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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牛文化一直“流淌”在中

华民族的血脉中、芸芸众生的骨髓里。

在国家、民族的精神坐标中，牛是特殊

图腾，所以有“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之喻；于世俗、民间的价值观念里，

牛是非常伙伴，所以有“神牛”“仁牛”

“金牛”之称。

从远古相袭而来的牛文化，不仅包

含有原始文化、图腾文化、神话文化、农

耕文化、畜牧文化、民间文化、美学与艺

术文化等，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牛还

是勤劳奉献、开拓进取、尽瘁担当的象

征，始终寄寓着人们的美好期待。

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早期文字与牛

有关。甲骨文是中国早期的成熟文字，

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性文化工程。承载

这些最古老文字的甲骨，除龟背骨外，

大部分是牛胛骨。古人认为，牛为神异

动物，牛骨可以通天，而祭天祈福就是

告知上天，所以不仅要诵读祭文、祈辞，

还要刻写在牛骨上，让帝王百姓之愿

“直达”天神。如此，牛胛骨有了大用，

甲骨文刻于甲骨，也由此得名。

刻在牛胛骨上的甲骨文占多大比

例，目前不得而知，但牛让早期文字得以

承载，又得以存“储”，成为最为古老的文

字之“源”。据最新研究，迄今为止，在已

经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上，有意义的文字

符号在5000个左右，被专家破译的尚不

足2000个。如今我们所使用的部分基础

汉字，均源自这些有意义的文字符号。由

此，中国文字博物馆曾于2017年7月，向

全球悬赏破译甲骨文，以解古老文字的未

解之谜。

《论语》这部集中反映孔子思想、代

表儒家学派的著作，也与牛有关联。

孔子与得意门生卧牛车传播儒学，论

说政治主张，一路信念坚定，然而又一路

困顿劳苦。老牛载孔学诸人远行他国，任

重笃行，一路忠诚担当，然而又一路艰难

跋涉，有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

古代有神童名项槖者，聪颖过人，

曾被孔子叩拜为师。《三字经》有载：“昔

仲尼，师项槖，古圣贤，尚勤学。”一天，

孔子一行正坐着牛车闷头赶路，项槖带

几个孩子用土坷垃垒起“一座城池”，挡

住了去路。孔子一行执意要过，项槖两

手掐腰，指着孔子师徒说：“亏你们还是

读书知礼之人，自古只有车绕城，哪有

城躲车的道理？”孔子一行只好绕行。

在山西省晋城市的泽州县晋庙铺，

有个“拦车村”，是为纪念孔子躬拜项槖

为师而为。据说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来

到晋国，被神童项槖所拦，于是就有了今

天的“拦车村”。此村专置“孔子回车”处

景观，还申报成为第六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村。当然，当年孔子到底在哪受到神

童所拦，还是一桩公案，有待专家学者考

证，但儒学与牛有关似无疑义。

一部《道德经》，上下五千言；创立

道家论，矗世数千年。《道德经》由老子

所著。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是道家学派

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被唐代帝王追

认为李姓始祖，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之

一，进入全球百位历史名人录。老子的

坐骑便是一头青牛。在人们的意象中，

伴随着一缕紫气云浮，一位身披白袍、

挂着长长白色眉毛、留着长长白色胡须

的老者，骑着一头青色神牛，仙风道骨

般从东方走来……这位老者正是老

子。老子驾牛而来，著《道德经》而去，

牛与《道德经》或许就有了自然的关系。

西汉有史学家名刘向，著有《列仙

传》，其中记述：后周德衰，老子乘青牛，

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

浮关，知真人至，果得老子。乃强使著

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这里所言

“西关”即为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区

内，是西去长安的关隘要地。

老子沐紫烟、驾青牛而来，留奇著

《道德经》于世，又乘青牛西去远方……

两千多年来，为世人留下了特殊的象

征、无限的遐想。这是人与牛的神奇，

更是文化的魅力。

毋庸讳言，华夏文明史上，牛之担

当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也有非常的文

化意义，决非简单枚举所能概括、代表

的。《中国牛文化千字文》中，对牛于中

华传统文化贡献的最大公义之担当也

有相关记述。其中，不仅提到了“老子

著经”“孔子广儒”，也提到了“庖丁解

牛”“李冰斗牛”，还提到了孝伯“迁”牛

由福建至宝岛台湾，对驱逐荷夷之后的

台湾农耕、畜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牛

之道义担当，虽成历史，却化未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奋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弘扬

