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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未來再回喀什

豆棚閒話

又近中秋，明月皎皎，清輝流瀉。在這個瀰漫着桂花香與
月餅甜的佳節，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憶起母親在廚房中忙碌製
作月餅的身影。那是歲月深處最美的景致，瀰漫着濃得化不
開的溫情。
母親對待製作月餅這件事，總是懷着無比的虔誠與熱愛。
每年中秋臨近，母親便會早早地開始準備。母親開始製作月
餅，廚房便是她的舞台。從挑選食材到工具的洗淨擺放，都
一絲不苟。每一個步驟和細緻的製作過程，都傾注了她滿滿
的心意。廚房中瀰漫着的香氣，是節日臨近的信號，也是母
愛的濃郁表達。
盛滿節日喜氣的廚房裏，那一堆堆的麵粉、白糖、果仁、
芝麻等，在母親的手下，即將完成一場奇妙的轉變。我則像
個小尾巴似的跟在她身後，瞪大了眼睛好奇地瞧着，滿心期
待着即將誕生的美味。
母親的手靈巧得如同精巧的織女，她先將麵粉倒入盆中，
慢慢加入溫水，然後用手不斷地揉搓，那原本鬆散的麵粉漸
漸凝聚成了一個柔軟光滑的麵團。母親把麵團放在一旁醒
發，接着開始準備餡料。母親親手炒製的餡料總是格外香
甜，炒好的果仁被她細細地切碎，與白糖、芝麻等充分攪拌
均勻，陣陣香氣撲鼻而來，惹得我口水直流。
終於到了包月餅的環節。母親將醒好的麵團分成均勻的小

塊，用擀麵杖擀成薄薄的圓形麵皮，再舀上一勺餡料放在中
間，然後小心翼翼地將麵皮收口，一個圓潤的月餅胚便做好
了。母親把它們整齊地擺放在烤盤裏，用手指輕輕在表面點
上一些花紋。
接下來就是烘烤的時刻。母親將烤盤放入預熱好的烤箱，
然後目不轉睛地盯着烤箱的玻璃窗，時不時地調整溫度和時
間，彷彿在守護着一件珍貴的寶物。我則在一旁焦急地等待
着，鼻尖繚繞着那若有若無的香氣，心也隨着烤箱內的溫度
一起升高。
「叮」的一聲，烤箱停止了工作，母親戴上手套，打開烤
箱門的那一剎那，一股濃郁香氣瞬間瀰漫整個廚房。我迫不
及待地湊過去，只見一個個金黃酥脆的月餅散發着迷人的光
澤，宛如一輪輪小小的滿月。母親微笑着拿出一個月餅遞給
我，用親暱中帶着呵護的語氣說：「小心燙，慢慢吃。」我
顧不得燙，咬了一口，那香甜的味道瞬間在口中綻放，酥皮
的酥脆與餡料的香甜完美融合，是我記憶中最美味的食物。
如今，市面上的月餅種類繁多，包裝精美，但再也沒有一

種能比得上母親親手製作的月餅。那些與母親一起製作月餅
的時光，成為了我心底最溫暖的回憶。在每一個月圓之夜，
當我仰望那皎潔的明月，便會想起母親在廚房中忙碌的身
影，想起那瀰漫着家的味道的月餅香。
那香，是母親的愛，是家的溫暖，是歲月無法磨滅的深
情，永遠珍藏在我的心間。
在歲月的長河中，每一個傳統節日都如同一顆璀璨的明
珠，閃耀着溫暖而獨特的光芒。而中秋節，無疑是其中最為
瑰麗動人的一顆，那輪皎月高懸於空，灑下的銀白光輝如同
母親的慈愛，默默守護着世間萬物。在這個團圓的節日裏，
母親親手製作的月餅，成為了我心中最珍貴的記憶。

