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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我手捧艺术教育家丰子恺
尘封数十年的《咏黄陂六中师生造林》漫
画，其情其景，让人思绪万千。

画中的“黄陂六中”现为武汉黄陂二
中，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黄陂在山乡兴建的
第一批中学。学校东傍龙须河，川流不
息，犹如一条蛟龙，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南
临周朝古城作京城遗址，北京大学专家曾
前往田野考古；背靠矿山（今云雾山国家
5A景区）、古寨龙王尖，又与东面的赶鸡
山连为一体，成为学生登山、郊游、探幽的
天然训练场。

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我曾任教于绿
荫掩映、生机盎然的黄陂二中，见证了学
校由完中过渡到单办高中的过程。

记得1980年代编写校史时，彭校长
告诉我，首任校长裴伦1956年曾发动师
生植树造林绿化校园，素昧平生的齐白石
先生曾为师生作画。在兴奋之余，我草拟
《齐白石为黄陂六中泼墨挥毫》一稿，在
《湖北日报》东湖副刊发表。见报不几天，
雷永学老师对我说，那幅漫画他见过，其
实不是齐白石之作，实为丰子恺所作。只
是，丰子恺创作的大量漫画作品长期未出
版，一时查不到此画，我为此开始了寻访
之旅。

机缘巧合，我在黄陂县教育局工作
时，相识了裴伦老校长。原来，他是河南
固始人，高中毕业前夕在当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大
军南下工作团。于1949年春南下，参与
接管黄陂新政。1950年代初，历任黄陂
县高庙区委书记，黄陂六中、三中校长，县
文教局与教育局局长。后来，他的学生、
资深翻译家万子美也追忆核实，让我弄清
了事情经过——

裴校长上任之初，为了让建在荒山岗
上的校园披上绿装，他要求全校学生自带
锄头或铁锹上学，每人利用课余时间挖树
坑植树造林。经过开展劳动竞赛，每个班
级均超额完成任务。同时，学校规划在主
干道种植梧桐树。次年新春，树苗纷纷泛
绿叶。学校开展植绿、护绿，以美润心的
主题班会与团日活动。《黄陂农村》《湖北
日报》等报刊纷纷报道。

1957年春，丰老看到《湖北日报》报
道黄陂师生种植梧桐树、绿化校园的消息
后，心潮起伏，立即联想到自己在浙江春
晖中学任教期间创作的漫画《人散后，一
勾新月天如水》——此画最初经朱自清在
《我们的七月》发表，郑振铎在《文学周报》
上连载，并首次冠以“漫画”名称，丰氏因
此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缘于
此，丰老打算用漫画来点赞黄陂师生。

“诗是能言画，画为不语诗。”丰子恺
始终用自己的画笔描绘新中国的中小学
新气象，寄望新时代的青少年爱祖国、爱
人民与爱劳动，从劳动中获取生活的乐趣
和做人的道理。于是，他欣然命笔，一气
呵成完成了《咏黄陂六中师生造林》漫画。

直到今年盛夏，我才在《丰子恺新中
国漫画》一书中，查到了这幅漫画彩图。
笔墨之间，凝结着丰老的深厚教育情结。

漫画中的题诗，浅显易懂、读来朗朗
上口，犹如一首甜美的童谣：

小小儿童见识高，造林种树有功劳。

今朝嫩叶青枝好，他日参天上碧霄！
仔细观赏这幅漫画，布局严谨明快，

上半部分为题诗，下半部分画图，诗情画
意，烘云托月。画作以一株修长的青枝绿
叶树苗为中心，又与上半图的题诗穿插避
让；左边站立的男老师双手扶着树干，指
导学生植树，老师背后是为树苗浇水的水
桶；右边蹲着的女生，手持铲子专心致志
地为树苗培土。

漫画巧妙地利用校园的生活元素，营
造出了一个能捉摸、可感知的艺术境界，
充分表达了艺术教育家对新中国少年的
殷切期望。经《湖北日报》首发后，反响颇
大。同学们对画诗爱不释手，常在校园传
抄、吟诵。我发现，黄陂二中1959级校友
曾将该画收入《“林教头”风雨六十年》一
书。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丰老笔下的树
苗长成高大挺拔、冠形优美的梧桐树林
后，我曾经有幸在树下工作生活，八年如
一日穿行其间，不禁联想到《诗经》中的诗
句：“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
彼朝阳。”还有唐人虞世南的咏蝉诗：“垂
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
是藉秋风。”当年，我曾组织学生们以梧桐
树为题材，举行征文与朗诵比赛，赞扬梧
桐的高洁与美好品格。

