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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初，雷伟和所在的红二十八
军二四四团二营参加了红二十八军翻越大
别山主峰白马尖的战斗。

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
红二十八军第三次组建时，高敬亭准备

在皖西南的太湖、潜山、黄梅、广济、舒城一
带开展游击战争。可是，刚上任的国民党鄂
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梁冠英，调集刘茂
恩的十一路军和自己二十五路的第三十二
师，“进剿”新生的红二十八军部队。为了不
让红军在潜山、太湖地区扎根，春节期间也
不停止对红军的“追剿、堵剿、清剿”。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一)，在太湖凉亭坳
(今属岳西县)汪胡氏宗祠，红二十八军正在
召开成立大会。可是，敌十一路军六十五师
一九四旅由立煌县南庄畈、丁家埠，六十四
师一九一旅由立煌县麻埠和六安县苏家埠、
独山，一九二旅三八四团由太湖县，二十五
路军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七团、九十五
旅一八九团由霍山县漫水河、黄栗杪开始出
动，共9个团从西北、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向
凉亭坳一带合围过来。

敌情紧迫，而且当时红军极度困难。新
组建的红二十八军，说是一个军，其实只有
不满员的5个营级单位，全军仅有1300多人，
没有固定根据地，没有物资，没有枪、子弹，
是经受不住敌人合围的，应当避敌锋芒，保
存有生力量，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
在高敬亭率领下，红二十八军采取北上

战略，准备回立煌县熊家河老苏区休整。根
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高敬亭、方永乐决
定不与敌纠缠，先机摆脱敌人，走来榜、河
口寺和包家河这条路。这条路虽然峡谷多，
山高林密，但反动的地方武装比较少。

2月6日，红二十八军从凉亭坳向来榜
方向前进。在潜山县分水岭、王家屋(今属岳
西县)与敌六十四师一九三旅三八四团遭
遇。这是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的首战。经过
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连，冲破封锁线，往
北进入霍山县境。

9日，部队行进至霍山县长岭庵，与敌三
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七团和特务团二营遭
遇。红二十八军留一个班据险阻击，大部队
向霍山包家河(今属岳西)转移。

12日，红二十八军行至霍山县太阳畈东
北黄泥榜、筲箕窝。敌人第二十五路军三十二
师九十四旅旅长时德学率一八八、一八九团
两个团三四千人，由来榜经长岭庵冲过来，企
图在黄泥榜拦截红军。战斗于中午打响。激战
半日，红军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但是，八

十二师师长罗成云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此时，红军后有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旅

长时德学指挥两个团紧追，前有敌十一路军
两个团猛攻堵截。红二十八军1000多人，被
敌军近万人逼向大别山腹地最高峰的白马
尖脚下。
在此紧急关头，军政委高敬亭把手枪团

战士詹化雨(立煌县古碑人)找来，询问突围方
向。詹化雨认为，眼前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南翻
越白马尖，才能突出重围。于是，高敬亭命他
当向导，带着部队连夜冒雪穿越白马尖。

白马尖是大别山第一主峰，海拔1774
米。山势陡峭，无路可通，逾尺深雪把山野
道路捂得严严实实，积雪直没膝盖，一踩就
是一个坑。红军将士上山几百米后，山势更
为险峻，攀登也越发艰难。看到主力上了半
山腰，后卫部队开始撤退。还没有完全上
山，敌二十五路军、十一路军追击部队就逼
近了。敌人追击的火力，泼水般倾注到雪山
上，炸得山崩地裂，不少同志负了伤，十几
名红军战士牺牲了。

傍晚，红军部队全部攀上了白马尖。敌
人估计红军要从北边大化坪方向下山，便下
山顺着大道，迂回向大化坪方向而去，准备
在那里伏击红军。

红军战士下了白马尖，又上了紧挨着的
多云尖，进入一座古庙多云寺。

一天的激战，粒米不见，当艰难地爬上
山顶时，不少战士昏倒在雪地里。这时，雷
伟和听见军政委高敬亭大声命令：“同志
们，冲下山就是胜利！”雷伟和循声看去，只
见高敬亭奋力迈开大步，踏着深雪，向山下
奔去。雷伟和知道，如果这时躺下去，就可
能永远起不来了。他和很多战士一样，抓了
几把雪放进嘴里，仿佛又充满力量似的，站
起来往山下追去。

