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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开
赴安徽前线抗日，初到皖西和皖中
地区时，发现群众还存在恐日心理。
支队司令部号召广大指战员在战斗
中不仅要狠狠打击日本强盗，而且
要注意活捉一些鬼子，以增强群众
抗日信心。

要活捉鬼子是比较困难的。史
沫特莱曾采访过新四军第四支队教
导大队指战员，他们说：日本人装备
好、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抓1个日
本兵一般需要3个中国兵。当时的
日军，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长
期灌输下，十分顽固，受伤后还拼死
到底，不肯缴械投降。日本鬼子不肯
投降，还有一个原因：日本军官经常
对他们说，“中国军队对日俘官兵一
律杀头”，“杀了头，日本人就永远
不能转生轮回投入人胎”，因此“在
火线上应当是被打死也不能缴枪”。

但是，在我新四军战士眼里，日
本兵绝不是不可战胜的三头六臂的
怪物。5月12日，我新四军第四支队
首战安徽巢县蒋家河口，伏击乘船
出扰的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一
部，缴获步枪手枪11支、敌旗1面，
共毙敌32人，伤敌14人，我无一伤
亡，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常规
战争的序幕。这支巢县守备队，隶属
侵华日军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第
六师团坂井支队，而第六师团是罪
孽深重的首先进攻南京的6个师团
之一。所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
河口消灭的，就是曾经参加南京大
屠杀的日军。

接着，新四军第四支队先后在
六(安)合(肥)、安(庆)合(肥)、舒(城)
六(安)公路两侧抗击敌人。在数十
次战斗中，毙伤敌人940人，缴获大
量枪支弹药，有效迟滞了敌人对武
汉的进攻。

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蒋家河口打
响新四军抗日第一枪后，陆续活捉
了20多个鬼子。其中，在椿树岗三
次伏击捉了2个，在大、小关多次战
斗中捉了7个，在棋盘岭捉了1个，
在舒六路南段捉了6个，东沙埂游
击队在南港街捉了4个……新四军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觉得在战斗

部队里不适宜关押战俘，下令将他们送到
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西港冲集中审
讯和教育。

负责押送日军俘虏的曹正鸿，是立煌
县汤家汇蓟庄(今属金寨县汤家汇镇)人。当
时，他在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四连担
任排长，亲身参加了蒋家河口战斗。他奉命
带一队战士，押送新四军抓获的10个日俘。

鬼子虽然成了新四军的“阶下囚”，却
仍旧狂妄。在他们心目中，用飞机、大炮、坦
克、毒瓦斯等武装起来的“皇军”，是无敌于
天下的。当新四军战士准备把日俘押往第
四支队司令部驻地时，日俘以为要处死他
们，死活不愿上路。没办法，曹正鸿让战士
们找来门板，把他们全都捆在上面，一路轮
流抬着走！
押送途中，恰巧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

对方纷纷涌上来称赞：“你们新四军真厉
害！”相互闲聊之间，一个国民党军官指着
曹正鸿的手枪子弹袋说：“老兄啊，你的子
弹袋里，多半插的都是小棍棒吧！”曹正鸿
难堪地默认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十分慷慨，
掏出几十发锃亮的手枪子弹送给他。

沿途抬着10个活鬼子，战士们又疲劳
又紧张，生怕日俘半路逃脱，所受之辛苦，
不堪言述。战士们硬是将日俘抬到舒城县
西港冲，把他们放在华家湾群众腾出的空
房里，交给手枪团一分队看管。雷伟和，就
是当时看管人之一。

对待俘虏，刀剁斧劈古已有之。可共产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章程，那就是：
捉到俘虏，一不打，二不骂，三不掏腰包，有
伤的还给治伤。对这些日本俘虏，虽然严加
看管，但当时既没有上脚镣，又没有戴手铐。

