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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马当要塞阵地上
的激战持续一天。中国守军一度
夺回黄山阵地，攻击香口的日军
遭遇中国守军的反击后也退至香
口以东。中国空军轰炸了马当江
面上的日军舰船，炸沉炸伤了多
艘敌舰。二十六日，日军后续部
队在娘娘庙、牛首矶大规模登陆，
炮兵发射了大量毒气弹，中国守
军伤亡严重，阵地已多处破碎，要
塞岌岌可危。

奉命增援的第一六七师仍
不见踪影。

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在
接到李韫珩增援命令的同时，也
接到了白崇禧要求他迅速增援马
当的命令。但是，薛师长选择的
增援路线，只能说明他在暗中违
抗军令：从彭泽到马当，本有一条
平坦的公路可行，薛师长放着平
坦的公路不走，走的是一条绕太
白湖东边的小道。小道崎岖蜿
蜒，泥泞不堪，师参谋长提醒他：
以一师之众，走如此难行的小道，
何时才能赶到马当？薛师长的回
答是：这样可以避免遭遇日军的
阻击。结果，第一六七师才走到
半路，在日军步兵、海军和空军的

联合猛攻下，马当要塞已于二十
六日上午九时落入日军之手。

马当要塞的丢失，令人无法
解释。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干
脆把江防各部队发给他的报告集
中起来，一并转发给蒋介石，让蒋
介石自己去判断这件事到底荒诞
在哪里：一、第二总队鲍长义感
（二十七日）戍代电称：职队已牺
牲四分之三，昨晨因敌屡攻屡败，
伤亡在二千以上，致恼羞成怒，不
顾国际公法，竟释放毒气，我方中
毒者极多，敌即趁机以千人向我
包围，致我牺牲极大，各中队长、
队副大部均作壮烈牺牲，指挥所
亦被包围。斯时，各山遍插日旗，
各中队电话均不通，援兵不到。
职不得已，率同残余员兵冲围而
出。二、第三总队副崔重华感亥
电称（总队部在湖口）：第三大队
已牺牲三分之二，炮毁四门，合计
第一、三两大队共有炮十四门，现
仅余七门。颜总队副刻在彭泽负
责收容，已收容者约二百五十
名。此间给养极端困难，有线电
及长途电均炸断不通。三、陆战
支队第二大队长金宝山感戍电

称：职队七五野炮八门，被炸毁六
门，现仅余二门，已运到湖口，子
弹均已用尽。四、第三总队长康
笔祥（该员本驻湖口，因两个大队
调赴前方，遂前往督率）俭（二十
八日）酉电称：马当区自与敌接触
后，我守备各队苦战三昼夜，弹尽
粮绝，伤亡惨重，援兵不到，今上
午全线不支后退，本军大受影
响。此役敌舰被职属各队击伤起
火者甚多。第三大队大队长、副
各一员，中队长、副各二员均为国
捐躯，士兵伤亡甚重。职队各炮
被炸毁及击毁者甚多，现残余员
兵均已离开马当区。由于怪事连
连，幸存下来的马当要塞守军官
兵严重怀疑：要塞陷落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内部出了汉奸。理由
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
定在六月二十四日，事先发出的
通知是二十三日下午到马当镇军
部集合，而日军恰好选在这个时
候登陆袭击马当，选择的突击目
标又是没有主官的三一三团阵
地。同时，在马当战斗中，他们发
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空军
前来袭击江面上的日军舰船，而
向马当江岸要塞阵地开炮的日军

舰船，往往在中国战机还没抵达
上空的时候，就已经事先把炮口
转向了天空，这说明日军对中国
战机到来的时刻了如指掌。——
的确，马当要塞守军残部撤退时，
果然在路上捉到了汉奸：“敌机三
架前来袭击彭泽县，当时发现有
一人身穿白衣服在岗上喊叫。很
快，一幢军用仓库被敌机炸毁。

