡淡的苦，花蕊却散出甜甜

的香。夏风穿林而过，小花轻轻摇摆，远

观近瞧惹人怜爱。我俯下身细细欣赏，

为它默默点赞。同在大岭间，我切身体

会到蒲公英生长的艰辛。老张说，蒲公

英的花儿可以腌泡着吃，还可以酿酒。

连队生活艰苦，蒲公英的用途尤显可贵。

蒲公英花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花

儿。它把最朴素的美献给了丰饶的群

岭。那年，来自南方的 100 多名女知青，

在大岭深处扎根落户。她们组建女子架

桥连，战冰雪、斗严寒，克服种种困难，架

起大大小小数十座桥梁。她们被称为大

兴安岭上的“铁姑娘”。她们吃苦耐劳，

为开发大兴安岭屡建奇功。

大兴安岭的春天来得晚，到了 5 月

还是一副枝头待绿的样子。就在这时，

铁姑娘们欣喜地发现，林间有新绿正星

星点点破土发芽。她们欢快地跑入林

间，挖着这些可入食能解馋的蒲公英。

在 她 们 眼 中 ，大 兴 安 岭 的 蒲 公 英 格 外

香。蒲公英开花后，她们还会采来插入

瓶中，让阵阵幽香在营房内萦绕。望着

绽放的小花，铁姑娘们的面颊上盈满灿

烂的笑容。她们，不正和这山岭间的蒲

公英一样吗？

一个甲子快过去了。60 年来，在几

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大兴安岭已成为令

世人瞩目的生态环境保护样板。站在山

岭间，我仿佛又听到了铁姑娘们那清脆

的歌声，我的心情一下子欢快起来。

我放轻脚步向林间走去。我知道在

我的前方，除了郁郁葱葱的林木，还有俏

姿勃发的蒲公英。它们要破土，要生长，

更要开花。那花儿金黄金黄的，远远就

能嗅到它淡雅绵长的香。这香，透着多

么独特的魅力呀。

林间蒲公英
朱明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