“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捉到活
的，送到了西港冲！”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看
俘虏的老乡像潮水般涌来。有的出于对日
军暴行的痛恨，声言要剖开鬼子的肚子，看
看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的妇女想冲
上去咬几口，泄泄恨。要不是雷伟和等新四
军战士死命拦住，唇焦口燥地做说服工作，
这些日俘早就被老乡们剁成肉泥了。

一天，舒城县七里河召开抗日宣传大
会。为了扩大宣传新四军抗日战果，支队司
令部决定把日俘带到会场上“示众”。可是，
雷伟和等看管人不懂日语，而这些日俘又
误认为要处死他们，死活不走。没办法，只
得将几个俘虏抬到会场。当日俘被抬到台
上时，一千多人的目光齐刷刷投来，口号声
惊天动地，整个会场沸腾了！面对激愤的群
众，这些骄横的日俘也禁不住流露出惊恐
的神色。
教育、瓦解日军俘虏的工作，有许多的

困难和危险，但是第四支队相信有成功的
可能。这些日俘，现在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
排。日本兵往往如此：当抱团成伙时，在极
强的从众心理左右下，随大流拼死顽抗；一
旦被俘，则听天由命，因为“耻辱”已经缠
身，逃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教育日俘，动员他们参加反法西
斯战争，新四军军部专门派来曾在日本留
过学的陈辛仁(左翼作家，新四军最早的敌
军工作者之一。建国后曾任驻芬兰、伊朗、
荷兰、菲律宾大使，文化部顾问)，担任第四
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陈辛仁用日语向
俘虏进行宣传教育，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
发动侵华战争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中
国人民奋起抗战完全出于自卫、求得生存，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并没有仇恨。

一次，陈辛仁在和日俘交谈时说，“我
们都是被军阀资本家压迫的人，大家不要
互相残杀，因此我们欢迎你做朋友”，“请想

念你们的家庭吧”，“当你离家的时
候，你们的家庭已无以为生”，“你
们的母亲和妻子正在想念你们”。
雷伟和看见有几个日俘低着头，流
下了眼泪。他们可能是悔恨自己受
到日本军国主义反动宣传的蒙蔽，
成为侵略中国的罪人。

经过一些日子的教育，有几个
俘虏兵大有转变，开始反对侵略战
争，咒骂他们的长官了。说开了也
是，这些日本兵，在家也是凭两只
手找饭吃的穷苦人，是被迫来当兵
的，所以转变得都很快。他们十分
想念家乡。有个年龄较大的，在家
是个开照相馆的，有妻子儿女，非
常盼望能回国和亲人团聚。

开展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自信、博大
胸怀的体现。1938年11月，中共六届
六中全会提出：“建立中日两国与朝
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
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新军
阀的斗争。”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策
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抓到的
日军俘虏，都实行优待政策。俘获一
个日本士兵，如果将他感化，他会带
动这一批俘虏被感化；这一批俘虏
被感化，就会有更多的俘虏被感化。
新四军对日俘在生活上尽量优

待。日军士兵喜欢洗澡，洗澡对日本
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看押
人员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
问题，使日俘有了家的感觉。由于经
常交流，雷伟和等看押人员也学会
了几句日本话，协助陈辛仁向他们
做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
日俘思想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对中国士兵的敌意没有了，新四军
解除了对他们的严格看管。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家
湾一家茅草屋突然着起火来，而且
火势很大。有几位日俘发现后，毫
不犹豫地爬上房子，冒着烟呛火
烤，迅速地切断火路，将大火扑灭。
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形象，从他
们身上渐渐消失。

11月下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
逸来到西港冲视察工作，并准备前
往战时省会立煌县，代表中原局和
新四军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廖磊谈判。为了驳斥国民党污蔑新
四军第四支队对日寇“游而不击”

“逃避抗战”的污蔑，决定从第四支
队日俘中挑选3人，带到立煌县。那
3个日俘得知自己就要离开西港冲
时，竟难过得哭了起来。

没过几天，雷伟和送走了日
俘。后来，有的俘虏还参加新四军，
加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调转枪
口，走向正义。