我们很奇怪，鲍长义总队长即派
一名排长带一班人去查看，原来
高岗附近有一个防空掩体，内藏
有三名汉奸，并备有收发报机一
部。这位排长气极，当即将这三
个汉奸打死。”

一九三八年八月，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撤销了第十六军军长
李韫珩的职务，而第一六七师师
长薛蔚英因“畏敌如虎，贻误战
机”被军法会执行枪决。

为挽回马当失守对江防全
局造成的危害，陈诚急令武汉卫
戍总司令罗卓英督率调归他指挥
的李韫珩的第十六军、刘多荃的
第四十九军、黄维的第十八军等
部向香山和马当一线实施反击，
并特别强调“如作战不力、畏缩不
前者，即以军法从事”。香山三面
环水，山险坡峻，不易正面攻击。
二十八日夜，中国军队以伤亡六
百多名官兵的代价，突破了香山
东南方向日军的阵地，战至天明
收复香山。日军退到香口后增兵
两千，二十九日拂晓，日军舰炮、
飞机连同地面部队一起阻击反攻
香口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退回
香山与日军形成对峙。

日军华中派遣军决定增兵。
刚从日本本土调来的第一

六师团一部，被加强给波田支队；
日本海军也调来第二十一水雷
队、第二炮舰队和第三、第十五航
空队，以厚海军第十一战队兵
力。二十九日，日本海军爆破组
终于炸开了马当堵塞线，波田支
队主力和第一六师团一部得以乘
坐第十一战队的舰船，顺利通过
马当水面向彭泽推进。上午十
时，日军水陆并进包围了彭泽
城。中国守军在抗击中伤亡巨
大，第三战区急派何平的第十六
师增援，但增援部队受到波田支
队左翼部队的阻击。彭泽城随即
陷落。

沿着彭泽西溯，便是长江的
另一处江防要塞湖口。

湖口是鄱阳湖通向长江的
入口处，为九江之门户。

一旦日军占领湖口，其舰船
便可进入鄱阳湖，直接威胁南浔
路（南昌至九江的公路）中国守军
的侧翼。同时，从鄱阳湖向西可
对武汉侧背形成进击之势，向东
则可对位于江浙地区的中国第三
战区后方构成威胁。

为了确保湖口，战区司令长
官陈诚任命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
栋为湖口守备区指挥官，归第三
十四军团军团长王东原指挥；命
令王东原指挥第七十七师、第十
六师等部向娘娘庙、彭泽的日军
实施反击；第七十七师原湖口防
务移交刘雨卿的第二十六师。与
此同时，中国海军奉命在湖口附
近江面大量布雷。

七月一日，第七十七师反击
先头部队四六团，在堂山附近与
波田支队一部迎头相撞。激战后
四六团退守杨家山，波田支队猛
烈追击，配属的日军野战毒气第
十三中队释放了毒气，四六团上
百名官兵中毒，残部二百余人被
迫撤退。第二天，王东原指挥第
七十七师主力与第十六师分路
从侧后攻击波田支队，第七十七
师给波田支队第二联队一部极
大的杀伤，但自身也损失官兵数
百人。三日，第七十七师继续向
日军猛攻，再次击毙日军百余
人。而在第十六师方向，因当面
日军得到第一六师团一
部的增援，双方胶着在
一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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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明月同一乡
程远河

清早，门便咚咚咚地响起。谁呢？开门，却不
知道眼前的汉子是谁。再往后一看，是老家村里的
新会哥。我正要说话，他说：“这是咱留新叔家的天
照，比你大两岁，你该叫他哥的。好些年没回来了，
昨天回来，今天说来看看你。”

