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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行有感
在與喀什大學生交流後，我們了解到南疆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模

式。其中最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喀什大學的「五個人人」傳
統——人人需掌握寫書法、耍太極、跳新疆民族舞蹈、唱紅歌和
說好紅色故事這五項技能。從大一到大四的四年裏，學校亦會時
常組織「五個人人」的活動，讓學生深入學習中華文化的薪傳瑰
寶。
原本來自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當談及此話題時，都紛紛分享「五
個人人」的經歷，瞬間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萌生共鳴。正是這
「五個人人」的傳統，讓他們在大學篇章裏描繪了共同的一頁。
一段共同的經歷和記憶能凝聚一個團體、一個民族，乃至整個國
家的團結與融合。
在這趟旅程中，我亦有幸結識了一位塔吉克族女孩。她的高中

是在東莞唸的，讓我這個東莞鄉籍的人倍感親切。她說，當年有
數百名新疆學子被遴選至東莞，與當地學生同窗學習，只有過年
時方能回鄉團圓。學校時常組織交流活動，帶領學生遊覽祖國各
地，雖然他們大部分時光都是在小小的校區裏，但這數年高中歲
月，已為他們打開了通往廣闊世界的大門。那次到東莞學習的機
會拓展了他們的視野，啟蒙了他們的思考，使他們對萬事萬物有
了更為深遠的見解。
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旅途上，我們不僅欣賞沿途的風
景，體會祖國大好河山，更要走進當地民眾的生活，感受他們的
文化，才算是真正到過那裏。只要各個民族對彼此的文化持有開
放包容的態度，相互了解，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就定能夠更加團
結統一。

那年國慶肉包香

歷史與空間

雲天上的抗日戰場（下）

跨越時空的桂花詩會

遠征軍南翼部隊向松山發起進攻後，對滇西日
軍形成了南北夾攻態勢。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第
53軍和54軍的作戰區域橫廣約50公里，縱長達
百餘公里。區內地形複雜，山川相間。百餘里怒
江，僅栗柴壩渡、勐古渡等渡口勉強可通行特製
之舟渡。怒江之西有高黎貢山巍然聳立，由北而
南蜿蜒而下，綿亘數百里，形成天然之屏障，陡
峻險阻。山中原始森林，叢葉密布，遮天蔽日，
僅少數道路勉強可以通行騾馬，其餘皆羊腸鳥
道，路跡難辨。在南、北齋公房，羊腸小道多為
溪流浸蝕之谷道，崎嶇險阻，勉可攀登，倘有不
慎，即可墜斃。
山頂氣候寒冷，與山麓迥異，過山凍斃者纍纍
相接。山谷中空氣流通困難，毒蚊叢生，瘴氣隨
起，疫癘為患甚烈。山中居民絕少，給養極為困
難。由於正值雨季，高黎貢山上的大霧使得美軍
的空中支援也無法有效進行。在高黎貢山戰鬥
中，遠征軍官兵因凍餓病而死者甚至超過陣亡人
數。美軍顧問團參謀長弗蘭克．多爾在其《回憶
錄》中寫道：「中國遠征軍進入了高不可測的困
難地帶。數以十計的騾馬和伕役，滑下了冰凍的
隘道，墜下幾千英尺的深溝中死去。戰鬥是在雲
層覆蓋、海拔11,000英尺高的冰天雪地之中進行
的。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海拔最高的陸上作
戰，被稱為『雲層上的戰場』」。
對北翼擔任攻擊任務的遠征軍來說，首當其衝
的巨大障礙，就是日軍在高入雲霄的高黎貢山兩
條千年古道各要隘構築的堅固工事，和隱藏在濃
林莽草或陡峻山岩之中頑抗的日本守軍。日軍憑
天險設防於可通行之隘路口，並逐次增強，易守
難攻。遠征軍在陡險地勢上攻都是仰攻，有的仰
角達到了七八十度，前面的人得由後面的人推托
着開槍，或者是要把人拴在樹杈上打槍。日軍在
山口要道上只要一兩個人，用一挺機關槍，就可
擋住幾百上千人的衝鋒。
北翼攻擊兵團右路軍第54軍第198師主力同日
軍的第一場大血戰在高黎貢山東坡小橫溝——灰
坡山頂陣地展開。小橫溝——灰坡山樑，西靠高
黎貢山主脈，東臨怒江大峽谷，地處怒江勐古渡
與高黎貢山北齋公房之間，是古代南方絲綢之路
從雲龍經六庫栗柴渡或從保山（永昌）經勐古渡
前往騰沖兩條古道的交匯口。日軍在小橫溝山樑
設前後兩道防線。因山高坡陡、敵人火力集中，
198師在盟軍飛機和江東炮兵全力支援下，經過
三天激戰，才奪取了古道交匯要口。此役雖斃敵

