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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
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
开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也由此诞
生。您可曾知道，在那场改变中国命
运的起义中，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开国
将帅呢？据档案统计，累计有六位元
帅、三位大将、四位上将、七位中将
和六位少将。那么这些光彩熠熠的
“将星”们，在南昌起义中都有过什
么特殊经历呢？本文为您撷取一些鲜
为人知的片段。
作为开国元帅之首的朱德，在起

义爆发时是国民革命军第 #军官教育
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他利用自己
的特殊身份，在起义前夜请敌
南昌驻军两个主力团的军官来
吃饭。原来，宴会的地方刚好
在城西，而敌军驻地却在城
东，敌军官酒足饭饱后，便纷
纷跑到了牌桌上打麻将，而他
们的卫兵也被朱德支到外面喝
酒寻乐去了。起义的枪声响起
后，埋伏在屋外的起义军战士
一拥而上，不费一枪一弹就把
他们控制了起来，而敌人的部
队群龙无首，很快被解决了。
起义胜利后，朱德率先带领先
遣部队迈出南下的步伐。
当时作为起义军参谋长的

刘伯承，建国后也被授予元帅
军衔。这位公认的“百战将
星”为南昌起义设计了完美的
行动计划，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战斗。
当起义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开赴广
东途中，刘伯承注意翻捡敌人遗留下
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发现一则关于起
义军里某高级军官叛变的消息，而此
人刚好掌握了起义军进军路线的绝密
情报。刘伯承立即向起义军建议改道
长汀、上杭进广东，避免了起义军遭
受更大的损失。后来，起义军在南下
途中仍然遭受重大挫折，刘伯承被迫
转移到香港，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赴苏
联留学，$!%& 年回到中央苏区，成
为红军总参谋长。
开国大将许光达，在起义时是第

&'师的一位排长，他和战友们根据
党的指示，赶往南昌参加“紧急行
动”（即起义），可是通往南昌的铁路
已经中断，他们只能徒步翻越庐山，
(月 '日才到达南昌北郊，可是起义
军已经开拔南下。他们不得不日夜兼
程，(月 $%日才在宁都追赶上大部

队。当国民党军在三河坝截击起义军
时，许光达代理一个连的指挥，坚守前
沿要点笔枝尾山，为部队转移争取时
间，他在战斗中还被炮弹炸伤了。短暂
养伤后，许光达于 $$月初去潮汕寻找
部队，但起义军那时已经失利。后来，
许光达经上海辗转上了井冈山，继续自
己的红色征程。
开国上将萧克，参加南昌起义时才

年仅 $!岁，但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连
长了。按照起义前的部署，他所在的连
队负责攻打匡庐中学，由于起义提前举
行，战斗突然打响，萧克等人一听枪响
就赶去参战。这时，学校里的敌人企图
越过城墙逃跑，遭到埋伏在城墙下的战

士们阻击，萧克等人预先在制高
点布置了兵力，团部又派来机枪
排支援，敌人突围不成，只得集
合在操场上，被起义军缴械。
开国中将唐天际，他在南昌

的传奇经历发生在起义军撤离之
后。由于组织上要他留下监视敌
人情况，唐天际没有随部队一起
转移，敌人进城后实施大搜捕，
他隐蔽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里，
店里的刘老板安排他钻进店里的
一个大座瓶里，然后往瓶口上盖
了一顶破草帽，这才混过难关。
之后一连三天，敌人紧闭城门，
戒严搜查，此时唐天际已完成任
务，打算出城追赶部队。刘老板
对他说：“路只有一条，那就是
从阴沟里爬出去。”沟里的污水

半尺深，臭得人恶心。两人趁着夜色，
走了约半小时，终于来到城墙外。之
后，唐天际追赶上了起义部队。
开国少将袁也烈，在起义时担任第

)&团第 %营营长，奉命指挥新营房战
斗。)月 %$日晚饭后，袁也烈率部行
进到预定攻击目标附近停下来休息，袁
也烈营部的副官走进敌军团部，声称自
己的部队找不到宿营地休息，打算借他
们营房前面的空地露营。那个团长对靠
近他们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随后两
支敌对的部队就宿营在一起。夜里起义
的枪声一响，袁也烈一声喊，“冲！”部队
便潮水般冲进营房，敌人很快就投降了。
袁也烈之后随军南下，起义军失利后，到
湖南从事地下工作。$!%$年，他到广西
参加龙州起义，后任红 (军第 $纵队参

