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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世纪 5 0 年
代，曾任安徽省政
协委员的张月潭先
生，于19世纪末诞生
在大别山区一个贫瘠
的山乡。风雨飘摇的
旧中国，使他过早地肩
负起救国济民的历史重
任。青年张月潭在民主
革命先驱朱蕴山、沈子
修、桂月峰等人创办施教
的六安三农学堂，接受了
民主思想的洗礼。为寻求
救国之路，他东渡日本，
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回国
后，他投身家乡教育事业长
达20多年，为乡梓培育了一
大批人才。

当年，他在治校兴学、待
人处世、刚正不阿、一尘不
染、造福社会等方面展现出的
高尚品格和学术造诣，至今在
皖西教育界仍熠熠生辉、代代
相传。

张月潭先生一生特立独行、
刚直不阿，绝不从众媚俗。因其
排行老三，故时人以“三犟”称
之。上世纪20年代，他作为学生
代表，参加了驱逐六安反动县知事
骆通的学生运动。他获得庚子赔款
公费留学名额前往日本求学，但毫
无奴颜媚骨，坚决拒绝参加有伤民族
尊严的“谢恩会”。又因加入反日大
同盟，曾三次被捕，是少数敢于对日
本人说“不”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1930年春，张月潭从日本学成归
国。同当时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
对腐败的官场嗤之以鼻，选择了“教育救
国”的艰辛道路。他先后应聘为安大化学
讲师，以及芜湖女中、庐江女中、凤阳师范
的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兼化学教师。1941
年，他担任省一临中校长，后又任六安县中
校长，同时教授化学课。他的学生张义普在
怀念张月潭先生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先生在
化学教学中融入了对学生关爱的情怀，鲜明
地体现出他的“育人”思想。例如，讲到某种化
学元素不与其他元素发生化合作用、不产生新
物质时，先生赞扬这种元素“不改本性”。表面
上是深入浅出地讲解化学元素的特性，实则

“弦外之音”，暗示人要洁身自好，不要随波逐
流、与权贵同流合污，渗透了人师诱导学生如何

“做人”的理念，体现了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千教
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真谛。

抗日战争时期，CC骨干、省教育厅长方治
几次约见张月潭，张先生识破其拉拢利用的险恶
用心，硬是托词不见，让这位国民党中央委员狼
狈不堪。六安县长克扣经费、制造事端，驱使军
警抓捕学生，张老据理力争无果，便愤然辞去校长
职务以示抗议，随后应聘到胡苏明担任校长的安徽
省六安中学，担任化学教师。在离开县中的前夕，
部分学生为他饯行，他慷慨陈词、掷地有声：“我不
能改变今天这个社会，但我决不为这个社会所改
变！”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第三纵队首次解放六
安时，他以“借用”的方式，巧妙地将学校军训用枪

转送给人民军队。张老先生一生中，这样的嘉言懿行
数不胜数。

1948年，当人民革命的曙光照亮皖西大地，他毅
然放弃安逸的教职。在胡苏明的率领下，他和几十位
师生一起，徒步奔向已解放的六安毛坦厂，参加筹备
“皖西行署文教委员会”，并接受了皖西行政公署文
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参与规划六安解放后
的文化教育事业，为皖西人民教育事业的初创竭尽全
力。1949年2月1日，六安彻底解放，张月潭协助胡苏
明成立皖西六安中学，并首任校长。该校在党的直接
领导下，成为吸收广大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熔炉，为
适应革命发展需要，输送了一批急需人才。1950年12
月26日，张月潭被任命为皖北行政公署委员。1952年
8月7日，他又被任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
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需要大批专家型干部，他听
从党的召唤，弃教从政，任职省化工厅，最终担任安
徽省化工厅副厅长，为安徽省化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贡献。

正因为张老一向刚直，不擅掩饰，怀着对党的热
爱，在工作中坦诚建言，虽“掏尽红心”，却遭到误
解。在“反右”运动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9
年他被错误处理，调至化工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尽
管处境艰难，他却从未有丝毫懈怠，整日从事日文资
料的翻译，或进行化工科学实验，并在院内日语教学
班担任日语教师，充分发挥了作为专家和教师的积极
作用，为安徽化工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
“文革”中，张月潭再次蒙冤，直到“四人帮”被打
倒后的1979年，才得以平反改正，恢复政治行政待
遇。张老为此作绝句三首，以寄情怀。