副聯隊長及以下守兵100餘人，但遠征軍因三面
仰攻，傷亡慘重，重傷營長1人，陣亡連長朱開
勳及以下兵員200餘人。美軍教官夏泊爾中尉帶
頭衝鋒，中彈犧牲，成為大反攻中第一個獻身的
美國盟軍人員。
奪取小橫溝敵前線陣地後，198師乘勝分兩路
向北線至高點冷水溝——北齋公房埡口衝擊。冷
水溝——北齋公房埡口位於高黎貢山極頂，是古
代南方絲綢之路從雲龍或保山至騰沖古道北線翻
越高黎貢山的天險要隘。山口橫截高黎貢山主脈
呈西東走向，東為冷水溝、西為北齋公房，海拔
高程3,150米。為有效控制該古道要隘，日軍沿
山口修建了碉堡戰壕等大量工事，防守嚴密。
198師經過半個月的掘壕圍攻，反覆爭奪，才於
6月14日佔領了北齋公房整個山口，擊斃日軍大
隊長以下300餘人。此役為遠征軍整個滇西反攻
中地勢最高的要塞爭奪戰。激戰中，遠征軍594
團一營營長魯砥中身先士卒，中彈陣亡。團長譚
子斌陣前督戰被炸斷右腿，重傷不退，血盡而
亡。
北翼攻擊部隊左路軍沿永騰古道中線進攻南齋
公房的戰鬥，是遠征軍同日軍高黎貢山攻防戰中
最為酷烈的戰鬥。其中的關鍵之戰是大塘子戰
役。 大塘子是南齋公房北坡百花嶺以北2公里處
的一個大村寨，因村前有一人工水塘而得名。這
裏東接怒江雙虹橋，西通高黎貢山南齋公房，是
古代南方絲綢之路永昌至騰沖段古道中線翻越高
黎貢山的主要驛站，也是高黎貢山東側山腹部
「屏障大勢」的「中央咽喉」。這一帶地域內有
大小山峰7座，分別對雙虹橋至大塘子之間的大
小兩條古道形成俯控夾峙之勢。日軍不僅在山頂
的南齋公房埡口重兵布防，並且在南齋公房東5
公里黃心樹至江畔數十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嶺中，
設置了以大塘子自然村為防禦核心的眾多固定據
點和移動據點。日軍148聯隊千餘人（後增至
2,000多人）常駐該地。
日軍在滇西有6個「堅固據點」，大塘子就是

其中之一。「堅固據點」都築有隱蔽好、射界
寬、抗力強的堡壘群及火力點。在大塘子東部戰
區的小營盤山和打鷹墩山，日軍把山頂挖空，砍
來大量圓木，拆來大量居民房屋枋板，在工事之
上鋪築了一層圓木，一層土石，一層枋板，又一
層土石，可有效抵禦炸彈、炮彈轟擊。大塘子
「封死」了遠征軍攻越南齋公房的軍事通道，必
須首先攻克。

