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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夕 阳阳 佳佳 苑苑

11月21日，得知我们金寨籍老红军、浙江
省军区后勤部原部长、副军职离休干部李清海
老首长因病逝世的消息后，我的心情就一直沉
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在与老首长的家属、
生前所在的单位、浙江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及杭
州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的负责同志保持联络
中。令人欣慰的是，受指派，我随老首长的家
乡——— 金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郑国珍及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汤家汇镇人民政府负责人一起，
代表68万家乡人民前往杭州参加了“李清海同
志告别会”，为老首长送上了最后一程！

天有灵、知人情，地有灵、顺民心。11月
25日，是我们为老首长送别的日子……这一
天，老首长的家乡金寨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
场大雪，3814平方公里的老区金寨，很多地方
都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老天似乎都在与我
们一起，沉痛衷悼、无限缅怀敬爱的李清海老
首长！就连浙江省杭州也下起了朦朦细雨……
此情此景，让我们不禁回想起老首长的辉煌人
生。

峥嵘岁月斗顽敌 军营杏林谱华章

李清海，1917年12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
汤汇镇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930年6月，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受革命思想影响， 1 930

年，李清海参加了儿童团，1932年8月，年仅
15岁的李清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在红
军医院当看护员，后来在赤城县二分院当调剂
员，1935年任红28军82师244团二营看护员，
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红军主力长征
后，李清海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参
加了商城长竹园战斗、苏仙石战斗、两河口战
斗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李清海任新四
军四支队9团卫生队卫生员，1938年任新四军
四支队8团司药、军医，1939年任新四军五支
队司令部军医，1940年任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五
团卫生队副队长、新四军东分区独立4团卫生
队队长， 1 9 4 2年任新四军6旅 1 7团卫生队队
长，1945年任新四军2师卫生部1分所所长。抗
日战争时期，李清海参加过桐城战斗、淮南路
南段游击破袭战、保卫淮南根据地与国民党顽
固派作斗争。

1946年，李清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
战军13纵队39师卫生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参
加了莱芜、兖州、涟水、维县、济南、淮海、
渡江、解放上海、福州、厦门等重大战役和战
斗。

1951年，李清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
后勤部卫生处处长，195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第11陆军医院院长，1954年9月至1957年8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学习，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
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
章。

1957年12月至1964年8月，李清海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117医院院长，1964年9月至1982

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
部长、部长，1982年离休，1988年荣获中央军
委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少小离家当红军 乔装改扮打敌人

李清海，13岁就参加儿童团、15岁就参加

了红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小鬼”。当人
们问起他参加革命的经过时，年过百岁的李清
海依然是记忆犹新、十分清楚。

“那个时候，家里穷啊，没有饭吃，为了
填饱肚子，我要过饭，吃过野菜，穷人没有活
路。怎么办？我听说大别山里有一支红军队
伍，叫红四方面军，是解放穷人的，我就立志
要参加红军。”李清海说。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到15岁，找到了
队伍，他们却告诉我：你太小了，当红军要背
枪，要跑路，要打仗，你都没有枪高，先回家
念了书再来。不久，红四方面军要走(西去川
陕)，留下了红二十五军和医院，红二十五军在
山里打游击，医院里有很多伤员，我说，我家
里没有人了，姐夫也被国民党杀害了，我可以
帮助照顾伤员，就这样我被医院收了下来。”
15岁的李清海，就这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后(长征)，李清海
所在的医院和几十名伤员被转移到山里。有一

次，高敬亭的部队(红二十八军)在金刚台附近
和敌人激战，伤员也送到了李清海所在的医
院。

“我听说附近有红军部队，就跑了过去，
找到高敬亭，说我要到部队上战场，就这样，
我跟着高敬亭的部队走了。但是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敌人来了，留在医院里所有的人都被
杀害了。”每当回忆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时，
李清海的泪水总在眼眶里打转。

“还有一个故事，父亲经常跟我 们 讲
起。”李清海的儿子李中朝告诉人们：“当
年，父亲的部队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并且负
责在山区寻找伤员，寻找的过程中遇到了一支
来自河南的红军游击队，一问属于中央红军，
只有十几个人、两三条枪，想寻求帮助。”