天际寒云一扫无，春风送暖入吾庐；
廿年最感伤怀处，掏尽红心总不如。

廿载风云变化多，峥嵘岁月叹空过；
应为四化冲锋去，步履蹒跚奈老何！

年迈八四老衰翁，报国情殷力已穷；
策励儿孙多自勉，辛勤切莫坠家风。

正当张老想在垂暮之年，凭借其丰富的化工学识
为“四化”“冲锋”，实现自己青年时代富国强民的
梦想时，可惜天不假年，张老突发脑溢血辞世，留下
永久的遗憾。

我出生较晚，对张老叱咤教坛的往事，实在知晓
不多，但对他宽厚仁爱、拯贫济困的道德风范，却有
过亲身感受。

张老先生和我父亲是同乡、同学。抗战爆发后，
我的父母流亡后方，张先生也为维持战时教育事业，
先后出任省一临中和六安县中校长，辗转于大别山
区。那时大家各在一方，音讯隔绝。

战时动荡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可怕的病魔，过
早地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只剩下母亲带着仅周岁的
我，在异乡苦苦煎熬。抗战终于胜利，历经背井离乡
之苦的逃难者纷纷踏上回乡之路，此时母亲也焦急起
来。父亲病故后，两位叔父早在红军时期牺牲，严格
来说，我们在故乡已无家和亲人。情急之下，母亲想

到了父亲的一些故旧，于是一封封求助信带着母亲的
焦灼和希望，寄回皖西。“十叩柴扉九不开”，在苦
苦等待中，终于有一扇门为我们悄然开启。一封情辞
恳切、催促我们早日返乡的挂号信，摆在母亲面前。
孤儿寡母，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张先生却伸出扶弱
济困的大手，把我们接回了六安，在不是自己家的地
方，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家。

在一个以金钱地位取人的社会里，张先生丝毫没
有因我母亲是女佣的女儿且孤苦无依，而生出轻慢和
居高临下的怜悯，有的只是如家人久别重逢时的惊喜
和喟叹。张先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临时住所，还想方
设法为我母亲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使我们总算有了
属于自己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当了小学教师，要参加各种
集训和学习，只好又把我寄托到张伯伯家。那时是我
最快乐的日子，我可以整天跟在张妈后面，在她那小
小的菜园子里采摘鲜嫩的黄瓜，以及那时六安还很稀
有的番茄；可以用虾网在水沟里推虾捕鱼，百无聊赖
时就在树荫下听听蝉鸣蛙叫，和小伙伴们在小河边摸
蟹追打。对我来说，这是童稚的欢乐，而对张伯伯老
两口而言，却要承担一份责任。这份关心和深爱，在
我年龄渐长、成为人父后，才渐渐体悟出来。

关爱学子和友人遗孤，并非张老爱心的全部，实现
富民强国才是他一生的追求。“大跃进”年代，有一次我
上学途经合肥，曾去看望他。此时张老已受错误处理，从
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情绪有些低沉，话语明显不多，我
便避免谈及此事，只是家长里短地聊些琐事。无意中我
提到家乡用河中铁砂炼铁的事，没想到原本木讷无语的
张老，却突然兴奋起来。他凭借丰富的化工知识告诉我，
由于河水隔绝氧化，河床中铁砂含铁量极高，是一种优
质炼铁原料。此时，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刚受批判的人，倒
像是一个运筹帷幄、正在指导化工项目施工的总工程
师。“位卑不敢忘忧国”，如果说张老对我的呵护，还是基
于传统道德和同情，那么他这番谈话和情绪的变化，则
完全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虽身处逆境，却心忧天下的拳
拳爱国之心。

张老博学多才，文理皆通，不仅是化学专家、一
代宗师，还是诗文高手。随着岁月流逝，知道张月潭
这个名字的人或许会越来越少，但张老身上凝聚的道
德力量和展现的师道风范，将会越来越彰显其厚重的
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月潭”这三个字，在
安徽教育史册上，将永远占据一席之地。行文至此，
借张义普先生缅怀张老的一首诗，以示念恩：

明月清辉洒故园，东风桃李尽欢颜；
殷殷热血育桑梓，浩浩正气贯政坛。
华夏精英谋济世，皋城赤子谋宏篇；
红旗招展乾坤朗，永伫春辉暖人间。

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浪潮
中，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
猛。各级党委、政府协同财政、工商、
税务、金融等部门，为个体和民营企业
经营者清除障碍、提供便利、创新举
措，多管齐下扶持助力。这种在计划经
济时代难以想象的经营模式，对推动国
有企业改革、巩固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
中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六安市叶集
镇、平桥乡、三里岗村、落儿岭村等众
多亿元村镇应运而生。