梧桐树林荫大道，是黄陂二中校园的
中轴线，校园中区的一片梨树果园，则将
教学区与生活区自然间隔。那千株梨树
园，每逢花开时节，白色、黄色、粉红色的
梨花竞相绽放，芳香四溢。身处其间，学
生朝读，教师晨练，都十分惬意。

如今重温丰老的诗画，读到“他日参
天上碧霄”，我不禁心潮澎湃。当年，丰老
寄语青少年珍惜好时光，不断进取。黄陂
二中师生也不负期望，教学相长，其校风
与升学率曾长期跻身同类学校前茅。
1981届毕业生曾有两人考入中国科大少
年班。

进入新时代，从这里走出了一批特级
教师与全国优秀教师，以及科学家、作家、
雕塑家、全国道德模范……这正是：凤凰
落梧枝，振翮舞新姿。

“恁郎在搞么家？这火也大，气也
大，锅大甑也大的。”

“在做糯米洑汁酒唦，叽日糯米蒸得
香喷哒，么日米酒甜咪哒，娃啊，你不想
得有几好吃哦。”

——背着青棉布书包蹦蹦跳跳回家
母子对话的这一情境，蓦地从脑壳蔸底
冒出来，顿时，眼恧水，蚀人巴唦地在眼
窝壳里打转转……

坐在武汉赴深圳的高铁上，沉浸在
《沔阳方言趣谈》里，真个蹙眉眯眼如痴
如醉，不时笑出声来。掩卷，儿时的画面
和对话竟复活了，真真切切，灵灵醒醒，
勾魂摄魄哎。

想您了，姆妈。
想您了，老沔阳。
《沔阳方言趣谈》，是彭万昌先生与

老友张早阳先生的近作。两人，一位唱
主角，一位敲边鼓，敞敞亮亮一台戏。他
俩，是我极为熟悉与尊敬的老乡亲、老领
导。万昌先生早先在省府高就时，我还
在乡下东荆河畔鲫鱼湖边挖泥打土堡；
第一次见早阳先生，他是沔阳县团委书
记，我在村塆里当泥腿子团支书，偶然撞
去县里开会，仰望台上，我乃他下级之下
级，隔着几层几坎。但我们有个共同的
名字：沔古佬。开口一个腔，龇牙一个
调。其后纵然是漂荡九州，纵然是岁月
如流，这乡音裹结的乡情，何曾泯灭？这
土语深蕴的土味，反倒如闷在坛中的陈
年的糯米洑汁酒，一旦开启，清冽，浓香，
软糯，甜绵……沾唇欲醉，沁透心脾肺
腑，每每催醒梦魂缕缕。

万昌先生在位时是个么样子？白衬
衫、大背头、手捧茶杯嗯嗯啊啊？我不得
知，我见识的他，是位质朴诙谐如村野农
人而又幽默机智甚或带一丝狡黠如游学
的老学究，也是一位口口相传中非常热
心助人的长辈。该怎么描述他？反正是
位反差强烈、张力极大、特有个性的人
物。听说一些级别极高的退休老人驻跸
武汉东湖，再怎么一腔烦闷也会被他逗得
开开心心，乐而忘忧。这份风趣、机锋，内
蕴着多么深厚的人生智慧，又充溢着多大
的言说力量？而当他与老友开起玩笑编
起段子打起嘴巴官司，那真是天文地武，
牛胯里扯到马胯的，攻之牛堂广话、日马
谈琴，复之印之模之、拆白打鬼……人家
还说有些词语“真不宜上酒桌，只能到厕
所角落”听听。“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
陪卑田院乞儿”，苏东坡曾以此自诩。他
之所以乐观豁达，有人阐析主要得益于
三方面，一是特别热爱生活，二是特别自
信，三是特别松弛。我认为万昌先生也
是如此这般别古巧样特而又特，不是沔
阳民间传说中机警聪敏计巧多端灵言善
辩的徐苟三，却胜似徐苟三。

谁又能料到，退休后，他竟以贾臻文、
石千昌、沈柯甘、袁成等为笔名，伏案埋首
煎心熬血以文字为乐，转身又成了一位著
述丰盈的作家！这些年来，他撰著、编辑
出版了幽默笑话故事《一笑而过》《生活中
的幽默》，以省府接待办主任之经历为背
景写作出版长篇小说《不是结局》；以接触
纪检监察的阅历写作出版长篇小说《“双
规”》；近来又以震惊官场的政治诈骗案写
作出长篇巨著《原形毕露——大骗子程抱
全行骗足迹纪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双规”》，源于社会生活，以相关新闻报
道为底本，却又工巧于实际事例，兼有犀
利深刻的批判性，奇事妙文，睿智锐思，令
人拍案称奇连番叫绝。