“自己都很困难了，哪有多余的粮食和枪
支去支援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打圩子！
那时候圩子都是地主住的地方，正好在京浦路
以西有个水圩子，是附近圩子中最富的。只有

打下圩子，补充粮食、枪支、弹药，才能让河
南的这支红军去寻找自己的队伍。”

于是，两支队伍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妙计。
“我们就假扮成国民党的部队，让河南的红军
假装在后面追打。到了圩子附近，营长大喊，
红军来了，我是国民党部队，是来保护你们
的。就这样，圩子里的人敞开大门，让我们进
了圩子。在那里，我们停留了一晚，第二天带
着粮食和武器回到了驻地，有效地补充了队伍
的供给。”说起这段故事，李清海总是有些激
动，自豪感油然而生。

勤俭节约不忘本 桑梓情深赤子心

李中朝家有张珍贵的照片，据介绍，这是
两年前拍的：老首长正戴着眼镜在缝被套。

“他盖的被套破了，我们给他买了新的，
他不用，他说：旧的补补还能用。前些年，他
还自己动手把磨破的衬衫领翻个面，接着穿。
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辈子保持着艰苦朴素的
作风。”李中朝说。

“勤俭节约不忘本，是父亲对我们的教
诲，不许剩饭剩菜，不许浪费一粒米，就是掉
到地上了，也必须捡起来吃掉。现在，我们也
这样教育后代！”

百岁高龄的李清海，对家乡念念不忘。
“我的家乡好，是个好地方。我生在大别山，
死了也要回到大别山，回到金寨县。这是我的
心愿。”李清海说。

2018年12月8日，是老首长的百岁生日。
我们同样是受县委、县政府的指派，来到杭州
与浙江省军区、浙江省军区第二干休所的有关
领导和其亲属子女共同为老首长举行了一场隆
重、热烈、简朴的生日庆典。

那个时候，老首长虽然年已过百，但是思路
清晰、思维正常，还不时地问我们：“家乡还好
吧？”拳拳赤子心、浓浓家乡情溢于言表、沁人心
扉，让我们非常感动、也深受教育。

当时，他的子女们还介绍，老首长心情舒
畅、身体许可时，还会动情地唱起从家乡金寨
唱响到全国的红色经典歌曲《八月桂花遍地
开》。

红红 土土 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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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佩弦，原名韦崇仁，1902年5月出生
于霍邱县叶集镇一个盐商之家，他是鲁迅未
名社成员韦素园、韦丛芜的堂兄。

他是一位画家。韦佩弦于20世纪20年
代初，就读于上海美专，成绩优异，很有才
情，毕业后在上海教书作画，和当时在上海
的书画大家过从甚密，画艺逐步精进，赢得
了较高的画名。其“松鹦图”，著名学者、大
画家解公展为其题词：“佩弦兄出笔老辣，
最见精彩。松本雄厚，羽毛能泽润。公展
题。”他与张大千合作的“松石图”，张大千
题词曰：“佩弦弟画十八公，我为其补石。张
大千题。”“十八公”乃“松”字也。一幅几乎
占去半面墙壁的“群猴图”，十数只猕猴嬉
戏于桃实累累的虬枝之间，煞是灵动，乃为
一罕见巨幅。抗战期间，他画了一幅“怒吼
吧，中国”，画面是一只威猛逼人的下山雄
狮，气势恢宏，以壮抗日神威，好多人高价
求购均被他婉拒。安徽著名画家马自强为其
嫡传弟子。

他是一位收藏家。文革前，在韦佩弦家

里的墙上，挂有鲁迅先生为韦素园墓亲书的
碑文，冯玉祥将军书赠的“爱人如己”，著名
画家萧龙士赠送的“八哥与荷花”。他还保
存了台静农手书诗词，李霁野、李何林、曹
靖华、韦丛芜等文化名人的手稿、书札等
等。

他是一位音乐家。韦佩弦不仅画艺精
湛，也颇通音律，尤擅器乐，二胡、三弦、钢
琴无一不精，一支九节玉屏箫，能把元曲中
一些失传的曲牌演绎得如痴如醉。研究元曲
的著名学者宗志黄教授曾经对他的学生说
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各大学中
文系，均请韦佩弦先生吹奏已失传元曲之