1997年金秋，党的十五大召开之
际，我前往皖西边陲的叶集镇采访拍
摄。当地党委、政府大胆推行“先予后
取，放水养鱼”的新政策，鼓励私营经
济扎根发展、开花结果。王平富、王德
江、田保家等众多个体经营户和纳税大
户在这一政策下脱颖而出，成为先行受
益者。当年，该镇资产超10万元的个
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达1130多家，私
营经济税收占全镇财政收入的71%。大
力发展民营经济契合党的十五大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大形势，如春风般吹拂着
叶集镇。
同年10月，我采拍的一组“皖西边

陲镇，私营大户多”新闻图片，被《安
徽日报》以组照形式刊发。

六安市平桥乡三里岗村地处荒岗僻
岭。上世纪90年代初，村党总支一班
人开始谋划创办村级企业。他们四处筹
集资金，将零散的汽车零部件修理小工
房扩建成振华汽车齿轮总厂，为二汽集
团加工生产零部件。随着村级经济不断
壮大，该村人均纯收入创下历史新高。

我拍摄的相关新闻图片于1995年4月8
日在《安徽日报》刊登。

扩大兴办村级企业，鼓励先富带
动后富，大力奖励、表彰带头人，也
是各级党委、政府为私营业主树立
榜样、确立地位、传播影响的重要
举措。

1993年7月，六安市苏埠镇党
委、政府召开大会，为卢氏祠村
农民王福琴佩戴红花、颁发证书
和奖牌，表彰她13年不懈奋斗，
将“豆腐店”发展成拥有230多
万元固定资产的大公司，带领
800多名乡邻走上致富路。我
现场采拍的“红花献给排头
兵”新闻图片，于1993年7月
14日在《安徽日报》发表。
舆论引导与多方举措协同发
力，目标都是将民营经济引
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回望当年波澜壮阔的

民营经济改革浪潮，作为
新闻摄影工作者，我把握
时代脉搏，与时代同步前
行，用相机镜头将改革
的宏伟蓝图定格为历史
记忆。在民营经济已成
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
今天，回顾往昔，依
然意义重大。正是当
年的星星之火，成就
了新时代经济腾飞的
美好愿景！

淮水泱泱，颍水汤汤，一方水土孕
育一方传奇。

记者从六安出发，踏上了前往阜阳
临泉县的红色寻访之旅。一边是大别山
腹地的六安，红色基因深植于这片土
地；一边是中原大地的临泉，广袤平原
见证风云变幻。正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的伟大战略构想，让这两座城市
跨越山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泉，北有泉河，南临洪河，又接近
沙河、淮河，是平原水网地区。我们的第
一站，就来到了位于临泉县韦寨镇吴营
村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

纪念馆所在地，三面被河流环绕，
只有南面与大路相连，仍保留着从前村
寨的模样。村寨门口两座“军民鱼水情”
的雕塑，默默述说着七十多年前那场气
势磅礴的大战役。

纪念馆门口的牌匾上，几个金色大
字“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苍劲有力，
这是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征战沙场多
年的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将军所
题写。讲解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刘伯
承、邓小平就是在这里调兵遣将，决胜
千里，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
指挥任务。”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
纪念馆。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
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率晋
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
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
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过程
中，临泉成为他们的前沿阵地和休兵之

所。在这里，他们运筹帷幄，指挥部队作
战长达88天。

这88天，是转折的一战，是重要的
一战！

展厅面积1000平方米，分为“转折
前夜”“千里跃进”“挥师临泉”“精神永
驻”四个展厅，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文字
图片、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历史实物，再
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在临泉88
天的战斗生活全景。

看着当年简陋的武器装备、真实的
战地场景，聆听一件件感人的事迹，我
们仿佛看到了刘伯承与邓小平同志在
战火纷飞中运筹帷幄的坚毅身影，他们
以弱搏强，一直坚持到全局范围的战略
反攻，奋力揭开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
幕。
在纪念馆旁，有一处传统的皖北农

家小院格外显眼。灰色墙体，青色房瓦，
房内摆放着老式家具。小院是刘邓大军
在临泉建立淮西指挥部的旧址。鲁西南
战役后，刘邓大军打开了南下的通道。
经过20余天的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部
队长驱南征，越过黄泛区，抢渡沙河、汝
河和淮河，于1947年8月27日胜利进入
大别山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以
后，立即产生了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
扼长江的神奇效应，犹如一把尖刀，直
刺敌人心脏，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中
心的安全。蒋介石集团侦知刘邓主力动
向，迅速调整部署，围攻大别山。