如今，满腹故土情丢不下、驱不散，
更有早阳先生等一帮老伙伴打抽呼，于
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拾柴火焰高，数
年搜罗刨掘，反复征求意见，几十万字的
《沔阳方言趣谈》就如久贮家底的糯米洑
汁酒，芬芳四溢开坛了！

书中，其沔阳方言注释，涵盖了时
间、地点、长幼称呼、动物植物、男女性
爱、流行成语、日常用语，丰富多彩，琳琅
满目，尽情展示着沔阳方言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充满沔阳方言的精微奥妙和独
特魅力。其沔阳方言故事，短小精悍，生
动活泼，对沔阳地区的历史文化、家庭伦
理、民俗风情、社会变迁均有所涉猎，有

助于人们加深对方言土语的理解，是年
轻人学习和了解家乡方言的重要资料。

是不是只为同乡之故？反正我在阅
读中，是感觉到这串串沔腔沔调，似一口
老井微澜浸润我心，熨帖得很，清爽得
很，那么亲切巴适，汇集起来又似混沌苍
茫的家乡湖水浩然渺邈，从眼前到遥远，
渐渐涌起漫漫往事任记忆之网捕捉。它
又像一股柔和如母亲手掌的轻风，夹杂
泥土浑厚与稻麦清香的气息，卷起我无
边的乡愁。这种渗透力、感染力，强烈而
真挚，因为它来自我们灵魂宿命的故
乡！也许有人会说，矫情，你们迈开腿回
到故乡，不就能听乡音、品土味了？还值
得这么掏心掏肺地啰啰唆唆写书作文？
错也，非也，没有岁月可回头，难有云烟
为谁留。近些年，我们一次次回仙桃，可
原生态的沔阳方言，日渐稀疏了！

因此，当老先生、老前辈叮嘱我写写
感想时，他们说：诚恳请你写点文字，请不
要虾子过河——牵（谦）须（虚），也不要新
姑娘上床——扭筋绊筋。我们是巷子里
搬楠竹——直来直去。拜托了！我说，说
哪里话？恁郎们不说我也会写的，挨筋傍
骨，巴心巴肝，作为土生土长的沔阳人，我
是真真切切为恁郎们所感动哩。古时诗
人李白有句“米酒清新醉仙人，酒香飘醚
世人魂”，恁郎们淘神费心捧出了米酒开
坛，叫它“醪糟”也罢，叫它“酒酿”也好，或
依母亲就叫它糯米洑汁酒，我品了，饮了，
陶醉其中，岂能不为之一赞！哪怕文浅词
陋好比顶着碓窝子唱戏，我也得夜蚊子衔
秤砣——试试嘴劲呵。

说到这里，我还不得不提到一位比万
昌先生更老的沔阳前辈，刘守华先生。年
近九旬的老人，几乎是毕其一生“在乡间
寻找故事”。鲁迅先生曾说过，民众讲的
故事就是小说的起源，那些善于讲故事的
乡人，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刘守华老
先生1935年出生于沔阳周家榨村，1950
年，考入沔阳师范学校，三年后从沔师毕
业，被保送至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此
跨入了民间文学的园地。这一干，就是六
七十年。他不仅走村串户发掘出一批故
事村、故事大王，搜集数以千万计的民间
故事，还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民间文学工作
者。他认为，民间故事实际上可以被看成
民众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乡土语言是人
民群众口头语言艺术的一种集中体现，

“一张嘴就是一台戏”。往更深层次讲，民
间故事既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
乐形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心灵的窗
口，正因为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
才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乡土文学、通俗
文学、作家文学三位一体，“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就能让民间故事继续在
人民中间发挥文化滋养的作用。

彭万昌先生与刘守华先生有无交
集？是否互为影响？这点我也不得知，
但他们在民间文学探索路上的殊途同
归，诚为美谈，乃老沔阳之荣光。刘守华
先生现仍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21年至2022年，十卷本《刘守华故事
学文集》出版。2022年，他获得“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民间文艺家”荣誉称号。而
彭万昌先生在撰著出版《沔阳方言趣谈》
后还会写出什么？以他对沔阳故土的挚
爱之情，以他的胆识与才智，以他数十年
对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索，以
他渊博的学识和细腻深沉且不乏粗犷炽
热的审美境界，以他依然健壮的身体与
葆有的冲锋陷阵的激情，佳作可期，依然
会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吧。