●董國賓

母親月餅香
●良 心

雲天上的抗日戰場（上）

遍地「元寶」

過雙虹橋的馬幫在江畔的燙習村休整補給
後，沿高黎貢山東坡一路向西南上山，在攀上
至高點南齋公房之前，必經一個叫「大塘子」
的驛站並在驛站休整。大塘子驛站在高黎貢山
東坡的大魚塘村，位於百花嶺以北2公里處。
這裏西靠高黎貢山主脈，東有麻栗山屏障，東
北有窪口與怒江邊燙習村相通，海拔高程為
1,356米，是一個戰略要地，素為古道從雙虹
橋過江經燙習村西上高黎貢山的必經之地和中
途歇腳點，既是永騰古道北線翻越高黎貢山的
第一個驛站，也是永騰古道中線翻越高黎貢山
的主要驛站。
據相關史料記載，大塘子驛站的歷史可以追
溯到漢晉時期，早在漢晉時期，就有人來大塘
子售茶粥，救助行人。唐代南詔國「西開尋
傳，南通驃國」時期，正式在大塘子設官營驛
站，因驛前有一天然池塘而命名為「大塘子
驛」。南詔國時期曾組織軍民在大塘子一帶進
行大規模擴修鋪築，並在沿途的舊街山樑上設
立軍站馬店，以供往來馬幫行人歇腳。元明以
後，雖然驛道主要改從南面的潞江壩一帶通
行，但因後者氣候炎熱，瘴癘嚴重，仍有不少
商旅馬幫選擇從這條老路通行。大塘子古道長
期作為民間商道使用，在地方官府的支持下，
先後有保山漢族劉家、李家、楊家和騰沖回族
賽家及大理白族吳家等前來大塘子開設馬店客
棧和相關商舖。在古道最繁盛的時候，村內共
有馬店5家、客棧5家，各類糧食、草料、土
雜、餐飲乃至煙館十餘家，能為數百馬幫行人
提供全天候的周到服務。
抗日戰爭期間，大塘子一帶發生了一場驚天
動地的戰鬥，中國遠征軍在這裏同日本侵略軍
殊死搏鬥。在中國遠征軍於1944年5月展開的
滇西對日大反攻作戰中，大塘子戰役是規模接
近於高黎貢山南、北齋公房巔險攻越戰、松山
攻堅戰、芒市遮放追擊戰的關鍵戰役之一。在
參戰的遠征軍第20集團軍的各級戰報中，大塘
子是核心據點名稱，也是戰區名稱。大塘子之
戰之所以稱為「戰役」，是因為它在實現中國
遠征軍滇西大反攻戰略目標和作戰計劃中，是
中心戰線上的關塞之戰，戰區範圍寬廣，雙方
投入大量兵力，傷亡眾多。戰區北起康郎渡西
方的大白峰坡、高粱弓，南至豹子洞與路新一
線約距離四五十公里；東起怒江西岸，西達黃
心樹附近約距離二十五六公里；戰區廣袤不下
於50平方公里。大塘子戰區的勝利是上百次戰
鬥的總和。大塘子成為當年永騰古道沿線戰爭
規模最大的抗日戰場之一，也是現今高黎貢山
上抗戰遺蹟分布最廣的抗日戰場之一，展現了