1989年10月1日，安徽人民出
版社《皖西革命回忆录》(第二部抗
日战争时期 )》收入雷伟和《看俘
记》一文，文章记述了当年看管日
本战俘的经历。雷伟和在文末写
道：“50年了，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
念，那就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
应当友好相处下去，也一定会世世
代代友好下去。”

是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
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张正耀 编著)

詹谷堂(1883-1929)，又名詹生堡，是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南溪镇葛藤山人。
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金寨县党组
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大别山三大起义之
一的立夏节起义(又叫商南起义)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红三十二师的主要创建人之
一，也是金寨籍著名的革命烈士。
詹谷堂出身贫苦，但是他勤奋好学，

知识渊博；为人正直，思想进步。他曾经写
过一首《苦难诗》：茫茫四海起战争，
苍生何日庆太平？大江一片狂浪起，
斩尽妖魔济众生。从诗中可以看出他
关心国事、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驱除邪
恶、兼济众生的抱负。
詹谷堂1904年考取晚清秀才，

1905年在家乡设馆讲学，他不仅免费
招收贫穷人家子弟，还招收女学生。
1908年，詹谷堂与金寨南溪籍进步知
识分子林伯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
南省教育厅首任副厅长)等在南溪明
强小学任教。
詹谷堂擅长国文和历史教学，尤

其在讲解成语和历史故事上造诣颇
深，很多学校都想邀请他前往讲学。
1914年，詹谷堂受聘为河南省固始县
陈淋子志成小学高年级国文教员。在
志成小学任教期间，他开始接受和传播新
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4年秋，詹谷堂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介绍曾静华、葛文宗(葛
鲁生)、杜孝芬等入党，成立志成小学党小
组，詹谷堂任组长。当时，詹谷堂即兴在黑
板上画了一幅散花仙女图，并用一副对联
题画和明志：漫天撒下革命种，伫看将来爆
发时。
詹谷堂多才多艺，能书善画，尤其喜

欢吟诗作对，在志成小学任教时，他的面
积只有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就挂着他
创作的多幅水墨画，两边配上对联书法条
幅，体现了高雅志趣和刚正品格。如正面
墙上有一幅春华秋实图，两边对联条幅内
容是：不争富贵春荣早，来看黄花晚节高。
左边墙上挂的是一幅山竹图，两边的

对联条幅内容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
处本无心。右边的墙上挂的是一幅松竹梅岁
寒三友图，两边的对联条幅内容是：霜欺雪
虐寻三友；日丽风和赏百花。

1924年秋，詹谷堂与共产党员曾静华
应邀前往河南省商城县笔架山甲种蚕科
学堂(简称“笔架山农校”，创建于1915年，
在今金寨县汤家汇镇境内)讲学，开展革
命活动，并在这里组建了金寨县境内第一

个中共党组织——— 中共笔架山农校小组，
不久以后扩大为党支部，共有党员12名。
笔架山农校是金寨地区马克思主义学习
活动最为活跃的地方，是以金寨为中心的
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是金
寨县党组织的摇篮，笔架山农校也因此成
为我党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革
命策源地。这里的革命星火最终在大别山
形成燎原之势，闪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
界。因此它光辉的名字，将永远载入中国
革命的史册。

1925年3月，詹谷堂由志成小学回到
金寨县南溪明强小学任教，并担任校长。
为了教育学生不忘国耻，发奋读书，自尊
自强，他借用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的“明耻教战”的典故，创作了一副对联，
贴于学校大门两旁。对联曰：明耻所以教
战，必知家国共安危，端赖教学良师，青年
学子；强种乃可争存，促我英雄造时势，趋
逐欧风袭我，亚雨侵人。
在这里，詹谷堂积极开展党组织建

