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主编：黄道辉 执行主编：流 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版式设计：李杨

201199年1122月1111日 星期三三5

■联办：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如果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
别重逢，那么我和这位80多年前赫赫
有名的红军将领之间的相遇，也是冥
冥之中注定了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刚刚过
去的11月，我参与了一场名为“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再走红二十五军
长征路”的寻访采风活动。也因此，
我拥有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相遇，并以
文字的形式记录下这场相遇过程中的
点滴感怀。

初见，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
日。在寻访采风的第一站——— 金寨县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我的目光忽然
被一张充满年代感的照片吸引了。照
片上的男子身着朴素的军装，浓眉方
脸，目光炯炯，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那一瞬间，不知为何，我的脑海中突
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词——— 丰神俊
朗。

对，就是这个词。
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

史上，被誉为“少年军团”“北上先
锋”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英雄的部
队。而照片上的男子——— 16岁就参加
革命，从少年到青年时代转战南北、
功勋卓著的吴焕先，是这支英雄部队
的杰出将领，被誉为红二十五军的
“军魂”。

“吴焕先，1907-1935，湖北黄
安人……”那张让我“一见如故”的
照片下，用简短的文字记录了他的生
平经历。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优秀
如他，却只活了短短的28年，但同

时，又肃然起敬——— 他于最好的年华
里，为了心中的信仰，甘愿献出年轻
的生命。

一路追寻，让我在深入了解这场
英雄之师不远万里的远征的同时，也
大致了解了吴焕先烈士的人生轨迹。
一段段历史记录，一个个亲历者的讲
述，让一个原本陌生的、久远的人
物，渐渐在我的脑海中，鲜活丰满起
来。

他 是 少 年 衣 食 无 忧 的 “ 七 相
公”，他也是破家革命的先驱者；他
是能征善战的英勇战士，同时又是对
下属关怀备至的红军将领；他是有勇
有谋的军队缔造者，同时也是一位饱
读诗书的文化人……所谓文武双全，
自古以来难以兼而有之，吴焕先算是
其中一位。

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战
斗遗址，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
在这场生死攸关之战中，吴焕先身先
士卒，力挽狂澜的那句话却流传至
今。当年战斗胶着时，一部分战士惊
慌失措，一时间形势混乱不明。吴焕
先见此情形，果决地从身边交通队员
的身上抽出一把大刀，大声疾呼：
“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
头，共产党员跟我来！”正是因为他
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毫不退缩地带
领部队绝地反击，才最终取得了战斗
的胜利。这场与血战湘江、四渡赤
水、飞夺泸定桥齐名的红军长征八大
战役之一的鏖战独树镇，是吴焕先
“勇”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在独树镇，我所看到的吴
焕先，是一个绝不退缩的英勇战士的
话，那么在庾家河会议旧址，我又看
到了吴焕先的另一面。

85年前的隆冬时节，衣着单薄的
红二十五军翻越崎岖的山路，挺进秦
岭深处的陕西省丹凤县庾岭镇。而当
年镇上一家名为“春茂永”中药铺，
因作为红二十五军将领们暂时的歇脚
地，留下了诸多军史上后来为人所称
道的温情故事。

在那场决定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
的庾家河战斗中，副军长徐海东身负

重伤，命悬一线。在昏迷
多天之后，因血痰堵住
喉咙不得而出，徐海
东喉咙中沙沙作响。
当时守在旁边的，
有 他 的 生 死 搭 档
吴焕先，还有年
轻的医护人员周
少 兰 。 见 此 情
状，吴焕先用胳
膊肘碰了下一脸
焦急的周少兰。
她忽而明白此中
深意，虽害羞却
坚定地伏下身子
为徐海东吸出了血
痰，也由此成就了
那段红二十五军史上
著名的“东屏”之恋
( 周 少 兰 后 改 名 为 周 东
屏，取“徐海东的保护屏
障”之意)。