當年中國遠征軍滇西大反攻可歌可泣的場面。
巍巍高黎貢山從青藏高原一路南下，延綿千
里，橫亘於滇西怒江、龍川江兩大激流之間，自
古以來就是我國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從保山渡
怒江前往騰沖、德宏邊地的戰略要塞和天險關
隘。1942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失利，滇邊怒
江以西大片國土淪喪。日軍侵佔德宏、龍陵、
騰沖時，前後半個多月有兩萬多僑民和邊區難
民，翻越高黎貢山茶馬古道逃往保山東部。後
來這些古道也成為騰沖日軍經高黎貢山前進怒
江西岸地區的主道。日本侵略軍為固守所佔騰
沖等地，曾組織大批人力物力沿翻越高黎貢山
的北、中、南三條原永騰古道要隘修築大量工
事，層層設防，妄圖長期與中國遠征軍隔江對
峙。中國遠征軍發動滇西大反攻前，高黎貢山地
區的日本守軍為日軍第56師團兩個聯隊、第18
師團一個聯隊的一部和第2師團一部。
據有關文獻記載，1943年2月蘇聯在斯大林
格勒戰役中戰勝德國納粹軍，根本扭轉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戰局。1943年10月開始，中國
駐印軍新1軍和新6軍挺進緬北，聯合英印軍
隊發起緬北反攻戰役。一路勢如破竹，接連取
得孟拱河谷、胡康河谷等戰役勝利，攻克新平
洋、太白加、達羅等地。殲滅了南京大屠殺罪
魁日軍第18師團。於1944年4月逼近緬甸北部
同我滇西接界的密支那、八莫等地。應同盟國
美國英國方面的要求，配合同盟國中國戰區參
謀長、中緬印戰區（CBIT）司令部參謀長史
迪威將軍的計劃，中國遠征軍為了策應世界反
法西斯的全面反攻，策應駐印軍隊的緬北作
戰，徹底肅清滇西日軍，奪回被日軍佔領的騰
沖和高黎貢山地區，並徹底打通滇西公路與中
印公路，決定由滇西遠征軍強渡怒江，在滇西
對日軍發起大規模反攻。
1944年4月，為實施滇西大反攻的中國遠征
軍滇西部隊組建完成。為了打好這場仗，向同
盟國表明中國人民抗戰決心意志，蔣介石命
令，除了原有的第6軍、第8軍、第53軍和第
54軍等國民黨中央軍精銳部隊外，將國民黨中
軍精銳第2軍、第5軍和第71軍也全部編入滇
西中國遠征軍。滇西大反攻由中國遠征軍代總
司令衛立煌指揮，參戰部隊有宋希濂為總司令
的第11集團軍和霍揆彰為總司令的第20集團
軍兩個集團軍及直屬特種兵部隊，共16個師
16萬多人，先期在怒江邊集結的兵力約10萬
人。但據有關資料，遠征軍師的編制應為1.3
萬人，由於長期嚴重缺編，兩集團軍16個師僅
實達12萬餘人，反攻開始時僅實有7.2萬人。
遠征軍長官司令部駐怒江東岸保山板橋附近的

馬王屯。
大反攻作戰部署是：以第20集團軍為北翼攻

擊兵團，所部第 53軍（轄第 116 師、第 130
師）為第一線攻擊部隊；第 54軍（轄第 36
師、第198師）為第二線攻擊部隊。以第11集
團軍為南翼防守兵團，所部第 2軍（轄第 9
師、第76師、新編第33師），第6軍（轄新編
第 39師、預備第 2師），第 71軍（轄第 87
師、第88師、新編第28師）以及集團軍直轄
第5軍第200師，分別固守怒江東岸第一線防
禦陣地。以第8軍（轄榮譽1師、第82師、第
103師）為總預備隊。
為了支持配合中國遠征軍的滇西大反攻，美

軍專門派出多恩準將為美軍聯絡組組長，並派
出數千顧問和有關人員隨軍參戰。美軍第14航
空隊（戰鬥機 3個中隊，中型轟炸機 2個中
隊）協同作戰。 當然，美軍對滇西大反攻的支
援主要還是體現在武器裝備、訓練、醫療援助
以及後勤保障等方面。美軍向中國軍隊提供了
大量的美式武器裝備，並由美軍教官在中國昆
明和印度蘭姆伽進行訓練，確保中國軍隊能夠
熟練使用這些裝備；為中國軍隊培訓了約500
名軍醫，並在每一個作戰師配備了野戰醫院，
派遣大批美國軍醫隨軍服務。在後勤保障方
面，美軍通過「駝峰航線」向中國軍隊運來了
大量的武器裝備，對滇西30個師的中國軍隊進
行訓練。
遠征軍各路大軍都為渡江做了細緻周密的準