谋长、纵队长等职。
明日请看 《红

军“传奇山炮”的
故事》。

红渡梯田
王士雄

! ! ! !来到贵州的人，第一印象
山多，境内梯田遍布，堪称梯
田之邦。当地最著名的十大梯
田中，有的波澜壮阔、有的别有
洞天、有的诗情画意，红渡梯田
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其小巧玲
珑曲线美著称，更有红色的故
事，青史垂名、流芳百世。
红渡梯田位于岩门渡（载

入军事志、地方志、党史，红
军长征强渡乌江第一渡美誉）
南岸群山的一道褶皱上，东面
山坡高陡，西面山坡平缓，东
西面山坡下有一条 '""米左右
的长滩河，流进乌江。站在五
洞屛观景长廊的梯田观摩台
上，视野广阔，这片规模宏
大，神奇千年的梯田群，分布

在海拔 %""*!""

米之间，最长坡
度达 '" 度。从
褶皱两岸的山脚
盘绕到山顶，高

低错落，层层叠叠，连在一
起，我的目光，上移、上移、
再上移，缓缓地由下而上，升
到空中，一直铺排到天上，天
地之间，或疏或密、或宽或
窄，浮想联翩，极赋神韵，呈
现出来梯田的形和势，梯田的
曲和线，你会发现，随着四季
变化、气候变换，那曲线在韵
律中不断飘舞，伴着花色飘
香；伴着绿色飘动；伴着金色
飘摇；伴着雪色飘逸；伴着蓝
色飘渺。这条条的曲线图，这
茫茫的虎斑纹，是这片梯田的
灵魂，是这片梯田的生命。曲
线美、曲线韵、曲线奇，仿佛
一部旋律美妙的五线谱，弯弯
曲曲、疏疏密密、起起伏伏、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形形色
色，谱写着乐曲、奏响着乐
章，那么流畅、那么圆润、那
么深情、那么舒展，其线条行
云流水，其气势磅礴壮观。在

旁的三喜董事长感叹：见过不
少梯田，真是啊，这是地球最
美的曲线！
在红渡这片梯田，当地人

用“青蛙一跳三块田”，比喻
地小和细长，最大不过一亩，
大多数田称为“腰带田”，只
能种一两行禾苗的，这腰带田

间，最长的数十米，最短的不
足一尺。这儿传说一则笑话，
有个山农，家有一百块梯田，
一天，忙完活，他又顺便点了
遍地块，大吃一惊，怎么少了
一块？结果，仔细数来数去，
还是九十九，他忐忑不安、灌
夫骂座，误认为谁毁了田埂，
占去他家一块地呢！过去也曾
发生过这类事，此刻，他弯下

腰，捡起自己的蓑衣，这才恍然
大悟，原来一块田，被他的蓑衣
盖住咯！虽然是个趣闻，来比喻
梯田面积很小哦。
而乌江峡谷里，静静地熟睡

着一沟的雾，风流儒雅、风趣横
生，给红渡梯田披上一层薄薄的
婚纱，似大家闺秀，增添了丰姿
缠绵，遮掩着世外桃源，偶尔扯
出一袭一袭缝隙，从坡上漫不经
心走过，深藏不露；偶尔扒开一
个一个大洞，给大地露出阳光笑
脸，云兴霞蔚；偶尔挥起一张一
张大弓，弹出一团团棉絮，在梯
田翻滚跳跃玩耍，梯田裹在云雾
间，勾勒出色彩斑斓、千姿百态
的山水画。不同的时节，披上一
幅幅不同的美景，那春水融融似
明镜；那青苗悠悠像绿毯，最巧
夺天工的画卷，还数菜花盛开金
灿灿，稻穗飘香齐刷刷，一层一
层、一叠一叠、随风摇曳，婀娜多
姿。这得天独厚的乌江，那天地

造化的梯田，融为一体，相得益
彰。它是如此的柔情深涵，又是
那样的恣意豪放。我在这儿，尽
情地放飞想象，云雾、花香、稻
浪、鸟鸣、微风，给人强力的视觉、
味觉、触觉、听觉的综合冲击，恍
如置身仙境，令人无比陶醉，真
是一次山乡行，难忘山乡情。
山坡上，有梯才有田，有田

