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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笔

思想，无与伦比的力量

甘为孺子牛（中国画） 石金库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5175期

崎岖的山路，颠簸的担架，剧烈的

疼痛……从昏迷中醒来的陈树湘恍然

明白，自己这是被敌人押解着前去领

功。“誓死也不能当俘虏！”他猛地从担

架上坐起，噌地撕开腹部的绷带，右手

插进伤口，揪出了自己的肠子——

“啊！”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肠

子被硬生生绞成两段，陈树湘高大的身

躯重重地滚落到了地上。待到敌人从惊

慌中回过神来，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已

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幕发生在 1934 年 12 月 18 日，

离陈树湘 30岁生日还差一个月零 12天。

2021 年 4 月 25 日上午，正在广西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

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

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在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前，

总书记停下了脚步，凝视良久，由衷感叹：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

一个。”2014年 10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就曾高度赞

扬陈树湘用生命壮举实现了生前立下的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1905年1月30日出生于湖南

长沙福临镇一户佃农之家，10岁时举家流

落到长沙城小吴门外陈家垅。1921年，他

与毛泽东、何叔衡等结识。1925年7月，20

岁的陈树湘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参加

秋收暴动，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 宁 化 ，清 流 ，归 化 ，路 隘 林 深 苔

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

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是毛泽东写于

1930 年新年的《如梦令·元旦》。此时，

古田会议刚刚开过，新型人民军队定

型，部队士气高昂，毛泽东心情大好。

“朱毛”红军很快在闽赣交界处打

出了一片红色根据地。1933 年 7 月，在

宁化与清流交界处的泉上一役中，担任

团长的陈树湘一战成名，率部在雾阁地

区设伏，全歼敌援兵一个团。8 个月后，

陈树湘被任命为红 34 师师长，指挥部

队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击退了 3

万余国民党军的进攻。

红 34 师官兵大多是来自闽西山区

的贫苦汉子，以敢打硬仗恶战著称。长

征开始前，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五军团担

任后卫，而红 34 师则担任了红五军团

的后卫。大军转移，后卫师既要牵制敌

人，还要阻击敌人，红 34 师成了整个中

央红军中承受危险最大的一支部队。

两个月后，红34师在湘桂交界处的湘

江之畔遭遇了长征路上最为惨烈的一战。

1934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中

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

道封锁线时遇到灭顶之灾：前方是设防

堵截的桂军和湘军，身后是潮水般涌来

的国民党中央军，红军被死死压在宽 30

公里、长 80 公里的锥形地带，在敌人的

炮火中如同裹进了“绞肉机”。战斗最

为激烈的时候，红三军团第 4 师一天之

内战死两个团长……

此刻，在掩护大部队转移的红 34师

阵地上，战斗的惨烈程度甚至超过了湘

江岸边的搏杀。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

军周浑元部曾是红 34师的老对手，早在

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就是陈树湘的手下

败将。这一次，周浑元决心靠着强大的

火力支援一洗往日的耻辱。头顶上的飞

机狂轰滥炸，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

海……面对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陈树

湘指挥官兵沉着应战，打退了周浑元部

的一次又一次进攻。陈树湘只有一个念

头，那就是为大部队过江争取时间。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苦战 5 天 5 夜，

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

万 人 的 中 央 红 军 却 锐 减 至 3 万 余 人 。

待到红 34 师一路拼杀到湘江边，渡桥

已经被敌人的飞机炸毁。本来，红 34

师有机会绝地求生，然而，长征之初大

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红军大部队的手

脚，也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战机。

大 战 过 后 ，清 澈 的 江 水 变 成 了 红

色。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脱离大部队的红 34 师同时陷入桂

军和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孤军作战，

人地两生，弹尽粮绝……几番苦战之后，

5000 人的红 34 师仅剩不到 300 人，师团

两级主官只剩下师长陈树湘、师代理参

谋长王光道和第 100团团长韩伟三人。

陈树湘决定绝地突围：“老韩，你带

着师主力继续往东走，翻过这个山脚，

往东返，回到湘南去！”

陈树湘令韩伟率第 100 团 200 人的

主力突围，自己带领行动不便的伤病员

留下来阻击敌人。

韩伟怎能答应。他哭着对陈树湘

说：“您是师长，34师只要您还在，这个师

的番号就在，还是您带着主力往东返！”