“牛精神”、传承“牛文化”，是不负历史使

命、回应时代重托的文化力量，更体现了

特殊的文化自信与昂然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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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红4军第一次进入福

建境内，于14日在长汀县长岭寨全歼

地方军阀郭凤鸣旅，乘胜占领县城。5

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后，红4军乘福建

军阀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

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当地工

农武装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

和卢新铭旅。1930年春，赣南根据地

和闽西根据地形成，先后成立以曾山为

主席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以邓子恢

为主席的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后来中央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基础，并对各地

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

设起到了鼓舞和示范作用。本文记述

了闽西特委在毛泽东指导帮助下，起草

第一个土地斗争纲领、召开第一次党代

表大会、成立革命政府、组建红军队伍

和学校，推动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

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不怕强盗不怕偷，

不怕白鬼来烧楼！

旧楼烧掉无要紧，

革命成功盖新楼。

打起红旗呼呼响，

工农红军有力量。

共产万年打天下，

反动终归不久长。

想起这些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闽
西革命山歌，眼前就出现了遍山红旗、
风雷万里的闽西暴动的热烈情景。

闽西，和全国各地一样，第一次大革
命期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运动曾
经蓬勃地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
命，闽西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可
是另一方面，却使闽西党组织迅速警觉
到过去工作中的弱点，那就是没有充分
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党的工作没
有在他们中间扎根。此后，闽西党组织
便转入农村，开始在农民中展开艰苦细
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许多地区都建立了
三套组织：党支部——秘密农会——公
开农会。党完全和群众结合起来，并且
成为他们的核心。又通过由小到大的逐
步发展的胜利斗争，提高了农民群众的
政治觉悟，锻炼了他们的斗争意志，加之
土地革命宣传深入人心，这样就使党在
组织方面、思想方面，在群众中扎下了深
根，也准备了武装暴动的条件。

在愈加疯狂的反革命武装进攻面
前，觉悟了的群众产生了武装反抗的
要求。一九二八年农历二月十三晚
上，龙岩县白土街后田乡一声枪响，揭
开了闽西暴动的序幕。接着永定县溪
南里数千群众攻打永定县城；上杭县
蛟洋的群众也开始了武装斗争。很多
地方打倒豪绅恶霸，烧毁田契借约，开
仓分粮，建立了武装组织，声势很大。
后来虽然受到挫折，但是因为革命已
经深入人心，到一九二九年初，工作很
快恢复，而且发展起来。各县游击队
以及群众武装，如永定的“铁血团”、龙
岩的秘密农会，都大大发展。每一个
农会会员，都有一把“三毛钱的驳壳”
（插在绑腿上的小匕首）。

在闽西的层峦叠嶂、密林深山中，
酝酿着更大的革命风暴。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正是春风吹绿
万山头的季节。一个惊人的喜讯传来

了：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下了井冈
山，在四都打败了郭凤鸣匪军，消灭他
三千多人，把郭凤鸣也打死了，并乘胜
占领了长汀城。红四军首次入闽，像一
把巨大的铁锤，砸开了套在闽西人民头
上的枷锁。这一胜利，迅速地改变了闽
西的整个形势，动摇了反动派的统治，
也大大鼓舞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的斗
争情绪。各种革命活动更积极地展开
了。龙岩县委星夜在全县张贴标语：
“欢迎红军来龙岩，打倒陈国辉！”这些
标语一直贴到陈国辉旅部里，吓得陈国
辉连夜调一个团到白土，预防民变。我
们的武装力量也积极活动，永定溪南、
金丰的武装攻进了湖雷，赶走了敌人。
这样，从各方面牵制敌人，发动群众，以
策应红四军入闽。

那时，闽西特委设在上杭城水南。
红四军打下长汀后，驻了半个月。特委
派子恢去找毛泽东同志，中途听说红四
军已去江西，乃折回。特委将闽西党群
组织、斗争情况及敌我情况，写了一份
详尽的书面报告，派人送给毛泽东同
志，并要求红四军再来闽西活动。不
久，特委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说
红四军将要再度入闽。特委接信后，立
即通知各县，准备暴动响应。

五月间，红四军第二次来到闽
西。当时陈国辉、张贞等匪军正和广
东军阀打仗。红四军便迅速占领了
龙岩城。在城里展开了宣传活动，街
上贴满了标语、布告。毛泽东同志亲
自在龙岩第九中学向学生讲话。又
拨了一二百条步枪给龙岩县委，装备
龙岩游击队。这一来，龙岩地方武装
的实力便空前地增强了，更有力地配
合主力展开了活动。