《仙吕·点绛唇》、《南宫·一枝花》等曲，协助
教学。”还感慨地说：“这位先生不知道哪里
去了。”周恩来出访十国归来，他高兴地作
词谱曲“天使云游八万里”自弹自唱，以抒
情怀。

他是一位诗人。韦佩弦的诗词楹联虽存
世寥寥，但倍受方家崇敬，从其子侄传诵的
有限几首看，他的诗词极具韵味：“一样梅

花别样姿，雪欺欺雪不同时。放翁毕竟香尘
淡，郁律乐观主席词。——— 读毛主席的咏梅
词有感”；“漫卷珠帘破堤防，琴心感谐凤求
凰 。临 邛 佳 话 当 垆 艳 ，犊 鼻 涤 樽 酒 自
芳。——— 咏卓文君”；“无奈江东愧渡河，重
瞳空自拔山歌。八千子弟流云散，徒向虞姬
唤奈何。——— 项羽”；“竹床蕉叶对斜曛，往
事联翩看野雯。书学北海空难似，画喜老萍
愧不勤。一技无能空白首，半生虚度若流
云 。无 假 余 年 成 大 器 ，吾 家 慰 勉 有 龙
文。——— 无题”。他自撰的楹联也饶有情趣：

“偶尔鸡豚改善，平时葵藿甘尝——— 厨房
联”；“ 西湖由来虾鱼美 ，蓼城原是稻粱
肥——— 堂屋联”。

他是未名社的善后者。1929年，韦佩弦
到北京未名社帮助工作，他本想在未名社做
一名美术编辑，兼搞诗歌创作。但不久，未
名社发生变故，鲁迅寓居上海，曹靖华在苏
联，韦素园重病缠身，台静农和李霁野均已
去大学教书，社内事务就由年龄最小的韦丛
芜苦守苦撑。当年，在再版鲁迅先生的《坟》

和译著《出了象牙之塔》以及出版丛芜自己
的译著《罪与罚》中，韦佩弦在设计、美术装
帧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31年，丛芜为
社事要去上海请示鲁迅先生，只好把继续出
版存稿，整理来往账目，财务报销以及接待
来访诸事，全交给了佩弦，他没有辜负丛芜
的信任，把未名社的善后处理得井井有条，
直到未名社圆满终结。未名社在北京的工作
结束以后，韦佩弦回到家乡霍邱。不久，韦
丛芜被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任为霍邱县代
理县长，圆其“围湖造田”，办“合作同盟”，
救国救民之梦。韦佩弦在丛芜的劝说下，留
任叶集区区长。但是，他实在看不惯国民党
那腐败的官场乱象，没干几个月就坚辞其
职，回上海执教作画，做闲云野鹤去了。

解放后，历经颠沛流离的韦佩弦又回到
家乡，在政治运动中，他忠实地交代了自己
曾任伪叶集区区长的经历，得到组织的信
任，并安排他到县政协工作，他喜不自胜地
赋诗抒怀道：“起死回生党有术，百年病树
发新枝。”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是
当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的战斗
号令。

故事回想起来记忆犹新，历
历在目。我老家住在长江之滨的
中游华阳匣内的泊湖南鱼米之
乡，皖南宿松县高岭乡枫林村汪
家大屋。名曰大屋，有号称100

户， 1 000口人的大庄人烟。系
长江边的丘陵地带，百姓以打
渔、种庄稼谋生。在我的记忆
中，从事渔业的就50多名的青
壮年驾驭着8条渔船，长期在泊
湖中打鱼捞虾，养家糊口。

春雷一声震天响，就在新中
国成立的当年4月间，浩浩荡荡
的南下大军开进汪家大屋的村子
里。这时我是一个男童，在本村
私塾就读的学生，突然见到这么
多穿着灰色军装的军队威风凛凛
(约1000人)开进村子，我和我的
同学三两个有着一种好奇心，偷
偷摸摸、躲躲闪闪想接近又不敢
接近他们。