就像家酿的糯米洑汁酒算不得珍馐
美馔，入不得豪筵宫宴一般，我也不认为
《沔阳方言趣谈》有多么高大上、尽善尽
美。但它难得的乡土原汁原味，仍然给
了我们宝贵的享受与营养。尤其是它体
现出的尽献忠孝仁义于家乡的赤子之
心，值得天下沔阳人奋起直追。

故土，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品味着
糯米洑汁酒般的醇香甘甜，思思念念中
叫一声“姆妈”多亲切哦，《沔阳方言趣
谈》即是献给她的一份爱意。谢谢万昌
先生、早阳先生，谢谢所有为老沔阳奉献
心血、智慧、才华与力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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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回响——湖北解放故事”
湖北日报 湖北省作协 联合主办

75年前，发生在武汉江夏金口的张轸起
义，对武汉和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笔者是金口人，当年，张轸就是在古镇金
口举起的义旗。

张轸是河南人，少年就进入河南陆军小
学，后就读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
定陆军军官学校，再接着到日本上陆军士官
军校深造。回国后，他当过黄埔军校战术总
教官，抗战时参加过台儿庄大战和武汉保卫
战，是一名抗日悍将。1949年，张轸已官至
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统领127军128军
共七个师，为陆军中将军衔。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
势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亲自部署，萧劲光领
导的东野第十二兵团、邓子恢带的第四野战
军以及江汉军区的各路大军已经戟指武汉，
兵临城下。

武汉是华中第一大城市，武汉三镇遍布
着工厂、学校以及文化古迹、建筑，桂系白崇
禧带领二十万国军驻防武汉。既要保护武汉
的工厂、学校、文化古迹和建筑，又要解放武
汉，这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个难题。

张轸带领的第十九兵团驻防武汉周边，
除在城里设了个驻汉办事处外，其他的七个
师都放在现在的武汉市江夏区。在如何布防
他的兵力时，我的故乡金口与张轸相遇了。

那时张轸站在军事地图前，查看武汉江
南的周边，他首先看到了处在武昌与嘉鱼之
间的古镇金口，是长江两岸的咽喉要道，可控
西去长江的江面。他看中了的第二个地方是
现在的江夏山坡贺胜桥，是武汉南去湖南两
广的必经之道。这张轸真不愧是读了四个军
校、当过黄埔教官的人，他选择的这两个地
方，在关键的时候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张轸派他的亲信师长鲍汝灃带三一三师
驻防金口。其他的部队都驻防在贺胜桥一带。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张轸这个人。张轸在
国民党军队里属于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
系，不受蒋介石重视。张轸为人不张扬，甚至
被同仁称为忠厚。张轸与共产党人多有接
触，1939年，张轸到重庆任职，在地下党员李
世璋的安排下，他先后与周恩来、林伯渠、董

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见面，从而
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

周恩来对他说：张将军，你在国民党队伍
中颇有威信和影响，很有发展前途，但勿要态
度灰色，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希望你能深明
大义，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多着想，做一
个真正受人民拥戴的将军。蒋介石怀疑猜忌
之心很重，而且在山城特务遍布。希望你与
我们接触要注意隐蔽，以防不测。

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腐败不堪，使得国民党
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共产党深得人民拥护，已经
打下了半壁江山。张轸有了弃暗投明的想法，
他派自己的女婿张尹人从金口渡江到沔阳，与
解放军江汉军区联系，报告准备起义的计划。

不料，起义充满波折，险象环生。张轸到
武昌动员他的老部下国民党五十八军军长鲁
道源一起起义，鲁道源却向国民党军总参谋
长顾祝同告了密。顾祝同电令白崇禧扣留张
轸，将十九兵团师以上军官扣留并押送广州。

5月14日，白崇禧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约见张轸。张轸从贺胜桥来到红楼，一进门，
他与鲁道源碰面了，奇怪的是这鲁道源平时
称兄道弟的，今天却像不认识他一样，与他擦
身而过。张轸立即知道鲁道源出卖了他。但
是，张轸不能退出去了，他硬着头皮进了白崇
禧的办公室。

白崇禧也很干脆，向张轸出示了顾祝同
的电报：“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匪，图谋叛变，
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从严法办，
所部就地解散。”白崇禧要张轸打电话，通知
十九兵团师长以上军官明日10时来此开会。

