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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我与同事以及部分优秀
人大代表一行 58 人，前往长治市武乡县
太行干部学院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培训
和学习。在学院，我们边学边领悟；在现
场，我们边看边体会。整个培训学习下
来，大家思想得到了提高，灵魂得到了
洗礼，精神得到了升华，更加坚定了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每到一处，我们都会被当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的太行精神所震撼、所感动。置身
于群山环抱之中，脚踏着太行山脉这片
英雄的热土，我仿佛看到了朱德、彭德
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身居陋室或亲临前线，决胜
于千里之外的果敢身影；仿佛看到了我
们英勇的八路军战士眼里喷着火，于烽
火硝烟中以肉身之躯与日寇拼死相搏
的战斗场景；听到了成千上万的当地老
百姓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于尘土飞扬
中推着独轮车行进在支前山路上的“吱
吱呀呀”声；听到了我们的八路军战士
保家卫国、视死如归、高唱着“红日照遍
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
山万壑，铜墙铁壁，抗日的烽火燃烧在
太行山上……”奔赴抗战前线的慷慨激
昂声；在鲁艺纪念馆旧址、在关家垴烈
士纪念碑前，在黄崖洞兵工厂遗址，我
们在雷建军代表的指挥下整齐列队，一
遍遍唱响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英雄赞歌》《歌唱祖国》等革命红
歌，以此来向曾经战斗在太行山上的英
雄们致敬，向长眠于这里的先烈们致
敬！

上太行、到山西看英雄，就是在读
中国红色革命史。抗日战争时期，中共
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三大主力师
长期在山西战斗；太行是红色革命的摇
篮，是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战场的立足
地和出发地，是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
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是党领导八路军
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日的主战场，是保卫
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强屏障和
前卫阵地，是人民军队的成长地，在华
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居于重要地位，发挥
了特殊作用，留下了一个个革命旧址，
锻造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太行精神，也
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扩大了队伍，凝聚了
精神力量。

红色革命的摇篮：王家峪和
砖壁村

红色太行山，革命根据地。6 月 18
日，我们分乘两辆大巴车一路向东，来
到了现场教学的第一站：八路军总部旧
址王家峪。

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位于武乡
县东 70 公里丘陵山区，这里山环水绕，
峡谷幽深，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红色旅游景点景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抗日战争时期
这里曾是八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朱
德、彭德怀、左权、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
家曾在这里长期生活、战斗，指挥华北
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政治斗争。
该旧址主体建筑由东、中、西三个农家
院落、14 孔窑洞、15 间土瓦房组成。这里
有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
粟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
陈赓、洪学智、张爱萍等许多老一辈革
命家旧居，以及参谋部、政治部、中共中
央北方局等旧址。还有指战员们体育活
动的篮球场，有朱总司令耕种的菜园，
有干部战士修建的水井……

砖壁村百团大战总指挥部是我们
现场教学的第二站。砖壁百团大战总指
挥部旧址在距武乡县城 47 公里的东部
山区，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939 年 7 月 15 日，正当
日寇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第二次
九路围攻之际，总部机关由潞城北村经
黎城霞庄进驻砖壁村。总部在砖壁指挥
八路军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的围攻和“扫
荡”后，除少数人员留守砖壁外，总部机
关于 1939 年 10 月 11 日迁至西南 10 公
里 处 的 王 家 峪 。1940 年 6 月 敌 占 段 村
后，总部于 6 月 27 日又返迁砖壁，并由
彭副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此指
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 年 11
月 4 日，总部转移至辽县（今左权县）的
武军寺。1942 年 5 月反“扫荡”后，彭副
总司令又率领总部机关第三次进驻砖
壁村，并在此召开了左权烈士追悼会，
不久即赴太岳区，后又返麻田、武军寺。