谁都清楚此时留下来掩护意味着

什么。几十年后，韩伟还记得当时的情

景。那是从井冈山开始就生死与共的

两位老战友唯一的一次争执。

陈树湘把眼一瞪，让韩伟服从命令。

分手时刻，两位战友许下生死约定：万一

突围失败，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韩伟带领的 200 人突出重围时仅

剩下 30 多人。危急关头，韩伟从广西

灌阳西山乡和兴安漠川乡之间的大江

岭跳崖求生。处境更加危险的陈树湘

率领伤病员继续在湖南道县的莽莽大

山中与敌人周旋，直到身负重伤后仍然

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最后弹尽粮绝，

不幸落入敌人手中。

大难不死的韩伟纵身跳崖后落在

一根树杈上，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监狱，

全面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在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屡立战功，1955 年被

授予中将军衔。

1986 年，老人含泪写下了《红 34 师

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记》一文，那是红 34

师血洒湘江壮烈一幕的最真实记录。

1992 年 4 月，86 岁的韩伟在生命垂

危之际叮嘱子女，不论陈树湘的遗体埋

在哪里都要找到，还要定期去祭奠。而

韩伟自己则把最后的归宿选择在了闽

西——他要去那片盛开着杜鹃花的红

34 师诞生之地，等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

战友魂归故里……

陈树湘牺牲后，残忍的敌人把他的

头颅割下来，先是挂在道县城门上示

众，后又送到他的原籍长沙，悬挂在小

吴门城墙上。而他年迈的母亲，当时就

独自生活在小吴门边上的民居中。

当年，道县的百姓在夜暗之中悄悄

把陈树湘的尸首埋在了潇水边上。然

而，烈士的头颅至今也没有找到。陈树

湘没有子女，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是根据他牺牲后的头颅画面和韩伟生

前的描述复原的一幅画像。

2014 年，陈树湘牺牲 80 周年之际，

韩伟将军之子韩京京请人为陈树湘雕

塑了一尊石像——自此，潇水之畔的烈

士墓前，一面永远的红 34 师战旗与永

远的红 34 师师长相依相伴。

当地的百姓记得，每当清明，这里

总是细雨绵绵……

英 雄
■贾 永

“阵地两件宝，官兵少不了。一件是

日记，一件是诗抄。”

