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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即使从历史上看，只要
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
这是第二部（情报）的意见。这种
意见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
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
海军也积极主张，只要控制中原，
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

三、为对重庆进行轰炸，占
领武汉周围也是很有必要的。当
时，国民政府大部机关已后退到
重庆。

四、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
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
以作战。

五、估计苏联此时不能参战。
六、但是攻占武汉和广东，

再加上政治谋略工作，能否使蒋
政权屈服，尚无把握。

七、海军对溯江作战直指汉
口，有很高的积极性，广东作战当
然有攻占海南岛的意志。除了

“使蒋政权屈服”这个终极目的
外，日军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有
着具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
即一举捣毁中国的抗战中枢，把
国民政府再向西驱赶，使其彻底
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即使国民
政府仍不屈服，武汉的丢失对他

们来说也“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
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唯一的
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
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
在唯一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
粤汉铁路的军事和经济价值。这
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了四川
或是云南，以保余命，但在这种山
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
政权更大的作用了”。

日军进攻武汉的作战方案，
一直在不断地改变。

原先拟定的方案也是华北
方面军切望的方案，即沿平汉铁
路南下直接攻占汉口。这个方案
的优点是道路顺畅，除武胜关等
关隘外，大部分地段适合机械化
兵团运动和作战，且能随时攻击
中国军队整体战线的侧翼，包围
武汉以东长江以北的中国军队主
力，以期收到战略上的最大效果；
缺点是推进的距离较远，进攻路
线也就是平汉路的西侧，容易受
到中国第一、第五、第九战区部队
的威胁。后来由于作战的后方华
北不断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
的牵制与袭扰，这一方案最终被
否定。第二个方案是从淮河地区

向南，通过大别山区向武汉实施
包抄。其优点是攻击的距离较
近，且徐州会战后日军在对中国
军队的追击作战中已形成了实施
这一方案的自然态势；缺点是大
别山地区道路崎岖难行，是日军
机械化部队的天然阻障，更何况
中国军队在大别山麓筑有坚固的
防御工事。随着黄河决口引发淮
河泛滥，这一方案遂被取消。最
后，日军大本营制订了第三个方
案，即以主力沿长江西溯直冲武
汉，同时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作为策应。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可
以动用占据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
量，充分利用长江良好的水运条件
以为补给线路。虽然攻击的距离
比第二方案远，但比第一方案近，
地形也比第二方案有利。更重要
的是，这条路线是中国军队准备最
不充分的一面。只是，这一方案也
有明显的缺点：长江沿岸是中国水
网密集地带，湖沼池塘布如繁星，
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作战会受到
一定的限制。且主要集中在徐州
地区的日军主力需要进行大规模
调动，还必须事先占领九江附近地
区作为攻击的出发地。同时，即使

从这个方向攻击武汉成功，也只能
将中国军队主力西驱，很难将其包
围歼灭。

按照第三方案的作战原则，
六月十八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
武汉作战准备令。一、大本营准
备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在
扬子江及淮河正面逐次向前推

进，占领地盘，给下一步作战做好
准备。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确
保占领地区的安定，继续执行原
定任务，特别要求对占领区内的
残敌进行扫荡。另外，要策应华
中派遣军的作战，为把敌人牵制
在北方，应准备进行一部分作战。

四、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
指示。为完备攻取武汉的作战态
势，七月四日，日军大本营下令编
组新的第十一军，同时将第二军
与第十一军编入华中派遣军。

扩充后的日军华中派遣军
主要战斗序列为：

司令官畑俊六大将。
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

彦王中将，辖第十师团，师团长筱
冢义男中将；第十三师团，师团长
荻洲立兵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
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后为藤江惠
辅中将。

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中将，辖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
郎中将；第一一师团，师团长伊东
政喜中将；第一六师团，师团长松
浦淳六郎中将；波田支队，支队长
波田重一中将。

派遣军直辖：第三师团，师
团长藤田进中将，后配属第二军；
第九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
后配属第十一军；第十八师团，师
团长牛岛贞雄中将，后为久纳诚
一中将，后编入第二十一军战斗
序列；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清水
喜重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
本间雅晴中将，后编入第十一军；
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岩松义雄中
将；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广野太吉
中将；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土桥
一次中将；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
好敏中将；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
小岛吉藏少将。

