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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去过金寨，站在梅山水库大
坝上远眺山城，不由地想起了古人“智者乐水，仁者乐
山”的名句。那里可是有山有水呀，生活在青山绿水之
间，是否也会沾染上一些仙风道骨呢？

不过当地的朋友和我们的感触并不一样，他们说
眼前的湖光山色是金寨人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换来
的。响洪甸、梅山两大水库的清泉一路欢歌，流到了六
安，流到了合肥，使那里的市民喝上了大别山区的矿泉
水。可你知道吗？为了修建这两座水库，金寨县最富裕
的三镇——— 金家寨、麻埠、流波都永远地被淹没在水库
的下面，无数顷良田变成了河床，金寨的经济一度倒退
至全省甚至全国的“锅底”。

我想起了金寨和合肥的渊源，不仅是现在省城人
喝着金寨的水，而且抗战时期，这里还叫立煌县的时
候，可是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合肥作为省会
也是从这里迁去的。金寨的朋友说，看过许多经历过那
段时期的合肥老先生们写的回忆录，他们当年生活的
地方也已经成了水下龙城。

当然，国家并没有忘记老区人民，多年的财政扶
持，加上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调整产业结构，现在的老区
再也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了。

金寨的绿与红是它引以为豪的资本，满山遍野的
苍翠和遍布全境的红色景点，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
光游览。到过那里的人们都听说过“三个十万”：战争年
代十万儿女为革命献身；和平年代十万亩良田被淹、十
万农民迁移。而这正是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

在山水中穿行

我们这次是专门采写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先是去
了潜山，然后又到岳西，再从岳西赶往金寨。从岳西到
金寨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霍山、六安、霍邱姚李到达
金寨，一路都是高速公路，但路途要远一些；还有一条
就是从霍山直接去金寨，距离要近得多，但全程都是群
山峻岭，道路崎岖不平，狭窄弯曲。
我们商量了一下，既然是采访红色老区，那就体验

一把当年红军活动在大山里的生活吧：走山间小路。
沿途的景色是优美的，周围是郁郁葱葱的山岭，不

时地可以看见山坳中的一湾清泓。过去只是在电视里
看过的地方，比如《六安瓜片》的原产地齐头山，这次真
的与之擦肩而过。那云雾缭绕在半山腰的雾气，像棉絮
一样，仿佛伸手就可以抓到。只是苦了开车的师傅，既
要集中精力注意不时出现的弯道，又要留心脚下的悬
崖峭壁。司机师傅倒是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开玩
笑说，我们知足吧，当年的红军要是有这样的路可走，
那他们睡觉都会笑醒的。

我们在一个叫油坊店的地方稍事休息，路边的小
溪清澈见底，几尾小鱼苗在石头缝隙之间来回游动。掬
一捧泉水洒向脸上，刹那间疲倦飞走了。远处隐隐约约
传来一缕歌声，仔细听，原来是那么的耳熟能详：八月
桂花遍地开，鲜艳旗帜竖啊竖起来……

后来，金寨的朋友向我们介绍，这首红歌在当地可
谓家喻户晓，关于它的来历，大别山区的几个县还有过
争论。以前有人以为是江西红军歌曲，现在已经确认是
大别山红军歌曲。但是在大别山区还有几说，有河南商
城版、河南新县版、安徽金寨版。

河南信阳编著《豫南革命史》里记载，1929年8月，
光山县苏维埃政府在柴山堡成立，庆祝会上唱起这首

《八月桂花遍地开》。现在公认的还是安徽金寨人创作
的，是用当地民歌《八段锦》的调，一位叫罗银青的先生
写的词。其诞生地是在河南商城果子园，但后来划归了
金寨县。

其实不论结果怎样，这实际上都是反映了人民群

众对红色文艺的热爱吧。

山坡上的陵园

说到金寨，大家的脑海里的印象还是个年轻的县。
那里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三省七县二区结合部。

1932年9月，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革命
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统治，
划安徽、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部分边区，始设县治，称

“立煌县”。1947年9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
小平所部三纵八旅攻克立煌县城，建立民主政权，更名
为金寨县。屈指算来，才几十年的历史。

