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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
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官
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爆发。

举行停战谈判 签订停战协议

实际上，1 936年 1 2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
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促停止内战、共同抗
日，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5月，长期
与中央失去联系的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红军
派人到西安，得到中央代表林伯渠、红军总政
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指示和中共关于国共合作
抗日的文件精神。7月14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
敬亭决定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举
行停战谈判。为此，高敬亭致信卫立煌 :“我奉
我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团
结抗日的指示，向你提出：一、接信后凡驻我
附近的国民党兵立即撤退；二、双方派出代表
进行谈判。”

7月1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
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与卫立煌的代表商谈正式谈
判的有关事宜。高敬亭在此机智地提出举行停
战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为创造一个停战
谈判的和平气氛，包围红军驻地的国民党军队
必须后撤10公里；第二，鉴于谈判在安徽省岳西
县城举行，必须确保红军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
第三，此次谈判只是局部停战谈判，涉及的一切
重大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中央解决。只有这三个
先决条件得到确认和实施后，方能派出代表谈
判。

此时的卫立煌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
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
住在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半夜里当他被
一阵枪声和嘈杂声惊醒之后，便和住在招待所
里的20多名国民党要员一起成了杨虎城的俘
虏。他原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
最狠、积仇最深的人，肯定是凶多吉少。然而，
当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
决时，他却意外地和其他国民党要员一起平安
地回到南京。回到南京以后，他回想起自己在
西安事变中的惊险经历以及张学良的谈话和中
共方面的意见，不禁感慨万千，从而意识到抗
日救国确实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抗日就
会沦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对他这样的人
能不念旧恶，从宽释放，促使他下决心放弃内
战，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所以，当他接到高敬亭
的信后，便以积极的态度来寻求和高敬亭进行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

7月28日，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经过数轮谈
判，在岳西县九河签订了停战协议书，从而使中
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鄂豫皖边区
得以实现，成为南方八省中最早实现区域性国
共合作抗日的地区。

谨慎定决策 勇赴“鸿门宴”

1937年8月上旬，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发
布抗日命令:“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
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
召开红二十八军和皖鄂边区特委干部会议，再
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传达岳西
停战谈判新达成的协议，着重研究向七里坪集
中问题。高敬亭告诫全体同志，虽然停战协议签
了字，但要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内的极端分子
利用停战后的和平心理，搞突然袭击。为确保部
队安全，会议重新确定了从皖西到七里坪的行
军路线。会议还决定派人分赴各地，向红二十八
军所属部队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宣传国共合作、
共同抗日，通知他们到七里坪一带集中。

8月上旬，高敬亭和皖西特委书记何耀榜率
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和二、三分队及潜太游击
队，从岳西县鹞落坪出发，经罗田县北部的东界
岭，麻城县乘马岗，扶县箭厂河、闵家山、高山
岗、卡房等地，前往黄安县七里坪，没有按照国
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规定的路线行进。事
前，高敬亭还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情况，并命令部
队分散行军，备足干粮，途中尽量不做饭，不耽
误时间，以防被袭。

进驻七里坪 改为四支队

李世焱奉命前往金刚台找赤南县县委书记
张泽礼(绰号“张三铁匠”)，通知便衣队下山到七
里坪集中。“我比较了解张泽礼同志，他出身贫
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国民党有着刻骨仇恨，现
在一听说国共合作的事，思想弯子会不会转过
来。”李世焱有点担忧。高敬亭立即写了一封致

赤南县委的信，又叫秘书拿来好多
张布告，一并交给了李世焱，又嘱
咐他们 :“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
礼。记住，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
动家伙还想搞阴谋，你们的任务是

找到赤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
李世焱找到张泽礼时，曾在一起战斗过的亲

密战友相见分外亲热，但张泽礼一见到卫立煌
签发的通行证，马上惊疑起来，立即命令便衣队
持枪严厉监视李世焱等人，在经过反复核对高
敬亭的信件确凿无误后，又开会商量，最后才说:

“好！既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
知集中便衣队，开赴七里坪！”李世焱完成任务
后，向高敬亭汇报说:“军政委，这次找到张泽礼
同志，差点送了老命。”高敬亭笑笑说:“我知道你
们有危险，但我相信你们会把工作做好，张三铁
匠是个好同志嘛！”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到七里坪后
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
争及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接到报告后，
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林伯渠，作出对红二十八
军的指示。9月中旬，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
启文等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七里坪。行前，毛泽
东专门接见他们，作了重要指示，并对鄂豫皖边
区党和红军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
价。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武装、便衣队集结后，由
郑位三、肖望东等负责，在七里坪附近的秦家祠
堂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学习毛泽东的《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和中共中央
文件。