设，发展进步教师入党，又建立了中共南
溪支部。不久，中共南溪支部与中共笔架
山农校支部合并，成立中共南溪支部，当
年冬又扩大为商南特别支部，詹谷堂任特
支书记。

1929年5月6日，著名的立夏节武装暴

动之夜，詹谷堂积极发动南溪明强小学部
分师生和200多位农协会员，举行南溪农
民暴动，配合丁家埠等地的武装起义。午
夜，起义队伍举着红旗，拿着火把、土铳、大
刀、长矛，在南溪火神庙前集会。詹谷堂在
大会上宣布南溪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并成
立农民协会。他还为大会题写了一副红色
对联，贴在火神庙大门上，借此抒发革命成
功的喜悦之情和坚决斗争的豪情壮志：赤
帝本威灵，应教普天赤化；红军初暴动，试
看遍地红花。
最终，立夏节起义取得胜利。5月9日，

各路起义武装1000多人会师斑竹园，在
斑竹园朱氏祠前河滩上召开庆祝大会，并
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
二师，师部就设在朱氏祠。这是金寨县第
一支、鄂豫皖边区第二支工农革命武装。
会后，立夏节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

詹谷堂看到漫山遍野的斑竹和映山红，回
想到庆祝大会上人民群众无比振奋欢乐
的场面，现在又听着红军战士、赤卫队员、
起义群众热烈议论的声音，他触景生情，
激情澎湃，挥笔写下一副红色对联，贴在
朱氏祠大门上：斑竹满园，制来数杆长枪，
维持共产；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障

民权。
这副对联形式上对仗工整，内容上生

动形象和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红三十二师
成立的时间、地点、情景和目的、任务，是
詹谷堂红色对联的代表作，至今仍然张贴
在朱氏祠大门两边。
此后，詹谷堂积极参与红三十二师和

根据地的创建，还担任商城县临时办事处
副主任。

1929年8月，由于敌人重兵围攻，商
南地区革命形势恶化，红三十二师奉命转
移到鄂东地区，詹谷堂则留在根据地继续
坚持斗争，隐蔽在葛藤山獐子岩。8月18
日，他不幸被商城县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
逮捕，随后遭受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陪斩
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坚守秘密，于8
月28日晚壮烈牺牲。牺牲前，他在牢房的
墙壁上用手指蘸着从自己伤口流下的鲜
血，书写了“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最后
一次表达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革命
事业的执着信念。

9月，红三十二师回师南溪，在詹谷堂
烈士牺牲的地方召开万人大会，控告敌人
的罪行，处决反动分子，悼念革命烈士。在
詹谷堂烈士的灵堂前，人们张贴了这样一
副挽联：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子，虽死犹
生，英名千古永垂；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

徒，与世长存，精神万世流芳。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24

日在金寨县考察调研时指出：“一
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
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
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
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
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
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
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022年
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又指出：“增强中华
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
化更好走向世界。”
詹谷堂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用中国传统的对联
文化形式，表达了革命信念，抒发了革命
激情，鼓舞了革命斗志，讴歌了革命胜利，
他所写下的一副副红色对联，在大别山革
命斗争史和革命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今天的我们，应该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的号召，讲好大别山革命先烈的
红色经典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提炼革
命文化精髓，弘扬大别山红色革命精神，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继往开来，展现更加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看
管
日
本
战
俘

离开工作岗位以来，下午阅读当天的《皖
西日报》已成习惯。可近几个月来，下午一翻开
四彩的报纸，眼前就出现张小尘同志的身影，
仿佛我俩又站在轮转机旁察看套色报纸的印
刷质量。我也知道，这是对小尘同志的思念所
致。虽然他驾鹤西去已有些日子了，但当我翻
开报纸阅读时，他当年在印刷厂忙碌的身影还
是时常在我眼前闪现。

小尘同志年长我10岁，是1949年春参加
革命工作的，是《皖西日报》印刷业的奠基者之
一。1949年1月21日，六安城解放，皖西日报社
随中共皖西区党委三地委机关于2月上旬由毛
坦厂迁到六安城里。此时，《皖西日报》没出多
少期就奉命于1949年3月1日停刊，报社编辑
记者随军南下到安庆，接管国民党在安庆的新
闻单位。印刷报纸的工人留在六安，吸收当地
一些印刷工人后，就办了印刷厂，承担地委、行
署交给的印制“皖西流通卷”任务。张小尘同志
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印刷厂，参加革命工作
的。