不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做进村
第一件事。按照有纪律、有秩序
规规矩矩到每家每户看住房，当
时我家住的不知什么首长，带有
一匹白马，还有警务员站岗。紧
接着就进行卫生大扫除，为老百
姓做好事，有的在房前屋后、屋
里屋外打扫卫生，铲除垃圾，村
貌焕然一新；有的为老百姓挑满
水缸的水，大家热火朝天，高高
兴兴，不亦乐乎忙大半天，把应
该做的事一五一十都做好了，群
众喜出望外，异口同声地说这样
的好部队从来没见过。这充分体
现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严明
纪律。

部队在每家每户安营扎寨住下来，他们又开始进行第
二件事，就是开展大宣传大发动。宣传形式有：一是人民
解放军为人民的宗旨目的，逢人就说，口头宣传；二是在
墙壁上写大幅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三是文
娱节目宣传，跳秧歌舞，演文娱节目，说大鼓书，唱快板
等等，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密切了军民鱼水关系，逐步
加深了军爱民、民爱军的亲切感情。

在通过宣传发动，有了军爱民民爱军的基础上，部队
开始进行渡江战地练兵的关键时刻的第三件事。渡江必须
具备2个条件：一是要有民船；二是要有人力。这两个条件
在我们村庄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解放军战士都是南下部
队，一来没见过船只，二来不懂水性。针对这种情况，部
队首长就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渡江战役服务。广大群众
积极响应，纷纷参加战斗。有64名船民自动捐出8条渔
船，为开展战地练兵所用。

为了苦练渡江的本领，船民们手把手教部队战士如何
驾船的技巧要点，如快速敏捷上下船，会划船、会撑槁、
会掌舵、会摇撸、会扬帆，大家齐心协办，学会乘风破
浪、奋勇前进的技能。训练中，战士们风里来雨里去，成
天都泡在水里，身上上船一身水，晚上回来一身泥，有的
手脚都磨破了皮。就这样老百姓与战士同甘共苦，军民一
齐奋战。一直练到1949年4月21日发起大规模的渡江战役，
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各路解放大军向
南推进，解放了杭州、南昌、上海、武汉。4月24日凌晨解
放大军占领南京总统府。6月2日大军解放崇明岛，就此渡
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直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 记 得 ，
在当时参加渡
江 战 役中， 我
们 村 庄有一 位
船 民 英 勇 牺
牲 ，后来 追认
为烈士，十分
令人敬佩。

回忆老首长李清海
胡遵远

大
军
渡
江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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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李清清海海缝缝被被套套

1948年2月28日，元宵节过后的大别山
深处，天气还非常寒冷。雪粒打在人脸上，生
疼。尽管是春节刚过，却没有残存春节的喜
庆。空旷的山谷没有一丝生气，鸟儿也不见
踪迹。金寨汤汇商贸古镇已不见当年商南重
镇、三省通衢的气息。各家各户都关门闭户，
街道上冷清清的。历经多次战乱后的村庄人
烟稀少，时时响起的枪声让人心惊胆颤。蛮
横的国民党军队时常出现在不同的村庄，扰
得鸡犬不宁，那是他们在搜索隐藏下来的共
产党部队伤员。

黎明时分，距离汤汇古镇不远的南溪大
山深处，一支部队静静地穿行在林间小路
上。他们疲惫不堪，单薄的军装被树枝挂破，
脚上单鞋能看得见脚趾头，在结了冰的小路
上发出嚓嚓声音，武器也非常简陋，都是些
轻武器。这些年轻的军人非常疲惫，但是动
作敏捷。他们没人说话，只是用眼神用动作
相互配合，小心翼翼地监视周围变化，队伍
呈单兵列交错搜索前进。从装备来看，这支
队伍并非正规部队——— 他们是刚刚成立不
久的金寨县公安局公安大队。他们一方面要
与国民党武装作斗争，一方面担负着维持地
方政权、保护民主政府的重任。这些战士非
常明白，周围是敌人正规军重重包围，稍有
不慎，就会全军覆没。

十几天前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野战军在
完成清理部分敌人武装后，留下部分伤员和
地方干部继续开展工作，主力转出大别山，
为淮海战役作准备。