占领龙岩的当天，红四军又顺利地
攻占了坎市，第二天进驻湖雷，第三天
进入永定城。在永定城南门坝召开了
群众大会，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向群众演
说。会上，群众纷纷控诉反动派的罪
行，情绪激愤。

红四军一到永定，陈国辉匪军一部
便从广东撤回，回到了龙岩。红四军立
刻回戈进击，谁知陈匪见势不佳，悄悄撤
走了。不久，陈国辉部又全部返回，上杭
卢新铭匪军也进驻白沙。为诱敌计，红
四军从龙岩城撤退，转向上杭进发，迅速
消灭了白沙的卢新铭一个团。白沙战斗
一结束，红四军立即回头攻打龙岩城。
陈国辉部三千多人全部覆灭，陈匪只带
了几十个随从逃脱。从此闽西局面大
定，闽西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同志指示我
们：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
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特委根据
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
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
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
等，婚姻自由，保护商店，肃清反革命，
建立革命委员会、赤卫队、少先队等问
题。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对开展各
地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四军在龙岩开了第七次党代表
大会后，朱德同志率二、三纵队向大田、
德化出击。第一纵队留在闽西，分布在
永定、上杭、长汀，帮助地方党和地方武
装，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打土豪，分田
地，烧契约，建政权。处处红旗如潮，火
光照空，革命的声威震天撼地。在红四
军积极地帮助下，在短短的时间中，我
们即在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武平等
县原来没有基础或基础薄弱的广大地
区，如湖雷、坎市、蓝家渡、太阳坝、黄
冈、白沙、旧县、新泉、南阳、才溪、畲心、
象洞等地方，发动了广大群众，进行了
土地革命，成立了区、乡红色政权。这

时，各地都建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各县
都成立了赤卫军总队部。县、区都有脱
离生产的武装。

八月间，闽西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指
导下，在蛟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
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过去的
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在斗争中发动群
众，组织群众，抓住重点向四周波浪式
地发展，引导群众投入土地革命斗争，
在低潮时期有组织有计划地退却等方
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毛泽东同志讲话时，赞扬了闽西的
革命斗争。他在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
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
以后，便高声地向全场代表问道：
“能不能巩固？”
大家都满怀热情地回答：“能！”
毛泽东同志又侧着头问道：“有什

么条件？”这一问，把大家问住了，会场
上一片沉寂。

这时，毛泽东同志拿起粉笔，就在
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六个条
件：一、闽西根据地已有八十万群众，经
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二、闽西
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
亲密的联系；三、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
民武装—红军、赤卫队；四、闽西的粮食
可以自给；五、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
沿，山岭重叠，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
战；六、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他又告诉大家巩固根据地的
三条基本方针，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
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
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
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方向明确，内
容深刻，大大提高了闽西党的水平，也
鼓舞了大家的斗争信心。

会后，毛泽东同志派了许多有经
验、有能力的军事、政治干部，参加建设
闽西红军的工作。七月，正式成立了红
四军第四纵队（红四军初入闽时，只有
三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一支队是
由上杭的蛟洋及龙岩的白土等地的游
击队编成；二支队由永定的溪南里、金
丰、湖雷等地的游击队编成。

九月间，四纵队曾配合一、二、三纵队
攻下上杭城。在这里，红四军开了第八次
党代表大会。十二月初，再克长汀。然
后，部队就在连城的新泉一带整训。

毛泽东同志在部队中进行了近一
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了两年多来的建
军经验，起草了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的草稿。然后在十二月间，于上杭古田
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
了这项决议。四纵队也选派党代表参
加了这次会议，全体指战员都参加了整
训，直接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学习
了红四军的优良作风。这次会议，对四
纵队由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正规红军，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红军主力来到闽西，闽西六县
全面暴动，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
统治。蒋介石便组织了“三省会剿”，命
令江西的金汉鼎、福建的刘和鼎、广东的
陈维远等部，向闽西逼近。为了粉碎敌
人的“会剿”，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前
委决定绕到敌人后面去，转移敌人目
标。一九三○年初，红四军四个纵队便
从古田出发，向北经连城、清流、归化、宁
化，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开展游击战争。