至此，侵华日军兵力达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日本陆军
扩建了十个师团，即第十五、第十
七、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
三、第二十七、第一四、第一六、第
一一和第一一六师团。在这十个
师团中，除第二十三师团调至中国
海拉尔地区、第一四师团调至中国
大连地区以外，其余的八个师团全
部被调入中国关内。到一九三八
年七月底，日本陆军总计为三十四
个师团又六个混成旅团，共约九十
万兵力以上，除日本本土的近卫师

团和第十一师团、驻扎朝鲜的第十
九师团、驻扎台湾的半个混成旅团
外，其余部队全部投入到中国战
场。以至于包括关东军在内，侵华
日军总兵力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
人，占日本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九
十一以上。

依照大本营的准备令，日军
华中派遣军制订了两路攻取武汉
的作战计划：第十一军辖五个师
团，先攻占黄梅和九江，而后在瑞
昌、德安一线集中兵力，沿着长江
及其两岸攻击前进，以南岸为主
要攻击方向，分兵切断粤汉铁路，
迂回武汉以南，合击并最终占领
武汉；第二军辖四个师团从合肥
附近出动，在长江以北沿大别山
麓向西推进，攻击河南信阳，切断
平汉线，然后南下从北面进取武
汉。与此同时，华中派遣军直辖
的三个飞行团全力协同陆军作
战，海军第三舰队配合陆军溯江
攻占沿江的一系列江防要塞。直
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日军共有九个
师团，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支持
陆军作战的海军和航空
兵部队投入舰船一百二
十艘、战机四百余架。

连连 载载

散文

青 蒲
王太生

青蒲，河流旺盛的毛发。那些纤纤草，像青墨的
胡须，收割了一茬茬，仍一丛丛、一簇簇，从水中膏泥
钻出，叶茎细长，在漫散时光里，随风，呈奔涌的流泻
状，远远地传来窸窣的声响。

蒲逐水，一寸一寸地长，一寸一寸地浸濡。
有蒲的地方，就有菰蒲人家。幼年，我到乡间

去，那个离海不远的小村庄，就在水的中央。散落的
几户人家，青蒲是它们的邻居，门是敞开的，来者都
是客，客中，数鸟儿最多，有走错门的，在房梁间扑
腾，终于找到亮光，使一掠而过，低低地扑向外面的
蒲塘。

青蒲，有很大的遮蔽性，寂寥水泽，碧草漫天，河
流有河流的秘密。彼时，天青色，有青蒲做衬托，一
个少年适宜读诗。

《孔雀东南飞》中，“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北宋词人秦少游，“菰蒲
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

从《乐府诗集》中，走来羞涩少女，与情郎去五湖
拔蒲。草色青青，清风絮语，少女低着头，默默不语，
流露出一个女儿的满心欢喜。一丛青蒲，在江南初

夏的清风中摇曳。
当然，蒲可观赏，亦可亲近。夏天，我喜欢睡蒲

席。这样一种柔软的草，编织的席，经纬的缝隙间，
散发淡淡草的清香，与我的肌肤是那样熨帖。一天
的大汗淋漓，才如此真实，有草的味道。

蒲席上有不同的人生睡姿，或仰，或卧，怡然自
得。清人高桐杆《十乐》里说，“高卧每到三伏大热
天，白天不宜作功课，枕着竹枕，铺上蒲席，在北窗下
高卧，和风吹来，五脏生凉，闭目养神，养精蓄锐正是
此时，这也是劳累之人的一大快乐。”

是谁穿蒲鞋，纷至沓来，踩得草岸露珠纷纷滑
落？唐代诗人刘章的《咏蒲鞋》，描写一群袅娜的江
南女子到江边采青蒲，美人们着轻薄罗衫，裙袂飘
飘，长发高高挽起，低头，伸出莲藕般嫩手，细细挑选
新鲜的蒲草，江风习习。这些刚长出来的柔软洁白
的草，在纤细如玉的手指间，扭曲，缠绕，甫一成型，
便套在穿着罗袜的脚上。柔软的草，编成鞋，踩在脚
上光润细腻，有着农耕时代的轻巧质地。

一种植物，一种味道。《西游记》中，吴承恩用苏
北方言烹制了一桌野菜宴，“油炒乌英花，菱科甚可

夸；蒲根菜并茭儿菜，四般近水实清华。”
蒲根菜，青蒲根部初生的茎芽，可以食用，有嫩

笋之味。明代顾达曾作《病中乡思》“一箸脆思蒲菜
嫩，满盘鲜忆鲤鱼香。”也许蒲是故乡一味草药，叨念
老家蒲菜的味道，可以治病。

汪曾祺《异秉》里提到一种“蒲包肉”的熏烧食
品，“是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
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口，拦腰用一道
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
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汪的“蒲包
肉”，肯定也少不了青蒲清香，渗入肌理。