1937年12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
议，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
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
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
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辖4个支队和1个特
务营，共1万余人。

1938年1月1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
剑英到七里坪视察，检查红二十八军整训情况
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并具体部署了东进抗
日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进驻七里坪之时，国民党武汉行营派极端反
动的专员程汝怀在七里坪设“鸿门宴”，明里邀
请何耀榜及随员赴宴，暗中却在七里坪及附近
大量构筑工事，企图以其优势兵力，先逮捕何耀
榜，再围歼到达七里坪附近的红军。地下党的同
志及时送来情报，高敬亭和何耀榜等人分析，如
果去赴宴，很可能遭毒手；如果不去，对方则可
以借口红军放弃七里坪，撕毁原定协议。面对这
一情况，红军采取积极对策：高敬亭指挥部队在
外面做接应，何耀榜带领挑选出来的红军战士
组成警卫队，前去“赴宴”，机智地控制了宴会
厅，使对方慑于自身安危而未敢施以毒手，从而
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的流血事
件。程汝怀的阴谋失败后，国民党武汉行营致函
红军，表示遵守停战协议，欢迎红军进驻七里
坪。不久国民党一○三师所部撤出，高敬亭率部
进驻七里坪。

东进上战场 打响第一枪

1937年3月8日，新四军四支队召开东进誓
师会，随即分别从七里坪和信阳县邢集出发，成

为首批奔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的新四军部队。
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时，分别在七里坪和竹
沟设立了留守处，这两处成为豫鄂边区抗战的
战略支撑点。

1938年3月下旬，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四支
队主力和由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改编的四支队
八团在皖西流波疃(今金寨县境内)会师。根据中
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成立了新四军四支队军
政委员会，高敬亭任主席，戴季英任副主席，林
维先、吴先元、胡继亭为委员。随后，部队继续东
进，于4月初抵达皖中地区。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继攻占南京并进行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兵分两路向西猖
狂进犯。日军侵略淮南后，疯狂掠夺当地的煤矿
资源，残酷地榨取矿工的血汗，数以万计的工人
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下。1938年5月12日，
新四军四支队先遣队在巢湖以南蒋家口西岸，
出其不意地伏击日军巢县守备队，当场击毁两
艘日军汽艇，毙伤敌46人，缴枪11支，残敌狼狈逃
窜。蒋家口战斗打响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
的第一枪。这场战斗首战告捷，有力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华中军民的抗战信
心。蒋介石于5月16日发出致新四军的表彰电 :

“贵军四支队蒋家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1938年5月至10月，首先进抵华中抗日前线

的新四军四支队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英勇顽强地打击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武汉会
战”，连续展开28场战斗，连战连捷，毙伤敌940

余人，俘虏日军8人，击毁敌军车156辆，为打开
江北抗战局面和创建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
了基础。

伏击棋盘岭 打个大胜仗

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
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日本军车通过。
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
到敌人对于安合公路天然要隘棋盘岭的警戒有
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新四军四支
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立即从驻地出发，到棋
盘岭设伏。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
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
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

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
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
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
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
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
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新四军四支队的伏击
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伏
击部队迅猛出击，车上200多名押车的日本兵纷
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伏击部队的火力杀
伤，一部分至棠梨山负隅顽抗。新四军四支队用
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

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棋盘岭伏击
战，新四军四支队共击毙敌人70余人，毁坏军车
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
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
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
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
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
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

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

年6月罹难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
日伪军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
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
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
(包括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
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

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
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花开两朵并蒂红 兵分两路建功勋

1 9 3 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
任邓子恢等相继从皖南来庐江，于江北第四支
队驻地严家松园，组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
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
主任。

1 939年7月，新四军四支队分编为两个支
队。原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任新四军江北指
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
委，下辖第八、九、十四团，开辟了以定远藕塘
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司令
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下辖八、十、十五团，开
辟了以来安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
地。