临泉是连接豫皖苏和大别山地区
的纽带，是华北解放区通往大别山的重

要通道，若
开辟淮西，
建 立 根 据
地 ，可使大
别山解放区
和豫皖苏解放
区连成一片，对
大别山根据地的建
立和巩固，起到重要作
用。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
示，刘邓大军决定采取“避战分兵”的方
针：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方指
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游击战争；刘伯
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跳出包围圈，
向淮西一带实施战略展开。

然而，刘邓为谁留在大别山，还起
过争执。两人都要留在大别山，留在最
危险的地方。讲解员介绍说：“邓小平对
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
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
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
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
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最后，还是
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并报中央同意。”

邓小平率部坚持内线斗争，是刘邓
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
我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此
时，他们把“生”留给对方，把“死”留给
自己，展示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
尚情怀。此后一个多月里，邓小平率大
别山前方指挥所，适时地集中和分散兵
力，内外线密切配合；刘伯承则率后方

指挥所在临泉韩老家一带，在外线指挥
全局。1948年2月24日，刘伯承率野战
军后方指挥所与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
在临泉韦寨会合。

历史的丰碑，也是后人的课堂。层
峦叠嶂的大别山深处，位于鄂豫皖三省
交界处、六安市金寨县沙河乡下楼房村
的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
部旧址，在巍巍群山、苍松翠柏的簇拥
下，安静矗立。它与临泉县韦寨镇吴营
村老寨内的淮西指挥部旧址，遥遥相

对。70多年后，当历史的硝烟散去，
这两座古朴的院落依然

无声诉说着这场伟
大战争的波澜壮

阔 和 惊 心 动
魄。

刘邓大
军 千 里 跃
进大别山，
是 人 民 解
放战争的伟
大 奇迹，谱

写了一部气壮
山 河 的英雄史

诗，是中国革命史、
中共党史上的可歌可泣

的壮丽篇章。在此过程中，充分
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
邓小平非凡的战略家胆识及卓越的政
治才能、军事才能；展现了刘邓大军所
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展现了
刘邓大军指战员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
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虽然烽火硝烟渐行渐远，但刘邓大
军铸就的革命精神依然熠熠生辉。他们
用忠诚和热血铸就的革命精神，成为留
给后人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
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接续奋斗。

一

斑竹园(徐其虚)
诸佛都睡了
庵前的风，紧偎
水火中的故土
一弯月影罩不住
突起的，大片蛙鸣

并非子虚乌有
你辗转过的叠嶂山麓
那些错失的生灵
正跑过开满鲜花的岭

这个夏天刚过
犁田与车水的声音
在你赤裸的体内
划开一条向南的清溪

八月山雨欲来
众心合一，也无力
扶起斑竹园里
轰然倒下的阵阵悲鸣

二

立夏节(周维炯)
这个日子只属于你
将军，姐姐坐在村口
她一直等，一直等

松林遮掩下的茅屋
一夜低语后
便将中秋纳入夏日

当年燃起的星火
让号角吹红了遍野
在沟壑每一处游弋，生花

你坐过的那把木椅
这些年一直空着
在桌子近旁，像一位智者
更像一首史诗

三

白雀园(许继慎)
战马在河滩上
嘶鸣、飞奔
你在马下，你已归去

打马的人
仍在不停地叫嚣
四蹄卷起的风
掩面而泣。血色犁开
河谷
向下游一路狂奔

就快到英山了
爱你的人，身怀六甲
在东门口上河摆
她和你一样无语、她在候你
光山泛绿，慢慢老了
唯独山水间云游的烈魂
一直都还那么年轻

四

乘马岗(徐子清)
嘘，你可以小声一点
即乘马而来
亦可打马而去

岗上的花开了又落
枪膛里的子弹
穿透你裸露的胸口
在商南，开出一条先河

清寒终是卸下了
一拨一拨的风
低诉着，几起几落

子夜思远途，知道吗
你的坐骑还拴在原地
黄麻很近，它和你一样
再也回不去了

五

笔架山(漆德玮)
圃园的芝兰熟了
某年某月某一天
舞墨的少年
把笔架在利刃上

清秋茶香泛青
陋室里透出一些光
在小镇的街头巷尾
闪烁着，时隐时现

老鸹窝以南
一巢一巢的鸦
紧随你身后
刮骨般疼痛中
高叫着，在苍茫天际
画下一条条优雅的弧线

它们多像你的姓氏
在水墨倒影里
将一种色泽
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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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村村庄庄见见证证了了战战略略进进攻攻的的开开端端
本报记者 胡冠菊 文/图

张月潭：

大别山下的教育赤子与精神楷模
台益燕

小方寸映现大时代
周仲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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