新会哥说，我是天照记得的村里唯一的小时候
在一起耍过的人，所以来找我。

我说，咱们还是回老家吧，申洼村的岭上，八里
沟的坡底，才是我们最好的说话地方。这城市的一
切，和我们的少时有什么关系呢？

二十分钟，到老家了。我们沿着村西弯弯的山
道，走在当年走得最多的土地边上。

有三十五年的时光在中间，重逢的话自然遵从
记忆。我先是问他：“天照哥，你还记得你爷爷领着
你在我家玩吗？在我家东窑，你爷靠里坐吸着旱
烟，我妈在门口织布，你爷爷的白胡子好长。咱俩
在玩瓦片，你穿的汗衫很干净，我的布衫很脏。”

他不说话，点点头。也许他记得。我不管，我
只是按照自己头脑的库存说着，伴以手势。

天照主动告诉我他的情况。他说他随母亲先
是到了南阳，再是到了南京。上了个中专，后来辞
了工作，自己干生意小有收获。两个孩子都已经考
上大学。

去年，天照母亲去世。他母亲对这个村子有成
见，临死交代他，不要再回来。可她越是交代，他越
想回来看看。他现在就踏上了申洼村的土地。他
说，无论如何他姓程，是会回来走一走的。

天照让我陪着他，一一指认他老宅的布局。我

的记忆还行。他们家麦场里的碌碡和麦秸垛，院里
的杏树和三孔窑，门外放红薯的地窖和那口辘轳总
在夜间响的老井，甚至拴牛的洋槐树，我都记得一
点不差。现在，他们的老宅是春日的戏台，夏日的
凉场，秋天的打谷场，冬日晒太阳的地方。很少有
人提及他家，包括那些和他家近门的人。

天照一字不说，走得很慢很慢。他走时不过
七八岁吧？不知道他的关于这个村庄的记忆，会
是怎样的味道和色彩？我从不曾远离过它，已经
感到了百般难言。他少小离开，秃顶才回，会有怎
样的叹息呢？他的第一声啼哭曾经回响在这个村
子的上空，他的第一缕鲜血也曾渗入这个村庄的
土地，可他洞晓世事后的一切，却与这里再也没有
了关联。听说，他昨天回来，在爷爷和父亲的坟头
哭得死去活来……这隔了 35年时空的哭，究竟是
一种怎样的抒发？父亲早逝，爷爷不再，母亲耿
耿，而如今这三人在地下团圆了吗？我们的老宅
和他的老宅虽然都在三年前的治理中埋在几十米
深的地下，但申洼村这个不起眼的地理坐标，在我
的心里一刻也不曾偏移。而它之于他，是千里之
外的一个梦境，还是骨血呼喊里的一种认同呢？
他无言，我也无言。

好久，我们说到他现在的栖居地南京，说到秦
淮河。我故意说，古人都是在西安和洛阳待不下
去了，才到南京和杭州混的，你若有意，可以归
来。邙山土深，可以埋我兄弟骨。他笑了，眉宇间
微微一动。

天照称不上多成功，但绝对算不上失败。他现

在已经没了负担，已经不必像我一样还要整日奔波
地生活。他身体很好，有固定收入，家里很幸福
的。我们谈到这些年国内向海外的移民，说即便你
到了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甚至到外星球，如果不
是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生活又有何意义？我趁机
往我们身上扯，说申洼村和南京并无两样，时至今
日，早已是清风明月同一乡了，所谓的乡愁，只是文
化人心理上的软弱罢了，历史不会为你擦去泪水。
他说“六朝风物草连空”，悲喜的历史都成了过去。
我说“山僧不解兴亡恨”，我们最主要的是过好当下
的生活。

天照会在村里待到正月底，他说接下来的日
子他会吃遍申洼村所有程姓人家的饭。他还说，
他想给村里小学上几节音乐课和美术课，他给我
看了他出的画册，我很是吃惊。他还说，他想在
放寒假之后把我的孩子带到西安玩玩，亲近一下
书上讲的强汉盛唐。我当然答应了。我只是隐
隐担心，过了正月十五，老家村庄上空新的一年
第一次月圆之后，他作别这块土地，在火车的长
鸣中穿山过水，在漫漫长途中再次想起这个大山
背后的申洼村，会是怎样的感触？天地苍茫啊，
一生能得几回游？