但这块土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境内多险关要
隘。金寨的朋友说，早在南北朝的时候，这里就驻有重
兵。隋初，为府兵戍守地区。唐末，黄巢农民军曾至县内
狗迹岭。南宋，金兵南下，元人入侵，县内主要山寨多为
军事要冲。特别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在境
内活动达13年之久。

远处是雄伟的梅山水库大坝，流淌千年的史河蜿
蜒从县城里穿城而过。河畔有一座山坡，不高。也许是
身处山区的缘故，当我们问起那座山的名称时，金寨的
朋友笑了，这在山里人的眼里就不算山，所以根本就没
有名字。倒是后来在山上修建了烈士纪念塔，后来又修
建了《金寨县烈士纪念馆》，那座山才出名了。不过大家
还是习惯叫它烈士陵园。

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从上海来的一批游客，导游
用夹杂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向他们介绍。那上面的纪
念塔是1964年就建造了，1983年修建金寨革命博物馆
和红军墓园，2008年修建红军广场和洪学智将军纪念
碑，2009年重建红军纪念堂。
我们在那里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拾级而上的台

阶，将整个景区分为塔、墓、园、广场、纪念馆等多个功
能区。而每一组台阶的数量都有特定的含义，比如最著
名的59级台阶，寓意在金寨诞生了59位共和国的开国
将军，其中，上将一位，中将八位，少将五十位，位居全

国第二，金寨从而成为著名的将军县。

老将军的故乡

在金寨游览，听的最多的就是“红军的故乡，将军
的摇篮”这句话。而这样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是几十万
金寨儿女用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早在1924年，金寨县境内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25
年，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兴起；1929年，先后爆发了
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的核心区，山区的穷苦人们踊跃参军，境内组建了11
支成建制的红军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
主要发源地，也是中国红军第一县。

抗日战争时期，那里是中共安徽省工委和鄂豫皖边区
党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是
刘邓大军建立的重要后方基地。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的达1万多人，占安徽省革命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
金寨的朋友骄傲地对我们说，刘伯承、邓小平、李

先念、徐向前都曾在金寨指挥过战斗，董必武、叶挺、郭
述申、方毅等也曾在此组织过革命活动。据1982年统
计，全县有550多位老红军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担任
重要职务，其中担任历届中共中央委员的有12人，省、
部、军级领导职务的有200多人。

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洪学智将军，这位我军历史
上唯一两次授上将衔的老革命。他1913年2月2日出生
于安徽省金寨县双河区黄鹄寺乡小河口村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自1928年冬参加我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联
庄队，历经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
抗美援朝时期，功勋卓著，为共和国的建立和我军的后
勤保障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军现代后勤
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老将军身上的故事极多，而广泛为家乡人津津乐
道的还是那极具传奇色彩的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
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家乡人亲
切地称他为“六星上将”。

山山 峦峦 叠叠 嶂嶂 金金 家家 寨寨
李李云云胜胜 吴吴孔孔文文

李肖峰(1861—1945)，原名李灼华，字炳蔚，晚年自号林泉，霍邱城关人，其
父李冠峰，清咸丰年间任安徽省宁国府教谕，为官清廉，任期届满返回霍邱，在
城关书院大门前为乡人代写书信，并能演算易经八卦，为乡人选择佳期或预测
吉凶祸福，收些许酬金维持家中生计，后病逝家中。时李肖峰幼小，三个姐姐先
后出嫁，家庭贫困，靠母亲做雇工生活，常常受冻挨饿。

其时霍邱城关有位塾师王人凤，家庭殷实富裕，设帐于霍邱城北关，李母在
其家帮忙，李肖峰常在无事时于学堂外听先生讲课，并能背诵塾师所教之课文。
先生发现后，非常高兴，准其入塾。知其家贫，供应其书籍和膳事。肖峰母子万分
感激，肖峰学习更加勤奋刻苦，学业大进，每次考试成绩均列前茅。

李肖峰在数年逐级参加科举考试中，因家境贫寒，赴南京、北京考试的路费
都是靠霍邱城关及老家李集、李家庙等地亲戚朋友解囊相助。清光绪十四年(1888
年)，李肖峰以优异成绩考取贡生；光绪十七年(1891年)考取举人；光绪二十年
(1894年)考取进士，为甲午恩科第7名。他先后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会试同
考官。历任山东道、福建道、两广(广东、广西)道监察御史，后奉调回北京擢升为户
部部侍郎和六科给事中，主要负责监察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官员
和行为，辅助皇帝处理奏章。