红二十八军没有按照敌人预想的从大
化坪方向的道路下山，而是从东南，连夜在
冰雪里疾行15公里，穿丛林、攀悬崖，拂晓
时到达山下霍山县的马家河地区，终于摆脱
了敌人的包围。

经过高敬亭和全体将士的努力，刚诞生
的红二十八军从一次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中解脱出来！红二十八军1300多人，这些红
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大别山
的革命火种，不仅保住了，而且自此以后又
熊熊燃烧起来！

红二十八军翻越白马尖不久，到潜山县
又打了影响很大的官庄战斗。

1935年2月21日，部队游击至霍山县黄

毛山西界岭一带，高敬亭决定兵分两路行
动:由方永乐率红二十八军主力八十二师二
四四团一营、三营、手枪团二、三两个分队
和特务营全部，到霍山、潜山、太湖、舒城一
带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皖西特委领
导的二四六团开辟游击根据地；由高敬亭率
领红二四四团第二营和手枪团第一分队回
赤城、赤南老苏区了解情况，同时到各地检
查工作。这是红二十八军主力第一次有计划
的分散行动。

3月4日上午，当高敬亭率部回到赤南
县胭脂坳北边的梓树坪，与赤南县第四区的
区乡苏维埃机关20余人会合时，驻立煌县、
商城县交界处银沙畈的张学良东北军一〇
八师六二二团三营，由其营长刘清昶率领，
从银沙畈经关王庙向高敬亭所部袭来。高敬
亭布置林维先二营和手枪团一分队预先沿
白沙河两侧高地设伏。

下午2时许，敌人成一路经牛山河大桥
向红军扑来。当尖兵排进到梓树坪时，埋伏
在两边高地的红军一面以强大火力杀伤敌
人，一面开展阵前喊话，并将尖兵排包围。
敌人见势不妙，一个排二十多人全部投降。

后面敌人见尖兵排被包围，便以两路向
红军攻击。高敬亭也兵分两路，阻击敌人。
战至下午5时左右，歼敌两个连，缴获双环
马步枪120余支、轻机枪6挺、子弹5000余
发，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残敌当晚逃回
银沙畈。红军给被俘的30多人发了路费，遣
散回家。这是红二十八军建立后，和东北军
打的第一仗，歼敌一个营的大部。

红二十八军刚与东北军打了仗，不久又
与“追缴”的西北军接上火。

高敬亭率部到达熊家河后，于3月22日
在皮坊西北的鸡冠石与坚持在皖西北的二
路游击师会合。恰在这时，梁冠英看家精锐
部队——— 西北军改编成的二十五路军独立
第五旅组成“追剿”队，一直穷追不舍。独立
第五旅分三路向熊家河追来。

冲在前面的是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
亲自率领的六一三团及附属特务团三营。这
个独立五旅，以能打著称，排以上干部都上
过军校，士兵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

此时，高敬亭所率领的这支部队只不过
五六百人，而当时进剿皖西苏区的敌人多达
几万。高敬亭作出部署:由二四四团二营占领
熊家河南边险要制高点鸡冠石，构筑工事，做
好反击准备；手枪团一分队作为第二梯队，便
衣队和二路游击师等地方武装作为预备队。
鸡冠石山，高不过海拔900多米，但山

势很陡，雪后路滑格外难爬。正因为山势险
峻，易守难攻，加上冰雪封山，占领了这个
制高点，就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国民党独立
第五旅旅长郑廷珍错误地认为，红军主力西
去了，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是没有什么战斗
力的，便下令六一三团和特务团三营自悬剑
山、皮坊方向往鸡冠石猛攻。

