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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紛擾的塵世間，我們常常忙於追逐那些看
得見、摸得着的東西，卻忽略了那些最自然、
最純粹的聲響——風的低語。今日，我決定放
慢腳步，找一個靜謐的角落——聽風營地，坐
下來，閉上眼睛，僅僅是為了來聽風。
清晨，當第一縷陽光羞澀地探進窗欞，我輕
輕地推開窗，一股清新而又略帶涼意的風迎面
撲來，彷彿是大自然最溫柔的擁抱。這風，不
急不躁，恰到好處地吹散了夜的沉寂，喚醒了
沉睡的大地。我深吸一口氣，讓這份清新沁入
心脾，彷彿能洗淨心靈的塵埃，讓思緒變得異
常清晰。我坐在窗前，手中無書，心中卻充滿
了詩意。風，它是一位無形的畫家，以天空為
布，雲朵為墨，肆意揮灑着它的創意。時而輕
柔，如絲如縷，輕輕拂過樹梢，帶來一陣沙沙
的響聲，那是樹葉在低語，訴說着它們與風的
秘密；時而狂野，呼嘯而過，捲起地上的落
葉，在空中翩翩起舞，那是風在展示它的力量
與不羈。
我閉上眼睛，用心去感受這份來自自然的饋
贈。風，它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夠穿透一
切阻礙，直抵人的心靈深處。它帶走了我心中
的煩惱與憂愁，讓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
與平和。在這一刻，我彷彿與整個世界融為一
體，所有的喧囂與紛擾都離我遠去，只剩下我
與風，在這寧靜的早晨，進行着一場無聲的對
話。
隨着時間的推移，太陽逐漸升高，風也變得

更加溫暖而柔和。它輕輕地吹過我的臉頰，帶
來一絲絲暖意，彷彿在告訴我，新的一天已經
開始，所有的希望與夢想都在等待着我去實
現。我睜開眼，望着窗外那片被風拂過的綠意
盎然的景象，心中充滿了力量與勇氣。
今日來聽風，不僅讓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
麗與神奇，更讓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片
寧靜的港灣。風，它是我心靈的導師，教會我
如何放下執念，如何擁抱變化，如何在喧囂的
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與淡然。在未來的
日子裏，無論風雨如何變換，我都將帶着這份
從風中汲取的力量與智慧，繼續快樂前行。

紅薯
紅薯又名「甘薯」「番薯」「地瓜」，在我的老家四川洪雅，
則被稱為「紅苕」。紅薯是生長在農民莊稼地裏的一種農作物，
有的為圓形，有的為橢圓形，均埋在地下生長，皮色和肉色因品
種不同，有的為淡黃色，有的為白色，有的為紫色。紅薯的莖生
長在地面上，平臥，多枝，向四周蔓延，葉兒為綠色，莖和葉子
被稱為「紅苕藤」，紅苕藤剛長出來時，他的嫩頭被稱為「紅苕
尖」，是可以掐來做蔬菜的。
紅薯渾身是寶。藤蔓可以割來餵豬、餵牛，紅苕尖可以做菜，紅

薯可以食用，還可以熬糖。兒時的記憶裏，家鄉洪雅生產的紅薯，
主要是用作養豬的飼料。春天，農人把紅薯種從地窖裏拿出來，在
菜地裏挖好窩，埋進去，澆上家畜肥，用泥土蓋好，等它長出紅薯
苗，再用農家肥澆灌紅薯苗。
夏天，插完稻穀秧苗後，農人在粟米地裏用鋤頭壘砌起一條條土