在春茂永药铺后人的记述中，
有这样一段对吴焕先的叙说。当年吴
焕先住在杨家药铺时，晚间找来掌柜
杨春荣索要蜡烛。掌柜不解，吴焕先
解释道，他睡前习惯看书，吹灯后还
会背记名句。熟读兵法、以救人民于
水火为己任，是吴焕先留给杨春荣最
深刻的印象。在部队离开庾岭镇时，
为了表达对杨家药铺的感谢，吴焕先
还特意留下一箱银元给杨春荣。

逝者如斯夫，岁月无情流走，只
有那只被杨家后人珍藏至今的充满历
史沧桑感的木箱记录着当年令人感动
的军民鱼水情深。

在此次寻访采风活动接近尾声的
时候，我们来到了甘肃省泾川县宝盒
子山下。这里是吴焕先战斗并牺牲的
地方，是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的终
点。据吴焕先烈士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介绍，在1935年8月的四坡战斗中，
吴焕先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胸部，不幸
壮烈牺牲。噩耗传出，战友们极度悲
愤，高喊“为政委报仇！”纷纷冲向
敌阵展开肉搏。最后，将残敌全部击
毙。

虽然这场战斗胜利了，但红军指
战员们却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痛失
政委的红二十五军，全军悲恸。当天
傍晚，徐海东等军部领导人和战士
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流着眼泪抬着
吴焕先的遗体渡过 河，将他安葬于
郑家沟村东的宝盒子山下。工作人员
在解说的最后，这样评价他：“他之
所以被称作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不仅
仅因为他是军队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更重要的，他的人格魅力，让当时的
许多红二十五军将士深受触动，这在
后 来 许 多 亲 历 者 的 讲 述中 都 有 体
现。”

“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
云分左右，惟尔与天齐。”在甘肃省
平凉市泾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里，
我注意到了这样一首小诗。据馆内工
作人员介绍，这是时年 1 8岁的吴焕
先，有一次在天台山开会，和同志们
一起畅谈革命理想时，借诗赞颂天台

山的雄伟气势，同时抒发了自己对于
革命无比坚定的情怀。

不得不说，18岁的吴焕先此时已
然拥有了自己的人生信念和规划，并
在此后，一直意志坚定地按照自己心
中的信仰走了下去。

在整个寻访采风的过程中，有一
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始终难以忘怀。
每到一处，不管是烈士纪念馆还是战
斗遗址，我都会关注一下烈士的年
龄。让我唏嘘不已的是，他们之中，
大一点的不过30出头，小的，甚至只
有十几岁。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他们
丝毫不为过：他们于青春年少之时，
怀揣救国救民之理想，用自己的青
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生
命之歌。

这些细节总让我想起电影
《风声》里，顾晓梦最后留
在旗袍上的那段独白：我不
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
知我为何而死。我亲爱的
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
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
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
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
灭,灵魂将于你们同在。

的确，当年，许多如吴
焕先一样的年轻人，他们也

曾是别人的儿子、父亲或是爱
人，但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他

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为了民
族的存亡，甘愿舍弃自己年轻的宝

贵的生命，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没有人能永远 1 8岁，但总有 1 8

岁。
一路前行，我们不仅了解了这段

红军艰难的远行，更是从中认识了许
多革命先辈的人生轨迹。那些逝去的
人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活生生
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虽不能感
同身受，却也真实地看到了他们一路
浴血奋战、英勇前行，绝不放弃的感
人历程。我们回顾历史，不仅为了回
顾那段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更是为
了从中汲取力量，更好地奋力前行。

而我本身，也从这样一场不同寻
常的遇见中，收获了一段有关青春和
信仰的感人故事，得到了一次难以忘
怀的情感体验。在一些文字、图像的
记录中，我得以了解了一位红军烈士
的生命轨迹，并从情感上得到了诸多
的共鸣——— 这是何其有幸的一件事
情。