22日上午9时左右，战斗打响。敌人凭
借火力优势，先向鸡冠石十八盘山上放了一
阵排炮，组编了“奋勇队”，踏雪爬山，一边
朝山上放枪，一边吃力地往上爬。

红军熟悉地形，高敬亭指挥二营、手枪
团一分队和第二路游击师一部占据有利地
形。等到敌人爬进射程以内，一声令下，机
枪、步枪一齐像雨点似的直泻下去。敌人吃
不住了，不顾上司的督战，掉头就往下跑，
结果又摔死不少。

不久，敌人又发起冲锋。他们改变战术，
不是一窝蜂地往上爬，而是采取散兵线，拉
长距离，一个一个地往上爬。敌人变，红军
也变，雷伟和他们这些战士稳坐钓鱼台，采
取点射战术，趴在战壕里慢慢地瞄准，一枪
一个，弹无虚发。只见敌兵在半山腰，躲无
处躲，跑又跑不脱，尽做了红军战士的活靶
子，白白地送了性命。
与敌激战五个多小时，肉搏数次，毙敌

300余人，敌“奋勇队”队长杨东孝及军官多
人被击毙，敌人锐气大挫。

1935年8月13日，红二十八军部队到达
燕子河地区，获悉敌十一路军第六十五师一
九五旅三九0团一个营由流波掉(后改为流
波镇)进驻花凉亭(今属金寨县燕子河镇凉
亭村)，企图阻截红军。

高敬亭与方永乐分析当时情况，认为该
敌距诸佛庵、霍山城等据点较远，既孤立又
突出，且兵力有限，而红二十八军有4个营
加手枪团，兵力占绝对优势。于是，定下长
途奔袭夜间歼敌的决心。

部队下午出发，急行20多公里，黄昏进
入花凉亭隐蔽。晚上10时许，雷伟和所在的
特务营首先向敌花凉亭东北侧高地发动进
攻；手枪团和二二四团一营在方永乐的带领
下，向花凉亭西南侧高地发起进攻；二营在
进攻敌黑桃湾东侧长形高地时，发现高地上
敌人两个机枪火力点正在向手枪团和一营
进攻方向疯狂扫射，营长林维先即令六连副
连长带一个班，不顾敌人猛烈的火力，迅速
摸上去用手榴弹将其炸毁。

正当各路进攻得手正准备向花凉亭小
镇发动围攻时，从审讯俘虏口中得知：敌驻
花凉亭当天已增至一个团，而不是一个营；
另两个营住在河对岸。鉴于敌情变化和天近
拂晓，方永乐下令迅速撤出战斗，趁夜色向
朱家畈方向转移。

由于对敌情掌握不准，此战未能全歼敌
人，但重创敌人一个营，毙、伤敌200余人，
俘敌1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重机枪
7挺、迫击炮1门、子弹1万余发。

夜战花凉亭，这是红二十八军第一次夜
间进攻战斗，采取偷袭与强袭相结合的战
术，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而且摸索了夜间
攻坚战斗的初步经验。

夜袭花凉亭胜利后，红二十八军转战立
煌、霍山、罗田、麻城等县。 (张正耀 编著)

我很想记录点东西，像发达的
人物一样，待发达后，总喜欢把归
故乡挂在嘴边。而我，不是人物，
是普通的农民，普普通通地过活
着，本无资本和资格唠叨家乡的话
题。我所居住的小山村，俗称湾
子，从我了解的历史，也没有出过
大人物，也无显赫的名气，同样普
普通通。能说道的，是祖上居住在
这，世代延续，经历多个朝代，繁
衍不息，往上讲三辈，伴随的是贫
穷，日子艰难，值得庆幸的是，依
靠坚韧的精神，一代代熬了过来，
用个好词比喻，小山村里的人们生
命力旺盛。
值得拿出来说的，是祖上出来