埂，將已經變成藤蔓的紅薯苗割來，用剪刀剪成一節一節的種苗，
插在埂上，按時澆肥，適時割掉已經長成熟的藤蔓。秋天，農人掰
完地裏的粟米包穀，砍掉包穀桿，收割完田裏的稻穀之後，把紅薯
從地裏挖出來，一揹兜一揹兜地揹回家，擇出較大的紅薯藏在地窖
裏，一部分冬天食用，一部分作明年的紅苕種。小點的紅薯堆在屋
角，每天揹一些到河邊，用網兜裝上，放在水裏浸泡着，幹完農
活，去提起來，淘掉泥巴，用水清洗乾淨，揹回家放在鍋裏，菜刀
把它砍爛，用瓜瓢舀水來放進去，燒火煮熟煮爛，倒在豬槽裏，端
一碗粟米麵粉來蓋在上面，用一根木棍把它攪混均勻。豬兒一邊
吃，一邊兩隻耳朵豎起，一抖一抖像兩隻蒲扇在搖曳一樣，嘴裏發
出歡樂的「哄哄」聲。吃完混着一點粟米麵的紅薯，母親再提來一
桶潲水，倒進豬槽裏，豬兒不僅把潲水喝光，連沾在豬槽周邊的食
物都舔得乾乾淨淨的。豬兒吃了紅薯，膘長得很快，一兩個月的時
間，架子和肉啪啪直冒，一身肉長得油光水滑，肥嘟嘟的，甚是好

看，能賣個好價錢，自己殺來吃，肉質很香。
至於農人食用的紅薯，可以白水煮來吃，也可以切成條條或片
片，和着菜油炒來吃，可以和着糯米、豬油、食鹽，烘糯米飯吃，
當然缺糧少食的年代，糯米飯是一種奢侈品，是用來招待珍貴客人
的。此外，農村孩子還有一種吃法，那就是烤來吃。燒鍋煮飯的時
候，將紅薯埋在灶孔柴灰裏，烤熟後用火鉗夾出來，輕輕拍掉上面
的柴灰，剝開苕皮，一股清香甘甜的味道直撲鼻孔。那個年代，農
民的莊稼地裏什麼都缺，唯獨不缺紅薯，家家戶戶地裏都種，而且
產量不錯。紅薯在所有農作物和蔬菜瓜果中，顯得廉價和不起眼，
於是大家也用紅薯來比喻人。如果村裏哪個娃娃有點出息，頂班或
讀書出去參加了工作，回到村裏傲氣十足時，人們就會在背地裏議
論說：「紅苕屎還沒屙乾淨呢，就擺出一副要不完的樣子。」
紅薯來自菲律賓。據相關資料記載，明朝萬曆年間華僑陳振龍在
菲律賓發現了一種種植容易、培育方便、產量很高的番薯，想把它
帶回祖國種植。但當時統治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嚴禁薯類外傳。
於是陳振龍一面暗中學習種植技術，一面千方百計尋找機會。萬曆
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農曆五月下旬，陳振龍冒着生命危險，將
薯藤絞入吸水繩中，經過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終於把薯種從菲律
賓帶到福州，並在福州郊外試種，4個月後獲得高產。恰巧那年福
建全省正遭遇「旱魃為虐，野草無青」的大旱災，鄉民紛紛引種，
解決了饑荒問題。可以說，陳振龍把紅薯引到中國，為解決中國人
吃飯和農業發展立下了大功。為此，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
家協會副主席莫言先生為他題寫了「地瓜美食，先輩偉功」詩句。
前些年回家鄉洪雅，友人請吃飯。飯館一道「大豐收」菜譜讓我

疑惑。及待端上桌來，盆裏放着煮熟的花生、粟米、土豆和紅薯。
哦，過去很不起眼的紅薯，原來已經作為營養豐富的粗糧擺上了宴
席，真是風水輪流轉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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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傳玖

今日來聽風
●良 心

遠征軍血戰松山（下）

願新疆香港同學心手相牽

詞度墨香施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今來古往通千里
施學概（伯天）鞠躬

紅雲波映錦，
芳藻浪搖漣。
一夢回環醉，
昂觀表裏傳。
霞光今古賞，
日彩歲時圓。
澤潤生民合，
天恩聚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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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
畫扇。」人生如果都像初次相遇那
般該多美好，那樣就不會有離別相
思之苦了！
南疆之行總也是有終點的，我想
對於親歷此行的香港同學們來講，
定會在生命中留下永恒的印記！作
為香港生長的孩子們，也許感受過
更多的西方文化，但當你們走進五
千年燦爛的東方文明，親身感受千
百萬年形成的廣袤天山之南；當你
們踏進帕米爾高原仰望神聖的公格
爾峰；當你們手捧波光粼粼清澈無
比的白沙湖水……我想，你們的心
早已跟隨宇宙自然的牽引回歸到生
命的本真。在這裏，你們只覺人類
的渺小、生命的短暫，在這裏，你