八路军总部在砖壁驻扎期间，党政
军机关，分别驻在砖壁驻地周围的村子
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
部驻土河村；北方局党校驻上北漳；华
北新华日报社驻安乐庄；总部军法处驻
南山头。1940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北
方局在砖壁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
聂荣臻等八路军领导人于 1940 年 7 月
在此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
战，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牵制了敌
人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进攻我大后方
的后腿，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
八路军总部在砖壁驻扎期间，指挥华北

八路军，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战役和战
斗。

凉风习习，庭院深深，在绿树掩映
的王家峪和砖壁八路军总部旧址小院，
学院老师为我们上了《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的担当精
神》等微课。

这里民风淳朴，环境优美，生态自
然，漫山长满了野生酸枣，遍野都是金
黄的谷子，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就地取
材，把谷子脱粒成金黄的小米，把成熟
后的酸枣采下来晒干，或装瓶或磨成酸
枣面，向一拨拨游人销售。

红色文化的摇篮：抗大一分
校和前方鲁艺

6 月 19 日，我们奔赴现场教学的第
三站：抗大一分校北岗旧址和八路军前
方鲁迅艺术学校旧址。这两处学习参观
点均可称得上是中国红色文化和艺术
的摇篮。

万般期待中，我们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车程，首先来到了长治市屯留区渔泽
镇岗上村抗大一分校旧址。前来为我们
进行现场教学的杨柳琴介绍说：1937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
北战场，迅速掀起敌后抗日的狂涛巨
浪。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
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抗日根据
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
作。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
部的任务摆到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又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于是，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华北抗大
一分校于 1938 年 12 月和 1939 年 1 月至
7 月在屯留县成立并坚持敌后办学。抗
大一分校是抗大各分校中创办时间最
早、历时最长、培养干部最多、成绩最显
著的一所分校，抗战时期为我党和我军
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

抗大一分校北岗旧址现存特科营
营部、校直属队队部、女生队队部、女学
员住室、露天课堂 5 处旧址以及抗大一
分校展览馆共 6 个展区。当地政府先后
投入 3000 余万元开展了文物本体修缮、
周边环境整治、文物展览布置、旅游景
观设置等系统工程。红色文化体验使岗
上村的村风村貌发生了很大改变，为屯
留区打造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注入了强
劲的动力。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这是
现场教学点的第四站：八路军鲁艺学
校。

在太行山西麓，浊漳河北源与支流
蟠洪河的汇合处，便是被当地人誉为太
行山“红色艺术圣地”的小村庄——武
乡县下北漳村。1938 年，抗战烽火遍燃
太行，是年 7月，八路军鲁迅艺术学校进
驻北漳村，一批批文化战士聚集于此，
以艺术唤起民众，痛击敌人。

这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
届六中全会，朱德总司令利用从华北前
线回来参加会议的时机，与中央其他领
导就前方战事和军民缺少精神食粮，需
要大批文化干部和文艺作品的情况交
换了意见。中共中央为加强华北敌后文
化工作及文艺干部的培养，决定分批选
派部分高才博学、经验丰富的文艺干部
奔赴前方抗日根据地。

1939 年初，从山西前线召回延安参
加鲁艺筹建、已担负鲁艺党组和院务委
员兼任编审委员会主任的李伯钊被中
央点名第二次奔赴太行山区，被任命为
中央北方局宣传科长和文教委员会委
员，分管党在晋东南地区的文艺工作。

李伯钊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
尚昆的夫人，早在 1926 年就赴莫斯科中
山大学和莫斯科的舞蹈学校学习，1930
年回国后曾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兰
杉剧团团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仅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和组织领导
能力，而且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超
的艺术创作水平。