位教书匠，古代叫私塾先生。这位
私塾先生是我爷爷的爷爷。其实，
也不值一提，老家湾子里的人家，
没有书香门第之说，唯一的传承，
都老实巴交，无所恶，无所善，中规中矩，做着农人。近点，
在闹革命年代，上辈们有人参加红军，但没有大的功绩，后被
政府认定为“红留”，在时代洪流里，众人都有参与，算值得
称赞的事。一直，在周围人嘴里，都是贫穷、落后、辛苦，祖
祖辈辈守着山上的几块薄田，勉强度日。在我见过一些世面，
读过别人的描述后，了解到在那个年代，贫穷与落后，非我们
一湾一村，放眼全国，都一个模式，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已
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向前看，看向未来。我的思想里，只是
多了些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怕回到过去，担心再过苦日子，
家乡湾子的变化，每个农人的变化，都觉得当下好，能吃饱
饭，能穿暖衣，能开上小汽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有
着使命，而人们都想延续着一份美好，不想再回去苦难。人长
期处于苦难中，会消磨掉思想，会没有精神，更失去脊梁骨，
更展露出本性，丧失做人的素质。我喜欢家乡的山山水水，每
次回去老家，在我的老屋里，我总有片刻的沉思，想象着未
来，回忆着过去，有心花怒放时，有暗淡无光时，我交替的情
绪，时常让我煎熬难耐。

湾子不大，地处半山腰，几十户人家，都一姓一族，四面
环山，湾子前面的山势较远，让视野开阔。顺山势的坡，开垦
一块块梯田，大部分都是湾子人的口粮田，即便大家现在都外
出讨生活，但湾子里的人对土地的精贵，铭刻在骨子里。

我在讨生活时，偶有休闲的时间里，闲扯着我老家的湾
子。从没有离开过，我只是外出打工，这里，是我心心念念的
地方，是我住着的地方，是我过年过节隆重举行仪式的地方，
是我老后叶落归根的地方，我说湾子的好，或说着湾子的不
好，但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湾子。

每次回湾子，我都带上孩子，也想让我的孩子对湾子有感
情。我常重复着爷爷讲过的故事，湾子中心地带一口老井的来
历，左边山凹的地名，叫铜门的说法，右边山上，石柜的传说，我
反复地说，重复地唠叨，孩子们从听着新鲜到有些厌烦，我却不
厌其烦。我还没有老，但我的做法，像一位古稀老人，生怕遗漏掉
湾子里的点点滴滴，硬要孩子们能记着。孩子们渐渐长大，今年，
我发现孩子们喜欢老家，想在老屋里多住几天，假期结束要回城
的时候，舍不得离开，表面是感慨湾子里水好、空气好、环境美，
但我心底里感觉，孩子们有了对湾子的丝丝感情。

日常里，湾子里只剩几位老人守着，湾子恢复宁静。这份
静谧，少了年轻人的欢闹声，又似乎热闹喧嚣，来自鸡鸣狗吠，山
峦间各种鸟叫，吵得欢，莺歌燕舞般，早晚时，野山羊在深山里叫
唤，这种喧嚣，来自动
物，万物皆有灵，让湾
子不过于静谧。只是
少了人气，少了烟火
气，但我想，这种人气
和烟火气，装着在外
讨生活人们的心里，
于我来说，就是如此
的。

湾

子

张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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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年年中秋今又中秋。
中秋佳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除春节
之外中国人最为重视的节日。

我想中秋一定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春
华秋实，到了农历八月，也是农作物成熟的
季节，辛苦一年的农民此时停下手中的农
活，用一种仪式来庆祝丰收，表达自己喜悦
的心情。田野是一望无际黄澄澄的稻谷，荒
坡上是饱满的玉米，地里的山芋也被翻出
来了，晒场上是新摘的花生，院子的柿子树
叶已经快要落尽，红彤彤的柿子挂在上面，
十分诱人，南瓜、黄豆……处处都是丰收富
足的景象。

而对于我们小孩子，除了难得一见的丰
盛的美食，就是可以在一起自由地嬉闹和玩
耍，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要数“玩火把”和