備工作。據有關人員回憶，反攻前，參加滇西
反攻的遠征軍士兵，在美國軍事顧問的指導
下，進行了叢林作戰的特殊訓練。還在漾濞江
進行渡江訓練，由美國顧問訓練裝拆、搬運、
上下船、行軍等基本動作，最後演習了一次夜
間渡河。渡江部隊必須要造好能載1排人用的
大木船，和載1班人用的竹筏數百隻。每一船
都僱有當地船工操槳，少數渡河地點，配有橡
皮舟和帆布船。
1944年5月11日黃昏，中國遠征軍第20集
團軍第 53、第 54軍和第 11集團軍第 76、第
88、新39師各1個團分7處強渡怒江。新39師
1個加強團在惠通橋上游率先強渡成功，12日
攻佔禾木樹，揭開了滇西遠征軍大反攻的戰
幕。當天拂曉，中國遠征軍第一線攻擊兵團全
部成功強渡怒江，還先後攻佔馬面關、橋頭等
日軍重要據點。遠征軍大反攻旗開得勝，似乎
有些出乎意外地順利。

●王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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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邊疆行

驕陽高照、暑氣未退之際，忽有秋風偶或光顧，公園的地
面上竟然點點簇簇綴滿了「元寶」。我俯身撿起尚未脫離枝
條的一串沒有褪去綠色的「元寶」半嘆半讚一聲：「呵呵，
秋風適時給大地送佳信來了，這『元寶』鋪地，送來了秋日
豐收的喜報呢。」
公園諸多花草樹木中的楓楊樹最是逗人喜愛，孩童時我們

呼其為「元寶樹」，春風一度，滿樹掛起了一串串隨風舞動
的綠色「元寶」。太像元寶了，雙角微微翹起，中間飽綻綻
的，看着就喜人，也聯想到中國人獨到的發明，把金啊銀
啊，熔鑄成了這樣討喜的模樣，看着摸着都實篤篤地焐心，
殊不知大自然也一樣善解人意，讓楓楊樹結出了元寶狀的果
實，臨春風而成串翠綠，遇秋風而遍地撒金。
孩提時就喜歡這種楓楊樹，索性直呼其為「元寶樹」，公

園裏有，行道上也有，樹幹長得高大古樸，春風裏一串串
「元寶」翩然起舞，令整個春天都瀟灑雅致且富貴風流。記
得我等孩子都有積攢「元寶」的童趣，讓長得高的哥哥姐姐
為我們摘取成串的「元寶」，貯存在盒子裏，比比誰積攢得
多，誰就「有錢」，有時沒人為我們採摘，就自個兒取一根
竹竿把樹上的「元寶」打落下來。這時大人看到後就會阻
止，說是用竹竿打「元寶樹」，「元寶樹」會生氣，開年就
不再掛起這麼多的「元寶」，樹上「元寶」少了，人間錢財
也會減少的。這樣的勸說居然能把我們唬住，想想如果家裏
沒錢了還能吃穿不愁？現在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因為打樹就
是損害綠化，損害了綠化就是損害了環境和民生嘛。
「元寶樹」垂在低處的「元寶」都被我們採摘掉了，稍高