每次回想起这首“堑壕诗”，那铿锵

有韵的诵读声便在我耳畔响起，眼前也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段血火交织的战斗

岁月。

30 多年前，我作为政治部主任随部

队奔赴边陲，参加边境作战。部队乍从

风和日丽的北方来到山高林密、天气炎

热的南疆，很不适应。天气溽热难耐，激

烈的战斗之余，战士们只能以班组为单

位，据守在狭窄闷热的“猫耳洞”里，喝石

缝里渗出的水，啃硬邦邦的压缩干粮。

能活动的空间仅有几尺宽窄。而这几尺

宽的地方也不安全，吱吱乱叫的老鼠和

胳膊粗的山地蛇时常光顾。虽说生活艰

苦枯燥，可是战士们的意志并不消沉。

战斗间隙，大家见缝插针地学习文化、讲

战斗故事、忆光荣传统、话光明前景。大

家还在短暂的休息时间举办战场“堑壕

诗”比赛，抒发在党的旗帜下坚守阵地、

卫国安邦、“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

崇高情怀。他们用铅笔头在拆开的香烟

盒反面，记下了一行行、一首首反映战斗

生活、激发卫国豪情、鞭笞侵略行径、告

慰后方亲人的诗篇。基层政工干部下班

排，及时指导、收集，把这些诗篇刊登在

各单位政治部门主办的油印小报上，冠

以《红棉》《焦土》《戍边》等栏头。报纸发

到各连据守的阵地，官兵争相传阅，群情

激昂，斗志愈坚。任谁看到这些浸润着

青春热血、饱蘸着报国激情、熏染着硝烟

战火的诗作，也会感动不已、心潮激荡。

一名负伤住院的战士，为了早日返回阵

地，用棉签蘸着碘酒，写下了“身上那几

个小小的伤口/是战争馈赠的小小奖章/

放我出院吧/让奖章在战火中迸发出璀

璨的光芒”；在一首名为《止血带》的诗

里，作者写道：“冲锋之前/我们从容地将

止血带扎在腰间/像同龄的兄弟在星期

天里/系上漂亮的领带/像年轻的姐妹赴

约会时/戴上闪光的项链……有一天/会

因为我们的忠诚和勇敢/中国的工厂将

不 再 生 产 止 血 带/而 只 生 产 领 带 和 项

链。”视死如归的求战激情和豁达乐观的

革命情怀跃然纸上。倒下的是年轻的生

命，站起的是不屈的信念，在一篇题为

《静静地，你们躺在这里》的诗中，作者写

道：“静静地/你们躺在这里/为如梦的山

野奏一曲无声的赞歌/正义的血染红了

绿色的征衣/将一个发酵的心愿/埋藏在

这里……”字里行间满怀对战友的轸念、

对胜利的呼唤。在一首名为《在党旗下

宣誓》的诗里，作者的赤诚忠心溢于言

表：“举起右手/擎起的是如山的重托/握

起拳头/身负的是千钧使命……”那些日

子，机关的同志深入阵地、钻进猫耳洞，

回来时，总会带回写在香烟盒上、记在日

记本上的“猫耳洞诗篇”。

与 此 同 时 ，在 野 战 医 院 的 包 扎 救

护 所 里 ，战 士 们 记 录 战 地 日 记 的 热 情

也十分高涨。从各个野战医院收集上

来 的 材 料 看 ，很 多 白 衣 战 士 都 有 一 段

舍家赴战场的感人经历。有一名护士

想 在 出 征 前 哄 睡 两 岁 的 女 儿 ，可 女 儿

却 怎 么 也 不 睡 。 眼 看 出 发 的 时 间 到

了 ，她 只 好 狠 心 将 哇 哇 大 哭 的 女 儿 交

给 家 人 ，自 己 挥 泪 赶 上 出 征 的 队 伍 。

有一名护士与远在家乡的丈夫约定每

月 农 历 十 五 的 晚 上 ，两 人 在 电 话 中 互

唱《十五的月亮》，以解思念之情。在出

征的医护人员中，有不少白衣战士的丈

夫也来到了前线，他们虽同在战壕，却

终日不得相会，只能偶尔通过野战电话

联系。一名护士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

歌，与远在故乡的丈夫共勉。此诗感情

细腻，语言流畅，被前来采访的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记者发现后，在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的“子弟兵”栏目全文播出。播

出时，前线官兵在掩体、帐篷、山洞、堑

壕、猫耳洞里，通过小小的收音机静静

聆听。听完诗歌，很多战士的眼睛里满

是 泪 光 。 此 诗 迄 今 我 还 能 回 忆 起 来 ：

“ 几 时 月 儿 缺/几 时 月 儿 圆/抬 头 望 天

河/天河水涟涟/你在家门前/我在边防

线/奋斗为祖国/相爱情深远/待到月儿

圆/我们再相见/同饮庆功酒/酒香心亦

甜/你也出了力/我也流了汗/风流好儿

女/含笑诉衷言。”

在战事后期，原济南军区《前卫报》

社长邢景文带领记者高建国、刘灿校来

前线采访。他们认为这些日记和诗是激

发战斗精神和奉献意识的生动教材，如

果编辑成书，将是奉献于读者的一份宝

贵精神食粮。经过深入细致的搜集整

理，两本作品集很快结集成册：第一本是

《猫耳洞诗选》，第二本是《战地女护士日

记》。前者，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为重

点 选 题 加 班 赶 印 ，于 一 个 月 后 隆 重 推

出。书上架后，不日告罄，二次加印。后

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他们

将书稿送交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

大姐审阅。康大姐流着眼泪一口气看完

书稿，当即提笔题写了《战地女护士日

记》书名。书籍上架这天，前来买书的人

排起了长队。

而今，再次看到案头已被岁月浸染得

发黄的《猫耳洞诗选》与《战地女护士日

记》，我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当年部队官兵

在先进文化的鼓舞下所呈现出的昂扬精

神面貌。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军的基

层文化工作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它是战

斗力生成的催化剂，是激发官兵保家卫国

的精神力量，更是部队官兵在党的旗帜下

奋勇前进的加油站和助推器。过去是这

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张卫强、孟凡任整理）

阵地两件宝
■刘传鹏

像 牛 一 样 劳 动 ， 像 牛 一 样 奉 献 。

为 民 服 务 要 做 孺 子 牛 ， 创 新 发 展 要

当 拓 荒 牛 ， 艰 苦 奋 斗 要 像 老 黄 牛 。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历 来 崇 尚 牛 精 神 ， 历