“蒲包肉”到底有多好吃？有天晚上，我和诗人
老何在微信上聊天，老何说，他在杭州吃过荷叶粉蒸
肉，却没吃过蒲包肉。我告诉老何，吃蒲包肉，要去
汪曾祺老家附近的水乡小镇。老何说，好啊，好啊，
反正离得近，我们明天开车就去。说这话时，我的鼻
息，掠一丝青蒲的草香。

青蒲生浅水，一种植物，一种青，在水湄匍匐，或
者摇曳。河岸有打鱼人和远去的采蒲的女子，青蒲
便成了一条河流的插图。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刘 畅

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因其著名作品《所有我们看不见
的光》获2015普利策小说奖，评委会称“这是一部由二战恐怖
而激发创作的富有想象力又错综复杂的小说，通过简短优雅
的篇章，探索人类本性和技术之间相互矛盾的力量”。

安东尼·多尔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以二战恐怖为背
景，探讨人性以及技术对人类的摧残。小说以二战德国占领
时期的法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失明法国女孩和一个德国男
孩在战争中苦苦求生的故事。“不要在你活着的时候死去”，
是《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所要表达的深刻主题。

本书探讨了战时的生存、忍耐和道德责任等问题，结构
精巧，同时作者的叙事能力出众，情节引人入胜。媒体广泛
称赞这部作品。《华盛顿邮报》称之“优美的文字，悬疑的布局
……每一条背景故事都赋予文字描述丰富的内涵，深藏其中
的宝物直到最后一刻才滑落眼前。”。《洛杉矶时报》称这部历
时十年的心血之作是“一个出色的、极具张力的故事”。《纽约
时报》称之为“无法忘记的美丽”。相信一定是本年度最值得
关注的作品之一。

随笔

飞机降落在圣彼得堡机场，我终于踏上了俄罗斯
大地。

太阳还没有落山，城市面貌清晰可见，街道两旁
的建筑物都是青灰色，而且高不过 6层，街道并不宽
敞，几乎看不到一块广告牌，更没有五颜六色的装饰，
老化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缓缓运行，大大小小的河流
时不时地出现在眼前……

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具
影响力的帝王，明白文明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冬宫的
藏品便缘于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欧洲买来的大批艺术精
品，他们懂得用别人的文明催生自己的文明。在搬来
这些欧洲式的宫殿时，也不忘动手建起自己的科学院、
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建筑都是巴洛克风格，有许多建
筑还是彼得大帝亲自动手设计、监督施工的。

冬宫博物馆在叶卡捷琳娜去世后不但没有停止
收藏，藏品反而与日俱增。1852年尼古拉一世下令对
公众开放，迄今为止，已收藏世界各国绘画与雕塑精
品300万件，如果一个人每天看8个小时，得看15年。

夏宫是彼得大帝的女儿为纪念她的母亲而修建
的，宫内展品除了油画和雕塑外，还有大量瓷器、木制
家具等精品。

圣彼得堡市最大的教堂——圣伊萨基耶夫教堂

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和意
大利佛罗伦萨的花之圣母大教堂并为世界四大教
堂。教堂旁边的伊萨克广场矗立着尼古拉一世沙皇
的青铜雕像。

彼得堡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处处留有沙皇
时期的遗迹，同时还是一座英雄城，二战时期被希特
勒围困 900天，饿死也不投降。又是一座具有 100多
条大小河流的号称第二个威尼斯城。

离开圣彼得堡，取道火车东南行，穿过森林，草
原，次日清晨到达莫斯科。这里高楼耸立，街道宽阔，
白桦林笔直挺拔，莫斯科河穿城而过。导游说，莫斯
科的绿化面积占 46%，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森林城市。
莫斯科城市的发展像一个蜘蛛网，它以克里姆林宫为
中心，一环扣一环向外扩充，既有莫斯科河之水，又有
无数森林绿地，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红场场地不算辽阔，粗略计算只有天安门广场的
三分之一那么大。在红场外，我瞻仰了无名烈士墓，
这里由两名持枪军人守护，烈士墓前的圣火常年不
息。不远处还有朱可夫将军双脚紧踏马蹬、跃马飞奔
的青铜雕塑，这让我想起了二战中俄罗斯人民保家卫
国的战斗史诗。

