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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賓為托爾斯泰畫過一幅油畫《托爾斯泰在耕田
中》，畫面裏，托爾斯泰手扶犁鏵，驅趕兩匹馬拉
犁，為播撒種子做準備。為了畫好這張畫，列賓專門
前往距莫斯科200公里的波良納莊園，與托爾斯泰同吃
同住，朝夕相處。列賓發現，托爾斯泰最喜歡的娛樂
放鬆方式是做農活，遇到創作思路澀滯不暢，或須沉
靜心思，他就會去耕耨、種菜，為此家人坐在飯桌邊
時對從他身上散發出的不佳氣味，常有怨言。
從這一細節，我發現中外文化頗有相似之處。翻開
漫長浩瀚的歷史，喜歡種菜的文人比比皆是，陶淵
明、杜甫、蘇軾，都寫過種菜的詩。獲得生存智慧的
方式有很多種，把自己從慣常的生活情境中抽離出
來，嘗試從另外的視角觀察人生，進行反思，能讓文
人的思維和觸覺變得更敏感豐富，體驗到之前未曾涉
獵過的事物和境界，從而在同情、移情和旁觀事物的
能力三個智慧維度上獲得全面刷新。種菜既是一種為
生活所需付出的勞作，也是一種道德與精神上的自由
狀態，從傳統社會的許多文人身上，都能看到相似的
經歷和言行舉動。
《禮記》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視為做人處世、做學問的步驟和方法，甚至說：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凡是做大事的人，須首
先整治好家政。種菜是門檻很低的修齊之道。歷史
上，有過很多才華橫溢的文人，因為窮困而摧頹蹉
跎，種菜是受人生的局限性，必須接受命運安排的無
奈之舉。杜甫在夔州寫《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
督勤耕牛，兼書觸目》：「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
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他是把種菜當成生
計來經營的，不僅種菜數畝，品種也多樣化。傳統社
會，士農工商皆為正務，種菜除了能幫補家用，也是
文思之源，詩人並不覺得有失尊嚴。
也有不少有錢有閒的文人，是因為情趣種菜——剛

開始或許是為了打發空虛，但漸漸地，發現自己很喜
歡以這樣的方式度過時間，規劃業餘生活，同時還從
種菜的過程中獲得了一種豁達的心態。用現代心理學
解釋，就是「去中心化」，不以自我為中心，乃通過
這些「無所為而為的玩索」體驗生活，實現人生價
值。南宋范成大詩：「紫青蓴菜卷荷香，玉雪芹芽拔
薤長。自擷溪毛充晚供，短篷風雨宿橫塘。」像他這
樣的富裕文人，種菜是從日常選取的一種較為輕鬆的
獲取成就感的方式。因為人必須有穩定的精神價值輸
出，才能抵禦人生的虛無。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分析，農業時代因形態豐富多
元，形成了千差萬別的絢爛文化，反而是現代市場文
化過於單調，導致一些傳統人文精神財富湮滅。舊時
代的文人，以「天地人」三才立身的處世理念，或許
可以給予今人一些啟示。

