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新兵

“八”与“发”为谐音，在我国民间是个吉利的数
字，因此凡与数字相关的事，都愿意带上八，旨在图个
好兆头。 而在中国革命史上，与“八”这个数字相关的
还有许多英雄事迹。

赣南大地至今流传着当年苏区瑞金“八子参军”
的感人故事。

瑞金九堡镇上， 有位老人叫杨荣显， 育有八个儿
子，取乳名为一生堡、二生堡至八生堡。 杨家世代遭受
地主剥削，生活艰难，家中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大人
孩子都身穿破衣裳，家无过夜粮。 后来共产党来了，红
军来了，杨家分了田，分了地，几个儿子娶了媳妇，日
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1931 年至 1934 年， 杨荣显先后将八个儿子送到
了红军队伍，但都壮烈牺牲在战场。 1934 年深秋，老人
在弥留之际，毛主席特地过来探望，希望能送他最后
一程，可等毛主席赶到时 ，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 一
家八子参军，只是当年瑞金人民全力支援革命的一个
缩影，这样的壮举还有千千万万。

“革命不分男女，巾帼不让须眉。 ”抗日战争时期，在秋
冬冰冷的乌斯浑河，八名抗联女兵宁死不屈，投江殉国。

1938 年 10 月， 在乌斯浑河下游西岸柞木岗山下，
东北抗日联军五军一师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率领 7 名女
战士为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 ， 同日本侵略者顽强战
斗 ，在弹尽被围的情况下 ，面对日伪军逼降 ，她们誓
死不屈 ，毁掉枪支 ，挽臂涉入乌斯浑河 ，高呼 “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 ”高唱“奴隶们起来”的国际歌，集体

沉江。 她们中年龄最大的才 23 岁，最小的只有 13 岁。
“八女投江”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传颂，解放后，当地政
府在乌斯浑河口建起了“八女投江纪念碑 ，缅怀她们
保家卫国、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闽东地区，有一则“八块银元”的故事。
1935 年 9 月， 叶飞与陈挺率领闽东红军独立师第

四团，在福安与周宁交界处的半山村突出敌人的包围，
辗转福安潭头后洋。 后洋是陈挺的故乡 ， 自 1930 年
参加革命后 ，他带领闽东工农武装，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苏维埃政权。 虽然一直都在闽东，但他已有五年
未回家。 那日回到家时，自家已成为一片废墟，一个衣
衫褴褛、瘦骨嶙峋的老人蜷伏在废墟中，她正是陈挺
日夜牵挂的母亲。 陈挺想安排母亲往后的生活，摸了
摸上衣的口袋，只有八块银元，但那是全团的军费。 陈

挺 无 能 为
力 ， 因为那
时参加革命
没有工资， 没有津
贴，除了革命事业，没有一分私有财产。 心痛之际，他只能
含泪与母亲道别，带领部队继续转移，可这一走，竟成
了这对母子的永诀。 后来，陈挺的母亲流落他乡讨饭度
日，不久病逝，这成了陈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八子参军、八女投江、八块银元中的主人公，只是
万千英雄中的代表，是时代永远的丰碑。 在中国共产党
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无数顶天立地、可歌可泣
的先烈，铸就起中国人舍小家为大家 ，浴血奋战 、顽强
拼搏的集体记忆 ， 更成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精神财富。 （作者供职于福建厦门市湖里区发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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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朝夕

“八”字赞歌

■周天红

几场春风春雨， 万花岭像从睡梦中醒来一般。 桃
花、李花、梨花，阳雀花、软雀花，那些巴掌大的、指尖
大的花，都一个劲儿冲着阳光和雨露开放。万花岭，就
真成了万花岭。

万花岭是村子西边最高的那道山梁，岭上的花尽情
开放时，村子就热闹了。 播种的、犁田的、铲田壁的，栽树
的、插秧苗的、种菜的，还有赶羊上坡的、挑肥下地的、坐
在坡上吼山歌的，一个村子很难找到一个闲人。

万有叔不下田也不下地， 只去万花岭看管那片桃园。

桃花是万花岭上开得最
多最旺盛的花，万有叔看着它们开放时，一

身的毛病全好了。
早些时候，万有叔的老爹出川东讨生活，一路走着饿

晕在大路边，一家好心人用两个桃子救回他半条命。老爹
醒来，为感谢恩人，就帮他们管理桃园。那一季，眼看桃花
开桃花落，桃子要成熟了，可一天夜里过兵，桃子全没
了，枝桠被砍了个精光，桃树被连根拔起，连主人家都
被伤兵打伤。 兵荒马乱，朝不保夕，主人家无奈关了桃
园，辞退老爹，临走时，送他一根桃树苗。