诗人普希金在中国人们心目中占有一定的位

置。我行走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寻找普希金故
居。当脚步停留在浅蓝色的三层楼房前，看到门前有
四块金色标识，恰有一位金发女郎也在这里张望。
我灵机一动走上前用英语询问哪一个标识是普希
金，她用手指最上面的那块，也用英语回答了我。53
号就是普希金的故居。这时，我才发现，马路对面就
是普希金与冈察洛娃的青铜雕像（二人新婚蜜月就
是在这所故居度过），我连忙拍下这值得纪念的留
影。我猜想，他的著名诗篇《我曾经爱过你》就是在
这里写成的吧……

新圣母修道院公墓，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人文地
标。这个有 26000人的墓地，安葬的都是对国家有贡
献的各界先驱。其中文化艺术界占有很多位置。在
契诃夫墓前，导游说，墓地里的是作家没有头颅的身
躯，头颅被果戈理的粉丝取走了，交还后不久又不翼
而飞。今年是契诃夫诞辰 155周年。在契诃夫的墓
碑上，头像下面的一块白色大理石上有三个尖，象征
作者犀利的笔，这让我再次想到《变色龙》这篇名作。
早就听说二战时苏联有位播音员曾威震德军，他就是
功勋播音员列维坦。我在他的墓前伫立，希特勒对之
恨之入骨，声称：攻入莫斯科首先要杀掉列维坦！可
见舆论的威力啊！

芭蕾女神乌兰诺瓦的墓碑上，雕刻着她优美的白
天鹅舞姿。乌兰诺瓦一生未婚，把全部生命与关注力
都献给了芭蕾艺术。在此之前，芭蕾是不讲表情的，
自乌兰诺瓦开始赋予了芭蕾舞表情。诗人艾青称乌
兰诺瓦为芭神。20世纪 50年代，乌兰诺瓦曾到郑州
演出，我拍下了她同少年儿童的合影，至今仍留在手
边……我还想再拜谒墓地的名人，忽然，黑云压顶，大
雨倾盆。真是：人对先贤有情，天公也为之动容啊！

洧川豆腐
连红增

河南历史上有个洧川县，即现
在尉氏县的洧川镇，因处洧水下游
一片平川地带而得名“洧川”。民
国时期洧川县辖六区，县城称城厢
镇；新中国成立初期洧川仍设县，
1954 年长葛、洧川两县合并，属长
葛县；1965 年长葛洧川公社划归尉
氏县，1988 年撤乡改洧川镇。 说起
洧川历史名人、名事、名胜地太多
了，但是人们到洧川不得不提当地
的一种名吃“洧川豆腐”。

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其孙刘
安被封“淮南王”。他聪明伶俐，深得
刘邦喜爱，为了感谢封赏，而招揽天
下方士，聚于属地洧川城南牛脾山炼
丹，寻求长生不老药，准备献给高
祖。于是，这里便聚集了大量的方士
及工作人员。其间有一小工不慎把
试制仙丹用的卤水喝了，他的师父及
众人都不由掩面抽泣，因喝了卤水会
死的。这个小工要求死也要死在父
母身边，师父便派人把他送回家。由
于小工喝的卤水含有大量盐物质，引
起口干、恶心、呕吐，胃部有烧灼感，
非常难受。路过一个村子时，村头有
户人家正在吃窝头喝豆浆，众人为他
求来一大碗冒着热气的豆浆让他喝
下，慢慢的病情有了好转。回到家中
时，身体好像已经恢复正常，大家非
常奇怪。回去把这怪事告诉给炼丹
师父，师父一听也觉不可思议，又详
细询问途中每一个细节，然后分析各
种可能。最后，他果断地把实验用的
卤水和热豆浆倒在一起，这时，奇妙
的事情发生了，两种浆水合成了飘着
豆香白嫩细腻的东西，大家试着分
吃，味道真的太好吃了，取名叫“豆
腐”。于是，这次寻求不老药的工程，
灵丹妙药虽没炼出来，却奇迹般地将
豆腐给制了出来。自此以后，洧川成
了名副其实的豆腐发祥地。