1951年10月，中共六安地委决定办机关报
《六安报》，将印流通卷的印刷厂成建制划归报
社，名为“六安报社印刷厂”。此举保证《六安
报》于1952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小尘同志
在他撰写的《〈皖西日报〉印刷技术的变迁》一
文中说：“这在六安历史上，是第一份用铅字排
版、用印刷机印刷出版的报纸。”对当时印刷厂
的设备简陋情况、印刷厂工人为印刷报纸所克
服的重重困难，他在文中作了介绍。小尘同志
就是从那时起将一生奉献《皖西日报》的印刷
事业，为皖西日报社事业的发展毫无保留地贡
献出自己的聪慧才智。所以，当他仙逝时，皖西
日报社资深编辑郑其源同志在厦门得知噩耗，
第一时间发来唁电：“惊闻张小尘同志猝然离
世，心情十分沉重。他是一位乐观、淡泊、低调、
勤勉、宽厚待人、古道热肠的好人。多年来，我
对他一直心存敬意。他的优秀品质是我永远不
会忘记的记忆。”著名作家、原皖西日报社文艺
副刊部主任徐航先生在长沙得知小尘逝世，即
给我来电：“惊闻张小尘同志去世，他是一位好
人。请代我向小尘同志家人表示祭悼。”报社编
辑部办公室和印刷厂不在一处，两部门人员平
时来往不多，但编辑部这些老报人对小尘同志
的感情如此深厚，可见小尘同志的人格魅力。

我因工作关系，与小尘同志的来往比编辑
部其他同志要多一些，对他的了解，以及从他

身上学到的东西较别人可能也多一些。小尘同
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性
强、讲纪律，一丝不苟；懂规矩，滴水不漏。我对
他的这个认识，是从他办的两件事上得出的。
1985年春，中共六安地委经省委同意，决定将
1972年3月15日停刊的机关报《皖西报》(《皖西
日报》前身)复刊。遵照省委宣传部指示，将当
时正式出版发行的《皖西科技报》更名为《皖西
报》。地委决定将其人员成建制划归皖西报社。
为此，地委成立《皖西报》复刊领导小组。时任
地委秘书长张洪祥为组长，地委宣传部部长傅
启国为副组长，刘家松和我等人为成员。《皖西
报》复刊领导小组决定，为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印刷发行，走“以厂养报”的路子，将在1972年
3月《皖西报》停刊时划拨给六安新华印刷厂的
皖西报社印刷厂再成建制划从六安新华印刷
厂划拨归皖西报社，并责成我负责落实。我是
1971年底才到六安工作的，对原皖西日报社印
刷厂人员及厂房设备情况一点不知情，从何着
手呢？刘家松同志告诉我：“找张小尘同志，他
能帮你办好这事。”可我不认识张小尘呀，怎么
找。家松说：“我认识他，请他明天上午到你办
公室去，你俩谈。”第二天早上刚上班，小尘同
志就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我是张小尘。”
我俩握手后就算认识了。我将地委关于报纸复
刊的决定及新华印刷厂再成建制划拨给皖西
报社的决定向他作了介绍。他说，要有一份“红
头文件”，这事就好办了。新华厂在地委大院后
门口的二车间就是当年报社印刷厂，设备也是
当年的，工人有些变化。我说，地委关于皖西报
复刊的文件，很快就会发出。我请他帮做三件
事，一是将1972年3月上旬在报社印刷厂工作
的干部、工人(含退休的)名单列出来，不能增
加；二是将二车间的机器设备、库存物资、经营
情况写一份简单说明材料；三是注意保密，在
地委有关文件发出前，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包
括家人)。因为当时六安新华印刷厂是企业，报
社是事业单位，两单位性质不同，工人福利待
遇不同，怕人将原属新华厂职工的名单列到原
报社印刷厂职工名单里。两天后，小尘同志将
他开列的名单和二车间情况说明材料交给我。
我请王嵩同志依据小尘同志开列的人员名单，
从新华厂调来这些人员的档案核对，果然无
误。到二车间现场核对资产也同新华厂财务科
保存的二车间资产账目一致。这不仅体现了他
办事认真、作风严谨，更彰显出他大公无私的