李伯钊再次上太行之时，正值英勇
的八路军野战部队纵横驰骋华北敌后
抗日战场，抗击并大量歼灭日寇和伪
军，革命队伍迅速壮大，抗日根据地不
断扩大和巩固的关键阶段。当时的根据
地已在同蒲路以东，津蒲路以西，正太、
石德线以南，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成立
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行署。1939 年秋，为了培养适应形势发
展和斗争需要的文艺干部队伍，提高军
队和地方剧团和宣传队的专业水平，加
强抗日宣传工作和丰富军民文化生活，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野战政
治部）决定在位于晋冀豫边区中心地带
的晋东南，即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
的武乡县东部的下北漳村创建一所专
门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学校按照延安
鲁迅艺术学院分校的模式设立。为了尽
快成立这所学校，北方局调来于 1938 年
底从延安鲁艺派来前方工作，曾在不久
前因“晋西事变”而停办的在长治地区
太行山艺术学校任教的杨角、张晓非、
伊琳、龙韵、朱杰民、陈克和洪流 7人，曾
在民革艺校任教的牛犇、艾炎、延安鲁
艺木刻家陈铁耕和画家彦涵以及八路
军前方野战政治部的汪耀前等人 ；从

129 师调来从延安鲁艺派到前方工作的
洪禹、叶茵，青训班上前方工作的李季
达，从“太行文总”等单位调来诗人冈
夫、小说家蒋弼、文学家陈默君、音乐家
常苏民，从抗大总校文工团调来的电影
表演艺术家吕班、戏剧专家裴东篱等同
志。

经过短时紧张筹备，1939 年底，鲁
迅艺术学校筹建就绪，开始招生。学校
首批招收的 280 多个男女学员，是从全
国不同地区和队伍里汇集来的，有工
人、学生、士兵、乡村小学教员、都市的
知识分子，还有共产党员、决死队员。学
期适应战时形势先定为 3个月。之后，每
期招收名额有所缩减，学习时间则有延
长，学生还都是从晋冀鲁豫边区各专
署、军分区、野战部队各旅剧团或宣传
队遴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初具文艺专
业知识的青年，也有少数从敌占区大城
市到根据地来的进步知识青年。学校领
导、教员和招来的学生，全部穿着与八
路军指战员统一的军装。为区别于 1938
年 4 月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也
因位处抗战前线，鲁迅艺术学校被简称
为“前方鲁艺”。当时的“晋东南”并非纯
行政区域和地理概念，而是八路军总部
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所在地，是当时
特殊政治条件下的华北抗日敌后战场
和晋冀鲁豫广袤地区的代名词。

抗战最惨烈的战疫：关家垴之战

关家垴是我们现场教学的第五站。
看过电视连续剧《亮剑》的朋友对

李云龙带领独立团向山崎大队扔三千
六百颗手榴弹这一场面十分熟悉。很多
人认为围攻山崎大队是电视剧想象出
来的，因为八个团怎么可能打不赢一个
大队呢？事实上这段剧情在历史上是有
原型的，叫作关家垴战役，我军八个团
进攻日军一个大队。

关家垴位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
心地区，在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正北 13
里处。这一带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关家
垴是群岭环抱的一个高高的山冈，山顶
是一块方圆几百米的平地，很适合排兵
布阵。其北面是断崖陡壁，下面是一条
深沟，东西两侧坡度较陡，只有南坡相
对平缓，可作进攻路线。因此，关家垴可
谓易守难攻之地。关家垴战役发生于
1940 年 10 月 30 日。从初中教科书上我
们就知道八路军在 1940 年发动了百团
大战，意在突破日军的物资封锁线，而
关家垴战役就是百团大战的一部分。

在电视剧《亮剑》中是日军山崎大
队迷路后误打误撞找到了八路军的总
部，现实中的山崎大队叫作冈崎大队。

冈崎大队是日军的一个合成大队，
所有人员都是抽调的各部队的精锐。例
如它的步兵中队是从 37 师团和第十二
大队借的，炮兵中队是从第九独立混成
旅团借的，再加上其他的工兵、医疗部
队就构成了这支精锐。