老爹回来后，培苗、嫁接、移栽，靠一棵桃树苗拓展出
一片桃园。 万家的桃花开在那片岭上，所以那山岭就有
了“万花岭”这个名字。 老爹守着桃园，看着开花结果，
果满枝头，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遇到了军队行军路过
此地。 老爹经历过桃园被洗劫，半夜捏着半把砍柴刀躲
在林子暗处，心想，要真遇上恶兵匪兵，就跟他们拼命。

可奇怪的是， 那些兵就在桃园靠着树或躺在树下过了
整整一夜，没人吃桃。 更稀奇的是，老爹摘了桃送上前
去，也没有一个人要，人人都说，要收要吃就得付钱。 后
来，老爹才明白，那是老百姓的队伍，自已人怎么会糟
蹋老百姓的东西呢。

万有叔接过老爹的桃园，就接过了一家人生活的重
担和希望。 村里人也把那片桃园看成村子的根，即使在
艰难的年月，都没人动那片桃园。 那年，村里发洪水，
村口小溪洪水猛涨，全村糟了灾，万有叔挑着桃子一
家一户地送，让大家渡过了难关。

万有叔不但种桃子，还种李子、梨子和柚子。开了春，
他领着家人，松土、挑水、施肥、疏花疏果、下膜套袋，奔着
好日子，虽流汗受累却很开心。 游客们为花而来，吃农家
饭，观田野风光，都开着车往万花岭跑。 万有叔也热情，
来的都是客，端上腊肉豆花、土鸡、土鸭、还有塘里的鱼，
以人头计算，吃饱了才让走。

春天一到， 我喜欢躲在万花岭那片桃树林子里，
看一片片桃花从天而降， 听鸟鸣声奏出春天的曲调，
追赶着蜜蜂、蝴蝶跑上一阵子。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
站在万花岭岭顶上那砣大石头上，从那里，能看见进进
出出的各种车，载着人们去更远的远方。

万有叔说：“你娃呀，就是闲不住，去什么远方嘛，这
万花岭上的花花草草还装不满你的眼睛。 读书闲来时
就到这林子里帮工，我给你开工资，果子随你吃。 ”那
是个桃花开满万花岭的春天 ， 我还真在万有叔那里
帮过工。 每个周末，帮着挑粪、疏花、剪枯枝、打杂工，
一季下来，还真挣着钱了。 拿着工钱，独自跑去王二娘
餐馆的路边摊上吃一碗豆花饭，心里美滋滋的。

这些年，每个春天回村，见着万花岭上的万有叔，他
都要问上一句：“娃呀，还来桃园林子帮我不？ ”我说：
“老叔，行呀，干完你还给钱让我去王二娘餐馆吃豆花
饭吗？ ”万有叔笑了，我也笑了。

（作者供职于四川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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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小科

“老赵，你可真行呀！ 这铁门修
得好呀！ ”

“赵师傅，这门比以前买的结实
多了，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

每每被人说起，老赵总是摸摸
后脑勺回应：“公司正在搞算账文
化，咱就是名普通工人，大账算不
了，寻思着算小账还行，我那堆破
旧玩意，也该派上用场了”。

一向“抠门”的老赵，不久前干了
件“精巴”事，在矿区“火”了一把。

最近，进出后勤服务中心大院
的职工发现 “服役 ” 多年的大门
“退休 ”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看
似笨重却让人很 “踏实 ”的大门。
新大门是老赵亲自设计、制作和安
装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自创项目。

大家又诧异又惊喜 ， 诧异的
是以前这老赵那么抠门 ， 现场的
废螺丝 、 废钢管等能拾一大堆 ，
光见他往 “怀里搂 ” ，没见他搞什
么 “往外掏 ”动作 。 惊喜的是 ，这
大门的电动机竟是去年锅炉改
造时淘汰的 ； 那几根钢管当时
有好多窟窿 ，被老赵收拾走了 ，
原来用在了这儿 ；还有那红一截
白一截的油漆 ，都是老赵一点点
收集起来的……