李肖峰步入仕途数十年，一直守正不阿，为求国家兴盛，积极向朝廷建言献
策，以期兴利除弊，表现出公忠谋国的品格，迥非随俗沉浮、无所作为的庸宦可比。
他疾恶如仇，不畏权势，不顾个人利益，其公忠与憨直的名臣形象，呼之欲出。特别
对当时飞扬跋扈、贪残横暴的权势人物，如对枢臣、吏部尚书瞿鸿襪，军机大臣、外
务部尚书袁世凯、粤督岑春煊等，敢于纠弹，无所畏惧。

李肖峰在参劾岑春煊时，特说明其诬陷贤能裴景福(号伯谦)。裴景福系霍邱
县新店埠人，晚清时任广东省南海县知县，他对书画文物收藏颇丰，是当时著名的
鉴赏家，因早年与岑氏交恶，故岑氏在任粤督时，即诬裴氏为赃吏，将裴下狱欲
杀之，因查无实据，乃奏《永戍新疆》。肖峰参劾岑氏之奏章中即提出裴景福蒙冤
一案，应予昭雪，裴氏遂得以自迪化(今乌鲁木齐)放回故里。裴景福感激涕零，写
了一首《寄李肖峰给谏》诗：“龙堆柳色接龙池，万里云霄寄所思。襟上尘迷吴苑
酒，灯前泪尽杜陵诗。五湖烟雨淹书札，九塞新霜点鬓丝。敢向胡茄托哀怨，黄金
闻说赎蛾眉。”肖峰不仅把岑氏的劣迹揭露无遣，提出为含冤者平反，而且提出
应起用被迫害的人才。此举揭露了岑氏的暴虐，为粤人出了一口气，并要求对岑
春煊彻底根究，岑氏终遭革职。

李肖峰在殿试考翰林时，政事腐败不堪，肖峰虽苦心孤谊，毕竟不能力挽狂
澜，但他对办学堂与改进留学生工作，所见多有深意，曾在奏章中明确表示：“造
就人才莫若学校。”他建议多办实业学堂(即现今之职业教育)，大量培养农桑、路
矿、船舰、武器等专业技术的实用人才，此种思想是和林则徐、张之洞等“师夷之
长”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李肖峰对办学堂支持还见诸于行动。1905年霍邱县知县劳文琦倡办霍邱县
高等小学堂，邑人朱点衣为当时霍邱县稍晚于李肖峰之显宦，时丁优在家，甚赞
其事，乃亲赴京师向李肖峰征询有关校址勘定、学校规模等方面的意见。李肖峰
极表赞成，并立即捐赠白银四十两。虽款项有限，但起到了“倡捐”的作用，致使
全县绅商各界翕然相从，解囊捐助达1252人，捐银达1650余两。校名为霍邱县
松滋学堂，即现在的霍邱县城关第一小学，到2025年已经建校120年。

李肖峰对派遣留学生之议，亦有可取之处。他明确表示：“出洋留学，可取人
之长，规己之短，意至善也。”并申论云：“秦西诸国制器尚象，出奇制胜，争为长
雄，并能驾驭风电，驱策水火，发扬蹈历，抽祕骋研。而我甘为牛后。能晏然处之
己乎？势必步亦步，趋之趋，急起直追。派员遊历，研究科学技术，刻不容缓。”他
认为：此事尚有可议之处，在于当时留学生中有“在外联盟结社、改隶国籍者
(按：此系同治年间派幼童于1870年赴美留学时，有人改隶国籍诸事)。因而建
言：(1)选派通籍人员(指具有官职的人员)出洋留学，专心致志，期底于成。(2)对
回国留学生经考验成绩优秀者，就其所学为国效力。”这是当时应当采取的举
措，提供朝廷参行。