們更覺人性的偉大、生命的可貴！
正如自然對人類無盡的饋贈，母
親對孩子無私的奉獻。香港，是
祖國最心疼的孩子，你曾被迫離家
150 多年，母親知道你曾流離失
所、飄搖不定，但請你理解那時的
母親積貧積弱任人宰割。今天，母
親重新強大起來了，不會再讓你受
到任何傷害，你是母親最愛的孩子
啊！
此次南疆之行，讓香港的同學們
對祖國的最西部有了深入的認識和
了解，同時也深深地愛上了這片神
奇的土地，離別在即，眷戀不已。
未來，願香港、新疆同學們心手相
牽，在兩地青年一代的不懈奮鬥
下，書寫壯美華麗的新篇章！

國民黨第8軍擅長山地作戰，軍長何紹周是國民
黨國防部長何應欽的侄子。第8軍下轄榮譽1師、
82師和103師。從7月2日至19日，第8軍第82師
和103師輪番多次進攻松山日軍滾龍坡和大埡口等
陣地。日軍松山要塞共分滾龍坡（日軍稱本道陣
地）、大埡口（日軍稱中間陣地）、松山、小松
山、大寨、黃家水井、黃土坡（日軍稱橫股陣地）
和馬鹿塘等7個據點群。每個據點群的碉堡均以數
個最堅固的母堡為核心，四周有數個子堡拱衛。
滾龍坡在陰登山西南，離日軍主陣地松山主峰直

線距離只有約 2,000米，是竹子坡後的海拔最高
點。如遠征軍佔領滾龍坡，松山主峰日軍就會腹背
受敵。駐守滾龍坡的日軍利用複雜地形修建了大量
的工事和密集的堡壘，第8軍曾以主力103師和82
師發動多次大規模步炮空聯合進攻，均被日軍四面
隱蔽工事的密集交叉火力擊退，且傷亡慘重。
7月20日，蔣介石命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到第
8軍指揮所督戰。衛立煌兩次親臨第8軍，並和美
國顧問一起同第8軍研究決定，對日軍山頂子高地
等重要據點大碉堡實施「坑道爆破」。盤踞松山的
日軍主要佔據三大陣地：松山山頂、滾龍坡和大埡
口。松山頂峰（子高地）是控制滇緬公路的最高
點，為駐守松山日軍的主陣地。日軍在此構築了極
其堅固的工事，計有母堡兩個，子堡星羅棋布，鐵
絲網三道，嚴實掩蓋的各子母堡經交通壕直通指揮
部。第8軍將爆破山頂子高地坑道的掘進入口選在
其北偏東方向。為了保證挖掘直通子高地母堡下層
的坑道，必須端掉子高地右翼的日軍堡壘，佔領滾
龍坡西南陣地。為此第8軍軍長何紹周親自組織了
一支「單炮敢死隊」，攜帶山炮深夜潛行到日軍陣
地前沿，近距離摧毀日軍碉堡。副軍長李彌則親自
挑選自願獻身的死士，把炸藥捆綁在身上，潛入日
軍山頂子高地右翼碉堡，炸毀了敵堡。日軍滾龍坡
守備隊長井上要次郎斃命，第8軍衝鋒部隊趁機攻
佔了滾龍坡。為攻佔滾龍坡，第8軍兩個師血戰一
月，傷亡過半。
從8月3日開始，第8軍直屬工兵營不分晝夜地向
松山日軍頂峰子高地進行坑道作業。工兵營兩個連
分別挖左右兩條坑道，一天三班倒輪流挖。為了掩
護工兵進行坑道作業，遠征軍「聲東擊西」，不斷

