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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汪清位于吉林省汪清县境内。它
不是一村一寨一屯一户的具体名字，而
是一处抗日游击区根据地。由于当时东
满特委机关与中共汪清县委在这里合署
办公，且离县城较远，所以人们都习惯地
称其为“小汪清”。

走进小汪清，踏访这片被抗联将士
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一种震撼、感慨、崇
敬之情，油然而生；同时，那种荡漾在这
里的一股英雄气，也不停地拂动瞻仰者
的心灵。是的，逝者已去，但他们不屈不
挠英勇抗敌的大无畏精神却永存世间。

一

当年的大梨树沟、现在的红日村村
口，生长着一棵老榆树。这棵树年过百
岁，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有如一位
岁月老人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曾经”。

金相和是中共汪清县第二任县委
书记，牺牲时只有 31岁。第一任县委书
记牺牲后，他便担起了县委书记的重
任。由于小汪清一带抗敌坚决，游击队
活跃，引起日伪军恐慌。有一天，他们
调集 600 多日伪军前来围剿，金相和不
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 80 多名青壮
年。敌人严酷审讯金相和，问他是不是
共产党员，要他说出游击队和武器弹药
的藏身之地。金相和始终一言不发。
敌人见问不出什么，就把他和另一名被
捕的村干部韩永浩关了起来。两个人
商量，为避免一旦受不住酷刑泄露了党
的机密，便决定一起自杀。他们取出藏
在鞋底的刮脸刀片。韩永浩首先割破
自己的颈动脉。就在金相和自杀时，被
看守发现。这时的金相和已血流不止，
口不能言。于是他用手势让敌人拿来
纸笔，写下一段文字：“我和韩永浩是共
产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百姓，你们
应该放了他们。”

正如一位诗人说的，“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只当了 15天县委书记的金相和壮烈牺
牲后，人们隆重地安葬了他，并且把他的
英雄事迹编写成歌曲，至今还被小汪清
人传唱。

二

密营是当年抗联将士战斗和生活的
地方，也是小汪清的珍贵遗存。在通往
踏访密营的山路上，“遇见”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抗日英烈，他们或被塑成雕像，或
事迹被刻成碑文。

其中，一个名叫金锦女的女孩，曾被
抗联战士称为“小百灵”。她惨遭日寇杀
害时年仅12岁。

金锦女的家，距小汪清百里之遥。
一天，日寇来扫荡，见人就杀，父亲急忙
把她藏进猪圈。就在父亲转身要去救
护金锦女的哥哥弟弟的时候，鬼子闯进
了他们家。金锦女幸运地躲过一难，但
她却目睹了父母亲和哥哥弟弟一家 6口
被日伪军杀害的过程。金锦女在学校
是儿童团员，早就听说过小汪清是抗日
根据地，于是她就一个人一直向着人们
传说的小汪清方向走，她要加入抗日队
伍，为全家人报仇。整整走了 3天，她终
于找到了位于小汪清的县政府和游击
队。她哭诉了家里发生的不幸，游击队
立即收留了她。在游击区，金锦女当上
了儿童团长。金锦女是位朝鲜族女孩，
喜好歌舞，她还把自家遭遇编成文艺节
目在游击区演出。

1934年初的一天，县委要向敌占区
传达一份密件，经慎重考虑，决定派 12
岁的金锦女去完成任务，这样不易引起
敌人的警觉。当金锦女完成任务返回
游击区时，不幸与日寇遭遇。鬼子兵盘
问她，还用糖果哄她，要她带路去找游
击队。家仇国恨，立刻引燃了金锦女仇
恨的烈火，她不顾一切地向鬼子扑去，
用手抓鬼子的脸，用嘴咬鬼子的手……
凶狠的鬼子兵就用木棍打她，用石头砸
她……两天后，当游击队找到金锦女
时，发现她全身都是伤，头颅已经被石
头砸烂了……

鬼子残酷的杀戮，引燃了游击队员
抗击日寇的怒火，他们斗争的决心更大
了。

三

仲秋的阳光已把无数斑斓涂抹于
山林，那些染红的枫叶更是耀眼，恍若
一簇簇火红的花束，敬献在抗联烈士
的墓前。

在踏访密营的崎岖山路上，有一尊
塑像和一段碑文倏地跳入人们眼帘：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

到你们分散在山沟里的传单了，知道

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

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

你们会面，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

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

决心自杀了。我把运来的10万发子弹

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

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身虽死，

但革命精神永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

事业早日成功！

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日本共产

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原来，在小汪清的一次伏击战后，
战士们抬回了一具日本兵遗体。人们
不解，那可是我们的敌人呀！可当看
到这位叫伊田助男留下的遗言后，战
士们顿生敬意，十分隆重地安葬了
他。后来游击队又把伊田助男的事迹
逐级上报，1935 年莫斯科的《救国时
报》还刊登了他的义举；新中国成立
后，《红旗飘飘》等书刊也收录了他的
事迹。