豆棚閒話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青 絲

文人種菜
●良 心

遠征軍血戰松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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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遠征軍北翼攻擊部隊在高黎貢山北部南、
北齋公房兩古道沿線同日軍激戰的同時，遠征軍
南翼防守兵團第11集團軍開始轉守為攻，向高黎
貢山南端的日軍松山陣地等據點發起全面攻擊。
原先遠征軍打算先用北翼攻擊兵團兩路大軍翻
越高黎貢山攻佔騰沖，從西、南兩面包抄松山日
軍後路。待北翼攻擊兵團越過高黎貢山，敵第56
師團主力集中騰北時，再遣南翼兵團乘虛奇襲龍
陵，策應騰沖。因此，北翼攻擊兵團在雙虹橋一
帶渡口大規模渡江，分兩路沿高黎貢山南、北齋
公房兩古道發動進攻時，南翼防衛兵團只派出一
些加強團渡過怒江，佯攻牽制日軍。在南翼兵團
的佯攻各部隊中，第6軍新39師的任務最重，實
則上是一路正面進攻，因為要打通穿越高黎貢山
的永騰古道南線，即大風口古道（亦稱城門洞古
道）。第6軍新39師師長洪行曾被日本人稱為
「中國戰神」，因為他在1942年8月日軍掃蕩騰
沖時，率150名遠征軍勇士，手持大刀與松本大
佐率領的「白刃戰天下第一」的日軍白刃血拚，
大獲全勝。可惜的是，洪行在大反攻勝利後因公
自駕吉普車失事，重傷不治逝世，年僅44歲。
為準備渡江，新39師在滇西大反攻開始前就接
管了惠人橋東岸至下游老渡口一帶江防。據史料
記載，惠人橋所在地原為道街渡，最早開闢於漢
晉時期，元代征緬時設為官渡，是從保山（永
昌）至騰沖的永騰古道南線從保山經蒲縹、道街
分路前往騰沖、龍陵等地的主要過江通道。新39
師由惠人橋渡江後，首要攻擊的是日軍的禾木樹
陣地。禾木樹在今保山隆陽區潞江鄉壩灣街西北
約5公里的高黎貢山東坡一帶山樑上。因當地山
上多禾木樹而得名，這個村寨（現已全部遷到山
下）乃古代南方絲綢之路永昌至騰沖段古道南線
翻越高黎貢山的第一個驛站。1942年5月日軍侵
佔騰沖、龍陵後，為了加強對潞江壩的控制，狙
擊遠征軍過江游擊，曾派駐守松山的113聯隊第
一大隊一部在此駐防，與遠征軍隔江對峙。禾木
樹村一帶山樑西高東低，縱長約1公里，橫寬約
200米，西靠高黎貢山主脈，東臨地勢低緩的潞
江壩子，海拔高程約1,600米。日軍的主要防禦陣
地分布在山樑中前端靠近潞江壩子的兩級高地
上，分為前後兩道防線。第一道防線位於前端的
一級高地上，可對山下惠人橋至山腳道路實施俯
控射擊；第二道防線位於第一道防線後側約200
米的二級高地上，可對一線陣地及兩側的山窪入
口實施俯射控制。日軍在這兩線陣地都修建有許
多交通壕、隱蔽部、射擊掩體和土石暗堡。新39
師116團經多次攻擊，於6月12日才在惠人橋東

岸猛烈炮火支援下，擊潰禾木樹200多名守敵，
打開南線反攻大軍跨越高黎貢山的第一道大門。
新39師接着又攻佔了禾木樹以西約8公里的象
脖子小松園日軍陣地。小松園山樑西靠高黎貢山
主脈、東臨象脖子，是從禾木樹經象脖子翻越永
騰古道南線至高點大風口的交通要隘。日軍為了
加強對永騰古道南線的控制，曾派駐守松山的
113聯隊第1大隊部分兵力在此駐守，作為潞江
禾木樹前線陣地與騰沖橄欖寨後方基地之間的人
員物資轉運樞紐。日軍在小松園山頂右後側建有
一大型地穴式隱蔽部。從隱蔽部兩端各挖有兩條
戰壤，分別從左右兩側延伸環繞整個山頂，對從
象脖子蜿蜒而上大風口的古道形成交叉俯控之
勢。小松園守山日軍兵力有限，擔心被抄後路，
稍作抵抗就撤走。遠征軍未經大戰就奪取了高黎
貢山古道南線的控制權，直抵騰沖城30餘公里
處。此路似乎相當順利。
新39師在進攻日軍禾木樹和小松園陣地的戰
鬥中明顯感覺到，南線日軍兵力和戰力都比較薄
弱。遠征軍總部也從多渠道獲悉，松山守備隊長
松井秀治大佐率聯隊主力北上增援高黎貢山，狙
擊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松山日軍只剩下第56
聯隊第3大隊隊長金光惠次郎少佐率領的不滿千
人的隊伍，兵力空虛。這時中美聯軍在緬北重鎮
密支那對日軍的最後攻勢已到關鍵時刻，急需滇
西攻勢配合，早日打通滇緬公路。遠征軍統帥部
和美國顧問一起評估戰局後認為，怒江西岸日軍
經遠征軍北翼攻擊兵團第20集團軍的打擊，及
第11集團軍各加強團所牽制，不但人員傷亡和
給養消耗都很大，而且丟失了沿江要點，正調整
收縮。日軍也難於短期內調動大量部隊增援滇
西，遠征軍全面大反攻時機已到。
1944年5月22日，遠征軍長官部正式下令怒