才有梯。只见一梯梯的上，造就
一块块的地，只有一天天的奉
献，才有一年年的丰硕。有书记
载，这片梯田应始垦于元代年
间，千回百转七百余年，土著民
也好，屯垦者也罢，祖祖辈辈繁
衍生息，历经沧桑，筑埂开田，
红渡人艰辛地、科学地、依托层
层的梯田，上苍恩赐的泉眼，阳
光雨露，育苗插秧，把汗水浇在
梯田里，把种子插在梯田上，把
生活系在梯田中，如今，梯田日
臻完美，形成了美不胜收、灿若
晨星的梯田。

一世缘来为读书
胡晓军

! ! ! !那天一早，蒋星煜先
生来电，说昨天写了篇谈
《西厢记》 版本的小文，
已经寄来 +敬请留意；又
说最近报上有一组戏曲诗
词，署名是你，不知是不
是你。我说是我，写得不
好，让您见笑。蒋先生果
然哈哈笑了起来，说：
“哦哟，想不到你还有这
个本事！”
我在戏剧杂志社任职

期间，承蒋先生赐予多部
著述和多篇文稿。他的文
稿篇幅短而意味深，见解
精而文字清，口语化的叙
述中常常夹些古旧气，最
明显的是句末有“也”或
“矣”字，令人莞尔。一
位年近九旬的老学者，不
但每天读书看报，更长期
保持着三千字的日写作
量，思维仍如此清晰，文
字又这般绵密，且火气也
愈发健盛，以至于被人戏
称谓“文坛一怪”或“学
界老妖”。我以为其中缘
故，除了先天禀赋，更是
长期养成的习惯。习惯往
往是兴趣养成的。蒋先生
自小对文史和艺术产生浓
厚兴趣，十几岁就开笔撰
文见报，二十几岁时就写
成了隐士文化和颜氏书法
的两本专著，兴趣渐渐养
成了习惯，数十年里未有
稍减，老而弥坚。蒋先生
虽屡获名家指点，但从未
拜过师，他做学问和搞创
作的方法与成果，几乎全
是靠读书得来的。蒋先生
还十分看重发表，常会来
电来信，提醒在我手中尚
有未发的文稿。他的文
集，在每篇文章后都注有
发表的报刊及日期，这可

能是他治学习惯的延伸，
更可能是他做人完整的标
准，即读书、写作、发表
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后者
是前二者的达成。
然而这一切，大致始

于诗词。他在一篇散文中
写道：“诗词给了我最初
的文化熏染，我热爱唐

诗、宋词、元曲，它们陶
冶了我的性格，使我终生
陶醉其中。”他致力于古
典戏曲研究，尤在《西厢
记》上用力最深、收获最
多，追根溯源，就是为其
“天地妙文”的诗意所倾
倒的。
然而这一切，大多付

于考证。他发现前辈对
《西厢记》的研究，只涉
寥寥几个版本，而
《西厢记》 光是明
代刊本就有六十多
个，极为复杂，于
是穷毕生之力加以
考证。对这门旁人看来枯
燥至极的学问，他除了具
有与生俱来的兴趣，更理
性地认定考证是历史研究
之源和文艺创作之流。的
确，在文学艺术的作用下，
历史常会变得失真却更深
入人心，但真实毕竟是最
重要的，对真实的考证，
才能使人真正地知晓所处
的方位和前进的方向。
蒋先生既抓住了学术

之源，又抓住了创作之
流，所以他写的小说和散
文多有典籍查考和实地查
勘作保证。他是把学问当

文学来写、把文学当学问
来做的，称他为“作家型
学者”或“学者型作家”
是最妥帖的了。正因集逻
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为一
身，蒋先生十分注意细节
的发现和情境的表现，往
往从小处见大格局。这恐
怕也与他对诗词的热爱有

关，因为诗有诗眼，戏有
戏眼。他考证桃花扇，从
剧本的描述到人物的动
作，从中国扇子史到扇子
制作工艺，推断出桃花扇
为一面小团扇，不唯是李
香君爱情、节操和爱国精
神的外化，更是孔尚任矛
盾、彷徨和创作思想的内
寓。此文读罢，我忽想起
李商隐咏团扇的“若道团