提起伊田助男的弃暗投明，就不能
不说到东满特委书记、小汪清游击队和
游击区根据地的创建者童长荣。

童长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名优
秀共产党员，年轻的革命活动家，还是
30年代“左联”发起人；他先后担任中共
上海沪中区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组织
过多次白区的对敌斗争。“九一八”事变
后，他从大连市委书记调任东满特委书
记，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小汪清这片土
地上。

童长荣早年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并且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参
与并发起革命活动，被官方断资，且遭日
本政府逮捕，后被驱出日境。

童长荣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有信
仰、懂军事的坚定革命者。在抗击日寇
的斗争中，他谋大局，讲策略，还对敌展
开攻心战。伊田助男所见的传单正是由
童长荣创意并书写，而后散发到敌占区
或日军“讨伐”游击区必经的道路上，用
以瓦解敌人。

童长荣是南方人，不适应东北气
候。1932年初，因劳累过度导致肺病复
发。加上缺医少药、食品短缺，他严重营
养不良，一米七几的身躯，瘦得只剩下
70多斤。

1933 年 11 月 17 日，日寇再次纠集
大批兵力进犯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在长
达 50多天的“讨伐”中，小汪清根据地遭
到重创，原有 1500 多人的根据地，最后
只剩下400多人。

1934 年 3 月 21 日这天，敌人拉网
搜山，童长荣和部队被包围，情况十分
危急。童长荣身体极度虚弱，身边的
战士和群众见他几乎要昏倒，都要背
他一起突围。童长荣怕连累大家，掏
出手枪，严令所有人立刻突围，不许管
他。这时，敌人已经靠近，他扣动扳机
连续打倒几个敌人。疯狂的敌人便集
中向他射击，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腹
部。抗联英雄童长荣倒下了，倒在了
抗日最前线！

童长荣，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英勇地牺牲在汪清大地上。他虽然在世
只有 27个春秋，却是光辉战斗的一生。
2014 年 9 月 1日，童长荣被国家民政部
确认为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

据考证，在汪清县这片土地上先
后有 603 名抗联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而牺牲在小汪清有名有姓的
就达 300 多人。在踏访抗联密营的路
上，面对烈士鲜血染红的一方土地，
人们都禁不住停下脚步，默默地鞠躬
致敬。

小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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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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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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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第一次去过的地方，一般都用
一个字叫“走”；凡是曾经生活过或者住
过的地方再次踏访，一般也用一个字
“回”。所以贺敬之的名诗叫《回延
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塔山”。这是我少年时期记下的名句。
但是沁源我从来没有去过，为什么用了
一个“回”字呢？因为沁源对于我的生
命记忆确实太特殊了。

1969年初春，我以一个北京中学生
的身份参军入伍。 8 天 7 夜的“闷罐
车”，说长途旅行也好，说军车运行也
好，反正到了遥远的边疆云南，成为陆
军原第14军 40师炮团的一名新兵。

这支部队，由于保密原因，在我离
开北京的时候还一无所知。但当我成
为它其中一员的时候，我最先知道有
两个字，或者说有四个字，成为大家挂
在嘴边上的地名：一个是临沧，这是我
的老部队 40师那时刚刚调防换防的云
南边疆；第二个地名就是现在我说的
沁源。临沧是我身边老兵们、连长指
导员们念念不忘的地方，他们的青春
留在了临沧，他们的战斗故事留在了
临沧，甚至他们的爱情也和临沧有
关。可是沁源不一样，沁源属于老领
导们口中的话题，这是他们的故乡，是
老战士们念念不忘的地方，或者说这
叫“沁源情结”。

我于是知道了 40师最著名的战例
中有长达 30个月的“沁源围困战”。这
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面对日本
侵略者铁桶般的围困，太岳军区所进行
的一次特殊的战争，史称“沁源围困
战”。这场历经两年半、30个月的战斗
最后被延安的《解放日报》高度评价，也
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赞许和表扬。

当然，伟大的抗日战争，无数个八
路军、新四军的劲旅都在自己所在的防
区进行过英勇卓绝的斗争，一个又一个
战例标在我军的军史上，成为一个又一
个闪光点和骄傲的回忆。但是沁源，知
道的人真的不多。如果我不是 40师的
一名战士，我肯定不知道沁源，也不知
道“沁源围困战”，更不知道当时沁源 8
万英雄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这次回沁源，不为别的，是为一个

