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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分秋色是秋分

豆棚閒話

「燕將明日去，秋向此時分。」秋分，像是一把公平的
秤，不偏不倚地將晝夜均分，把寒暑平調。
秋分時節，陽光溫柔而不熾熱，微風清涼而不寒冷。白
天與黑夜，如同兩位平等的舞者，在時間的舞台上交替演
繹，展現出一種恰到好處的節奏。到了秋分，我們的生活
中也需要尋找這樣的平衡，工作與休息、忙碌與閒適、理
性與感性，只有在各種對立的元素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中
點，才能讓心靈保持寧靜，讓生命之舟平穩前行。
秋分時節，大地一片豐收景象。田間的稻穀，顆粒飽

滿，金黃一片。它們經歷了春的播種、夏的生長，如今在
這樣的節點上迎來了成熟。時間行走的刻度從春到秋，從
一粒種子到食糧萬頃。但我們也應該明白，收穫並非終
點，而是新的起點。就如同這四季的輪迴，春種、夏長、
秋收、冬藏，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我們不
能只沉迷於收穫的喜悅，而忽視了播種和耕耘的艱辛；也
不能因畏懼過程的艱難而放棄對收穫的期待。生活就像這
片稻田，需要我們在不同的階段，付出不同的努力，保持
耐心和堅持，才能迎來屬於自己的豐收。
樹葉在秋風中漸漸變黃，有的隨風飄落，化作來年春

泥，為新枝提供養分。這看似是生命的凋零，實則是另一
種形式的延續。落葉並不悲傷，它們以一種優雅的姿態告
別枝頭，完成了生命的使命。它們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放
下，將曾經的種種都歸於塵土，為未來的希望騰出空間。
這讓我想到人生中的得失，我們總是在追求更多的財富、
更高的地位、更大的名聲，卻常常忽略了內心的需求和真
正的價值。秋分，就是告訴我們，要學會在得失之間保持
平和的心態，珍惜所擁有的，勇敢地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負
擔，讓生命變得更加輕盈和自由。
秋分時節的天，高遠而湛藍，雲朵潔白如棉。站在大地
上仰望蒼穹，我們會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與宇宙的浩瀚。在
這無垠的時空裏，我們的生命只是短暫的瞬間。然而，正
是這短暫的存在，讓我們有機會去體驗、去感悟、去創
造。生命的長度或許有限，但寬度和深度卻可以由我們自
己去拓展，我們要在這有限的時間，去追求無限而有意義
的事情。
風清露冷秋期半。秋分，是一種蛻變，一種從青澀走向
成熟的過渡。秋風蕭瑟天氣涼，自然界換上了新衣裝，秋
分，詩意又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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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說，他媽媽家裏裝修，花了許多錢，
就為了在廚房開一扇窗戶。他很不解，媽媽說，
有了這扇窗戶，她每天獨自做飯或洗菜洗碗的時
候，望着窗外，心情就會很舒暢。想起吉本芭娜
娜的短篇小說《廚房》的幾句話：「在這個世界
上，最美好的地方就是廚房。不管一個人獨有，
兩個人同有，或大家共有，只要是廚房，是製作
食物的地方，就會讓人心生歡喜。」從某種程度
上說，廚房代言着一戶人家與生活相處的方式，
其魅力不僅會體現在各種食物中，延續着家族成
員的味覺記憶，還是黏合親情的有效空間，從廚
房裏飄蕩出來的香氣，也是愛的細弱回聲。
多年前看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大廚老朱

每到周末就會雷打不動地召集幾個女兒回家吃
飯，為此須在廚房裏忙活一整個下午。我當時感
嘆導演和編劇太厲害了，抓住了中式生活的本
質，知道自從中國人的飲食與烈火烹油產生了形
式交織，廚房就成為了獨一無二且饒富人情味的
存在，充滿了人間煙火的氣息，就連從房樑上面
掉落下來的每一粒灰塵，也是帶有油鹽味道的。
我之前看過一則史料：唐代住宅，除了客廳最
大，其次就是廚房，臥室的面積和地位都有所不
及。因為古時人家，大都食指浩繁，操持一家人
的飯食就是最大的事情，家族的血脈延續，便是
通過廚房裏的一場場烹炒煎炸完成的。
我有幸經歷過較為「古早」的時代，記憶中，

家裏的第一個廚房位於樓梯下方，既陰暗又狹
窄，除了水泥砌就的灶台和碩大的水缸，餘下的
空間幾乎讓人難以轉過身來。但是，那個廚房卻
是家庭最為核心的區域。以前燒煤，每天生爐子
會很麻煩，不用火的時候就須及時把爐子封起
來，讓蜂窩煤緩慢燃燒，持續到第二天。所以廚
房24小時都是有火的，煤爐上面永遠坐着一口燒
水鍋，隨時有熱水可以取用。
此外，一家人的生活也是在廚房裏規劃，經濟