在我军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的
时候，日军不甘失败，于是派出了这支
精锐部队在我后方搞破坏。10 月 25 日，
日军扫荡到了黄崖洞附近。黄崖洞对我
军意义重大，是总后勤基地。但日军幸
未发现这个重地。我军在日军撤退途中
发动进攻，将日军逼退到了关家垴附
近。关家垴南坡上面原住着 50 余户姓关
的人家，沿山壁构筑了一孔连一孔的窑
洞。此时，村里人早已转移出去了。南坡
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叫柳树
垴的山冈，与关家垴互为犄角，从柳树
垴上可以用火力控制通往关家垴的小
路。冈崎大队在占领关家垴的同时，也
占领了柳树垴，并连夜在两地构筑工
事，挖了坑道，拆下当地住户的门窗架
在上面，十分隐蔽。在关家垴山顶的平
地上，日军也架起了几挺机枪。这样一
来，日军就在关家垴和柳树垴布成了一
个严密的火力网。我军讨论之后决定派
出八个主力团共计一万多人围攻这支
困兽之军。刚开始时很顺利，我军成功
进入敌军附近，但打到日军的机枪交叉
防线时却受到猛烈反击。

八个团连续进攻了两天都没有攻
破防线。冈崎大队依靠着重机枪、火炮
构筑了坚固的防线。同时，冈崎大队也
向其他部队请求支援。很快日军大部队
向冈崎大队靠近。甚至日军还派出了飞
机支援，由于缺乏有效的对空武器，我
军损伤惨重，迫不得已只能撤退。

关于这场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最
终仅获惨胜的战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
情况呢？有两点：第一点是冈崎大队确
实精锐，这个从各部队抽调组建的大队
装备好、战斗意志坚强；第二点是我军
当时的武器装备太差，步枪都是好几人
一支，并且配备的子弹也少得可怜，轻、
重机枪更是几乎没有。一旦日军架上一
挺重机枪，我军战士就只能靠着血肉之
躯硬冲。在那场悲壮的战斗中，最令人
揪心的应该就是那只有三十厘米宽的
小径了。战士们必须在没有任何遮掩的
情况下，独自冲过这条小径，而远离他
们仅一箭之地的敌人，已经准备好了他
们的机枪火炮。据事后统计，当时，我军

有超过七十名八路军战士试图穿过这
条小径，然而还未到达目的地，就已经
被敌人击中，一个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
在这里消失，最后，七十多人中只有三
人幸存。

在关家垴战役中，我军付出了牺牲
2000 多人而日军伤亡 300 余人的惨痛
代价。

太行垂泪，长风呜咽。站在关家垴
战场，听着薛南老师哽咽的解说，我和
同事们神情凝重，泪盈满眶。在关家垴
歼灭战烈士纪念碑前，我们低头默哀，
长久不语。我们无法平静，我们为那些
在战场上牺牲的英雄们深感心痛。为了
保卫国家、守卫家园，英雄们毫无保留
地把自己永久地献给了这片土地。

太行山八路军兵工厂：黄崖洞

早七点半，我们乘车前往现场教学
的最后一站：太行山八路军兵工厂——
黄崖洞。

黄崖洞位于长治市黎城县城北 45
公里黄崖洞镇下赤裕村西北的深山之
中，这里因悬崖陡壁都是黄色，东面崖
壁的半空有一个天然石洞，而得名。黄
崖洞的自然风光，集雄奇与壮美于一
体，悬崖、叠嶂、岩洞、瀑布、山泉，使这
块古老的土地既富有传奇色彩，又带有
几分神秘。

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于晋中榆社县
讲堂乡韩庄村创建了太行山区最早的
兵工厂——八路军总部韩庄修械所。日
军侵入榆社县以后，韩庄修械所受到了
严重的威胁。为了创建一个长期稳固的
军工生产基地，八路军总部决定给修械
所“搬家”。