“摸秋”。
多年以后，我都固执地把中秋节说成是

“火把节”，可见玩火把占据了我童年的大
部分记忆。在那时那刻，在无边的旷野自由
自在地奔跑，尽情地释放自己。最初的火
把，是用木棍或者竹棍作为轴心，然后用稻
草一层层地扎起来，用麻绳系紧。每到中秋
来临，我们小孩子就早早准备起来，扎起火
把放在草堆后面，暗暗比试谁扎得火把又大
又紧。中秋之夜，大人们还在饭桌上谈天说
地，酒酣耳热，我们的心就早早溜到室外，
焦急地等待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等到旷野上升起一轮明月，小伙伴们都
不约而同地溜出庭院，燃起早已经准备好的
火把，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挥舞，火借风
势、风助火威，田野上顿时火光通明，上下
翻飞，煞是好看。有时我们还和邻近村庄的
孩子比试，隔着一片梯田或是水塘比试谁的
火把又大又亮。这样，月上中天的时刻，高
高低低的旷野，层层叠叠的火把燃起来了，
不断地游移，看不到尽头，夹杂着孩子的呼
喊声，场面甚是壮观。那天夜晚，一般父母

是不管我们的，可以任意地玩下去，直到发
困的时候。有时，我们意犹未尽，还会重新
回到打谷场，临时扎起火把，已是夜深人
静，圆月西斜。有一次，我玩得太投入了，火
星溅到身上，把我身上穿的毛线衣都燃着
了，烧了一个大洞，我却全然不知，那可是
我的叔叔从天津部队寄给我的，为此，我被
母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望着在那时称得上
时尚的毛衣背心上的大洞，我也是后悔不
迭。我们的火把也不断升级换代，用稻草扎
的火把毕竟太笨重了。后来，我的小伙伴们
开始用铁丝扎住棉花，再在棉花上倒上煤
油，这样的火把轻便易燃。等点着以后，可
以上下挥舞，火光四射，令人侧目。

然而，随着一天天的长大，我却与火把
渐行渐远，繁重的学习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
分，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扎火把、玩火
把，直到玩火把成为回忆，感觉那是遥远的
过去。

此外，对儿时中秋的记忆就是“摸秋”，
“摸秋”有不同的解释，儿时的我对此一知
半解，参与的也不多，只知道八月中秋之
夜，可以随意到别人的田里“偷”东西，而被
偷之人也不会气恼、责怪和追究，在今天看
来，这更像是在喜庆时刻的一种游戏，既然
是被偷家庭，也说明家庭的丰收和富有。

记得那一年大概七八岁的样子，中秋佳

节，我们表兄弟表姐妹们都到我姥姥姥爷家
过节，大概有十几个人吧，相约晚上一起去

“摸秋”。那天并非朗月之夜，有时乌云遮住
了月亮，大地显得忽明忽暗，一众孩子由大

表姐领着，踏上了“摸秋”之途。我们这支队
伍，真正是“乌合之众”，年龄上从几岁到十
几岁不等，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然而每个
孩子此时都怀着兴奋而激动的心情，也许人
天生就有一种“窃取”他人的心理。除了秋
虫声声，大地显得非常寂静，路两旁是即将
成熟的玉米，高高地挺立着，整齐得像是等
待检阅的部队，除此之外，还有盛开的棉
花，即将成熟的芝麻以及埋藏在田地里的山
芋。“窃取”之事，摸秋之趣，如今想起，依然
莞尔一笑。

人生不过是一场过客，来来去去，聚散
离合，唯如此，亲朋好友相聚才显得弥足珍
贵。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佳节是团圆的节
日。儿时的中秋只存留在记忆中。

儿时，金秋时节的板栗园是我们
的乐园。

农历七月底，漫山遍野的板栗陆
陆续续成熟了。

暑假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要放
牛、割草、砍柴。每天，从板栗树林里穿
来走去，哪里的板栗最先成熟，哪棵树
结的板栗最好吃，早就摸得一清二楚
了。眼看着板栗蒲都快要挣开一个十字
裂，我们知道板栗肯定成熟了。从树林
下走过的时候，顺手就将够得着的板栗
蒲敲下来，双脚往栗蒲两端一踩，再用
力向两边一分，三两个半红半黄的大板
栗就往外一滚。剥去外面的硬壳，再撕
去里面一层软皮，淡黄的板栗仁就出现
在眼前。往嘴里一丢，一股清香伴着丝
丝甜味就弥散在口腔里。
中秋节左右，农户们已经把板栗