處的就無法採摘，那麼就等待秋風來採摘吧。秋風真是厲
害，再高處的「元寶」也能令其掉落。這時我等孩子就在樹

下守候撿拾了，剛脫離枝幹的「元寶」串半綠半黃，依然可
愛，撿回去可以和別的孩子比誰「富有」，倘「元寶」離開
枝幹稍久還是會枯黃乾癟，情趣全失矣。故而秋稍深，我們
便不再撿「元寶」、鬥「元寶」，而是翹首望着高大的「元
寶樹」，期冀着秋冬快點兒過去，春風早點兒回來，吹綠了
枝葉，掛起稚嫩的小「元寶」，小「元寶」又快快長成大
「元寶」，讓我們採摘、撿拾，鬥一鬥、比一比，誰的「元
寶」多，誰最「富有」。
秋色漸漸濃郁起來了，「元寶樹」的「元寶」基本散落殆
盡，抬頭望着漸顯枯黃的枝葉，有點戀戀不捨；低頭望去，
遍地都是枯去乾癟的「元寶」，更覺心境有點黯然。然而，
金秋的蒞臨，何處沒有實篤篤的真金白銀的「元寶」呢？去
市場上走上一走吧，豐盈的瓜果琳琅滿目、應時的水產紛至
沓來。筆者每天都去菜場購物，放目處何處不是「元寶」？
每天的菜籃子幾乎拎不動哪。那天我看到菱角上市，有紅的
有綠的，皆水靈飽滿，居然也形同元寶，被譽為「元寶菱」
哩，魚類中的鯉魚被稱作「元寶魚」，家禽中的公雞被稱為
「元寶雞」。乃知人們對元寶是何等的喜歡和企盼。
筆者在江南水鄉的農村待過，深知父老鄉親對秋季豐收的
盼望。鄉下大秋收的主要農作物是水稻，秋風一陣陣吹過，
水稻抽穗了灌漿了，穀粒漸次堅實，一如蘇東坡所云「秋陽
之堅百穀」，那穀粒雖然不形如元寶，卻是最實在的元寶
呢。
我曾跟着老鄉捧起沉甸甸的稻穗，把穀粒放在嘴裏咬嚼
過，試探穀粒堅實與否？是不是可以開鐮收割？老鄉們視此
為最幸福的事兒，說眼前這一大片稻穀才是農家真正的元
寶。我然其言。

●吳翼民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
亦平。……聖人不能絕，鑽燧與炮烹。……顏子有餘
樂，瓢中寒水清。」李華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雜詩
六首》是他著名的作品。此次選取的這幾句較淺白，
其餘的頗為深奧，如道家學問一樣。
此段文字說出了人類飲食養生的一些要訣，甘酸五

味是不能缺少的。「元和」是道家對人的唾液的叫
法，通過唾液把五行運到全身，每個人都能受用。倘
若五種味道調和平衡，內心亦會平靜，過鹹、過酸、
過甜、過苦、過辣都不健康。
酸、甜、苦、辣、鹹五味中，以鹹最重要。鹽是鹹

的基礎，鹽對人體健康極為重要，在調味上也極為重
要，我們鄉間把鹽稱為上味。
最近在一個外國廚師主持的烹飪節目上得益良多。

他教我們醃肉不要只用鹽，要用同等分量的鹽及糖來
醃，味道鮮許多。我喜歡醃鹹雞和鹹肉，以前單一用
鹽，現在加入糖調勻後再搽在肉上醃，果然味道醇和
許多，這配方醃鹹雞、五花腩都很好。醃好鹹雞和鹹
肉後，讓肉在冰箱內自行吹乾再烹調，即有西式烹飪
中將肉熟成一樣的效果。

——李華（唐代）

四十二 雜詩（其一）

李 華 雜 詩 （ 其 一 ）
甘 酸 不 私 人 ， 元 和 運 五 行 。
生 人 受 其 用 ， 味 正 心 亦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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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行程的第二天下午有幸到訪了喀什大
學，參觀了全息投影的教室，感受到了
先進教育設施給學生提供了更好的學習
資源。隨後參觀了三個展館：馬克思主
義展館豐富詳實地記錄了祖國的發展和
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廣泛影響；動物標本
館則涵蓋了讓我們大開眼界的各類動物
品種；黃胄先生的畫展同樣給我們帶來
感官和心靈的雙重享受。
隨後我們有機會同喀什大學的學生交
流，了解到他們多彩的校園生活及課餘多
元的民族特色活動。更重要是了解到他們
的個人理想，為社會做奉獻的決心，讓我

肅然起敬，即使是從外地來到此地讀書的
學生，也懷着畢業後在邊疆較落後地區出
一分力的抱負。我從與他們的交流中學到
許多，未來或許再回到喀什並在此工作的
想法在我心中萌芽……
晚上吃飯的餐廳剛好有維吾爾族人辦
婚禮，我們對這個熱鬧喜慶的場合都頗
感興趣，吃完飯都紛紛跑去看婚禮。維
族人的婚禮全程都有節奏歡快的音樂，
大家聚在中間的舞池盡情盡興地舞蹈，
配合着絢麗的燈光，我們也融入了這熱
烈的氣氛中。不同的民族都懷抱着同樣
的熱情與愛，此情此景令人動容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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