感谢这样一场穿越时空的遇见，
它和所有人生中的特殊情感体验一
样，是生命的馈赠，值得记录和珍
藏。

金寨县，崇山峻岭，景色秀丽，
自古以来就是大别山区的重要军事要
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
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和红四方面军
的主要发源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
曾在两年时间内经历了两次解放、两
次易名的曲折过程。这是为什么呢？

金寨的第一次解放

在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局长胡
遵远看来，金寨县的设立“就很有意
思”，“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
蒋介石调集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核心区金家寨进行‘围剿’。前三次
‘围剿’都失败了。第四次‘围剿’
开始前，蒋介石承诺谁的部队最先攻
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成立
一个新的县。”胡遵远说。结果，国
民党第十四军卫立煌的部队最先攻下
了金家寨。于是，蒋介石就在中国版
图 上 以 金 家 寨 为 中 心 划 了 一 个
“圆”，涵盖周边鄂豫皖三省六县共
55个保，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成立
了立煌县。这也就是“金寨县”为什
么以前叫“立煌县”的由来。

时间到了 1 94 7年6月。据史料记
载，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考虑，准备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
量歼敌，彻底破环国民党将战争继续
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
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
命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一战略意
图，7、8月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挺进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
了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
进攻的序幕。7月23日，毛泽东亲自
起草了一份“AAA”级(最紧急与最秘
密等级)电报，指示刘邓“下决心不要
后 方 ， 以 半 个 月 行 程 ， 直 出 大 别
山”。刘邓大军在接连越过陇海铁
路、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冲
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后，于8月
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北麓。

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后，随即电
示 所 属 第 三 纵 队 “ 应 迅 速 攻 占 立
煌”，以便向皖西地区实行战略展
开。8月31日，三纵8旅就抵达金家寨
的史河北岸。当时，金家寨城内驻有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第4总队、立煌县
自卫大队400多人和国民党第46师188

旅564团的两个营，共1000多人。他
们在县城和四周山上修有密集坚固的
工事和碉堡群，易守难攻。

据胡遵远介绍，为迅速攻克皖西
重要门户金家寨，打开进军皖西的新

局面，8旅的战士们来不及休整，于当
天下午就偷渡史河，成功登岸后立即
向金家寨发起进攻。守敌保安团抵抗
一阵子，便如鸟兽般逃往山上碉堡。
我军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敌
人多次反扑，均被我军击退。

9月1日拂晓，总攻开始。战至下
午1时，守敌大部被歼，仅有部分残敌
利用城东几个制高点的碉堡负隅顽
抗。解放军多次喊话，要敌人投降，
敌团长陈铁汉仍不死心，妄图等援军
到来再进行反攻。这样，到了9月2日
上午8时，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以山炮
向敌碉堡抵近射击，将敌碉堡全部摧
毁。守敌四处溃逃， 1小时后全部被
歼。上午10时，战斗全部结束，立煌
县城金家寨获得解放。“这次战斗，
我军大获全胜，不仅全歼守敌共1000

多人，缴获步枪400多支、轻重机枪
50多挺、大小炮10多门，而且击毙敌
团长陈铁汉，生俘国民党立煌县县长
李宣。”胡遵远说。

金家寨解放后，随即于1947年9月
4日组建了新的县委和县民主政府，下
设麻埠、城关、汤汇等9个区，由白涛
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新的县委、县
政府成立后，认为立煌县名原是国民
党命名的，现在立煌县已经解放，人
民已经当家作主，县名应当更改。于
是，各方商议并报上级批准，将立煌
县正式改名为金寨县。自此，金寨县
载入史册。”胡遵远为我们说起了金
寨县易名经过。

一年多的敌我“拉锯战”