山西女作家蒋殊所写的一本特殊纪实
文学《沁源 1942》。这是一本生动注解
人民战争战略的书，是一本深刻揭示
什么叫民族精神的书，还是一本生动
描写沁源人的书，一本向历史和前辈
致敬的书，还是女作家蒋殊用心灵和
行走的方式合成的一本用女性视角描
写战争的书。

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用微信和
我 40 师的一帮老战友沟通，因为书中
写到了 38 团、25 团。由于涉及我的老
部队，一个山西籍的老战友告诉我说：
“我们 40 师的山西籍领导中沁源人占
到百分之六十。”可见沁源子弟在抗日
战争时候为我军输送了大量的生力军，
所以“沁源”两个字，在我这个 40 师的
老兵面前意味着军旅的故乡。他们在
微信上开玩笑地说：“洪波，你回到了
40师的老窝了。”

来到沁源，意外地见到了我的一个
老朋友、诗人金所军，他是“长治诗群”
的主将。若干年前，我曾任《诗刊》社主
编，了解到“长治诗群”有一批以郭新民
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他们注重红色题
材，立足沁源大地和长治大地，他们的
诗中有小米的味道，有大枣的芳香，还
有八路军留在历史天空的喊杀声。

金所军曾经是《诗刊》一个重要的
诗作者，他参加过著名的“青春诗会”，
但是我已经有十几年没见他了。这次
《沁源 1942》研讨会，出版者是山西经济
出版社。蒋殊在扉页的题记上这样写
道：“谨以此书献给 1942—1945 年的全
体沁源英雄军民。”她的确是真诚、认真
地实践了自己题记上的这几句话。

这本书让我们回到了 30个月围困
沁源的时光，回到了沁源乡亲们对日寇
不屈不挠的斗争岁月。沁源是一座英
雄的城市，沁源人民是值得致敬的人
民。30 个月，风风雨雨，他们离开家
乡，围困占领了县城和乡镇的侵略者，
在 10 公里的范围形成了反包围，坚壁
清野，哪怕喝泉水、啃草根也决不参加
“维持会”。沁源，8万人，在抗日战争
中，在“沁源围困战”中牺牲了将近 1万
人，负伤了将近 1万人，后来参军入伍
南下也将近 1 万人，这是多么大的付
出，多么大的贡献，多么大的牺牲啊！
70 多年过去了，沁源人口也刚刚翻了
一番，由 8万到了 16万。这不是个人口
大县，但这是一个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
的了不起的大县！

致敬沁源，也就是致敬我们的人
民，致敬我们的历史。对于我来说，是
致敬我英勇的前辈，致敬我所在的 40师
的抗战老兵。离开军旅的时候，我带回
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 40师战
例选编》（初稿）。编辑时间是 1976年 4
月。这本书伴随着我在《文艺报》，在
《中国作家》，在《诗刊》，在中华文学基
金会，在作协党组书记处，这么多年的
文化岁月。这次到沁源后，我把它找了
出来。在翻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青春
时期的阅读和进入古稀之年的回望具
有不同的质地、不同的感觉。尤其是当
你走过沁源之后，在沁源的土地上一步
一步丈量当年革命前辈们曾经战斗过
的地方，以及一个个著名的烈士所命名
的村落，他们被捕的窑洞，他们慷慨就
义的大槐树；当你看过那高耸入云的纪
念碑，以及一个小村子里一批烈士的名
单，你的感觉和纸面上的阅读顿时有了
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 们 参 加 了 一 次 独 特 的 研 讨
会 ——“行走的”研讨，我们为《沁源
1942》所震撼，但是我更高兴的是，回沁
源的时候，不仅回到了历史的岁月和历
史的时光，而且我们面对的是沁源美丽
的现实。

和金所军聊天时，他开心地告诉
我：“沁源的绿化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
十。”沁源有很多珍禽，最有名的是褐马
鸡。褐马鸡在世界上一共也就 1万多
只，经过他的调查和请专家们进行的技
术搜索，发现褐马鸡在沁源有 3000 多
只。他顺手拿出手机让我看了好几个
关于褐马鸡的录像。褐马鸡又叫“鹖
鸡”，它的尾羽在赵武灵王时代是武士
头上高贵的装饰。褐马鸡在当地还有
一个非常美丽的俗称“青凤凰”。褐马
鸡从来不祸害庄稼，它勇敢、好斗，被誉
为禽类的“勇士”。

我没想到，在沁源不仅有褐马鸡，
他们还准备大量养殖香獐。此外，金所
军告诉我，他们的药材种植也从几百亩
扩展到数万亩，沁源已经成为造福乡亲
们的北药基地。

同时更重要的，“沁源围困战”纪念
馆建立之后，为了让沁源的孩子们记住
这场特殊的围困战、中华民族一次特殊
的抗争史，沁源的幼儿园排演了一幕情
景剧。近 300个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
分别扮演八路军、民兵、医务兵、担架
兵，当然还有后勤保障的民工，他们磨