修械所的新址选定由八路军副总
参谋长左权负责，左权曾毕业于苏联伏
龙芝军事学院，有着非常强的军事战略
能力。在深入了太行山广泛踏勘以后，
他几经斟酌将地址选在了黄崖洞。从地
理位置上看，黄崖洞处在太行山脉的中
部，壁立千仞，想要从外界抵达黄崖洞
的话，就只有一条狭长的“S”形通道可
行。在这条通道上设立好关卡，那就是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选址完成以后，黄崖洞兵工厂的建

设正式启动了。在通向黄崖洞的路途
中，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工人们开山修
路、搬石填沟，用马拉、用肩扛、用手抬，
艰难地把一件件生产设备运输到位，而
且是边建设边生产。那时候的兵工厂流
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全凭一把土锉
刀，太行山上出英豪。夺了边区状元印，

《新华日报》天天飘。”
当时，兵工厂最多月产 430 支步枪、

2000 余发炮弹，年产武器能够装备十六
个团，所以被朱德称作是“八路军的掌
上明珠”。

抗日战争期间，黄崖洞兵工厂总共
生 产 了 58 万 枚 手 榴 弹 、26 万 发 炮 弹 、
2500 门迫击炮以及上万支“八一式马步
枪”，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作战。1941
年冬，日寇 36 师团汇合第四、六混成旅
进犯我黄崖洞。我军特务团奉命保卫黄
崖洞兵工厂。11 月 19 日，战斗结束，敌
人死伤 2000 多人。

黄崖洞保卫战被中央军委评价为
“1941 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
模范战斗”，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黄
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黄崖
洞保卫战打出了八路军小米加步枪的
威风，打灭了日本侵略军的骄横，在国
内、国际战争史上创造了以少胜多、以
劣质装备战胜优质装备的奇迹。

从斗折蛇行的石阶山径向北，再经
九组笔直的青石台阶拾级而上，尽头便
是青松翠相掩映的烈士陵园。烈士陵园
是为纪念黄崖洞保卫战中殉国的烈士
而建，纪念塔为一座 7 米高的四方体水
泥结构，上书“黄崖洞殉国烈士永垂不
朽”十一个大字。在这里，我们向黄崖
洞殉国烈士纪念塔敬献了花篮，并依
次列队绕公墓一周，向 43 位烈士长眠
于此的烈士英雄致敬。

黄崖洞兵工厂功勋卓著，是我军
军工事业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抗战
期间，不但给前线部队提供了大量的
武器弹药，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军
工领域人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
技术骨干们纷纷前往全国各地的兵工
厂，成为我军武器装备研发生产的重
要基石。

红色太行山，热血英雄地。回来
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难复平静。闭
上眼，过去几天来现场教学参观的八
路军指挥总部、抗大一校、前方鲁艺
旧址、关家垴烽火战场和黄崖洞兵工
厂遗址等情景不时在脑海闪回。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革
命家和无数的英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我们在感念他们的同时，更
应倍加珍视今天的太平盛世和幸福生
活 ， 忠 诚 于 党 ， 热 爱 祖 国 ， 努 力 学
习 ， 积 极 工 作 ， 服 务 人 民 ， 奉 献 自
我，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
斩棘、勇毅前行！

红 色 摇 篮 太 行 山
■杨永敏

七一，是火的日子，是光明的日
子。

火，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具有尊严。
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火的神话，

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奇，西侯度二百
四十三万前的圣火的奇迹……

火是无敌的，火是永生的，火是光
明的。

一个多世纪前的中国，黑暗腐朽，
太需要光明，太需要烈火。1921 年南
湖的红船，承载着太阳的火种，播火人
间，让星火燎原，烈火燃烧。

1949 年，在光明的火光中诞生一
个火一样的神州，一个红彤彤的新中
国。站起来了，古老的土地；站起来了，
匍匐着的灵魂；站起来了，历史壮阔的
抒情。

我们一穷二白，我们千疮百孔，但
火是有尊严的，不可侵犯的尊严。我们
誓死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誓死捍
卫和平与自由。烈火熊熊的东方，是国
威，是军威，是被烈火唤醒的亿万人
民！站起来了，在烈火中高歌。站起来
了，无所畏惧，这是火的信仰和尊严。