打过了，孩子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上
山找板栗。周末的时候，挎着竹篮，扛
着细长的竹竿，三两个人一起，钻进板
栗树林里。东瞅瞅，西望望，这棵枝摇
摇，那棵树晃晃，总能够听到板栗蒲掉
落的声音。眼尖的人瞅到高高的树头
上还有几个板栗蒲，就双手抱住板栗
树，双脚夹住树干，不停地用力蹬，几步就跨上树丫杈。再抓住树
枝，连跨几个枝丫，就到了树中央。背靠着主干，站在胳膊粗的树
枝上。底下的孩子赶紧把细长的竹竿递上去，然后站远点，一手
遮着额头，一手指着树枝，指挥着树上的孩子敲击枝头的板栗
蒲。三下两下，板栗蒲就“扑通扑通”落下来。半天功夫，就可以找
到一小竹篮板栗。

回家以后，找个竹筛，把这些红彤彤的板栗倒进去，晾在阴
凉通风的地方；或者找个网兜装着，挂在屋檐下。十多天后，板栗
壳的红色褪了一点，拿起来摇摇，会听到里面哈啦啦地响，这时
候的板栗最好吃。用力一捏，板栗壳就裂开了，剥去外壳，里面深
褐色的软皮已经皱巴巴的，两个指头轻一搓，皮就离开了板栗
仁。这时候的板栗仁也是软软的，金黄色，吃到嘴里最甜。也有孩
子把板栗壳剪开个裂口，然后在大锅灶上炒，炒熟后一捏板栗
壳，外面的硬壳连带着里面的软皮就齐整整地离开板栗仁，一股
熟板栗特有的香味就会扑鼻而来，吃到嘴里，又甜又糯。

长大后，板栗园成了家里的聚宝盆。
板栗树抗干旱，耐贫瘠，挂果年限长，是老百姓眼里的铁杆庄

稼。包产到户以后，我们这里开始广泛栽种板栗树。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的时候，板栗大量出口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价格蹭蹭
涨，最贵的时候，抵得上猪肉价格。那时候，金秋季节真的是收获
季节。处暑以后，漫山遍野，人声鼎沸。栗农们打板栗、剥板栗，卖
板栗，忙得不亦乐乎。小镇上商贾云集，人头攒动。天没亮，四面八
方的板栗就源源不断地运来了，真的是压断街。栗农们一歇下担
子，商贩们就围上来，辨品种，看成色，简单讨价还价后，就忙着收
货算账发钱。晌午的时候，街头露天摆放的板栗分拣机就响起来
了。分拣、装袋、上车、发货，商贩们忙得连轴转，小镇上整夜灯火
通明。这样繁荣热闹的景象要持续一个多月。那十几年时间，普通
人家，一季板栗能卖一万多元，可以保一家人一年的日常开支，家
家户户日子过得很滋润。中秋节前后，傍晚时分，好多人家都飘出
阵阵栗香。板栗烧肉、板栗烧公鸡成了栗农们的家常菜。

前不久，回了一趟老家，正是板栗收获季节。板栗园里，是
忙忙碌 碌的栗
农；街头巷尾，是
人声鼎沸的买
卖。寂静了大半
年的乡村仿佛忽
然间满血复活。
多么希望这样的
场景经常出现在
故乡的土地上
啊。

郑郑金金强强 摄摄

中 秋 忆 趣
王康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散发
出娇羞的光芒，有一种声音高
亢着叫醒沉睡的大地，还有梦
乡中的人们。

小时候，在乡村，当书包在
屁股蛋上悠打的时光，在父辈
们起早歇晚赶着活计的年月，
是什么让我们几乎准确无误地完成着课堂上
朗朗的读书声，实现着田间地头春种秋收的辛
勤耕耘？是它，像一位忠诚的战士，像一个严谨
的护卫，盘点着村村寨寨的每一扇大门，惦记
着劳累之后的每一家每一户。不论风霜雨雪，
不论天寒地冻，迎来了太阳，叫醒了被窝里需
要努力奋斗而不可贪睡的人。它叫公鸡，是威
武、骄傲、忠于职守的代表，是希望的象征。
电子时代汹涌而至，公鸡的职责渐渐被

