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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米地旅团继续向南进攻，
占领了武乡和沁县，这给八路军总
部带来了巨大威胁。但朱德认为，
苫米地旅团孤军深入，这也给八路
军提供了围歼日军的战机。当时在
榆社至武乡附近，有中国军队朱怀
冰、曾万钟和武士敏等部。朱德命
令曾万钟以一部在武乡边打边退，
将第三军主力隐蔽在附近山地间，
等日军通过武乡后追尾攻击，并与
事先埋伏好的朱怀冰部实施夹击。
但是，由于部队行动迟缓，这一计
划未能实现。苫米地旅团不断地寻
找八路军总部，又从武乡北进到榆
社，进入榆社才发现这里已是一座
空城，无人无粮道路也被破坏了，
苫米地突然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
立即决定退回武乡。此时，朱德带
领八路军总部已转移至武乡西北
的义门村。朱德认为，苫米地旅团
继续向南退回长治的可能性最大，
于是决定打一场歼灭战。八路军第
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六八
九团，奉命急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
待机。四月十五日黄昏，日军果然
放弃武乡，企图连夜东渡浊漳河。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当
机立断，以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为

左纵队，以七七一团为右纵队，沿
浊漳河两岸的山地对撤退日军实
施追击，并以七六九团沿武乡至襄
垣的大道实施尾追。十六日清晨，
七七二团追到长乐村，发现了日军
侧翼警戒部队数百人，七七二团机
警地隐蔽起来，这时日军的大部已
经通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后面，
歼敌的时机终于到了。第三八六旅
旅长陈赓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撤退
中的日军转瞬间被截成了数段，大
队人马和大量辎重被压制在长乐
村以西的狭窄河滩上。在两侧八路
军的猛烈攻击下，日军欲战无力，
欲逃不能，混乱不堪。

这就是八路军战史上著名
的“长乐村之战”。

激战之后，日军在浊漳河河
滩上留下了两千二百余具尸体。

八路军付出了伤亡八百余
人的代价，其中七七二团团长叶
成焕因头部中弹而牺牲。

苫米地旅团长战后受到了
严厉处分。

由于日军深入太行山腹地
的精锐一部被歼，其他参加围攻
作战的数路日军闻讯纷纷撤退。
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一口气收复

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屯留、
沁县、高平、晋城等十余座县城。
日军在整个晋南作战中伤亡达四
千人以上。从此，太行山抗日根据
地得以巩固，支撑敌后战场的太
行山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真
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
战是敌后作战，敌后作战的首要
条件是在敌后扎下根来，建立起
稳固可靠的根据地。

中日战争爆发仅仅一年，在
日军声称的占领区或控制区内，
共产党武装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
地，其创建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和
规模之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
的一种奇迹。

晋察冀根据地是共产党人
在华北敌后创建最早的根据地。

最初，这片根据地指的是
“同蒲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平绥
路以南、正太路以北的察南、晋东
北和冀西地区，以后逐渐扩大到
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地区”，甚
至深入到辽宁和热河的一部分。
该地域内山峦和平原相间，处在
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

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咽
喉，扼守着平绥、同蒲、正太、平汉
和津浦等铁路大动脉，是日军侵
占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的重要战
略后方基地。

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
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整个华北
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
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

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
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
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为使
游击战的展开有稳固的根据地依
托，八路军将领罗荣桓、聂荣臻先后
率工作团抵达晋察冀地区。一九三
七年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
台县内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
委，下辖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辖雁北、
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
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兼政委赵尔陆，辖晋东北和太原以
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陈漫远，政委王平，辖平汉路保定至
新乐以西地区及部分路东地区；第
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
生，辖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
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不
久，中共北方局成立了晋察冀省委，
在各军分区所辖地区成立了党的特
委及县以下党组织。一九三八年一
月，在位于太行山区内的河北阜平
县，召开了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一
百四十九名代表出席，代表着根据
地内三十九个县一千万以上的民
众，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成
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当日军进行徐州会战以及
准备进攻武汉前，华北方面军的
许多部队被编入了华中派遣军，
以致在敌后形成大面积的空虚地
带。中共中央发出了“发展平原游
击战争”的指令，要求八路军部队

“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
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
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
战争”。即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推进至天津、沧州和石家庄附近；
第一二零师则向河北和平绥路以
北发展；第一二九师向冀南和豫
北展开。其中，第一二零师宋时轮
支队“由雁北进入平西”，与第一
一五师的邓华支队会合，编成八
路军第四纵队，随即攻占了北平
附近的昌平、延庆、平谷等县城以
及天津与北平间的宝坻、蓟县、丰
润等地，令日军大为惊慌。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原东北
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以及已经发
展到数万人的河北游击军的基础
上，编成了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了
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任
政委，“开辟了西自平汉路、东至津
浦路、北迄北宁路、南至沧石路，包
括三十八个县的冀中抗日根据地”，