1 9 3 9年 1 2月2 1日至2 3日，新四军四支队
在徐海东指挥下于周家岗等地同日伪军激战，
毙伤敌 1 60多人，收复大片失地。1 940年3月4

日至 1 2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定远自卫
反击战中，歼俘顽军3000余人，并乘胜攻克定
远城。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改编
为新四军第二师，开创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坚持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先后编入华东
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序列，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
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和
上海等一系列重要战斗中功勋卓著。

红二十八军的改编及新四军四支队的抗战历程
胡遵远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红红二二十十八八军军政政委委高高敬敬亭亭

1938年5月，新四军四支队向皖中敌后挺进。

深秋，我随几位朋友来到金寨县吴家店镇石佛
村。在黄狮寨山脚下，高耸着一块巨形标牌，上书：国
家登山健身步道示范工程·金寨黄狮寨。抬眼望去，深
秋的黄狮寨郁郁葱葱，只是不见春天中漫山遍野的红
杜鹃。

我们沿着登山步道拾阶而上。百余米后，木制的
栈道没有了，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砂石道，道边还有
刚砍倒不久的杂木枝条和蒿草。陪同的村书记小潘告
诉我们，自春天杜鹃花开过后，这里就基本上没有游
客了。

今天是天晴的第一天。虽然下了近一周的绵绵秋
雨，行走在砂石道，鞋上却没有一点泥泞，脚下松软的
砂石反而让人感到轻松。贴近山岭、贴近自然的亲切
感油然而生。

小潘是个四十多岁壮实的山民，健谈。他边走边
给我们介绍黄狮寨的来历。传说天宫里的金狮看到人
间鸟语花香，漫山杜鹃花更是迷人，于是偷偷来到这
里。在一个月明星朗的夜晚，寂静无声之际，霞光一
闪，一只金灿灿、明晃晃的金狮在山上腾飞起舞。这时

山坡上的杜鹃万花齐放，姹紫嫣红，子规鸟齐鸣，山泉
发出叮咚的伴奏。从此，人们就称此山为黄狮寨。

走过一段坡度不陡的砂石道，来到稍陡的石条
道。这里的石条，不似名胜景区的石条平整齐正，而是
没有认真打磨、有些粗糙的长石条，但细心一看，每块
石条下沿都有几道垂直于石条的小凹槽。原来是为了
让石条上的雨水及时流出。

石条道不长，前面一段山道是用大碗口粗的松木
次第横铺在道上，松木上方填满沙土，形成台阶。这样
的山道，既保留了原有的砂石路，又防止雨水造成的
砂石流失。小潘说，这条登山步道有80%为非硬化路
面，平均坡度在25度以内，非常适合登山运动。

登山步道两边随处可见已孕育苞蕾的杜鹃。我本
为没有见到杜鹃花感到遗憾，不料，快到山顶时，却意
外看到一处山寨遗址。山寨寨门用三块完整的石料垒
成，两边分别竖着一尺五见方、高约一丈五、凿刻整齐
的石条；上方横着一块两米左右长的石条，连接寨门
的是两边延伸的寨墙。寨墙有一尺五左右宽。寨门右
边的寨墙保存较为完好，近两米的寨墙中间，有一个

一尺见方的瞭望孔清晰可辨。这山寨是南宋抗金时建
的，寨墙有2000多米长。

走过寨门不远，小潘指着路左边杂木丛中隐约可
见的石墙说，那是山寨中古屋的石墙基。我走下路边，
拨开杂木荆棘，终于走近早已是断壁残垣的古屋石
基。岁月的侵蚀，已使这近一米高、面积约百余平方米
的石基，长满了绿苔。抚摸着古屋石基，我想，800多
年前，在这山寨古战场，这里的山民演绎了一段怎样
悲壮的故事呢？

望着在杜鹃丛中隐约可见延伸不断的寨墙，我
想，杜鹃花海常有，但杜鹃花中的古山寨不常有。

下山的路上，星星点点可以见到几朵反季节开放
的杜鹃花。望着这零星的杜鹃花，我的思绪却离开了
这山景。

这使我想起2015年的一件往事。当年春天，我到
济南出差，小弟带我驱车百余里，慕名来到中国四大
古刹之首的灵岩寺游览。这里不见众多名寺常有的大
雄宝殿、禅房和古塔，所见之处皆是残垣。只有一处约
两丈高的古建筑的残存以及随处可见、分布有序、颇
有规模、残留的古建筑石基。据游览牌介绍，灵岩古寺
已被地质灾害所淹没。若一定要说可以欣赏的景观，
就是几株高大青翠的柏树，四周群山环抱。如果只是
去观景，恐怕连打卡地都找不着。春天的细雨中，游览
的人处处可见。我想，他们到此游览，一定是在探寻这
座兴于北魏、盛于唐宋的古寺灿烂的历史和悠久的文
化，体味明代学者王世祯“游泰山不游灵岩，不成其
游”的深刻内涵。