品质。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爱人和他儿子都
是新华厂的职工，明知报社印刷厂是事业单
位，职工工资高于企业，他也知道报社印刷厂
当时人手少，还从民政部门接收几名复员军
人，但在38年前，也作为一家之主，从未提出将
他俩调到报社印刷厂的要求。

张小尘同志于1995年光荣离休，为皖西日
报的印刷事业发展奋斗了46年。从他进入报社
印刷厂至离休这几十年间，报纸印刷技术随着
六安经济和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断革新和
升级，报纸印刷质量逐渐提高。张小尘曾在他
的文章作了介绍。该文介绍的几次印报技术的
改造活动，小尘同志都参与了，或是在他带领
下进行的。但是，他在其中作出的贡献在该文
中却点滴不提。这件事又加深了我对他的认
识。例如，他会检字、排字。20世纪50年代报社
印刷厂铅字不多，没有铸字设备，排版缺字时
就改制，或用木板刻字。这些活，他都动手干了。
20世纪80年代《皖西报》复刊时，虽将新华厂二
车间接收来作为报社印刷厂，但这里的工人从
1972年起的13年中只印制扑克、学生作业簿本，
有关印报所需的铸字、打纸型、浇锌板、照相制
版等各道工序的设备及操作的技术工人都缺
乏，是他动用印刷行业多种关系，添置有关设
备，培训技术工人，满足了当时报纸出版的基本
要求。20世纪90年代，他积极支持报纸排字、拼
版采用我国刚萌发的电脑照排系统；带领技术
工人到北京接收健康报社印刷厂转让给的铅印
轮转机，并送往河南省一家印刷机械厂，同该厂
工人共同研究改造成平板胶印轮转机，不仅缩
短印报时间，还能套色印刷，使《皖西报》的印
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这在当时安徽省的地
市报纸印刷上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小尘同志虽不在报纸编辑部工作，只是负
责报纸的出版印刷工作，但他具有党的新闻工
作者所必备的修养，讲政治、守纪律、循规矩。
在20世纪80年代，报社印刷厂经公安部门批
准，为涉密单位，常承印地委、行署的一些文
件、会议材料等。按保密工作有关规定，凡接到
这类任务，从检字、排版、印刷到装订都由他负
责带领不同工种的几名工人，在其他工人下班
后才干活，绝不允许无关人员看到文件。他从
接到文稿到装订打包的各道工序都盯着，寸步
不离。报社印刷厂多年承印文件没有发生过泄
密事件，受到保密部门的赞扬。

小尘同志仙逝上路时，他儿子遵父嘱“丧事
从简”，又因疫情，力劝我们不去送行，深感遗憾，
谨以此文表达对尊敬的小尘同志的深切怀念。

我的家乡地处六安市金安区东南，丰乐河西
岸。十七岁前，我一直生活在家乡一个不通电、不
通公路、不通自来水的村庄里，虽然那时农村穷、
农民苦，但是那里的山河草木，风士人情让我难
忘，我的亲人和乡友们一直在那里生活，他们虽然
没有十分动人的故事，但他们厚道善良、勤劳俭朴
的品德深深刻进我的生命里。我对家乡人、家乡
情、家乡景，家乡的一切都有说不尽的思念和感
情。
十七岁那年，我当兵入伍离开家乡，从那时

起，家乡就变成了故乡。入伍四年后第一次探亲，
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很欣喜。后来，我每年
和爱人带着孩子回故乡看望父母和家人，因假期
有限，匆匆回，匆匆走，对故乡了解甚少，1986年
爱人和孩子随军后，因部队工作特殊，故乡于我就
成了难见的远方“家”。