冀中抗日民主政权由此建立。
至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晋察

冀根据地已建立起北岳、冀中、冀
东 、平 西 和 平 北 五 个 抗 日 政
权。——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
根据地，其武装力量、政治影响和
民众基础，几乎对华北，特别是平
津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作为侵华
日军最为重要的后方基地，日军的
后方已经成为另一种前线。

共产党创建的晋绥根据地，
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两块地盘。一
九三八年入夏后，八路军第一二零
师将宋时轮的雁北支队调往平西，
又将第三五九旅派往浑源、广灵地
区，配合晋察冀部队建立恒山地区
的根据地。之后，第三五九旅一部
与地方游击部队共组大青山支队。
同年冬，大青山支队开辟了大青山
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武装在平绥路
以北地区不断捣毁敌伪政权，直到
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接成一片，创建
出晋绥根据地。随着八路军第一
二师向绥中、绥西、绥南和察哈尔
地区的推进，晋绥根据地成为陕
甘宁边区、晋察冀、晋冀鲁豫各根
据地之间极为重要的战
略连接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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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音乐大道
慎廷凯

长葛新区魏武路，有一段奇妙的“音乐大
道”。远远看去，大道上有三座红色大型牌坊，名
曰“音乐大门”。牌坊横梁上，悬挂着几排仿古编
钟，还有仿制的排箫以及其他古乐器。

如果仅从外观上看，这些牌坊不过是一组标
志性的仿古建筑，似乎是为了吸引过往游客的眼
球。这段水泥路长800米，乍看像是普通的马路，
但仔细观察，却发现路面上有一道道槽沟。当你
乘坐轿车从两边经过时，耳边便分别响起《义勇
军进行曲》和《茉莉花》的乐曲。这一神奇效果，
令游客既兴奋又感到奇异。据长葛市委宣传部
的朋友介绍，这是一条标志性的“音乐跑道”，目
前像这种类型的音乐大道，全世界只有3条，我国
仅有这一条，因而被称为长葛的一张颇具特色的
城市名片。

行进在这条音乐大道上，我忽然想起几年前
到福建厦门旅游，也曾经过一条“音乐大道”，那
是胡里山炮台傍环岛路的一段。当我乘车从此
经过时，忽然发现马路中间的隔离带上，雕塑着
一排巨大的音乐五线谱，线上弯弯曲曲雕刻着音
符，路长约二三百米。导游说，那上面雕刻的是
厦门家喻户晓的歌曲《鼓浪屿之夜》乐谱，作者为
著名的词曲作家。著名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郑
绪岚，曾多次演唱过此歌，而且获过奖。因这是
一首厦门的品牌之歌，深受市民喜爱，所以厦门
市有关部门特意将此歌的乐谱雕刻在花岗岩上，
使之成为厦门市的一道风景线。但遗憾的是，这

首世界上最大最长的花岗岩五线谱《鼓浪屿之
夜》，虽然是一首名曲，但不过是一首“凝固的音
乐”，况且多数游人不懂五线乐谱。而长葛的这
条音乐大道，当游人乘车经过时，可听到激昂的
铜管乐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欣赏到优美动听
的《茉莉花》乐曲，心情十分愉悦。这种独特的设
计和特别效果，是那种凝固的花岗岩五线谱无法
比拟的。

如果说，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风骨和灵
魂，历来被人喻为“凝固的音乐”，那么长葛市的
这条音乐大道，却能利用汽车的轮胎与凸凹不平
的水泥地面的摩擦，将水泥地面铺设工程与音乐
艺术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凝固的音乐”变为悦
耳动听的乐声，这里包含着物理、乐理等原理和
技术，可谓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化。问
及设计这条音乐大道的初衷，长葛的朋友告诉
我，这是专门为纪念被誉为“乐神”的上古氏族首
领葛天氏而建的。长葛历史悠久，自古以来蕴藏
着丰富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据文献记载和传
说，葛天氏作为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除了发明
用葛麻织布，还创造了以歌舞来教化子民百姓。
葛天氏在劳动之余，注意观察和模仿各种劳动的
动作，编排出一套套舞蹈动作，还创作出反映了
先民生活的歌谣。葛天氏带领子民用歌舞来反
映劳动和生活，以此形式祭祀天、地、稼穑，通过
祭祀歌舞来增强子民的团结，对付外来部落的侵
袭，充分显示了歌舞的社会作用。这使我又联想