怎样的经历都是财富。他的故乡是他乡，我的
心思在远方。现在，我们站在中央。回首三十年，
意气昂扬一少年；后望三十年，苍颜白发一老者 。

今夜，我和他住在我八里沟的小屋。小屋下
边，我们曾和他爷爷睡在瓜田里看月。今晚，也有
月，那半圆的月亮，正挂在西山头。

新书架

《何草不黄》
余 余

本书通过对《汉书》若干篇章的细致解读，分析《汉
书》所叙述之历史过程与历史认识的根源，揭示记忆、回
忆、追忆及谎言在历史叙述与认识形成过程中的意义与
局限；展现皇帝、官僚、侠士与儒生以及普通百姓的思
想、言行与生活，阐明历史过程中人、社会与国家的不同
作用及其局限；以现代人的思想与智慧，洞察历史真相，
认识人类历史进程及其特征，阐发历史叙述中跨越时间
与空间的、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思考现
代社会、现代人的前世今生。

作者凭借扎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及推理，辅以丰
富的历史想象力、动人心弦的故事、幽默诙谐的语言，展
现了汉代社会的历史图景诸多精彩断面，其中不时穿插
深邃的洞察力与精辟的学术分析。是一部学术性与可
读性兼具的佳作。

绿城杂俎

闲话旗袍
孙青瑜

旗袍是清代的一种旗服，原分男装和女装，后来
随着时代变迁，便演变成中国女性特有的服装。它
不但浓缩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民
族服饰发展的一个顶峰。

旗袍长盛不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省工省料，穿
着方便；二是简洁流畅，一气呵成。

中国历代女装均有上襦下裙之分，外加各种配
件，极为繁缛。而一袭旗袍就能取代一切，不但省去
不少麻烦，还洋溢着简约之美。从领口看，旗袍可分
高脚、矮脚、无领、元宝领；从开襟看，有直襟对开的
直腰身大小巴，有交错直开襟、琵琶襟、全人字、直斜
襟、弯刀襟、大刀襟等；从腰身看，分弯曲的、完全束
腰身的；开叉，分高、中、低三种。旗袍有长有短，可
根据时节、身段自由选择，可剪成到脚背的长旗袍，
可剪成到膝盖以下的中旗袍，还可剪成膝盖以上的
短旗袍……在当下风回轮转的流行时尚中，很难找
到能与旗袍相媲美的款式设计。

自从 19世纪 40年代，旗袍经韩俊峰先生改进
后，便带着逼人的魅力，将中国服饰带入“摩登”的范
畴，带入艺术的审美领域。没有哪一种款式像旗袍
一样，把中国的民族个性和艺术审美如此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她带着一种矜持美，一种矜持的文化、高
贵和前卫，演绎了中国女性内心驻扎的含蓄、矜持又
内敛的传统思想与都市女性主义复活的前卫思潮大

碰撞，同时展示了中西文化在服装界的一次隐形交
锋。新式旗袍的出现，展而不露地使女性的躯体美
芬芳四射，柔媚而不失内敛，熨帖地迎合了当时中国
女性的审美渴望和审美理想。

旗袍经过一段风靡和流行之后，已经成了一种
古董，人们总是在历史的想象和记忆里寻找她的美
感，寻找中国女性最动人的曲线美及高雅、矜持的文
化内蕴。在争奇斗艳的街头，偶尔看到一袭崭新的
旗袍，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头凝望，带来的是几多
怀旧的思绪，回望着旗袍的永恒魅力。正因为如此，
具有东方女性美的旗袍早已飞出国界，受到各国妇
女的青睐。

旗袍虽好，却对穿着它的人十分挑剔。一般来
说，体型适中的中国女性最适宜穿旗袍。像上世纪
30年代的电影明星胡蝶、阮玲玉、宋氏三姐妹中的
宋庆龄、宋美龄，都给人留下她们身着旗袍的美丽