李肖峰在任监察御史期间还对国家加强海军建设向朝廷建言献策，在“奏
为筹复海军”的奏折中指出：“闭关时代防在陆、交通时代防在海，列强诸国注重
海权，筑军港、练舰队，争雄海上，以扩张海军为先务。我国亦实难延缓。当今世
界大通，若无海军为之后劲，何能恃以无恐？西人从海军之强弱定国力之强弱，
我国亦应重海军也。我国沿国、沿海岸线约3500公里，故以兴复海军为当务之
急。”他建议我国应设立专部，增加投资，创筑军港，多设舰船制造厂家，编练舰
队，多设海军学校，船舰自造。

李肖峰在任期间十分关注安徽水灾，在上朝廷的奏章中说：“安徽居长江与
淮海之间，水灾频仍，如遇霪雨则江淮泛滥，内河水势暴涨，平地水深数尺，河湖
两岸水深数尺，上下千余里尽成泽国，大雨兼旬，其麦之成熟者，全行霉烂。中秋
前后，雨势倾盆，不减于夏，晚稼扫荡一空，遍地哀鸿，流亡相属，道殣相望，惨不
忍睹。”经上奏朝廷乃发币10万金赈济，接着又续奉天账捐20万金赈济。又奏请
朝廷续拨上年安徽认解练兵处经费60万金(两)，赈济安徽灾民，解倒悬于生灵。

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袁世凯窃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时，李肖峰便退
职返乡闲居。

李肖峰的古诗词造诣很深，晚年在家乡过着悠闲自在、诗酒娱乐、流连光景
的隐逸生活。民国四年(1915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寒冷，他在家中邀约李承溪、
刘丈等10位老友进行叙旧消寒，诗酒唱和，借以“恳亲”、“敦睦”。为了纪念这次
十老盛会，肖峰作了一首长达56句的七言诗《癸酉冬至后十老消寒雅集放歌有
引》。他在诗前序文中说：“人情喜聚而恶散，矧当劫后，同属孑遗，朋酒斯飨，其
曷以己同人，乃有十老会之约。消寒其名也，谓之恳亲也可，谓之敦睦也可。十人
者李承溪等并余而数十，刘丈首先赋诗，承溪和之，识佛又和之，皆脍炙人口。余
思老杜饮中八仙歌皆善饮名，今能饮者十不一二，不得以饮归之。昔李伯时西园
雅集，绘之以图，而其人意态神情跃跃纸上。此则歌之以诗，虽不能须眉皆现，而
彼此难以挪移。或者志趣模亦适合也，因录之以质同人，人有不齿冷者乎？倘能
匡以不逮则培养甚。”兹录数句，以飨读者：“豢老老叟即龙头(谓刘丈)，新诗有
味醇醇厚。许丞重听古所钦，干了于耳了于口……流水高山钟子期(谓芷香)，伛
偻循墙训有之。笃学嗜古和而蔼，郇香鲭馔观牙颐……文章道义争切磋，相关而
善谓之摩。此会暗联百年过，莫教岁月容蹉跎。”诗中描摹十老的形态、语言性
格、特点，形象逼真、如见真人、如闻其声、栩栩如生。从中可见他的诗歌艺术功
底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肖峰进入古稀晚年仍关心国家政事，倾向于政治改革，倾注于变法，研读梁
启超所著的《饮冰室文集》，后又与友将领冯玉祥有交往，并得到冯赠送的《冯玉祥
文集》布套线装，甚为精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别山区爆发红色革命，并迅速发
展至六安、霍邱广大地区。霍邱城关有青年知识分子王青士、王冶秋等相继加入中
国共产党。李肖峰第三子李祚菩(号济航)孙李曼伯，经王青士、王冶秋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1年红军第二十五军攻陷霍邱城，军部即驻在北大街李肖峰家，军长
旷继勋住在李宅大客屋办公。由于当时红二十五军枪炮装备很差，被国民党整编
第五旅(旅长郑廷祯)打败。红二十
五军弃城后，郑五旅乃将李祚菩、
李曼伯、陈孝颐、张俊超等四人逮
捕，以“通共”之罪名杀害于城关黉
学广场。