到“四面楚歌”的历史故事，想当年项王被逼乌江
时，如果那一夜没有四周的“楚歌”，搅得项王大
惊失色，唱得军心涣散，项王也许不会被逼得拔
剑自刎，那么快就一败涂地。

数千年来，炎黄子孙把葛天氏尊为“民族歌舞
鼻祖”。特别是在葛氏的发源地，一些经过葛天氏
编排的带有原始色彩的歌舞，如《采葛》《八祭》等
等，在长葛广为流传。据说，葛天氏将《八祭》乐舞
排成后，在走马岭的雷鼓石平台上演出时，在葛氏
和周围部落引起了巨大轰动，史书上曾记载说：

“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
可见其声势之大，场面之壮观。时至今日，在长葛
还保留着葛天氏当年演练歌舞的“擂鼓台”等遗
址，成为长葛著名的历史胜迹。

往事已越数千年。而在长葛这片沃土地上，
由于葛天氏的教化和影响，不仅仍然盛行歌舞，
而且衍生出多种民间文艺形式，像狮舞、竹马、旱
船、高跷、铜器舞、莲花灯舞、老虎舞、秧歌舞、打
花棒、腰鼓舞，民间打击乐器、唢呐音乐等；另外，
还产生了杂技、豫剧、曲剧、越调、道情、鼓儿词、
坠子等演出团体。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
时代，长葛人沿袭着历史文脉，将音乐艺术与生
活和经济社会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人们依
然享受着音乐艺术的魅力，虽非直接的物质生
产，却能产生不可低估的能量，激励人们沿着金
光大道，奔向灿烂辉煌的明天。

满、密、全
——郑州汉画像砖（四）

画面上除去边沿上的几何花纹外，有铺
首，有龙、凤、老虎，有车马出行，有拉弓射箭的
武士，还有三排欲飞的仙鹤，三排已经展翅的
飞鸟，这些个小图像充实并饱满了画面。是率
性而作？还是精心为之？

即使说不出汉画像砖表现了什么主题，也
能看得出当很多图像在一个砖面上出现，显现
出的画面的平面性、装饰性。

郑州画像砖中常常用分层分格把画面分
隔开，成排的鸟遮天蔽日，成队的车马见首不见
尾。一块汉砖尤其是竖立的汉画像砖往往多个
图像杂陈，乍看庞杂，细看还是有上下的对称，
左右的呼应，内容虽无主题，却把人间神界、人
和兽和谐杂处一起，看来不觉庞杂，还有浑然一
体的意味，如此丰富的画像，像是壁画了。

这种构图可谓混合构图。面对这样现实
和想像结合得如此完美的汉画，能体会汉代祖
先想要表达的欲望多么强烈，已经琳琅满目
了，已经色彩缤纷了，还要想方设法，在画面上
装饰乳丁纹填补上柿蒂纹，原本热闹的愈发热
闹了，饱满的有些膨胀了。这就是郑州汉画像
砖的形式感，整体构图的铺天盖地，密不透风。

怎样去理解这样的文化现象？想来是当
时的时代赋予的，是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和智慧
决定的。因为非如此不能表达所思所想，非如
此不能表达对先人的孝心爱心，那就把生活中
所遇到的，心里常想到的，遥远前世的，迷茫来
生的一股脑地都模印上吧，那就这样的满、密、
全吧，结果呢，画面丝毫没有生拼硬凑，反而是
呈现出恢宏博大的汉代气派。

和郑州汉画像砖同时出现的许昌汉画像
砖也有这种表达，与其后的文人画很不相同，
文人画很强调留白，留白留给人无限遐想。

汉画构图的满、密、全和其后的儿童画、农
民画和年画是一脉相承的。

张健莹

新书架

《沿着无愁河到凤凰》
彭博雅

自 2013 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
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结集
出版后，作者将自己关于“无愁河”的文章结集成
册，描绘了湖南凤凰的生活和风貌，展现了一个独
一无二的世界，也勾勒了不同时代与社会的各个
侧面。凤凰人陈渠珍、沈从文、黄永玉，他们所承
递构成的，却正是“凤凰”的形象和传奇，也是现当
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那是一群山，是一条河；
也是一幅凭着人的性情、忠诚、才气、命运与之打
了上千年交道，彼此接纳、彼此眷顾、顺势迁徙、相
互衬托的精神抖擞的长卷，是一首“清爽又凄凉”
的圣歌。芳菲把“无愁河”当旅游指南去落实，去
经历期望与失望；而现实的变化与破碎之处，恰可
测试心的可能，回味文学和黄永玉这位倔强老人
的力量。