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甘心失败，
于是在1947年1 1月末，集中了14个整
编师33个旅的优势兵力，开始对大别
山区展开全面围攻。对于接下来一年
多的战斗，胡遵远用了“拉锯战”这
个词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在12月2月
占领金家寨。但刘邓大军积极开展反
围攻作战，不仅在大别山区站住了
脚，于9月份收复了金家寨，而且把大
别山根据地发展到平汉路西，以后续
部队第十、第十二纵队向桐柏、江汉
两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而就在这时候，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刘
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
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一带，寻机歼
敌。22日，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大
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在主力
转出大别山之后，军区部队与人民武
装应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的战略阵

地，开展更广泛地群众性游击战争；
健全和充实各级游击武装集团，改进
游击战术，使游击战争与发动群众结
合起来，军民协力，战胜敌人的“清
剿”。

就在刘邓大军主力部队转出大别
山区后不久，敌人即以20多个整编旅
向大别山根据地中心区发起进攻。国
民党立煌县县长吴曙光重新组织县常
备大队、宪兵大队、警察局等反动武
装1000多人，在各区、乡分设大队、
中队、小队。黄英、周香波、陈云
溪、张天和等10多股民团和土匪武装
也纷纷出笼，配合国民党正规军，进
行反革命“清剿”。1948年夏，国民
党军队再次占领金家寨。

随 后 ， 国 民 党 便恢复 了 “ 立煌
县”县名和各级行政建制。 1949年2

月，新任国民党立煌县县长袁成英更
是将 地 方 反 动 武 装 编 成 5 个 团 ， 共
4470人。

金寨的第二次解放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
2 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获得解
放。蒋介石、白崇禧等在仓皇逃窜之
中仍妄图东山再起。他们先派汪宪从
武汉窜至金家寨，成立了所谓“豫鄂
皖边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收罗了
万名土匪、恶霸和特务，拼凑了十多
个支队；后连续3次派飞机向金家寨空
投弹药，帮助他们负隅顽抗到底，妄
图确保其所谓的“敌后第二战场”能
够长期存在。

为了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巩
固后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第三野
战军24军71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协
同第四野战军42军 126师等部队进剿
大别山残匪。1949年8月上旬，鄂豫
皖三省边区笫一次剿匪会议在武汉召
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总
指挥部，下设东线、北线和南线3个剿
匪指挥部。而东线剿匪指挥部就设在
金寨县麻埠。

据史料记载，同年9月5日，东、
南、北三线的剿匪部队，在鄂豫皖边
区剿匪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一齐
向大别山残匪聚集的中心区金家寨进
行联合会剿，并于9月6日解放了金家
寨，俘匪80余人；12日，匪立煌支队
第1团团长兼城关区区长陈云溪率50多
人投诚；18日，金家寨镇群众和驻军
2 0 0 余人举行大会，庆祝金寨县解
放。“在近20天的时间里，我军一举
占领了金寨境内的多处大别山匪巢，
不仅最终解放了金寨，而且使国民党
反动派妄图把金寨作为其在大陆的
‘游击中心’、开辟‘第二战场’的
幻想彻底破灭了。”说起这段历史，
我们明显能感觉到胡遵远的语气里充
满着自豪。

金寨县人民政权建立之后，立煌
县又改回“金寨”的县名，并一直沿
用至今。金寨两次解放，两次易名，
间隔两年之久，不仅过程曲折，而且
创造了一个历史——— 安徽最后解放的
一个地方。

金寨两年内的两次解放和易名
程堂义 洪欣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场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穿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的相遇
本报记者 汪娟/文 隋文进/图

吴吴焕焕先先

寻寻访访小小分分队队队队员员聆聆听听吴吴焕焕先先烈烈士士纪纪念念馆馆工工作作人人员员讲讲解解

吴吴焕焕先先““破破家家革革命命””

油油画画再再现现当当时时独独树树镇镇战战斗斗激激烈烈的的场场景景

吴吴焕焕先先烈烈士士纪纪念念馆馆全全景景

金金寨寨解解放放时时的的情情景景((资资料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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