奉命進攻大塘子的遠征軍北翼左路軍前鋒是第
20集團軍第54軍36師。按照第20集團軍的作戰
計劃，以第54軍為第一梯隊，其所部第36師須
先行攻下大塘子、南齋公房；然後以第53軍為
第二梯隊，待第一梯隊完成上述任務後，直插騰
沖的江苴壩子。1944年5月11日黃昏第36師過
江後，第二天拂曉即向大塘子日軍前沿陣地發起
進攻。日軍頑強抵抗並不斷發起反衝鋒。雙方激
烈攻防，數度肉搏，傷亡慘重。僅燙習山攻戰兩
天多，36師就傷亡、失蹤官兵305名，日軍也傷
亡300餘員，內有大尉2員。36師因傷亡過半，
反攻任務由後續渡江的第53軍負責。
53軍以130師和116師分多路進攻。經5天激

戰，才拔除日軍大尖山和百花嶺等外圍陣地，對
大塘子日軍核心陣地形成三面包圍態勢。從5月
19日開始，53軍三路大軍發起總攻。先是通過
放火燒山，使日軍山頭陣地工事暴露，然後立即
在空軍、炮兵的支援下實施強攻。同時用穿插部
隊實施大迂迴，截斷敵後方聯絡線。又經過6天
的血肉拚搏，終於5月24日將大塘子核心陣地全
部佔領，打開了反攻高黎貢山的前進通道。此役
為怒江反攻初期規模最大的要路爭奪戰，在前後
10餘天的激戰中，先後有348團營長王福林、美
軍聯絡官麥姆瑞少校等數百官兵英勇獻身。
53軍奪取敵大塘子前線陣地後，於1944年5

月25日將主力116師和130師兵分兩路攻向日軍
山頂陣地南齋公房埡口。南齋公房是古代南方絲
綢之路永昌至騰沖段古道中線翻越高黎貢山的至
高點和天險關隘。因此南齋公房爭奪戰是遠征軍
反攻高黎貢山古道中線最關鍵的一場戰役。南齋
公房埡口橫截高黎貢山主脈，呈西東走向，海拔
高程3,170米。埡口兩端危岩聳峙，千年古道在
懸崖間曲折蜿蜒，「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日
軍陣地以埡口為中心向兩側山樑延伸，面對埡口
呈交叉俯控之勢。經過10餘天激戰，53軍攻擊
部隊才於6月11日從東、北、南三面將日軍守敵
300餘人趕下埡口，奪取了南齋公房山口的控制
權。此役是整個滇西抗戰中繼北齋公房之後第二
個高海拔交通要塞爭奪戰。

●雁 翔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詩情畫意

李顯，即唐中宗。讀歷史科時只知他
是唐朝第四和第六任皇帝，然而兩次在
位也只共五年半。李顯是武則天的親生
兒子，被母親所廢，待母親武則天死後
二度登基。宮廷內鬥倒也沒有影響他遊
玩作詩的興致。讀此詩，才知他作為皇
帝沒什麼大志，但詩詞倒也不錯。當時
與他一起遊玩的詞學之臣倒也能一起逍
遙；春幸梨園，夏宴蒲萄園，秋登慈恩
寺浮圖，冬上驪山。九月九日登高當然
持杯共飲，還有飲花酒，吃蟹。
說到吃蟹，有許多食譜，但我以為潮

州人的凍蟹是首選，原味凍食，肉質清
甜而結實。第二是我愛做的蟹肉冬茸
羹，此做法較為麻煩，但卻非常健康，
烹調凍蟹要大隻，拆肉做羹可選細隻，
價錢便宜。將蟹蒸熟後待冷拆肉，冬瓜
去皮去籽切粒備用。以上湯將冬瓜煲
透，壓成茸狀，加入已拆好的蟹肉即
可。不用油鹽，清雅而味香。李顯當年
應無法品嘗，因花蟹是海上捕捉，今日
我們口福也勝皇帝了。