成语·郑州

好整以暇
李济通

形容一个人办事、处理问题从容不
迫、信心十足时，常用“好整以暇”这个成
语。整为整齐、有序，暇为空闲、从容。好
整以暇表示严整而又从容。它出自《左
传·成公十六年》：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
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
何如？”臣对曰：“好以暇。”故事发生在春
秋时期，楚、郑与晋国的一次战争中。

公元前576年春，原与晋缔约的郑国，
屈于楚国的压力，在武城（今信阳东北）与
楚结盟。晋厉公为之震怒，旋率兵伐郑。
郑成公一面御敌，一面求楚相助。楚共王
派令尹（相当于宰相的最高行政长官）子
重、司马（掌管军事的长官）子文等，挥师北
上救郑。是年夏天，晋军与楚、郑联军会战
于鄢陵，最后因楚国内部将领不和、亲兵年
老体衰以及郑国军阵不整军纪不严而败
北，两国军队只好撤退。此时，晋厉公与部
将栾鍼正阵前巡视，见到楚国令尹子重的
军旗。栾指着军旗，对厉公说：“那里恐怕
就是子重吧。从前我出使楚国，子重曾问
我晋国军队的情况。我说喜好整齐（好以
众整）。又问我还有什么？我回答从容不
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兵，不派使者通
报，就谈不上按部就班了。说好了的事情，
不能兑现，也不能说是从容不迫了。请允
许我给子重送些酒吧！”厉公答应了栾鍼的
请求，送酒给子重。子重见晋军送酒，便知
来意，对送酒人说：“我和栾夫子先前曾在
楚国交谈过，他一定是为那次会面而以酒
相赠的。他真是一个记性好而又讲诚信的
人。”于是将酒一饮而尽。此役虽然以楚、
郑失败而告终，但古人讲求信义，不忘故交
的情怀，还是可敬可佩的。

后来，人们将晋将栾鍼与楚令尹子重
的这段对话，即“好以众整”和“好以暇”两
句，概括为成语“好整以暇”，用来形容那
些做事认真、一丝不苟以及处理问题井井
有条的人。如清末小说家“东亚病夫”（曾
朴笔名）所作长篇小说《孽海花》第二十五
回：“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珏斋却好整
以暇，大有轻裘缓带的气象。”就是一例。

散文

江湖说爱
马金丽

一抹忧伤，是同学小灵的网
名。看她空间日志内容，岂止是一
抹？空间后花园本应五彩缤纷，她
却用整个青春在每寸土地植满忧
伤。

我为她的忧伤而难过，劝她改
过网名。她立时改，淡淡忧伤、回
忆描写忧伤……改来改去，总有忧
伤环绕。她空间“说说”只发布过
两条，新婚伊始：执子之手，与你偕
老。离婚后：说好了一起白头，你
为何偷偷跑去焗油？一个问句，背
后几多泪水浸泡？两条“说说”，由
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到爱情破碎后
的情殇无奈，对比强烈，不忍揣测，
幸福如云烟，忧伤倒如影随形，她
在那段失败婚姻的泥潭里挣扎、喘
息、哀叹。

他俩是当时校园恋里唯一步
入婚姻的一对，却黯然收场。小灵
幽幽地说，从此戒情断爱。

捧读诗经，常沉浸在那时爱情
那时风。诗经里的爱情总伴随田
园劳作，朝露般清新的邂逅，美得
令人心醉。从青青子衿到关关雎
鸠，从蒹葭苍苍到桃之夭夭，爱在
绿衣黄裳里，情在木桃琼瑶中。
如果可以，我想女人都愿意幸福地
活在诗经爱情里。

爱情如果跟政治江山联姻，多
是悲剧。 西施和范蠡的爱情在国
家存亡面前，如一缕轻尘；而李隆
基对杨玉环的帝王深情，在江山面
前美人轻，君王到底负了前盟。爱
情遭遇财富地位，也不得善终。唐
时霍小玉杯酒泼愤气绝而亡：我为
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
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她泼的
哪里是酒啊！明朝杜十娘面对两
个无耻男人的买卖，怒沉百宝箱后
纵身滔滔江水，她们对爱情何等悲
愤绝望？！