人在年轻的时候，故乡是个地理概念，随着年
龄增长、阅历增多，故乡渐渐变为一种情感和观念
的存在。我先后在湖北襄阳、北京昌平、河北涞源、
湖南长沙等地工作，但是，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
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丰乐河岸那个炊烟袅袅
的小村庄，村旁河水潺潺，池塘边花红柳绿……那
里是我的根，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那里的星空与
土地，河流与田野，水井与水塘，使我与大自然有
了无限的亲切。

家乡一片片竹林让我记忆深刻，来到竹林中
能听到丰乐河流水声，秋冬天，河水清澈能看到小
鱼在水里游来游去，来来往往如此欢快。河下游不
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水潭(当地人叫水井)有一条
小路把河水和潭水自然隔开，泉水从石缝中缓缓
流入深潭里，潭水高出河水许多，比河水更清澈，
更有温度，像一面明镜倒映出蓝天白云。水潭四周
长满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使水潭面更添美丽。当
地许多村民不辞辛劳用木桶挑水回家饮用，用这
个谭水做饭饭香、泡茶茶香

在潭水近旁，有一处小山丘，山丘上草木繁
盛，躺在草地上，天上白云朵朵，耳边河水潺潺，花
香阵阵，不由得你心旷神怡。具有1300多年的昭
庆寺依山傍水，古木参天，附近村民淳朴，给我一
种深层次的心理认同。我的生命底色，我所看重的
为人正直善良、为事讲究认真，都是故乡赐予的。
随着年龄增长，尤其是退休后，我越来越庆幸自己
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故乡的土地养育我长大，故
乡河水，池塘培育我勇敢，故乡的树木、庄稼成就
我的性格，故乡的人们给了我坚强，更是故乡一个
个故事激励我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前行。脚踩在故
乡土地上，我想，我就是一粒沙子；走进故乡树林
中，我想，我就是一株小草。
站在远处看故乡，涌进眼里和脑中，土地是故

乡人的命根子，几百年来，我的先辈在这片土地上
劳作，春秋轮转，昼夜不息，他们的汗水泪水流进
土地，就是生命终结了也把身躯交给土地。土地对
故乡人来说是无穷无尽的。在城市生活，每年秋
季，从手机上看到故乡亲友拍摄的一望无际金灿
灿的稻子，我心情非常激动，仿佛又闻到那久远的
稻香。祖祖辈辈都说：“民以食为天，”粮食，尤其是

以水稻为代表的粮
食，就是老百姓的命，
老百姓可以没有楼房
住，没有华丽的衣服
穿，但他们不能没有
粮食吃。在我的故乡，
稻子是乡亲们的生活
的根，是一种崇拜，一
种信仰，比天还大，比
地还亲，只要有足够
的稻子，人们就活得踏实，活得温暖，活得有盼头。
2013年家乡遇上旱灾，几十户农民粮食欠收，生
活遇到困难。村书记和村主任代表村民，专程从农
村到城市请我帮助村民申请挖水塘经费。我怀着
对农民深厚的感情，不怕麻烦多次跑机关有关单
位，终于申请到一笔挖水塘抗旱经费。村民们很高
兴地起早贪黑奋战，不感到苦和累，反倒脸上洋溢
着少有的喜悦。数日后两口40多亩水塘终于挖
成，能够保障几百亩水稻旱灾之年用水。我每年回
乡看望亲友，他们说：“两口塘的水不仅能抗旱，也
方便村民们平时生活用水。”

现在每当听到有的村庄被征用时，我内心很
复杂，一方面希望美丽乡村早日建成，另一方面依
旧怀念过去的村庄，它们封闭在我内心深处，想起
那些温情相伴、从容舒适的乡村日子，就很想到农
村寻找往日的感觉。一任时光走远，末在心里褪
色，但愿村庄改迁后，那些原有的生活秩序、村风
民俗能够更好地延续和传承。跳出空间的狭隘看
故乡，跳出时间的朿缚看未来，故乡的发展一定会
让后人感到自豪与骄傲。

怀念张小尘同志
徐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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