稍寬裕時與青黃不接的月末，是截然不同的生活
景象。到了月末，做飯經常會把腐乳或豆醬加入
豬油渣，一起放到飯鍋裏蒸，或直接豬油醬油撈
飯也能對付一餐——凡是做過菜的人都知道，家
庭烹飪的魅力，往往並不在於食材有多麼貴重精
美，或者配料、火候拿捏得有多麼精準，而是在
於一些因材施藝的隨機發揮，由此達成的不完美
中的意外驚喜。中式廚房是容人盡情施展烹飪創
意的地方，不論缺少了什麼材料，都能用各自的
個性巧思進行彌補，從而使得那些粗茶淡飯的日
子，同樣充滿了家的溫馨。
到今天想起來，也就明白了中式廚房的魅力所
在——它提供了一個親情融合的空間，當一家人
的心有所屬，生活中諸多瑣碎無意義的存在，也
就生出了濃烈的意義。

渡江行動的過於順利，令遠征軍上下一片樂觀。
但是隨後幾天遠征軍在高黎貢山東坡遭到日軍拚死
抵抗，同日軍發生的空前殘酷的血戰，卻讓遠征軍
倖存將士刻骨難忘！
按照遠征軍司令部的部署，遠征軍對日全面反攻
分南北兩個兵團。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軍分兵攻
向龍陵、芒市；北翼攻擊兵團第20集團軍（下轄第
53軍第116師、第130師和第54軍第198師、第36
師，共兩個軍4個師）攻向騰沖。北翼攻擊兵團又
兵分左（南）右（北）兩路，右路軍攻越北齋公房
古道進入騰沖北部，左路軍攻越南齋公房古道進入
騰沖中東部。南齋公房古道就是永騰古道的中線。
北齋公房古道就是永騰古道的北線。而南翼部隊的
進軍路線則是永騰古道的南線。
據說遠征軍司令部和美軍顧問在制定大反攻作戰
部署時，對如何翻越高黎貢山的古道經過反覆周密
的偵察。從怒江東岸過江到西岸翻越高黎貢山到騰
沖的馬幫古道主要就是3條，由北向南分別是北齋
公房古道、南齋公房古道和城門洞古道（也稱大風
口古道）。3條古道中，北線北齋公房古道（漢晉
時代開闢）和南線南齋公房古道（唐代拓展）修築
時間早、里程遠、海拔高（3,000多米）、氣溫最
低，也最為艱險，是翻越高黎貢山的天險關隘。南
線大風口古道開發最晚，里程最短，海拔最低，相
對平緩，但要經過瘴氣熏天的潞江壩。古代馬幫商
旅寧願捨近求遠，選擇北線和中線，主要是為了避
開潞江壩的瘴癘之患，因為古代缺乏治瘴癘之藥。
元代雲南行省納速剌丁征緬定邊後，考慮到南線
沿途地勢較怒江上游的北、中兩線平緩且里程較
短，乃將其列為通緬驛道主線路進行了大規模的擴
修開發，並於沿途設置大驛站予以管理。此後歷經
明清兩代不斷擴修，苦心經營，成為中央王朝經略
滇緬、控服邊關的戰略通道。清道光年間，永昌府
責成騰越商會捐款修築的惠人鐵索橋建成後，南線
古道改從惠人橋過江，並再次擴修鋪築。1922年騰
沖縣政府正式確定南線古道為官營驛道，由商會出
資擴建石板路，並約請駐騰英國工程師協助測量，
沿路建立里程碑。南線古道越來越方便易行，興旺
發達，而北、中兩線古道則逐漸成為民間小道，荒
蕪失修，甚至被人遺忘。
據美軍顧問團參謀長弗蘭克回憶，遠征軍總司令

衛立煌非常希望大反攻能選一條隱蔽的捷徑，出奇
制勝。因而在反攻開始前幾個月，衛立煌就要求美
軍顧問團全面偵察拍攝滇西地區的精密航空圖片，
顯示真實的橋樑、道路、山脈詳情。衛立煌和參謀
班子反覆研究美軍拍攝的大量航空照片後發現，除
了通常馬幫所走的幾條古道外，還有一條在以前繪
製的高比例軍事地圖上都沒有標出的模糊小道。衛
立煌於是命令情報部門立即偵察是否有這條路。經

偵察早年間的確是有一條小路，因為過於陡峭難
行，一般馬幫都不走這條路。衛立煌又指示敵後特
種分隊和少數民族游擊隊探查這條路沿途有無日軍
重兵。經確認這條路沿線一帶從無人煙，偶有小股
日軍在附近巡邏。
後來衛立煌又派人查閱《保山縣志》和有關檔