我以为旅游的真谛在于游，而不全在于景。几乎所
有景区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子。留住这个影子，才
能让我们知道前人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文化是旅游
的内涵和根基，旅游和文化，两者不能分离。如果直奔
景而去，打个卡，那旅游的意境和乐趣又在哪里呢？

快到山脚时，小潘指着景区停车场屋后的山角处
说，那里有一株杜鹃，奇怪的是每年都在深秋盛开。

我小心地跳下木栈道，“披荆斩棘”二十多米，来
到这株杜鹃前。只见这株两米高的杜鹃开满了红色花
朵，和黄色板栗树叶相映成趣，我赶紧用手机拍下这
奇异的“同框”照。

返回木栈道，我不时回头望向那株杜鹃。这深秋
里盛开的杜鹃花是在呼唤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
花吗？抑或是在呼唤旅游文化回归春天的到来？

若是，我和那株杜鹃一样，期盼着。

秋收时节，庄稼地里稻子低着头，金
黄一片，一派丰收景象。但前阵子遇到阴
雨天气，母亲在唠叨，老是像这样不放晴，
哪天才能回茶庵把红薯挖回家？

周末，我们一家人忙里偷闲陪着母亲
一起回老家，去挖三棵树下的红薯。上午
才回到老家，母亲下午便嚷嚷着要去地里
挖红薯。她想看看咱们村民组的老庄子，
咱家的大薄田和红薯地，再与老庄子的同
龄人唠唠嗑。

以前，母亲从不让我们下地，挖红薯
都是她一个人干。她说挖红薯会影响孩子
学习，孩子只要把书吃透，就会有个好前
程。如今，母亲连走路都让人担心，挖红薯
这桩活也只好我们来干了。挖红薯这活不
轻巧，需要有体力和耐性。一会儿弯腰，一
会儿曲背，一天下来腰疼、腿酸。挖红薯的
时候，母亲和娃也来了，这一老一少站在
田埂上，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在一
旁逗笑，我们一点累意也没有。咬咬牙，一
天下来，挖了足足一千斤红薯。

我们把这些红薯宝贝“请”回家贮藏。
在母亲的指导下，先把红薯在四合院里晾
一晾。再选一些平整的灰砖把地窖给砌起
来，然后铺上大量碎麦草，最后把这些宝
贝们一篮一篮运进地窖，再把地窖四周
盖严实。然后，红薯就可以安全过冬。直到
第二年春天，家里都有红薯吃。邻居们都
羡慕母亲的老把式，来跟母亲取经。

母亲种了一辈子水稻和红薯，以前没
有发过感叹，现在却每每跟小区邻居们说，
现在孩子们生活越来越好，而红薯地离家
也越来越远。母亲这次术后返乡，颇费周
折，身上还带着固定夹板，深怕有什么闪
失。来趟红薯地费了很大力气，到三棵树仅
有五六华里，母亲一路却歇了三四回。

母亲是农村人，改变不了一生养成的
习惯。虽然来六安生活已三四年，但吃红
薯的习惯一直没改变。早晚都要在电饭煲
里蒸上一个红薯，在饭后慢慢品尝。

这些年，咱家经济田交给二叔管理
了，母亲却单单留下一块旱地，留着种红
薯。红薯地有些远，但土质好，水源足，年
年丰收。今年夏季，母亲又返回农村，从娘

舅家要些红薯秧，婆媳俩忙活一整天，连
剪带插，插好三墒红薯。

咱家的红薯地块在三棵树下，离大薄
田很近。种庄稼讲究成本，三棵树附近地块
种庄稼的成本高，遇到恶劣天气，风险系数
大，本村很多村民宁愿抛荒，也不愿多一点
投入。久而久之，这些少收或绝收的田便有
了大薄田的外号。父亲半商半农，却不认这
个理。他和母亲执意投入大薄田。