代 诗 词 歌 赋 均 有 咏 牛 名 篇 ， 是 为 最

好例证。

牛 入 诗 词 歌 赋 最 早 应 在 商 周 时

期 。 中 国 古 代 最 早 的 一 部 诗 歌 总 集

《诗 经》 中 就 有 咏 牛 的 诗 歌 。 比 如 ，

《小雅·无羊》 中载：“尔牛来思，其

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

或讹。”意思是说，一群牛过来，摇动

着大大的耳朵，有的信步于山坡，有

的觅饮于水边，或睡，或卧，非常形

象 具 体 地 描 写 了 牛 的 状 貌 与 活 动 情

形。有人统计，《诗经》 305 首诗中有

9 首涉及牛。“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可谓状景抒情佳句；“谁谓尔无牛，九

十其犉”，是谓当时畜牧兴旺之表达。

在汉乐府诗中，涉“牛”的诗歌也有

近百篇，其中广为传唱、也最为人们

熟知的是 《敕勒歌》。“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至今仍是辽阔

草原最为豪放、壮美的生动咏唱与写

照。唐宋两朝不仅创造了诗歌的极致

辉煌，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

居易等一批伟大诗人，也开启了散文

大繁荣的时代，涌现了以韩愈、柳宗

元 等 散 文 大 家 为 代 表 的 唐 宋 八 大 家 。

这些诗词歌赋大家均有咏牛名作。元

明清及现当代以来，也有许多名家咏

牛，比如，元代的宋无、吴澄、萨都

剌，明代的李东阳、高启，清代的袁

枚、杨晋等，现当代的鲁迅、臧克家

等都写下诗文赞颂过牛。

有道是：诗缘情，诗言志。历代文

人墨客、名儒贤士，包括一些政治家，

都曾借牛咏志，抒雅兴之情，名为诗兴

所至，实在志情所愿。

纵观历代咏牛之诗词歌赋，赞颂

牛 之 忠 诚 担 当 、 勤 劳 奉 献 、 开 拓 进

取、温讷任重、寡欲尽瘁精神，始终

是咏牛之主调。如，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的 《牛赋》 载：若知牛乎？牛

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

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

曦 ， 日 耕 百 亩 。 往 来 修 直 ， 植 乃 禾

黍 。 自 种 自 敛 ， 服 箱 以 走 。 输 入 官

仓 ， 己 不 适 口 。 富 穷 饱 饥 ， 功 用 不

有。陷泥蹷块，常在草野。又如，老

庄 《赞 牛》 载 ： 如 山 像 汉 ， 任 重 讷

言 。 忠 厚 淳 朴 ， 勤 劳 奉 献 。 低 调 担

当 ， 倔 强 率 憨 。 开 拓 苦 耕 ， 寡 欲 无

怨。寂寞笃行，尽瘁悠然。还如，王

茂亮 《牛颂》 载：大千世界，亿万生

灵 ， 鞠 躬 尽 瘁 ， 当 属 牛 公 。 牛 之 性

格 ， 敦 厚 宽 容 ； 任 劳 任 怨 ， 蔑 利 轻

名 ； 但 为 众 生 ， 不 辞 羸 病 ； 默 默 奉

献 ， 忍 辱 负 重 。 德 高 如 岳 ， 品 节 如

松。穷尽赞词，难状其功。

咏牛之诗词歌赋中，托物言志者

亦属主调，或占很大比例。如，唐人

李 白 《田 园 言 怀》 载 ： 贾 谊 三 年 谪 ，

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

流。诗中贾谊是西汉政论名家、文学

家，爱国忠君，但因直言而被贬官长

沙，32 岁早逝。班超是东汉名将，平

定疆域功盖一代，仅官封定远侯，直

至 晚 年 难 归 故 里 。“ 何 如 牵 白 犊 ， 饮

水对清流”中涉及传说中远古高士许

由 、 巢 父 ， 并 涉 及 两 个 典 故 ：“ 洗 耳

颍 滨 ” 与 “ 饮 犊 上 流 ”。 尧 帝 在 位 时

闻知许由既贤又德，便欲召其为九州

长，许由不受，也不欲闻之，怕玷污

了耳朵，便去颍河洗耳。此时其友巢

父 牵 白 犊 正 欲 在 颍 河 饮 之 ， 听 闻 后 ，

认为洗耳之水受到污染，牛也不能饮

用，即牵犊到河上游去饮水。李白此

时 终 于 有 所 感 悟 ： 人 生 的 价 值 意 义 ，

不是追名逐利，而是要不断提升精神

境界、修炼高尚品格。又如，南宋名

臣 李 纲 《病 牛》 载 ： 耕 犁 千 亩 实 千