播火，让历史写就辉煌。最懂火、

最长用火的民族，炸响了原子弹、氢
弹，炸响志气弹，升腾了自己的导弹！
卫星上天，嫦娥奔月的千古神话，被重
新演绎。我们无惧困难，于火光中爆裂
的信念披荆斩棘。

火种，就要在大地上播种，就要收
获庄稼一样的幸福。这块古老的土地
伤痕累累，这块丰饶的土地贫困太久。
火，就要烧尽千百年的穷根。富起来，
以人民的名义，以春天的名义，以改革
开放的名义。播火者，初心有胸；播火
者，砥砺忠诚。所有的责任、担当，皆是
火的赤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挺立的脊
梁，让世界惊叹。亿万人民都是火的信
徒，都是火的分子，汇在一起就是磅礴
的力量。

精准扶贫，共赴小康；绿水青山，
共建生态文明。新时代，用志气与情怀
竖起热血丰碑，写下巍巍诗篇。这是阔
步向前的时代，更是勇于奋斗的时代。

诞生于南湖红船的播火者，风华
正百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途旌
旗展。

中国共产党，七一高擎的火炬，寸
寸初心正河山，烈火涅槃向正道。

播 火 者
■胡春良

久仰堆云洞大名，一则因其独特
的建筑形制，二则因其显赫的革命贡
献。欣闻那里成为党史教育基地，正
好瞻望成行。

出市区，过乡镇，一路平坦葱茏，
晚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沿途百姓的安
逸与欢欣，传递着改革开放与乡村振
兴带来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对目的地
的深情期待，早已萦绕成积久难解的
强烈向往。不一会儿，突觉路途不再
平坦，再看窗外，已是丘陵重叠，梯田
蜿蜒，地貌的演变暗示着即将瞻仰不
一样的独特“风景”。

忽然想到，面对外敌和反动派的
强悍凶残、威逼屠戮的血腥恐怖，对阵
双方的强弱差距何其显著，革命者举
步维艰，但为了民族未来，既要生存，
更要斗争，所以唯有苦难隐蔽的环境
才能孕育出革命的摇篮和心脏，才能
锻造出革命的精神和智慧。既然沿途
地理条件越来越不好，那就预示着革
命圣地越来越近了，顿时振作起来。

就在一切还略显平常的时候，坡
势渐大，直达沟底。环视四周，尽为黄
土崖，分布着农田丛林，一道河流从桥
下淙淙而过。明明到了目的地，却不
见那号称“小布达拉宫”的建筑群，毕
竟它那类似于布达拉宫的建筑形体的

“先见”早已深入人心了。其实，这正
是堆云洞高明的地方，其隐蔽性也可
见一斑，更不要说其内在的复杂了。

绕过一道弯，一尊依势而建的建
筑群赫然就在眼前，一栋栋房屋交错
纵横，层叠构筑，飞檐凌云，整体外围
以砖砌裹，最顶端宛若藏在蓝天上的
白云里。这，就是堆云洞，恰似一支硕
大的仙笔，从文曲星的手里滑落，跨越
了千年，触碰了无数云层，终于屹立在
这里，洋溢着文化和仙道的气息，仿佛
蕴藏着丰富的学识和玄幻的奥秘。重
要的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富家子弟来
到这里，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有革命
追求。他，就是被刘少奇誉为河东“群
众领袖”的嘉康杰。

留学归来，嘉康杰严词拒绝了阎
锡山委任“县长”的邀请，选择在村里
创办以太小学，在堆云洞创办平民中
学，后又在运城、临汾、太原等地创办
进 步 学 校 ，培 养 了 一 批 革 命 骨 干 力
量。就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遭遇反
动派灭绝性屠杀，在那个极端恐怖的