两个月前 ， 潞安矿业发起了
“实施精益化管理 ， 弘扬算账文
化”的号召，动员全体职工付诸行
动 ，形成 “人人都是经营者 ，个个
都是效益源”的氛围。 老赵知道信
息后，时常想，虽然自己只是一名
普通的检修工，算不了战略账、管理
账， 可就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
难道就不能做点事？

心动不如行动 ！ 可从哪里下
手？ 就在他犯愁时，偶然遇到同事
发牢骚：“就咱中心的那大门，光叫
唤不使劲， 开也费事关也费劲，真
是个‘老古董’！ ”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 老赵灵
机一动 ，心中有了数 ，那些捡来
的家当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得到
领导到支持后 ， 他开始现场测
量 、设计图纸 、配件清理 、设备安
装 、整体调试 ，前后二十来天 ，完
全利用废旧配件 ，自己组装完成
的大门正式“上岗”了。

“这款大门的电机是拆卸旧锅
炉时的旧电机，轮子是原先破旧不
堪的垃圾桶上的， 大门主结构是各
种管路检修淘汰下来的。 制作过
程中，也就增加了点焊条成本，投
入几乎近‘零’。 ”老赵对自己的作
品自信满满。

“抠门”老赵干的这件“精巴”
事，改变的不仅是老赵本人，还在
矿区后勤服务中心掀起了一股节
约风、创新潮，争做“效益达人、创
新高手、降本能手”也成为矿区的
新风尚。

（作者供职于潞安矿业漳村煤矿）

■陈浩翀

时维谷雨， 柳絮飞落杜鹃啼， 牡丹吐蕊樱桃
红。清风带着暖意，吹开满山鲜花。细雨带着温情，
滋润大地万物。 云烟轻卷，草木微摇，百川淌过万
千河流，缓缓地向春天告别。 每年此时，身在异乡
的我，总会惦念故乡那碗乌米饭。

乌米饭历史悠久， 据传出现于唐代， 那时叫
“青精饭”，为道家斋日的饵食。杜甫在《赠李白》一
诗中写道：“岂无青精饭， 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
资，山林迹如扫。 ”陆龟蒙也曾在《道室书事》一诗
中说：“乌饭新炊笔饭香，道家斋日以为常。 ”

关于乌米饭的由来， 民间传说是因为释迦牟
尼的弟子目连，为了让母亲吃到饭，便想办法用南
烛叶捣汁染米，煮成乌饭送去，饿鬼们不敢吃那乌
饭， 母亲才终于得以饱腹。 后来老百姓年年吃乌
饭，以纪念目连这位孝子。

乌米饭的古今制法不同。在《荆楚岁时记》中，
乌米饭是“寒食取杨桐叶染饭，其色青而有光”。南
朝梁代药物学家陶弘景在其著作《登真隐诀》一书
中介绍过“青精饭”的做法：“以南烛草木煮汁渍米
为之。 ”

唐代时， 食乌米饭风俗盛行， 唐人陈藏器的

《本草拾遗》中详细记载了当时青精饭的制法：“取
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
紧小，黑如莹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 ”此法虽复
杂，但便于保存，可长途携带。

而后经五代到宋代，乌米饭的做法更加繁多。
北宋苏颂的《图经本草》曾记载：“南烛木叶，从四
月至八月末，用新生叶、色皆深；九月至三月，用宿
叶、色皆浅，可随时进退其斤两。又采软枝茎皮，于
石臼中捣碎。 洒用此汁，惟令饭作正青色乃止。 高
格曝干，当三蒸曝。 今茅山道士亦作此饭，或以寄
远，重蒸过食之，甚香甘也。”此文记录了一年四季
均可采食南蚀叶浸米的方法，且一直流传至今。

谷雨食乌米饭是家乡必不可少的习俗， 母亲
最会做乌米饭。 她卷起袖子，洗净乌饭树叶，放进
石臼舂碎。细腻绿色的叶渣放进桶里，盛水浸泡两
天，叶渣捞起后，再用过滤的乌饭树叶汁水浸泡糯
米。 四个钟头后，白花花的糯米就浸成黑色了。 黑
色的米捞起冲洗一遍滴干，之后就可以上锅蒸了。

柴火蒸出的乌米饭米粒紧缩，乌黑亮泽，碧如
坚珠。刚出锅的乌饭香，谁也抵挡不住那喷香的诱
惑，尤其拌着白糖来一碗，清香津甜，像大自然带
进来的奇妙滋味，那是春末夏初的专属味道。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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