直到现在，洧川豆腐也与众不
同，其表面呈琥珀色，刀口纯白，质
地坚硬。手拿斤把重一块往地上
摔，不出水，不毛边，不变形；此地
的豆腐可用秤钩勾住秤，也可用麻
绳提起来秤。放到锅里煮不变形，
不沉底，越煮越筋且细腻味道好。
现在洧川有名吃羊肉烩豆腐，两样
相烩，真乃天作之合。此汤色浮层
微红，中层汤浓质白，稠寡适中，香
味缠绕，既有缠绵的羊肉香，又有
浓浓的豆香。羊肉鲜香酥烂，豆腐
柔嫩耐嚼。再加入时令鲜菜，喝汤
的同时，再咀嚼着那上下十八层、
正面松软可口、背面焦脆的名吃洧
川锅盔，那个美啊！

补爱莲说
王德忠

余痴爱莲，且喜梅兰竹菊，五隐
士皆君子矣。何能称君子？各具精
神焉，共代言习习正气、朗朗清风。
今，浮躁泛灾，爱莲品格者无几。当
下呼唤清廉风尚，故补爱莲说。

大千世界花木繁茂，芸芸众生修
为不一。晋陶渊明单爱菊，宋周敦颐
甚喜莲，牡丹雍容华贵，迎合众志自
多亲之。我与周同，独爱莲。逢炎
夏，必临河塘久端详：花如玉女，含笑
伫立；叶似裙摆，羞怯飘动；淡香悠
远，弥漫数里。即景生情，旁无杂念，
于陶醉中净化心灵。吾推重莲洁身
自好之节操。出泥不染为君子，濯涟
不妖是花神，此乃莲品德、品位也。

文苑撷英

文人与蚊子
乔兆军

多年来，众多文人墨客对蚊子是
口诛笔伐。庄子不堪蚊子叮咬，曾痛
苦地说：“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
欧阳修视蚊子为仇寇，作《憎蚊》《和圣
俞聚蚊》诗。晋代文学家博选写过讨
伐蚊子的檄文……

对付蚊子，最常用的是用艾草燃烧
驱蚊。宋代诗人陆游诗：“泽国故多蚊，
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却，燔艾取一
块。”丰子恺有幅漫画《打蚊烟》，一个小
孩提着蚊烟，一个拿着扇子在扇，另一
个则被烟熏得捂住双眼，寥寥几笔，就
勾画出一种意境，极具生活情趣。

除了用烟驱蚊外，古人还会在家
里养些防蚊虫的植物，或佩戴香囊以
防蚊虫。鲁迅在仙台求学时，防蚊子
的方法是用被子盖住全身，用衣服包
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其实防
蚊子主要还得靠蚊帐，春秋时期，齐桓
公的“翠纱之帱”，使饥蚊营营不得入
内。元稹也有诗云：“蚊幌香汗湿轻
纱，高卷蚊厨独卧斜。”

蚊子不讨人喜欢，文人也常常“以
蚊喻人”，表达自己的憎恶。清代诗人
袁枚把蚊子比喻成贼。他说：“蚊虻疑
贼化，日落胆尽壮。啸聚声蔽天，一呼
竟百唱。”唐伯虎曾为商人写了这样一
副对联：“门前生意，好似夏日蚊虫，队
进队出；柜里铜钱，要像冬天虱子，越
捉越多。”此联诙谐幽默，语带讥讽，把
市侩的庸俗和贪婪，刻画得入木三
分。温岭“雁字诗人”张白有首咏《蚊》
诗，作于1942年。诗云：“幺么小丑亦
飞航，夜袭成群气焰狂。霹雳一声归
掌底，从来血债要清偿！”诗中将到处
残害中国百姓的侵华日寇比喻为“恶
蚊”，流露出诗人的爱国之心。

也有以蚊为乐的，沈三白在《闲情
记趣》中写道：“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
烟，使之冲烟而飞鸣，作青云白鹤观。”
在素帐中模拟一种白鹤腾云的景象，
体味生活中的物外之趣。

喧嚣着静（油画） 张宏伟

王富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郑
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曾受邀
在上海世博会上举办个展。为电
视连续剧《水浒传》片头题名，为嵩
山永泰寺题写“中佛殿”匾额，为嵩
山法王寺题写“天王殿”“金刚殿”
匾额。他的草书讲究笔法的节奏
变化，墨色的浓淡变化，章法的疏
密变化，情感的刚柔变化。

王富强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