——李顯（唐朝）

四十三 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得秋字

李顯 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得秋字
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
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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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茶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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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良 心

學子邊疆行

歲月如歌，那年國慶的記憶似動人旋律，印在了我
心田。那是一個物質頗為匱乏的時期，在我們那寧靜
的山寨，肉是過年時才能品嘗到的美好滋味。所幸爸
爸在煤礦上勞作，每月有點肉票，這使得我們家在平
日偶爾也能沾上些許葷腥。猶記那年國慶前夕，母親
恍若一位神奇的魔法師，於廚房內忙碌地穿梭不停。
她的雙手靈動如蝶、上下翩飛地揉麵、擀麵皮，眼中
閃爍着期待與欣悅的熠熠光芒。終於，蒸籠之中熱氣
騰騰地噴香出來，一個個白胖的肉包子恍若排列整齊
的士兵，正靜候着我們的檢閱。我佇立一旁，雙眸直
勾勾地緊盯着那些包子，口水止不住地瘋狂吞嚥。
母親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個包子，猶如捧着世間最為
珍稀的珍寶，輕輕地放置在盤子裏遞予我。我雙手接
過，全然不顧包子的滾燙灼人，狠狠地咬上一大口。
那一瞬間，肉汁在口中肆意奔湧，鮮嫩的肉餡與鬆軟
的麵皮完美相擁，彷彿在我的舌尖之上跳起了歡快激
昂的舞蹈，帶來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極致滿足感。父
親也湊了過來，一家人圍坐於桌前，一邊悠然自得地
品嘗美味的包子，一邊興致勃勃地談論着國慶的種種
慶祝活動。父親感慨萬千地說道：「國慶乃是國家的
生辰，我們如今能夠過上這般美好的日子，都應當感
恩國家的日益昌盛與強大。」母親則笑意盈盈地看着
我們，眼中滿是如水般的溫柔以及深深的欣慰。
當我們步出家門，只見山寨的石巷此刻恍若化作了
一片歡樂的海洋，到處都洋溢着節日的喜慶氛圍。鮮
艷的紅旗在風中飄揚，恰似在歡快地縱情舞蹈。人們
臉上綻放着如絢爛花朵般璀璨的笑容，孩子們在街頭
嬉笑歡鬧、縱情奔跑，宛如一群靈動活潑的快樂小精
靈。大人們歡聚在一起，眉飛色舞地暢談着生活的種
種變化，眼中滿是對未來的美好憧憬。我和小夥伴們
手舉着小巧的國旗，心中盈滿了無盡的自豪與喜悅，
彷彿自己也成為了這盛大節日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傍晚時分，我們帶着一整天的歡樂回到了家中。雖
說身體略感勞累，但心中的快樂卻像燃燒的篝火，越
燃越烈。母親又端出了剩餘的肉包子來，那一刻，在
溫暖柔和的燈光之下，一家人再度圍坐在一起，歡笑
聲與包子的迷人香氣相互交織，彷彿編織成了一張無
形的網，將這溫馨時刻永遠定格於我的記憶深處。
如今，歲月飛逝，生活劇變。雖美食不再罕有，但
那年國慶的肉包子仍如星耀記憶。它是特殊年代的溫
暖象徵，也是對國家的祝福印記。每逢國慶，我就想
起那肉包子噴香的往事，懷舊之情湧上心頭。那是難
忘的國慶，是永恒的溫暖與眷戀。