大薄田有田埂，东西方向，横贯其中，
东侧是小庄组，西侧是南套组。之前田埂
很窄，仅容一个人独行。渐渐地，村民们你
让点、我让点，成了一条宽宽马路。40年风
风雨雨，风采依旧。

后来，有村民在田埂上栽下三棵树。年
复一年，挺立在那里。母亲说这是一棵连心
树。那个年代发生很多抢、放水、削田埂的事
件。可在三棵树下，大家和谐相处40多年，没
发生过争执。有了三棵树，夏种秋收时节，
村民们在树下歇歇脚，唠唠呱，躲躲雨。

三棵树下大薄田是离咱村民组最远
的耕地。为了不耽误农时，每季安种前，母
亲都要早做规划，争取一天能完成安种。
中午就在三棵树下随意吃些带来的熟食。

每次出发安种大薄田，母亲都会夜里三
点钟起床，蒸些我们爱吃的馒头和大饼等。从
街上买些油条，烧些开水带到田里。劳作一上
午，午饭后，我们可以在三棵树下玩一会。父
亲和母亲这时还闲不下来，母亲准备秧苗，
父亲把机器开过来，为犁下一块田做准备。
每每这个时候，我们也歇不到了，会跟在父亲
犁田机后，提着小红桶，在墒沟里抓些鱼和
鳝。一块田下来，足够一家人饱饱吃上一顿。
因为三棵树附近沟渠多，水源足，鱼虾多。

一晃40年过去了，三棵树在，大薄田
也在，村民组老庄子却搬迁了，因为德上
高速修到大薄田。两个村民组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走出了很多有出息的孩子，
给家乡争了脸。

三棵树历经风雨，依旧枝繁叶茂。父
亲三年前走了，母亲身体也大不如以前，
还固执地坚守着老家的红薯地，每年都会
回乡安种和起收红薯。顺便看看我们曾经
熟悉的三棵树……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这是古诗里描绘的乡村画面，也是农耕文化
生活的速写，更是今人情牵梦系的乡愁记忆的“盆
景”。霍邱县岔路镇元圩村农耕民俗文化馆穿越千百
年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以一件件鲜活的
农具、工具复活当初的颜色，令人心生向往：一盘磨、
一把秧马、一个耙耖犁、一架风簸……它们不仅是珍
贵的文化遗产，也是风俗文化的“活化石”，更是人们
心灵深处乡愁的寄托。

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进程，一直伴随着中华文
明的历史脚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深深融汇于农
耕文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嬗变，机械化替代传统的牛
犁耙耖的耕作，一些与传统农耕相关联的农具也被
历史烟云裹挟着，寿终正寝。

“传统农具哀鸣，我闻其声。机器掘进，更迭换新。
民俗物件将倾，谁还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每一
件农具都经过二十四节气的洗礼锤炼，都经过田园风
光的摸打滚爬，都经过乡村烟火缭绕的塑型……外形
意蕴、内敛时空等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军事、
经济、哲学、宗教、艺术、民俗等文化内容，在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史的摇篮里，是回眸历史文化的一处绝佳
窗口。

由于缺少保护，具有重要文化和文物价值的
农耕生活用具将濒临消失。如何让它们重新焕发
光彩，让每一个对家乡抱有深厚情感、对农耕民
俗怀有记忆的岔路人有个可以寄放乡愁的地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人生
难舍是乡情。还记得村口的那盘石磨吗？还记得
小时候一起坐在石磙上骑马嬉戏比赛吗？还记
得承载童年太多欢笑的稻圈 里 藏 猫 猫的游戏
吗？“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传承民俗，记住乡
愁”，这些农耕生活用具也许会垂钓风尘仆仆的
游子归来，也许会唤醒日理万机贤达乡梓们的
情怀……

乡民从事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耕作，民风
淳朴，形神有序，节奏舒缓。乡村有着更多诗意与温

情，有久违的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
价值和传统。

农耕文化民俗馆抢救性收集、存留、研究和展示
中华民族传统农耕生产生活用品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珍藏农耕记忆、弘扬传统文化、教育子孙后代
的“课本”。

传传承承民民俗俗 记记住住乡乡愁愁
张正旭

深深秋秋里里盛盛开开的的杜杜鹃鹃
周周 钢钢

祝祝梅梅生生 摄摄

三三棵棵树树下下
袁袁 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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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