冬天，嘉康杰坚定而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无意于传承家产，不屈于
利诱与追杀，为了劳苦大众与民族未
来，他坚守信仰，忠诚担当，冲锋在前，
敢于牺牲，这就是党性，这就是追求，
这就是胜利！

入党后的第二年，以嘉康杰为核
心的中共河东特委在堆云洞成立，借
助其隐蔽而复杂的环境优势，秘密活
动长达十年之久。天下道观何其多，
唯有堆云洞以“洞”而名。雨后积云缭
绕，雾霭长存，洞门云封，堪称道家仙
境。这么一处世外净土，居于稷王山
麓，隐匿于黄土沟壑之间，看上去的确
不像司令部，也不像营地，更不像革命
根据地；而且，房上建房，院中寻院，洞
里藏洞，曲径相通，谜一般的建筑布局
与暗中通道，也恰恰成为河东革命核
心的最大掩护。最让人难忘的是，三
拐窑里设置的秘密印刷厂，过道狭窄，
弯曲逼仄，窑与窑暗中相连，最后一间
里的印刷厂，可透过小窗窥探窑外情
形，放哨的人一报信，完全有充裕的时
间在墙体里掩藏印刷设备，并以正常
墙柜示人，再以神像覆盖遮挡，确保安
全无虞。截至 1933 年年底，在中共河
东特委的推动和培育下，晋南 36 个县
就有 32 个县建起了党组织，在农民中
发展党员 400 多人。嘉康杰还先后组
织了“晋南红军游击队”“夏县抗日游
击支队第九中队”，并被选为中共七
大候补代表，在晋南革命史上作出了
巨大贡献。嘉康杰遇难后，《新华日
报》曾发表题为《悼念嘉康杰同志》的
文章；1952 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

“嘉康杰同志在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
伟绩，永垂不朽！”山西省人民政府将

“运城中学”更名为“康杰中学”，以作
纪念。

回望堆云洞，那层层叠叠的，又何
止是建筑。那一条条逼仄崎岖的石道
上，还留有英雄的足迹；那一栋栋年代
久远的房屋里，还回荡着英雄的声音；
那拔地而起、直插云天的建筑群，依然
笼罩着横亘古今的英雄的浩然正气！
拜谒堆云洞，拜的是英雄的精神，领略
的是英雄的大我境界，夯实了我们的
信仰之基，振奋了我们建设国家的精
气神。崇尚英雄，坚定信仰，民族就有
希望。相信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景必将
因奋斗而辉煌，因精神传承而强大！

拜 谒 堆 云 洞
■李红伟

一

条山挺脊梁，盬池血脉张。
习习熏风起，瑶台歌悠扬。
鸿鹄拍翅笑，丹鹤引颈唱。
天宫无颜色，蓬莱叹无双。
千古德孝帝，五弦赓脉长。
池神撒珍珠，惠民赋能量。
美味调鼎鼐，梅子谦退让。

二

盐乃国之宝，无盐失家邦。
蚩尤擅胜地，黄帝摆战场。
风后佐轩辕，指南破雾障。
铜头难保全，铁额皆重伤。
阪泉折弩戟，尸解喷血浆。
盬池添颜色，鹾海息风浪。
盐山何晶莹，金瓯好风光。

三

东都乏资源，水席味不全。
西京牛羊肥，泡馍似嫌淡。
相隔衣带水，翘首盼潞盐。
古虞辟盐道，马帮饮阪泉。
串串铃响起，茅津商贾喧。
谁谓三门诡，风大好扬帆。
味美洛阳城，盐香醉长安。

四

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
《盐池十八韵》，宛若天籁声。
行吟池畔者，宋贤王禹偁。
海畦虽广大，不及盬池精。
井户居自贡，汲卤苦倍增。
五步产盐法，绝艺夺天工。
河东献瑰宝，典籍有考证。

盬 池 赋
■赵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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