案，證實確有這條捷徑的記載，但是已有三代人沒
有走過，所以當地都已無人知曉這條路。衛立煌參
謀班子判斷日軍也極有可能不知道這條路，如國軍
穿越成功，完全可出敵意料，攻其不備。據此，衛
立煌當即確定，第54軍過江後，先消滅敵沿江據
點，然後沿一條平常的道路，攻克日軍北部重要據
點北齋公房，再揮師向南，圍攻騰沖，而第53軍過
江後，走這條幾乎湮滅的捷徑古道，直撲騰沖，第
54、53兩軍，一明一暗，南北夾擊。事後才發覺，
那條所謂神秘捷徑，就是大塘子一帶已廢棄的南、
北齋公房古道的一些路段。
第20集團軍根據遠征軍總司令部的秘密部署，
於5月6日制訂出新的攻擊計劃。在兵力使用上改
以第54軍為第一線兵團，第53軍為第二線兵團。
第54軍以主力在雙虹橋附近渡江，攻佔大塘子、
南齋公房，以第198師在栗柴壩附近渡江，攻佔北
齋公房、馬面關等地後扼守片馬、明光，掩護右
側安全。第53軍則繼第54軍後在雙虹橋附近渡
江，超越第54軍直插騰沖。
1944年5月11日黃昏，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第20

集團軍第54軍第198師、第36師各一部由栗柴壩、
雙虹橋間，以橡皮艇、竹筏、木船強渡怒江；同
日，南翼守衛兵團第11集團軍第6軍新編第39師、
第71軍第88師、第2軍第33師、第76師各一個加
強團由惠人橋、打黑渡及三江口渡過怒江，向禾木
樹、平戛、滾弄方面攻擊，以策應第20集團軍的作
戰。由於事先經過反覆的模擬演練，整個渡江行動
非常成功。但是衛立煌出奇兵偷襲的如意算盤沒有
打響。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各部隊渡江後，在高黎
貢山下的各預定攻擊陣地都遭到了日軍的頑強抵
抗。許多陣地激烈爭奪，常常得而復失。有的部隊
甚至遭到日軍小分隊的伏擊和偷襲。尤其是在大塘
子周邊的燙習山、大尖山、雞心嶺和小橫溝等地，
先期過江的第54軍和隨後過江的第53軍各部攻擊
受阻，傷亡慘重。據有關統計，渡江開戰之後的一
個星期內，遠征軍就傷亡近萬人。翻越高黎貢山付
出的初步代價，就遠遠超出遠征軍指揮官們的預
期。主要原因是，原來以為日軍沒有多少兵力部署
的地方，都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強烈抵抗。遠征軍在
槍林彈雨中仰攻強攻居高臨下的日軍豎固陣地，前
仆後繼，傷亡極大。遠征軍指揮官們不由得紛紛懷
疑，日軍似乎早已察覺遠征軍的進攻部署和路線。
就在遠征軍上下都感到納悶的時候，第11集團軍

總司令宋希濂看到了下轄部隊剛剛從日軍陣地繳獲
的一套地圖，這套地圖竟然跟遠征軍總司令部的反
攻部署地圖一模一樣。宋希濂立即請衛立煌到第11
集團軍的前線看了這套地圖。後來據日本方面的透
露查明，原來在當年2月遠征軍反攻前，有個遠征
軍的少校高級參謀乘飛機飛去印度北部和中國駐印
軍聯繫，不幸他所乘飛機因遇大霧迫降高黎貢山區
那個陣地。那個高級參謀帶了很多文件，來不及燒
燬就被日本人抓獲了。文件中有中國遠征軍新的密
碼本及遠征軍的編制表，還有中國遠征軍反攻滇西
的整套計劃。日軍很快破譯了密碼，知道遠征軍將
於5月10日前後開始渡河攻擊，主攻方向在北線。
日軍獲得這一情報後立即加強了高黎貢山南、北齋
公房，特別是大塘子一線陣地的防禦。
面對這種意想不到的戰局，遠征軍高層意識到

了問題的嚴重性。秘密翻越高黎貢山，原本是出
奇制勝的戰略設想，但機密的洩露，反而使日軍
佔據主動。按照盟軍聯合作戰要求，遠征軍必須
趁中國駐印軍攻擊緬北密支那、日軍難於短期內
調動大量部隊增援滇西之機，迅速攻佔騰沖、龍
陵，與駐印軍會師緬北。如果還是按照原來的部
署從高黎貢山小道進攻，滇西大反攻就很難如期
達到目標，就會影響中美在中緬印戰區的整個計
劃。如果20萬遠征軍在高黎貢山無法戰勝區區3
萬日軍，失敗的影響必將迅速波及整個亞太戰
場。亞太戰場的「多米諾骨牌」，就會因為一個
局部的怒江戰役而發生難以預料的坍塌。
幸運的是，在這決定勝敗的關鍵時刻，遠征軍在