江東岸擔任防衛任務的第11集團軍全部渡過怒
江，在高黎貢山南線全面轉入攻勢，迅速擴張戰
果。攻擊重點指向龍陵。第 11集團軍奉命以
後，於5月23日重新調整部隊防務，並制定了渡
江攻擊計劃。攻擊計劃規定的集團軍作戰方針
是，以主力從攀枝花渡以南到七道河以北各渡口
渡過怒江。以第71軍為右翼攻擊軍，先攻擊臘
勐、松山，然後以主力攻取龍陵；以第2軍為左
翼，首先攻佔松山以南的平戛、象達，然後攻擊
芒市。重點放在右翼，盡速包圍攻擊龍陵、芒
市。攻擊計劃還規定，攻擊開始時，先以第71
軍一部攻擊臘勐、松山，吸引敵之注意力，然後
以主力直取龍陵、芒市。
由於遠征軍掌握的情報表明，「松山日軍僅有

三四百人，火炮五門，機槍十餘挺」。所以第
11集團軍決定只用第71軍新28師（缺編一個
團）的兩個團負責攻佔松山。後來據第71軍進
一步了解，日軍松山守軍名義雖有1,300人，但
除去傷病員與後勤人員，實際戰鬥兵力已不足千
人。因此第71軍打算僅以新28師一個步兵團，
幾天之內就全殲松山日軍。 1944年6月4日一
早，新28師就按照預定計劃向松山日軍外圍陣
地發起進攻，拉開了松山戰役的序幕！
松山位於今保山市龍陵縣臘勐鄉境內，屬橫斷

山系南麓，高黎貢山脈南端，由大小十餘個峰巒
組成，主峰海拔2,267米。松山突兀於怒江西
岸，東瀕怒江，西連龍陵，「前臨深谷，背連大
坡」，左右皆山，形如一座天然橋頭堡，扼守着
滇東進入怒江西岸的交通咽喉。戰略地位極端重
要。在松山頂峰，北、東、南三面都可俯瞰氣勢
恢弘的怒江大峽谷。東向遠眺，怒江東岸的高山
峭壁與腳下的松山對峙，形成驚濤拍岸、飛峰插
雲的怒江天塹。深不見底的怒江大峽谷，從北向
南蜿蜒而來，又漸漸消逝在蒼茫的遠方。山下峰
巒間沿着直插江中的之字形長坡盤旋而下的那條
細絲，就是滇緬公路。滇緬公路在怒江東岸下到
看不見的峽谷底部的惠通橋，過江到西岸後又要
經大埡口、滾龍坡，在松山的懸崖峭壁間蜿蜒盤
旋43公里，爬上松山高坡，然後才向西邊的龍
陵、芒市、瑞麗延伸，最後出國門進入緬甸。松
山雄踞滇緬公路咽喉，「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被美國軍事家稱為「東方直布羅陀」。
1942年5月，日軍從緬甸北部沿滇緬公路長驅

直入滇西，佔領了雲南怒江西岸的3萬平方公里
國土。為防日軍渡過怒江東侵，遠征軍炸毀了松
山下的怒江惠通橋，與松山上的日軍隔江對峙。
必經惠通橋的滇緬公路也從此被切斷。日軍在松
山建立了堅固的陣地，其松山主峰陣地的炮火可
以控制怒江兩岸公路70餘里及怒江打黑渡以北
40里江面。松山陣地不僅牢牢控制了滇緬公路
之咽喉，而且與龍陵、騰沖形成犄角之勢，互相
呼應，進可攻退可守，掌握着怒江戰場的主動
權。不攻克松山，滇緬公路就打不通，遠征軍補
給不能保證，不可能達至滇西大反攻目標，所以
松山戰役是滇西大反攻成功的關鍵性戰役。

●謝鑫達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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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美山川。
政改風濤饒口詐，
經濟繁衍庶黎暄。
珍重仰嬋娟。