19 4 5年 2月，在抗日战争
即将胜利的时刻，李肖峰在霍
邱城关因病逝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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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皖西西文文化化名名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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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1937
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面对政治
形势急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
主要矛盾，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红28
军率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展开谈判，
成为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
队中，较早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
功的一支部队。前不久，原国民党将
领刘刚夫的孙女刘洪女士，来到金寨
县，与金寨县委史志室的同志座谈，
了解其爷爷与当年的“老对手”———
红28军作战以及参与青天畈谈判等
情况。座谈中，刘女士饶有兴致地讲
述了其爷爷当年提议和参与青天畈
谈判的往事。

刘刚夫，1898年生，合肥市逍遥
津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工兵
科学员。毕业后历任连长、参议、副团
长、处长、第二集团军军官训练团少
将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7年11月
1 5日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
1946年7月退役。

1937年春，卫立煌回任豫鄂皖边
区督办。他对红28军及游击部队，采
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将军队分作
堵击、追击两部，对红军围追堵截，鄂
豫皖边区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
抗战态势形成。时任卫立煌高级参谋
的刘刚夫，一贯思想进步，主张抗日，
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做法
非常反感。从大义上讲，认为当下日
军入侵，正是军人效命报国之时，理
应在抗日战场上大显身手，而却在深
山老林剿共，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侮”；从私情上说，刘刚夫和卫立煌是
合肥老乡，均毕业于保定军校，虽然
卫对蒋十分卖力，立下赫赫战功，但
始终不为蒋介石信任和重用，卫立煌
每有建树后，随之而来的总是削去军
权，非迫不得已，不给重掌兵权。而刘
刚夫作为长期追随卫立煌的参谋人
员，更无出头之日，深感蒋介石阴险
奸诈至极，故对蒋心怀不满，思想彷
徨苦闷。

这时，恰好接到国民党32师师长
王修身来电，说岳西县方县长报告，
红军高敬亭派人表示愿意和平谈判，
但必须卫督办派代表来。刘刚夫敏锐
地意识到这是停战和谈的大好机遇，
因此，极力向卫立煌建议，顺应历史
潮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因刘刚夫
和卫立煌既是同乡，又长期作为其幕
僚，私交很深，颇得卫立煌信任。因
此，卫立煌思考一番后，决定派刘刚
夫作为全权代表，与红军谈判。要知
道，在当时未得到蒋介石命令的情况
下，此举十分大胆，稍有不慎，便有可
能身首异处。刘刚夫当时想，将来抗
日史上有其一个名字，也是对祖国对
民族尽了军人职责，虽死无憾。

1937年7月，刘刚夫由王修身师
长陪同前往岳西县。20日下午，双方
在岳西县政府正式接触，见到红28军
代表何耀榜。何耀榜说高敬亭已去鄂
东，和谈由红28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
负责，何则向李请示汇报。刘刚夫当
时十分纳闷，因为和谈是高敬亭倡议
的，为何正要谈判之时，高却远去鄂
东，而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又不露
面，不禁怀疑和谈是否诚意？但既来
之，则安之，便向何耀榜首先提出商
讨停战、集合地点和时间以及集合时
红军名称等问题，建议双方共同组成

“停战委员会”，国军方面由刘刚夫为
正式代表，其他有关人员协助；红军
方面由李守义负全责，派何耀榜为代
表。对此提议，红军并无意见，因此，
谈判委员会很快组成。随后，刘刚夫
电报督办公署，卫立煌接报后非常高
兴。为了保证密切联系，及时解决问
题，还特拨专用电台一部。

7月22日，刘刚夫来到青天畈汪
氏宗祠与李守义主任、何耀榜代表正
式谈判。谈判开始后，双方对停战等
问题分歧不大，但是对集合时间，双
方争执不下。红军方面考虑到部队分
散，通讯和交通不便，认为没有半年
时间无法集中，而刘刚夫则以抗日事
关紧迫，坚持尽快集合，并承诺在散
会后立即电请卫立煌撤走围剿部队。
随后，刘刚夫发电报向卫立煌汇报。