●楊太國

●●南齋公房埡口南齋公房埡口。。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中秋一過，又到了「獨佔三秋壓群芳」時節。桂花的幽香又
鋪天蓋地來襲。桂樹又稱木樨、岩桂、九里香，為常綠喬木。
桂花一般每年秋天綻放，也有一年多次開花的，叫四季桂或月
月桂。王維在《鳥鳴澗》裏的「桂花落」，應該就是四季桂或
月月桂了。桂花外形平實不張揚，但花粒密集、郁香絕塵，擁
有世上最純美最醉人的氣息，一如李清照《鷓鴣天》中所讚
「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眼下正值桂子飄香季
節，神州大地處處瀰漫桂花馥郁的芬芳。近日到杭州的觀光客
大增，不少人正是衝着那處「滿壟桂雨」勝地去的。對於桂
花，筆者有一種特殊的偏愛，故鄉寧波和第二故鄉桂林便盛長
桂花，「愛屋及烏」，平生也格外喜歡桂花了。
古代詩人最是多情浪漫，有道是「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故而歷代詠桂詩詞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其中
不乏美好的典故和風流軼事。值此桂香四溢的良辰，筆者突發
奇想在網上舉辦一個「鏈接古今的桂花詩會」，打破時空隔
閡，請出一眾古賢名流，看看他們是如何演繹桂花之妙吧！
詩仙李白當仁不讓率先出場，他率先曬出一首《詠桂》詩：
「安知南山桂，綠葉垂芳根。清陰亦可託，何惜植君園」。說
桂花樹枝繁葉茂，送來迷人的幽香，所以家家以種桂樹為樂。
王建不甘落後，脫口吟誦道：「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霜無聲濕
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詩人由桂花聯想
到天各一方的戀人，不無傷感！
剛剛遭讒被貶的張九齡借物起興自比蘭桂，寫下《感遇》一
首：「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
誰知林樓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突顯
其孤芳自賞清雅高潔的心境。白居易一邊品嘗桂花酒，一邊想
到月宮裏孤單的嫦娥，詠出：「遙知天上桂花孤，試問嫦娥更

要無？月中幸有閒田地，中央何不種兩株？」抒情中又不乏憐
香惜玉之惻隱之心。
桂花是杭州市花，遊走杭城的大詩人宋之問某年金秋寫下一
首著名桂花頌歌《靈隱寺》：「……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他稱桂花為「天香」，
真乃妙筆也！據悉該詩的產生還頗有傳奇：宋之問夜遊靈隱寺
時觸景生情，信口詠出詩句，卻又「思路斷線」，苦思冥想中
不經意踱進佛堂，有位老和尚正在燈下唸經，問來人何以夜深
而不眠？宋將自己的困惑如實相告，老僧聽罷即為其續上詩
句，宋之問一聽大喜，對老僧大為欽佩，二人遂於古剎枯燈下
攀談良久。翌日一早宋之問再進寺院拜訪，老僧卻不知去向。
打聽之下，方知此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
宋代詠桂詩詞更多。我最喜歡的南宋「中興四大詩人」楊萬
里寫於杭州的那首膾炙人口五律桂詩「不是人間種，疑從月裏
來。廣寒香一點，吹得滿山開」，博得眾詩人拍案叫絕！大文
豪蘇軾有首《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更是內涵
深厚千古傳誦：「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玉堂仙。鷲峰子
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裓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鬥清
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題中所言的「元
素」乃杭州知府楊繪，蘇大學士將天竺山極品桂花轉贈楊繪，
表達兩位鴻儒的君子之交，又巧指元素當年折桂登科佳話，更
讚美了桂花的瓊枝天香，可謂意味深長！
蘭馨桂馥，香氣四溢。古賢的詠桂詩詞千古流芳膾炙人口，

它已成為中華文化大觀園中一朵奇葩，令人感同身受、心曠神
怡。至今，上述「桂花詩會」的佳作仍在中華大地傳誦、延
續……行文於此，雁翔不禁詩云：「金罔玉露秋意暢，喜看人
間木樨香。跨越時空詠桂詩，讀來神清氣更爽！」

●羅大佺詩詞偶拾

秋
成熟的禾苗

像火一樣燃燒着
碧澄、金黃、彤紅的顏色

誘惑着食慾和胃口
滿山的蘋果
吊在枝頭

一陣山風吹來
搖來晃去

彷彿鳥兒站在草地上
一邊啾啾地嗚叫

一邊欣賞着秋天的碩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