红四军一走，敌人失掉目标，加之
闽西各地开展了游击战争，敌人到处挨
打，因而广东敌人裹足不前，江西敌人
仓皇撤退。剩下个刘和鼎，又因福州政
变，只好溜之大吉。嚣张一时的“三省
会剿”，就这样黯然收场。

敌人这次“会剿”，不但没有动摇闽
西群众的革命信心，相反地却更加提高

了他们的阶级觉悟。闽西党组织根据毛
泽东同志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路线和政
策，根据闽西的客观情况和主观力量，在
军事建设、土地革命及财政经济各方面，
都做了艰巨的工作，因而局面大为开
展。各县都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
会，成立了红色政权。又在纵横三百多
里的地区内，解决了五十多个区、六百多
个乡的土地问题，八十多万人得到了土
地。一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
纪念日），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
大会，制定了各种法令，成立了闽西革命
政府。这期间，是一九二六年以来，闽西
革命局面的全盛时期。

闽西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便是组
织红军，用地方武装升级的办法，把各
县的赤卫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
军；并成立了闽西红军学校，培养红军
的军事、政治干部。

一九三○年六月，第四纵队随红四
军回到闽西。半年多来，他们跟随红军
主力转战各地，得到更好的锻炼，政治、
军事素质逐渐提高，人员扩大了一倍，
武器装备也改善了。

从红十二军的建立和红四军第四
纵队的发展，可以看出：在群众革命运
动中，创造地方武装，逐渐上升为主力
军，地方主力又编到中央主力去，这就
是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建设方面的基本
方针。闽西红军主力的编成，显示了这
一方针的正确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没
有主力的带动、培养，地方武装要发展
成为主力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同志一
向很重视培养地方武装，除了给枪支、
派干部外，特别注意从实践中锻炼他
们，让红军主力带他们去打大仗，让他
们听惯枪声，见惯大炮；有把握的小仗，
让他们去打，有缴获的地方，让他们先
去；训练、行军，都让他们和主力在一
起。这样，从装备到战斗经验都不断充
实、丰富，地方武装的发展就非常迅速，
战斗力也就很快提高了。

闽西根据地和红军，就是这样地在
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在他的马列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辉煌的
革命思想的指导下，飞跃地发展壮大起
来。虽然后来一度受到“立三路线”的
破坏，可是有着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闽
西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影
响下，终于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继续向前迈进。闽西根据地，终于成为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的一部分，闽西
的革命武装也健康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邓子恢 出生于 1896年，福建龙

岩人。文中身份为闽西暴动委员会副

总指挥，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

埃政府主席，红12军政治委员。新中

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

副主席。1972年逝世。

张鼎丞 出生于 1898年，福建永

定人。文中身份为中共闽西特委组织

部部长、军委书记，闽西暴动委员会副

总指挥，红4军第4纵队党代表，闽西苏

维埃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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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的春天
■邓子恢 张鼎丞

新年快递
■方雪梅

新年钟声响起

我寄一份新年的快递

里面装着十万吨南方的暖春

和山一样高的敬意

收件者是高原、海岛和边塞

那些为我们扛起风雪的人

他们是山河坚硬的骨骼

撑起炊烟 良田 秋天的果实

和鸽子掠过阳台时的优美弧线

他们手握星星

在天空深处与大洋的缝隙

与苍鹰 流云 海风相对

揣着剑胆 揣着火焰与雷霆

守护每一寸国土

我想快递 五月的玫瑰

让雪线之上绽放原味的爱情

把江南的栀子花和弦歌

送到他们手中

将新年的春风擦亮

身着戎装的收件人啊

请签收千家万户的笑容

签收14亿父老乡亲的致敬

热血燃烧
■李增瑞

新年的钟声

点燃我们训练的激情

这是大海拍岸的浪涛

是烈火腾空的舌苗

是剑虹破霄的闪耀

是磅礴的气势，显示澎湃激昂

是强大的力量，展现征服压倒

是高扬的战旗，挥舞英勇威武

是冲锋的号角，催发龙腾虎啸

让青春血脉偾张

让须眉血性充盈

让巾帼英骨刚傲

没有激情，人生将平淡无彩

有了激情，生命必然阳光普照

啊，激情，能扬起风帆

能掀起狂飙，能推动山摇

让奔跑一往无前

激情必须紧紧相伴

让奋斗直抵辉煌

激情一定不能缺少

拥抱激情吧，朋友

它给你带来的奇迹

你想像不到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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