圆似明月，此中须
放桂花开”，稍易
几字成“莫道团圆
似明月，此中却有
桃花开” +用以概

述《桃花扇》的主题，是
再适合不过的了。
可见蒋先生的学问不

仅来自典籍所载，而且来
自生活之常，后者常作为
前者的证明或补益。他曾
与人辩论 《牡丹亭》 中
“袅晴丝”究为何物，调
用所知案头资料和所感生
活经验，全力证明此乃春
日野外的虫丝而非柳丝，
为此不惜连打三次文仗，
直打到对方缄默为止。蒋
先生的观点是对是错，姑
且不论，但研究之深与表
达之真，是没有疑问的。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
这些古典杰作中的团扇
儿、柳枝儿，还有玉簪
儿、春凳儿，绝非寻常物
件，而是如毛细血管一般
通向研究对象的肌理，也
通往自己学术构建的体
系。这正是他一遇不同的
观点，便主动寻求商榷的
原因，比如读到一本书中
将桃花扇释作了折扇，他
即一面致信台湾的作者，
一面撰文开始了争鸣。在
丰厚的资料和充沛的自信
下，他认错的情形是极少
发生的。
在学术争鸣之外，蒋

先生大体是随和的。他对
衣食住行不怎么讲究，即
便在正式场合西装笔挺、
领带鲜艳，脚上却是一双
半旧的旅游鞋———这恐怕

是他“学术讲究”和“生
活将就”的绝妙外显。对
涉猎范围之外，蒋先生通
常是赞许的，尽管口气有
时并不入耳，甚至略有讥
讽之嫌，就像评我作诗词
的那句话一样。有人持自
撰的历史剧本登门请教，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哈哈
笑着对来人说：“哦哟，
写得好，好就好在坏人好
人一眼便知，我想小孩子
一定会喜欢的！”

听说蒋先生少年狂
妄，目中无人，为此吃了
许多苦头。又听说蒋先生
老年乖张，出口伤人，为
此得罪了不少同道。少年
狂妄，我虽未亲见却也能
想见；老年乖张，我则在
他的行文开言中屡有所
察，大致说有的人学问不
大而胆子不小，搞了许多
荒唐；有的人浅尝辄止却
故作高深，弄得出尽洋
相；他还怪编辑愚钝粗
疏，把他的文章改得脉络
不顺气息不调，其中也包
括我在内。蒋先生也不怕
被别人骂，无论是当面发
难还是背地作梗，他都一
笑置之。他经历了太多，
不仅被骂而且挨打，这些
口头痛痒，实在不算什
么。
况且人非圣贤，缺点

难免，所以我更多地留意
这些缺点的源头，然后作
出判断。由于家世、性
格、所处环境与自身选择
等主客观原因，蒋先生终
身未仕，没有哪怕半个行
政或社会职务。用他自己
的话说，既不属任何的
党，也不当任何的长，又
不做任何的主席或主任。
他不觉有憾，反觉有幸，
因为省却了开会、投票、
聚餐的时间，全都花在读
书上了。说到底，蒋先生
没有权势可以欺人，没有
地位可以压人，没有金钱
可以收买人。若一定要说
他以甚压人的话，他的
“本事”唯有才气与学问。
这是一位批评家必须具备
的素质和能力。明了这一
点，我想自己唯有惭愧才
疏学浅、赶紧埋头读写，
还有什么余暇和心情去埋
怨、去怪罪这位率性随口
的老学者呢？
一世缘来为读书，笔

当梁柱纸当庐。少扬情志
梦耽古，老辣文章性转初。
问学纤毫须到底，呼名妖
怪又何如。孤高随和皆由
我，笑指野云风卷舒。

选个葫芦养蝈蝈
马媛媛

! ! ! !养蝈蝈的器
具很多，除了常
见夏天用的竹笼
子外，葫芦也是
很多人选择的好
虫具。用葫芦蓄养鸣虫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就有历
史记载。之所以选用葫芦，是它具备几个优点。保
暖，葫芦封闭性好，葫芦肚里温暖，即使大雪纷飞时
节，爱虫呆在里面也不觉得寒冷，另外，携带方便，
葫芦大小正适合放在口袋里，其次，葫芦材质更适合
发音，保持音色的纯正，最后，葫芦虫具本身也是件
艺术品，造型、图案、花纹都非常好看。

葫芦虫具全身呈黄
色，这种黄色是经过上手
盘玩，以及日晒，经过三
四年岁月的洗礼才产生这
种颜色，使用年头越长，
越古色古香，越有味道。
将葫芦顶端裁掉一部

分，用乳胶粘一个口圈，
再配个带眼的盖子，把蝈
蝈放进去就可以了。为了
防止蝈蝈的触须从盖眼里
伸出来折断，还要在口圈
下边卡个“胆”，黄铜丝
或白铜丝弯制而成。对于
玩蝈蝈的人来说，怀里揣
着装有蝈蝈的葫芦，聆听
着蝈蝈的鸣叫，这才是最
富有情趣的事。

意马莫纵
黄志峰满江红 （中国画） 聂秀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