由于新成立的金寨县山高林密，幅员辽
阔，适合建立后方基地，上级决定将二纵医
院等后方机关放在金寨，伤病员分散至南溪
葛藤山、关庙银冲、汤汇木山、泗道河等地救
治，总医院仍留在南溪葛藤山万家大湾，并
将纵队教育团和保卫后方的监护营留下来，
合编为县大队。这支队伍主要任务是惩处破
坏地方政权的敌对分子，消灭零散的土匪武
装，建立基层政权。带领这支队伍的人就是
金寨县首任公安局长王坚。1947年我党从河
北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地方干部帮助新解放
区建立人民政权，王坚就是其中之一。王坚
带十几个南下干部奉命来到金寨县组建公
安局，并兼任局长。

这时国民党部队部署已完成，对大别山
根据地合围后，开始大规模反攻，敌人联合
各路人马趁机向大别山根据区进攻。大别山
区军民进入艰苦的反“清剿”斗争。前两天开
始，国民党48师1个营向南溪、汤家汇一带进
攻，袭击2纵野战医院，给我军造成重大损
失。为了防止敌人再度进攻，这支部队一直
在顽强地狙击敌人，拖着敌人的主力在山里

周旋了好几天，掩护后方医院转移。敌人跟
得越紧，后方的伤员才有更多的时间转移。
所以王坚大队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多。

刚刚的一场战斗后，又是一夜的行军，
跟在后面的国民党军如恶狼一样紧咬着这
支队伍，想把它吃掉。

几天的战斗和急行军严重地消耗战士
们的体力和弹药，本来不多的弹药袋空了，
粮袋空了，可是他们还不能撤退，要继续带
着敌人在大山里转。他们面对强敌，灵活地
采用麻雀战、埋伏点，让敌人吃了不少苦头，
损兵折将。恼羞成怒的国民党部队又增调几
支队伍来包围。为了避免陷于包围，大队从
麻河口一路前进，边打边退。当部队撤退到
金寨县南溪镇大理 时已是夜半时分，人困
马乏。王坚看着疲惫到极点的战士，招集几
个区书记商量，决定略作休整。冬天的夜晚
寒冷而漫长，他们找到一户人家，在后面的
山岗和前面的冲口布置好岗哨后，安顿好伤
员，开始生火做饭，准备早饭后撤回到驻地
葛藤山。

问过房东，他们才知道此地叫做大理
。位于一个山凹里，周围群山环绕，有十几

户人家，看起来非常隐蔽。只是，因为连续的
战斗，又走了一夜山路，年轻的哨兵太累了，
他们抱着枪在树下睡着了，以至于紧追来的

国民党队伍偷偷接近哨位，把哨兵扑倒在雪
地里，都悄无声息。

早上炊烟袅袅地飘在空中，敌人从这些
炊烟里找到了这支队伍的藏身地。他们分兵
两路，一路在村庄对面的山腰上设下埋伏，
在队伍必经路口上架着一挺机枪；另一路从
后面山坡上向村里射击，形成前后合击之
势。

早上天刚亮，后面山上的枪像炒豆子一
样响了，夹杂着敌人猖狂的叫嚷声。枪声惊
动了这支疲惫的队伍，战士们还没有吃上早
饭，就连忙拎起武器向外冲。可是前面的大
门被敌人火力封锁，他们只好把屋后墙打洞
往外冲，一边还击一边撤退。他们沿山脚冲
到村口，翻山向西，准备向临时驻地葛藤山
方向撤离。刚冲过山冈，敌人埋伏在对面的
机枪响了，子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成群的战
士倒在血泊中。

王坚带着剩下的战士一边还击一边撤
退。他们掩护伤员冲到树林里，浓密的树林
掩护他们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少数人撤回葛
藤山驻地，大部分战士都躺在血泊里。公安
局长王坚倒仆在水塘边，身中数弹。一同牺
牲的还有几名基层政权的干部。据当地人
说，在大理 牺牲了140多人，只有几十人冲
出去，当地百姓偷偷地把这些牺牲战士的遗
体收集在一起，挖了几个公墓掩埋了。

第二天，敌人又追到我军部队驻地葛藤
山，在大理 战斗中冲出去的那部分战士在
这次战斗中几乎全部牺牲，只有两人生还。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大别山最寒冷
的那个冬天的黎明，英雄的鲜血洒在金寨大
地上。老人们说，第二年春天，大理 映山红
开得特别鲜艳……

葛藤山大理塆战斗
方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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