人淡忘，虽然它的叫声依然高昂、依然嘹亮，
虽然它不再受宠，虽然明白自己的工作已失
去应有之义，不再成为乡间最振奋的冲锋号，
但它依然不离不弃，保持着一如往昔的激昂
和力量，伴随着大地上的每一轮日出。虽然舞
台不再灿然炫目，但有一方空间让它再次找
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那就是灶台。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提到红烧公鸡，不仅
仅是餐桌上一枝独秀的当仁不让，是油光锃
亮的美味诱惑，是垂涎欲滴的大快朵颐，还有

一份贵重、一份尊重。是宴席上的一道大菜，
标志着高大上，是最诚挚、最热情的招待。在
物质贫乏的年代，只有除夕之夜，或者家中来
了尊贵的客人，才能杀鸡宰羊。如今，虽然餐
桌花样繁多，红烧公鸡仍然是最能表达心意
的一道传统美食，滋养着每一个人的胃口，还
有每一段丰衣足食的时光。

红烧公鸡首选当年生的仔公鸡，还未开
叫，两斤左右。将公鸡切块，素油炼锅，待油花
飞溅、刺啦作响，倒入鸡块。在巧手与铁铲的
翻飞之间，雪白的鸡块与滚热的油花亲密起
舞，小小灶台周围便开始弥漫着喜庆的气息。
当鸡块光泽渐趋金黄，酱油、食盐陆续加盟，
之后盖锅。不一刻，袅袅的香气再也憋不住，
一缕缕地从铁锅边缘乘虚而出，从厨房溜到
客厅，溢出窗外。
公鸡是特行独立的，昂首挺胸，一步一个脚

印，稳重而坚定。红烧公鸡也是如此。除了油盐
酱汁等配料，容不得有其它任何食材的介入，只

有到了桂花喷香的季节，板
栗的赴约，才赋予这道菜唯
一的绝配。公鸡烧板栗便成
了中秋节前后最珍贵、最讨
喜的一道招牌菜。
小余在温州打工已近

二十个年头，大学毕业便
只身独闯，每年，住在乡下的父母都会隔三差
五地寄几只土公鸡过去，从未间断。家乡的味
道，泥土的滋润，小余创业的劲头似乎更足。
从一名不文，到有了房，有了车，有了一家三
口，根的丝线把小余的乡思缠得更紧、拉得更
长。给父母的钱是从来不缺的，除了日常的电
话，回家看看的时日像四季的阳光，无论迟到
还是早退，但不会缺席。中秋节前夕，当饱满
的板栗开始挺起骄傲的脑袋，小余回到了家
乡。不变的，仍是七十多岁的母亲熟稔的手
艺，怎么也吃不厌的公鸡烧板栗。临别，小余
带上父母打理得干干净净的两只仔公鸡，还
有沉甸甸的10公斤锃亮浑圆的板栗，伴着一
路风尘，让城里的妻儿，也尝一尝自己从母亲
那里传承下来的公鸡烧板栗的人间至味。

清晨，在乡村，精神抖擞的公鸡伸长脖
子，叫响了又一轮忙碌的序幕。站立着，公鸡
是启明星，是生活前进的号角；躺下来，公鸡
是一道人间美味，奉献着红尘最锦绣的生活。

月亮出来了
母亲端上月饼
一家人
团圆的亲情

孩子们的喜悦
一年的狂欢
火把通明
那是童真
棉桃还青青

阡陌纵横
不见故乡踪影
杯中的酒
装满了曾经

楼角追霞色，长街叶舞风。
放歌秋水上，拾醉桂香丛。
携手情如酒，扶肩气吐虹。
大潮听起伏，静好约重逢。

欢欢聚聚徽徽音音楼楼
郑郑虹虹霓霓

公 鸡 烧 板 栗
丁文新

中秋记忆

袁孝友

家
乡
的
板
栗
园

许
鹏
程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