明珠艷，
騰耀喜空前。
率土鑪峰流火日，
金甌鼇海拂晴天。
誰敢猾孤懸。

香江好，
鄉國重千金。
思接宏圖創遠境，
力開安定穩人心。
振鬣蘊情深。

凝大智，
紫樹吻清風。
蓮步策謀迴北斗，
龍行圖展舞南空。
心曲九垓同。

添異彩，
共楫赴康莊。
萬眾歡歌橫海嶽，
一輪紅日出東方。
寰宇煥光芒。

偉哉！
新時代，
特色大中華。
朝氣征蓬天際起，
榮光盛世奏鈞笳。
燈塔長明賒。

東風吻曉赮，
傳意醉天涯。
幾度春秋歷，
高碑不騁誇。
初心能鑒史，
椽筆走龍蛇。
偉大復興夢，
球村讚頌誇。

紅旗不易色，
矗立地球家。
傳薪雄韜略，
藍圖分外嘉。
壯吟奇崛起，
振世富強畬。
開放披荊上，
改革斬棘叉。

銀絲金帶路，
登月碧宵車。
扭轉乾坤力，
靡迤霄漢訝。
睦邦甘露雨，
仁義宇庭花。
一諾千章語，
雙贏無庇瑕。

日暖心香馥，
天清翠蓋遮。
和平齊發展，
在望小康加。
民唱甘棠茂，
童謠幸福迓。
經綸君子手，
標格文明拏。

城鄉新景致，
精準脫貧裟。
懷抱人民活，
心燈憲政巴。
消除貪暴好，
惕礪歪風邪。
電擊倉中鼠，
青天檢察衙。

強軍金湯固，
鐵壁鋼牆鍜。
穩坐楚天國，
安然揮琵琶。
金言通貨貝，
海舶載桑麻。
日正帆無影，
風順濤浪啞。

馨香飄地遠，
春信孕新芽。
蘭桂相期柳，
稻粱金果瓜。
分享全世界，
命運濟同艖。
一幅瑤池畫，
蒼生錦繡葩。
幸哉！
十四億神州堯舜耶！

風生古渡江天淨，
雪滿寒關塞外幽。
絲路千帆來海國，
管弦一曲繞神州。
願從異域延嘉會，
長使殊音結遠流。
紅蕊刺桐新萬象，
焰開火傘望辰樓。

紫辰形勝經天仰，
周甲睿思紅日圓。
浩蕩東風兆億年，
中華大衍壽嵩巔。

壽人壽世迎新壽，
天獻天歌慶國天。

頌中華盛世和風暢，
懷感湧心頭。
嘆雷霆劫火，
沉魄魂留。
回夢韶光依舊，
砥柱立中周。
朝旭當空寄，
愛您不休！
經天緯地，
載譽千秋，
完璧芳猷。
問情深怎耐，
寶島獨憐幽。
樂靖平、陽和新布，
畫圖裏、縈繞相思籌。
趁潮汐，
舵樓登呼：
人民萬歲！
輝煌再創！
眾志風流！

甲辰年八月初七
2024年9月9日

此行南疆，是我第一次踏足這片西
域的神秘土地。都說「北疆看風景，
南疆看人文」，在見識過北疆賽里木
湖的海天一色，獨庫公路的縱貫崇峻
之後；南疆的大漠孤煙，戈壁丹霞，
襟飄帶舞都讓我無限嚮往。
在這八天七夜當中，我在南疆真切
感受到了濃厚的風土人情，也領略了
南疆的大好河山。在喀什古城中，當
地居民邀請我們去他們的家中參觀，
讓我感受到了他們的熱情好客，真誠
友好。作為一名香港大學生，榮幸能
在此次南疆之行中與喀什大學的大學
生交流學習，雖說彼此有着不同的民
族背景、不同的教學制度，但在交流
過程中卻充滿了尊重和真摯，我們相
互珍視這短暫的相遇相識，了解彼此
的生活經歷。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們用
晚膳的餐廳剛好在舉行婚禮，少數民

族的婚禮比我想像中更加熱鬧，它沒
有漢族人那種含蓄，而是邀請所有到
訪的來賓和食客一同載歌載舞。我與
幾個同學加入了跳舞的隊伍，他們的
表情充滿了歡迎和雀躍，也正印證了
那句「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
一起」。面對西方媒體的抹黑，新疆
卻用最樸實的民風凸顯着中華民族文
化的多元和包容性。我在新疆所看到
的人們臉上洋溢的笑容和對遊客的熱
情，就是對那無罪之罪最有力的回
應。
篇幅有限，但南疆帶給我的震撼與
回憶是無限的。那是宛如寶石的白沙
湖，綿延起伏的白沙山；是遠處慕士
塔格峰頂的皚皚白雪；是古老壯觀的
石頭城；是走完盤龍古道後的坦途；
是瓦罕走廊上大家手中揮舞五星紅旗
時的熱血；更是站在西極之巔所看到
祖國大地時的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