面、蒸馍馍、支前，还有小不点们最不愿
意扮演的“日本兵”和“汉奸”。这是一
次精彩的演出，是我在中国大地上看到
的由幼儿园编排的一场特殊的情景
剧。这情景剧诞生在沁源这块英雄的
土地上，也只有这方土地上的后人们，
更会用心来诠释“沁源围困战”。

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仿佛是在游
戏，但又不是在游戏，因为老师告诉我
们说：“小不点们都愿意扮演‘八路军’，
谁也不愿意当‘鬼子兵’和‘汉奸’，只能
轮流地来充当这样的角色。”幼儿园大
班的宝宝们，他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很
少，他们心灵的空白点还很多，但是我
觉得只要参加过情景剧的演出，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必定铭刻下“沁源围困战”5
个字，他们会记住 70多年前他们的长辈
们是怎样用顽强、用血火、用拼搏赶走
了侵略者，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山
川和天空。

所以，短短的两天时间，我回沁源
的同时回到了历史。一天的时光非常
短暂，但东道主还是安排我们去灵空
山。在山上，我意外地见到了一处奇景
“九杆旗”。这是一株有 800年树龄的油
松，耸入云天，一棵树生出九条枝干，每
条枝干都挺拔、昂扬、粗壮。它们挥舞
着的枝叶如绿色的旗帜，浮云摩天。和
“九杆旗”合影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九杆旗”就是沁源的标志性符号，它仿
佛意味着“沁源围困战”艰苦卓绝的 30
个月。那是漫长的时光，两年半的奋
斗，两年半的抗争，最后使侵略者精神
崩溃，狼狈逃窜，是沁源人民用鲜血和
意志浇灌了这“九杆旗”下的土地。

回沁源，我留下了一首小诗：“英雄
碧血染山川，动地惊天困沁源。军民勠
力抗敌寇，我以我血荐轩辕。”与此同
时，我还有另一首小诗留给沁源，诗是
这样的：“曾忆美味合子饭，十载戎马滋
味甘。晋阳子弟云南老，此生有幸走沁
源。”这是真话，也是实在的话，因为我
入伍的老部队每天的早餐都是合子饭，
用大米、面条，还有些蔬菜煮在一起的
合子饭，这是山西特有的。

在最后告别沁源的时候，东道主专
门给我们上了一碗合子饭。此时我才
发现正宗合子饭的主要成分是小米，而
不是我吃了 10年的云南大米。但无论
是云南版的合子饭，还是沁源版的合子
饭，吃起来绝对是回味无穷的，因为这
是历史和青春的滋味。

回 沁 源
■高洪波

为相逢一个23岁的灵魂，我需要走近

这座赭红色与白色相间的纪念馆

红色，是他溅开的鲜血

白色，是他炸碎的衬衣

那是1965年的7月14日，他跟着

一颗突然自燃的地雷走了

只一瞬间

生命与历史的转身，都在瞬间

确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8个字

会在瞬间

冒出导火索的青烟

瞬间，他大喊一声“闪开”

当然，他自己没有闪开

而是

带齐自己所有的肌腱、骨骼和意志

扑了上去

世界带着他

闪开了

只留下一件粉碎的白衬衣，与他身后

12名民兵兄弟的完整的生命，以及

连续几天的，难以抑制的痛哭

泪水成河，流在江苏邳州

一个叫张楼的地方

他的服役之地

先是一个村庄，再是一个县，再是

一个国家，接连地

为一个普通的士兵流泪

知道这个班长，出生于山东金乡

他的县以金乡大蒜与熏鱼名动天下

物产最普通，也最是不同凡响

所有当时闪开的人，与他们的同胞

他们的后代，现在都愿意，走进这座

赭红色与白色相间的纪念馆

白色，是岁月间，梅花的坚贞

红色，是血管里，信念的沸腾

长征路上
■谢克强

一颗呼啸而来的子弹

在阵地的石头上弹了一下

竟不偏不倚，直朝他的左胸射去

血在喷涌

他忍痛从血浸的口袋里

掏出一张渗血的纸递给我

纸上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那是他在征途上刚学会的

也被血浸红

接过他的入党申请书

还没来得及感觉他血的奔流

他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为沉痛悼念他，我邀来夕阳

和我一起低垂着头

残阳如血

一时间，他的血

不仅奔流我的全身，也在

我的枪管里激荡

捧着血书，他血书上的字

竟像一颗颗，熠熠闪亮的星星

亮在深邃而神秘的夜空

令他与我走过的山川河流

抬头仰望

王杰纪念馆
■黄亚洲

微径度深松（中国画）

吴建明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