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

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李纲坚决主张

抗金和革新内政。这是其被罢相贬官

后写下的诗句，以朴实的笔风赞颂病

牛的坚韧品格和精神境界，其实是以

病牛自喻，抒发个人节操情怀：虽遭

受迫害打击，筋疲力尽，但仍以国家

兴亡为己任。

借牛抒怀，是咏牛诗词歌赋中的

又一主要基调，历代诗坛多有写牛的

名作以表达诗人思想情怀、体现作者

精 神 境 界 。 比 如 ， 清 代 杨 晋 题 画 诗 ：

牧 童 牛 背 绿 杨 烟 ， 断 续 歌 声 独 往 还 。

不 与 人 间 荣 辱 事 ， 满 蓑 风 雨 亦 尧 天 。

牛与牧童为伴，歌声时而飘来，杨柳

青青，炊烟袅袅，就是风雨满衣，也

如尧舜天地。此诗清楚地表明了作者

不愿追名逐利的心态。又如，现代诗

人 鲁 迅 《自 嘲》 载 ： 横 眉 冷 对 千 夫

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句中表达了诗

人对反动者永不屈服，而如孺子牛一

样心甘情愿为人民大众服务、奉献的

革 命 豪 情 。 宋 代 诗 人 梅 尧 臣 《耕 牛》

载：破领耕不休，何暇顾羸犊。夜归

喘 明 月 ， 朝 出 穿 深 谷 。 力 虽 穷 田 畴 ，

肠未饱刍粟。稼收风雪时，又向寒坡

牧。通篇比兴，通过对耕牛辛苦奉献

的赞颂，寄托了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

同 情 。 再 如 ， 臧 克 家 《老 黄 牛》 载 ：

块 块 荒 田 水 和 泥 ， 深 耕 细 作 走 东 西 。

老 牛 亦 解 韶 光 贵 ， 不 待 扬 鞭 自 奋 蹄 。

借老黄牛奋斗不息的精神，表达诗人

自勉自励的思想情怀。

在咏牛之诗词歌赋中，写景叙事

同 样 为 历 代 诗 人 所 热 衷 ， 既 写 景 色

美，又叙情境事，表达诗人对万类霜

天的向往，也体现天地一境、人牛相

牵 的 审 美 感 受 。 比 如 ， 明 代 李 东 阳

《北原牧唱》 载：北原草青牛正肥，牧

儿唱歌牛载归。儿家在原牛在坂，歌

声渐低人更远。又如，李白 《寻雍尊

师隐居》 载：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

眠 。 语 来 江 色 暮 ， 独 自 下 寒 烟 。 还

有：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

归 （宋 代 · 张 舜 民）； 远 草 平 中 见 牛

背 ， 新 秧 疏 处 有 人 踪 （宋 代 · 杨 万

里）；野牛浮鼻过寒溪，落木萷椮水下

陂 （宋代·朱熹）；平川十里人归晚，

无数牛羊一笛风 （明代·杨基） 等。

这 些 历 代 咏 牛 名 家 名 作 ， 至 今

仍 被 广 为 传 颂 。 这 缘 于 诗 的 审 美

与 意 境 ， 更 缘 于 尚 牛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魅 力 。

咏
牛
言
志
抒
情
怀

■
吕
国
英

一路走来，翩翩少年

犁过了几道水，翻过了几座山

冲破多少腊子口，攻克多少娄山关

浴火凤凰向阳飞，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路走来，翩翩少年

转过了几道弯，跨过了几道坎

斗败多少风和浪，战胜多少难与险

烈火金刚浑不怕，轻舟已过万重山

百年风华，依然少年

奔流的使命一往无前

鲜亮的初心从未改变

铁肩扛起复兴梦圆的重担

百年风华，依然少年

煌煌日月照耀河山

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妙笔绘就千秋伟业的灿烂

百年呼唤

历史的波涛一眼望不到边

总有一艘红船在破浪扬帆

千回百转的征途播下信念

点燃民心的星火注定燎原

深深沉思镰刀锤头的心愿

那是奔腾的江河浩荡绵延

心中的光焰如日月旋转

伟大的远航穿越万水千山

未来的波涛仍在天边翻卷

红船的航线始终一往无前

一如既往地播种幸福与甘甜

拥抱大地的梦想如花璀璨

深深沉思她那芬芳的初心

你会发现灯塔矗立天地间

一束束光照亮前进的路

伟大的远航是复兴的诗篇

百年风华
（外一首）

■焦 锐

革命精神礼赞

穿越时光的精神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