身影。新中国成立后，像于蓝在电影《烈火中永生》
中饰演的江姐，谢芳在《青春之歌》《早春二月》中饰
演的林道静、陶岚，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饰演上
海老市民，都因身着旗袍给人留下美丽的记忆。正
因为旗袍能使中国女性显得亭亭玉立、身姿妖娆，
所以它才可以在中国的服装领域保持着旺盛的生
命力。

记得在我家乡豫东农村，无论是大姑娘小媳妇，
很少有人穿旗袍。一是因为穷，买不起。二是买起
也穿不起。因为与旗袍配套的长筒袜、高跟皮鞋价
格不菲，而且在乡间压根就买不到。另外，乡间的环
境不适宜穿高跟鞋。由此可见，在过去，旗袍全是为
阔太太和富小姐们备下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
它自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符号，几乎灭绝。不承想，
改革开放后，旗袍又回归了它的流行温度。

当我在书斋囚禁20多年，带着我的一箱子款式
各异的旗袍重新走进城市时，以一种历史的姿态出
现在城市街头，绝不是为了寻求个性表达，而是一种
无奈的逃离，或者说是有意在与时尚进行一次微弱
的抗衡。因为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尚旋风，很多人无
力无心更无钱应对，所以只得将着装定格在历史深
处，不但省钱，还能以不变应万变抵御摩登迷乱，不
知道是不是另一种穷极思变？让书写着身份感的旗
袍，从富贵的符号跌成了穷人的无奈和无力！

成语·郑州

出言不逊
李济通

出 言 不 逊 ，出 自《三 国 志·魏
志·张郃传》：“（郭）图惭，又更谮郃
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
乃归太祖（即曹操）。”成语故事的
产生地，在我市中牟县，所涉及的
人物，则是郑人张郃。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张
郃，字俊父，三国魏国郑地人。他
初 从 袁 绍 ，后 归 魏 ，累 官 左 将 军。
封都乡侯。又说他识变数，善处营
阵，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就是
说他很会布阵打仗，料事如神。别
人诬陷他“郃快军败，出言不逊”，
即发生在官渡之战中。

建安五年（公元 200 年），称雄
幽、冀、青、并四州的袁绍，率兵十
万，与仅有四万兵马的曹军，在官
渡（今中牟东北）决战。为保障粮
草供应，袁绍派部将淳于琼率兵万
人，押运粮草，进驻故市、乌巢（今
延津县东南）一带，自己则率主力
在四十里以外的黎阳（今浚县）安
营扎寨。时为袁绍部将的张郃，认
为如此安排欠妥，就对袁绍说：“曹
军兵少，但战斗力强。黎阳、乌巢
相距有四十里之遥，如曹军攻打乌
巢，淳于琼将难以抵挡。若淳于琼
战败，乌巢所有粮草会被烧光，我
方必败无疑。当务之急，就是出兵
增援乌巢。”按说，这个意见是非常
正确的，却遭到袁绍心腹干将郭图
的反对。他的意见是擒贼先擒王，
首先要攻打曹操的大本营。岂料
如此荒唐的建议，竟得到了袁绍的
赞许。并旋即命令张郃、高览率袁
军主力，直奔官渡，仅派少数兵力
支援故市、乌巢。此时，曹操则集
中兵力，猛攻故市、乌巢。结果，袁
军大败，淳于琼被杀，所有粮草同
时被毁。郭图自知罪责难逃，就嫁
祸于人，诬陷张郃。他对袁绍说：

“张郃见我军战败，就幸灾乐祸（即
郃 快 军 败），出 言 无 礼（即 出 言 不
逊），真是太不像话了！”张郃在得
知故市、乌巢失守，粮草被烧后，本
来就很失望，待听到郭图诬告自己
时，认为大势已去，只好率部投奔
曹操去了。曹操乘势追击，所向披
靡，袁绍的十万大军，不死即逃，最
后仅剩八百余骑，拼死挣扎，才得
以逃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官
渡之战”。