南線的禾木樹戰鬥中繳獲了日軍的部署，發現駐守
松山的日本軍隊大部已經調到了高黎貢山北線，日
軍松山陣地空虛。宋希濂即時提出了將計就計的新
方案：命令原定防守佯攻的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
軍馬上提前轉入反攻，猛攻日軍松山陣地。新方案
得到遠征軍總司令部和美軍野戰司令部一致贊同，
美方還保證將出動更多作戰飛機予以支援。
衛立煌立即責令參謀部秘密調整大反攻的戰略部

署：北翼攻擊兵團第20集團軍持續做出進攻姿態，
迷惑日軍；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軍所屬3個軍則
沿怒江東岸向南急速行進。所有部隊車輛均在夜間
行軍，不得開燈或暴露目標。這一重大戰略調整瞞
過了日本人的耳目。多天以後日軍偵聽電台才發現
松山怒江對岸一帶的通訊信號突然密集增強，但是
想要調兵迎擊已經不可能了。1944年6月1日，第
一批中國遠征軍士兵就出現在日軍松山陣地，一場
惡戰在這蒼翠的松柏山林間展開。

●青 絲

●管淑平來 鴻

良心茶遊記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學子邊疆行

中式廚房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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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縷陽光落下的地方
今年，《我的阿勒泰》爆火全網，空曠自由的草原，

讓我不禁想起去年跟隨香港青學協一起遊覽的北疆——
賽里木湖、那拉提、獨庫公路……一幕幕美不勝收的風
景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眼前閃過。而這次暑假，我跟隨着
去年邊疆行的組織者們一起到訪南疆，探索不一樣的人
文風情。
經過五天的遊覽，我發現，與北疆廣袤無垠的草原和清

澈見底的湖泊不同，南疆是一片生土風的古民居建築，頗
具西歐特色，也彰顯了喀什古城濃厚的歷史底蘊和保留完
整的延續。令我印象較深刻的是到訪了中國西極——祖國
最後一縷陽光落下的地方。這裏處在與吉爾吉斯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三國相交的附近，每天迎接着祖國最晚的日出，
並送走最後一縷陽光。
我跟隨着團員們一同爬上屹立着西極石碑的山頂，一路

的美景令我震撼到失語。站在山腳下仰望「中國西極」的

石碑，熱烈的陽光灑在石碑上，彰顯石碑的神聖及令人望
而卻步。長滿稀疏小草的荒山上堆疊着許多石頭堆，那是
這裏的人們祈福的方式。繼續沿着階梯往上走，對面的山
頭印着一幅中國地圖，底下題着一行字「一生只做一件
事，我為祖國守邊防」。登上山頂後，俯瞰山腳下的口岸
和村莊旁靜靜流淌的小河，一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祖
國疆土遼闊，崑崙山脈和天山交錯，連綿不絕，好似祖國
的生命力一樣頑強。
這座西極石碑的存在不僅是地理上的一個分界，更是一
種文化的交匯和歷史的見證，其高大的外形更是令我感受
到人類堅韌不拔的精神，也凸顯對不同歷史文化的尊重和
延續。我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感到驕傲自豪，也感恩每一
位為祖國守邊防做出努力和奮鬥的人們。
白雲繚繞，戈壁茫茫，山巒連綿，太陽東升西落，永遠
普照着這片神州大地，一起期待明天的第一縷陽光！

詩詞偶拾 ●鄭顯發

九月，如同一架悠長的琴，
教師節的旋律，在心間回響。
每一根琴弦，都承載着敬仰，
那是對知識，無盡的嚮往。

中秋節的音符，輕輕跳躍，
團圓的旋律，溫暖了心房。
月光如水，灑滿思念的土壤，
愛的和弦，在此刻蕩漾。

雨滴落下，
敲擊着九月的琴鍵，
奏出一曲清新的樂章。

它們滋潤着大地，也洗滌着心靈，
讓所有的煩惱，隨風飄散。

而那逐漸轉涼的天氣，
就像琴聲中的低音部分，
沉穩而又深邃，帶着一絲憂鬱，
提醒我們，
歲月不待人，且行且珍惜。

九月的琴鍵，彈奏着生活的樂譜，
有歡快，有憂傷，也有孤獨。
但無論怎樣，都要繼續前行，
因為每一個音符，都是生命的禮物。

九月的琴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