张轸却很镇定，对白崇禧说，几个月来，
我和你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
在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这电话在你这里打
不方便，我到十九兵团办事处打吧！白崇禧
犹豫好久，竟然同意了，要张轸快去快回。

张轸心里实际上有数，白崇禧能把他怎
么办？白崇禧如果把他拿了，就断了自己的
后路。武汉战败，白崇禧沿长江西撤，过金口
江面，张轸的部队可以拦截；如果白崇禧南
逃，则难过贺胜桥张轸的防地。而且在长沙
还有他的老军长程潜坐镇，张轸与程潜已经
商量好了，一起起义。白崇禧过得了贺胜桥，

但他过不了长沙。这就是张轸把自己的部队
驻防在江夏两个要地的初衷。

其实白崇禧也是做做样子，他真要动手，
拿下张轸，解决十九兵团，都可以做到，但他
没有必要为蒋介石卖力，他给自己留下了后
路。他难道不知道张轸回十九兵团办事处打
电话是借口吗？他是放了张轸一马。

张轸离了红楼，直奔金口鲍汝澧师部，立
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轸将顾祝同
的电报内容和自己脱险的经过说了一遍。参
加会议的人员一致主张提前行动，宣布起义。

当夜，张轸让第三一三师政治部主任柳
世玺、副师长丁建华起草起义通电。1949年
5月15日黎明，经张轸最后审定，起义通电
由第三一三师电台发出。

当天，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
已渡过长江，正从大冶金牛直插贺胜桥，进逼
武昌，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亦向汉阳靠近，萧
劲光的解放军东野第十二兵团准备强攻汉
口。张轸在这个时候，率领五个师两万五千
人起义，站在共产党一边，这给武汉的国民党
守军以极大的打击。看看四面楚歌，白崇禧
在包围之中，于5月15日弃守武汉，国民党
守军各部纷纷撤离，白崇禧于当天下午1点
乘专机逃离。

武汉于1949年5月16日解放，兵不血
刃，武汉的工厂、学校、文化古迹和建筑没有
遭到破坏，武汉人民拥上街头欢庆胜利，鲜花
开放，红旗蔽天。

金口起义后，张轸率部队将领过江到汉
口，受到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
第四野战军副政委邓子恢的热烈欢迎。

1949年5月20日，张轸发表了告全国的
起义通电。次日，张轸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了
一封情真意切的起义电报。

张轸的起义部队和解放军的两个师一起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任
军长。张轸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后历任
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国家体委主任、河南省
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1年在
郑州去世，享年85岁。

他为武汉解放、为保住武汉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所做的贡献，人民也不会忘记。

武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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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张
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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洑汁开坛勾魂香
——《沔阳方言趣谈》读后

□ 蔡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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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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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那么多淘气的故事
不小心从米筛下漏了

爱玩耍的云朵忽悠几下
就钻进了家门前的那条小河

麻雀不顾看场上三爹的极力反对
硬是啄走几把黄亮的谷子

当爱通风报信的二狗疯癫跑来
脚步一不小心在石阶上打滑
一下惊醒池塘里偷瞧的鱼儿
几个翻身打滚和冒泡儿
与站在一旁的大叔竞猜谜语

那个最讨人嫌的黄鼠狼
乘人不备叼走王婆家养的几只小鸟
山里人一群群来又一群群离去
只剩下奶奶讲的狼外婆的故事

谷穗，是父亲一生的思绪

沿着乡梦的旅途
多想抓住秋天丛林的一阵嘘叹
转身却发现它已躲远

一阵风过来
向我述说父亲生前犁耕过的稻田

从某种意义讲，那些向上的谷穗
就是他一生的思绪

我出奇地望着天空，并猜想
那围团的人是不是仍在弯腰割稻
一抹晨曦有意掉落

静立一旁的小河无言
恍惚间顿觉柳河岸边降落的小雨
像远方歌弹的琴音

稻谷对饮一壶秋月

藤蔓依旧不肯告别
早就叫人用土青砖垒起一座小院

站在瓦屋和石阶旁红枣树上的鸦雀
也是见秋风不愿把落叶拎起

坐在荷叶上的几只蜻蜓
舍不得丢弃水塘

清露告知不要埋怨过早鸣响的秋曲
把一腔愁怨丢在夏的背后

站在村口的梧桐
随即把瓜棚剩下的故事交给秋夜

就连一粒粒成熟饱满的稻谷
也不惜对饮山林间的冰壶秋月
还有秋云心头蓬勃而起的动念

□

李
勋

米
筛
漏
掉
的
故
事
（
外
二
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