也有爱情佳话。东汉开国皇帝
刘秀说，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坟
里苦恋柏便是两人相爱最好的明
证。民国也是一个滋生爱情的时
代，钱钟书赞杨绛为最贤的妻，最才
的女；沈从文也为自己庆幸说，我行
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
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
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那个最好年
龄的人便是张兆和。

从前，时光很慢，慢到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现在呢？这是一个
爱情泛滥、乱花渐迷的时代，每见
之便心动，极尽所能尝尽人间春
色。现代爱情像花言巧语的媒婆，
四处生脚，在春色里走街串巷，四
下游荡。

爱情不是你有过多少个 ta，而
是 ta 和你相遇，从此，一颗心只为
你停留守候。乱花迷眼，总是采不
完的，不如择一人终老。

人生如蔚蓝天幕，爱情是缀在
天空中的片片云朵，没有法律约束
亲情相牵的爱情总是飘摇不定、忽
远忽近。爱情降临，情深意浓是真
的；爱情走远，意断情绝也是真的，
请不要追问那时虚情还是假意，就
让一切走远。

再读《国风·卫风·氓》里弃妇
悔恨决绝的诉说，原来诗经爱情也
早有不纯。爱情里，没有谁伤害
谁，谁负了谁，当初那些誓言，不过
是划过唇边的眷恋。

爱情是一个江湖。漂在江湖上
的爱情，少有不被追杀的幸运。相
信总有真爱在等待，没有爱情，还有
友情，我们也一样活色生香，我们所
要做的，就是在薄情的世界，深情地
活着。

随笔

秋后
潘新日

秋后是俺娘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好像什么事情
都要等到秋后，也弄不明白娘为何老把事情推到秋
后。长大了，知道了娘的苦衷，农村人指望的就是这
满地的庄稼，收了秋，年初的计划就有了希望。

一场秋雨过后，天气渐凉。雨后的阳光清新，我
们放了学，走在软软的河滩上，岸边的狗尾巴草已经
发黄。脱掉鞋袜，挽起裤脚，把脚伸进清凉的河水中，
看着小鱼悠闲地游着，河水里有无比快乐的童年，有
晶莹剔透的希望。

大人们开始准备收秋的农具，二宝爷刺啦刺啦
的磨镰声在小村里回荡着，氛围既熟悉又温馨。

院子里的葡萄熟了，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圆润可
爱。小伙伴们馋了，都忍不住跑过去，爬上凳子，选择
熟透的轻轻地摘一颗，放在嘴里一嚼，立即，葡萄淡淡
的酸味、丝丝的甜味溜进心间，好个秋后的圣果，甜美
了我的童年。

家家户户都在碾压稻场，村子里几乎像是约好
了似的，都做着同样的活儿，同样的梦。

大人们忙碌着，孩子们却是悠闲的，沿着河滩嬉

戏，驾着船穿过拱桥，用船橹使劲地敲打着船帮，惊起
一群在河边觅食的水鸟。

秋后的夕阳下，炊烟在傍晚时袅袅升起，暮归的
老农赶着羊群，牵着老牛，烟袋锅或明或暗地亮着，咳
嗽声沿着小路曲曲弯弯绕回到家门口。

秋后的屋前屋后，红的苹果，黄的鸭梨，一个接一
个地露在稀疏的叶子外，秀色可餐。细细长长的丝瓜，
青青嫩嫩的，挂满了藤架。菜园里，绿的辣椒，紫的茄
子，像形色各异的灯笼，坠满枝丫。田畦中，长满白霜，
挺着大肚皮的南瓜，结实圆滚，宛如一个个顽皮的孩
童，躺在叶丛里。

红彤彤的柿子挂满了枝头，哪有工夫去打理，都
到地里忙秋收去了，挖红薯、拔花生、割稻子，秋后的
乡下已经不分白天黑夜了，回乡下帮老人打点农活
的那些离开家里的后生，也不忘摘一些带回去，放在
纸盒子里一闷，还要放几个苹果、梨，味道会更甜。

秋后，家家的枣树的果子都熟了，有铃枣、有冬
枣、有驴奶头枣，一棍下去，熟透的枣便噼里啪啦地落
了一地，捡裂开的枣儿放进嘴里，让秋后的甜美涌进
心底。有时候，一棍子下去，也会打到马蜂窝上，惊起
一大群马蜂蜇可不要跑，马上趴在地上，不然，你的头
准会被马蜂蜇成西红柿。

秋后，稻场满了，天地空了。乡村的秋天，依然
那么诱人，那么劳累。

娘说，秋后，新米下来了，带些回去，让家里人都
尝尝新。

祁连山秋色 张伟 摄影

阅汉堂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