不久，接卫立煌回电，回电说卫
已令国民党军撤围北上，红军如有诚
意，应在一个月内集合完毕出发抗
日。得到复电后，刘刚夫再赴汪氏宗
祠。双方又对集合时间反复商谈，最
后约定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集合地
点定在黄安县 (今红安县 )七里坪。这
一关键问题解决后，双方便起草谈判
协议。协议条文经过双方反复推敲
后，1937年7月28日上午8时，在九河
朱家大屋举行签字仪式，李守义 (即
高敬亭)、刘刚夫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令刘刚夫奇怪的是，按说此等大
事，必须报经高敬亭同意，但红军方
面一切均有李守义定夺，且谈判过程
中，从无人提及高敬亭三字。此时，刘
刚夫已经明白，所谓李守义主任，肯
定是高敬亭化名。果然，协议签字后，
李主任在谈话中无意显露其就是高
敬亭。拍照留念时，虽然李主任偏过
头去，但别人看到照片时，仍然认出

就是高敬亭。
协议签署后，高敬亭即率部向鄂

东进发。刘刚夫交给其边区督办公署
护照一张，并电请卫立煌再通令各
县：如友军过境，不得稍存歧视。

9月上旬，刘刚夫在南京领到高
敬亭的委任状、关防等物后，专程赶
到七里坪，但一直未见到高敬亭，却
见到了中共中央派来的郑位三等，双
方相聊甚欢。郑位三还送给刘刚夫一
块边区发行的面值 1元银币作为纪
念。1951年，刘刚夫将这块银币交送
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

刘刚夫离开七里坪前，高敬亭终
于以真实身份会见了刘刚夫，并设宴
饯行，因中央军委已任命高敬亭为新
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不便再接受其他
任命，故在宴席上高敬亭将刘刚夫带
来的国民党委任状还了回去。

饯行宴其实也是一场“智斗”。因
高敬亭此前已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委
任状，担心不好退回，商议之后，决定
利用宴席机会，将刘刚夫灌醉，然后
乘机退回委任状。谁知刘刚夫酒量惊
人，作陪者根本不是对手，只好采取
车轮战法，最后将刘刚夫喝得酩酊大
醉。对此细节，笔者曾求证刘洪女士。
刘女士对此也不清楚，但在其记忆
中，刘刚夫酒量很大，且每顿必饮。看
来此情非虚。

1938年初，刘刚夫二到七里坪，
结识了戴季英等人，并一同到达汉
口。在汉口，刘刚夫见到周恩来、叶剑
英等。见周恩来时，刘穿着中式大皮
袍，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认为太不礼
貌。周恩来对此并不计较，反向刘刚
夫表示感谢，感谢其为促成和谈作出
的贡献。

岳西谈判，使中共中央关于实行
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实现全民抗日的政策在鄂豫皖地区
得到有效贯彻，它比中央红军与国民
党政府在1937年10月发表的联合声
明还要早两个月，提前完成了历史性
的伟大转折。历史给予该次谈判高度
评价，称其为：“首开南方八省国共两
党地方谈判成功的先河”。谈判的成
功，固然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但
也离不开包括刘刚夫在内的各界进
步人士的推动和努力。对刘刚夫等人
的贡献，我们不应忘却。

刘刚夫孙女
讲述青天畈谈判往事

梁远启

丰源湖敞开怀抱，揽
山花、春水、笑声、车马声入怀
翻过溢水坝，那些水
像翻过墙头的孩童
一路脚步轻快，笑声脆生
河滩的石头和草木在听
看鱼的孩子也在听
他们都一样，把梦想放飞
在四月的天光里

楼阁在水湾里。每上一级台阶
便翻开淠史杭水利史册一页
皖西人，动用铁质的，木质的，肉质的器具
一遍遍，敲打苦水的“苦”
提取出丰收的甜
“源”字的三点，起落在
淠河的左右岸，史河的每一次落笔
杭埠河晨昏的诵读声里

清源楼出来，一身松快
快忘掉的，想记起的
一座楼统统留下了
过思源桥，步伐不必太板正
极像那些年走过的路，哪一步
不是踉跄中站稳脚跟

小蝴蝶的春天
太小了。像一小枚纸屑
从薇草叶尖，飘落
婆婆纳蓝色的小脸，眨一眨黑色的小眼睛
小蝴蝶在低处书写春天
它的春天贴着地面
动用它细小的行草、全部的纸张和比喻

四 月 五 日

横 排 头 所 见

时培余

红红 土土 地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田田凯凯平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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