出言不逊，也作出言无状。意
为说话傲慢，没有礼貌。如说某人
口出狂言、盛气凌人时，会说他出
言不逊。

知味

马齿苋
李星涛

吃马齿苋最好在大暑以后。此时，马齿
苋的茎，丰满、微紫；叶，光亮、翠绿。茎顶端
的叶簇中心打起一朵朵小花蕾，黄灿灿的。
母亲将采来的马齿苋洗净，然后放到沸水里
轻轻焯一下，烫软，挤汁切段，拌以食盐、蒜
泥、麻油、辣椒等调料，做成一盘凉菜，吃起来
润滑爽口，清凉微甜。凉拌马齿苋不用放醋，
因为马齿苋自身就有一种绵软的酸味。

马齿苋清热解毒，散血消肿的疗效极为
显著。夏天，倘若我们身上长了疖子，或哪里
有不知原因的无名肿毒，母亲便会采一把马
齿苋，将其搅碎，连汁带渣敷在患处，一两天
后肿毒就奇迹般地消了。小时候，我们喜欢
捅马蜂窝，身上常常被马蜂刺出一颗颗红肿
的小包。这时候，只要快速找到一棵马齿苋，
将其叶茎揉搓得冒出水后，敷在包上，不过一
两分钟，火燎燎的热痛就会止住了。

盛夏，马齿苋渐渐成熟，翠绿的叶子像扇
子一样层层叠叠地铺在润紫色的茎上，在它
每根茎的顶部，翠绿色的小圆叶中间都开着
极细的小黄花。妈妈采摘来马齿苋，开水中
一焯，晒干，封装在大的塑料袋中。冬天取出
来，温水泡开切碎，和剁碎的油渣一起办成馅
子，包出一个个大饺子，别有风味。倘若将其
粗略切一下，与腌肉或者咸鸭合烧，口味和夏
秋季节的马齿苋又略有不同，它显然比先前
少了一点稣性，多了一些嚼头，但清幽是更盛
了，后尾还荡漾着一丝丝得意的蔗甜。

马齿苋既是蔬菜，又是良药。它不仅含
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
维、钙、磷、铁、铜、胡萝卜素、维生素B1、维生
素B2、尼克酸、维生素C等多种营养成分，而
且全草皆可入药，功效为清热解毒，散血消
肿，除湿止痢，利尿润肺，止渴生津。《开宝本
草》讲它“服之长年不白。治痈疮，杀诸虫。
生捣汁服，当利下恶物，去白虫。”《本草纲目》
道它“散血消肿，利肠滑胎，解毒通淋，治产后
虚汗。”于是乎，这种平卧或斜倚在土地上的
野菜，又有了一个“长命草”的别名。家乡五
河有民谚曰：“吃得马齿苋菜，一年无病又无
害。”

杜甫的《园官送菜》诗便提到了马齿苋和
苦苣两种野菜：“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
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乃知苦苣辈，倾
夺蕙草根，又如马齿苋，气拥葵荏昏。点染不
易虞，丝麻杂罗纨。”苦苣，又名野苣、兔仔菜，
可食，但不如马齿苋那样口感滑美。杜甫在
诗序中说：“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矧苦苣、
马齿掩乎嘉蔬。”意思是把苦苣和马齿苋也当
作蔬菜，送交官府食用。就连唐朝宫廷有时
也吃马齿菜，并以此作为体查民情的一种表
示。《唐语林》卷一记载：“德宗初即位，深尚礼
法……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从这些
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唐朝时似乎已经把
马齿苋进行了产业化的种植，并且当成时尚
菜蔬了。

清平乐

题柳永
刘福智

仕途潦倒
莫若诗余好
奉旨填词心意恼
瓦舍勾栏温饱

美伶俊伎融融
离情别绪浓浓
残月晓风酒醒
凄凄柳岸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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