派小股部隊攻打日軍陣地，吸引日軍注意力。同時
不停地用炮火轟擊松山主峰，壓制日軍陣地，並不
斷發射煙霧彈，造成陣地上空黑煙滾滾，遮住日軍
視線。從遠征軍陣地最前沿距日軍陣地約150米
處，向日軍頂峰子高地底下挖掘的4條坑道齊頭並
進，每條坑道寬1米、深1.8米。在1、2兩壕及3、
4兩壕間，各連一橫壕。8月18日，第8軍工兵完成
了子高地母堡底下30米長的坑道，並經精密測算，
確定在日軍兩母堡之下開掘了兩個大炸藥室。8月
19日凌晨，第8軍工兵在美軍工兵指導下，將6噸
美制TNT烈性炸藥裝入兩個炸藥室。為不讓日軍
有所準備，遠征軍總部確定於8月20日上午引爆。
1944年8月20日一早，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和
第11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都趕到了松山，與幾位美
國將領和高級顧問在第8軍指揮部眺望子高地。遠
征軍炮兵從拂曉開始便集中火力射擊，地面步兵也
發起大規模佯攻，以誘使盡可能多的日軍進入堡壘
和爆炸區。在點火掩蔽部內，放置了10部用電話機
改裝的點火機。在掩蔽部外，還備份了一套常規的
導火索引爆裝置。
上午9點15分，遠征軍地面攻擊部隊迅速退到子

高地下的安全區域，第8軍軍長何紹周在竹子坡指
揮部通過電話下令：「起爆！」掩蔽部內外所有點
火裝置同時點燃。據當時在場老兵回憶，大家憋住
呼吸，開始似乎沒有動靜，過了幾秒鐘，大地顫動
了一下，接着又顫動幾下，有點像地震，掩蔽部的
木頭支架「嘎吱嘎吱」地晃動起來。接着才響起轟
隆巨響，感覺似地動山搖。兩個大炸藥室內的6噸
炸藥同時爆炸，山崩地裂，砂石泥土直衝霄漢。陣
地上的遠征軍官兵看到，一股力量沖天而起，把日
軍主峰子高地大碉堡整個托起數米，歪斜地栽倒在
山頂上。同時，一股濃濃的煙柱從子高地躥起來，
煙柱頭上似戴着一頂帽子，很像多年以後在電影裏
看到的原子彈爆炸的蘑菇雲。濃煙中可見日軍屍
體、樹幹、汽油桶、槍炮以及無數的軍用物資和裝
備，漫天飛舞。煙柱足足有一兩百米高，停留在半
空中，久久不散。15分鐘後衝上子高地的第103師
等部隊看到，整個子高地被炸翻，炸出兩個直徑30
至 40米、深約15米的大坑，日軍大碉堡蕩然無
存。據統計，大碉堡內外共75名日軍斃命，另有4

名日軍因被爆炸震暈而被俘，無一漏網。
然而流血並沒有結束，日軍主峰陣地上的殘敵依

然負隅頑抗，並企圖拚死奪回子高地。雙方為爭奪
子高地進行了連續4晝夜的慘烈肉搏戰。在遠征軍
前沿交通壕內，雙方士兵互相抱着撕打而死者即達
62對。遠征軍傷亡極其慘重，有的步兵連僅剩兩三
人。到8月底，日軍主峰陣地周邊高地已全部失
守，且死傷慘重。日軍守備隊長金光惠次郎也在8
月29日被遠征軍炮火活埋斃命。但是第8軍仍未能
完全控制松山主峰。此時有情報顯示，日軍殘部死
抗是因為第56師團長命令松山守備隊要死守，等待
駐緬甸日軍第33軍前來救援。而日寇33軍正試圖
切斷印中地面聯絡線，並可能於9月10日左右抵達
松山支援。蔣介石聞訊於1944年9月1日再次下達
死命令，限第8軍在九一八國恥日之前必須拿下松
山，否則正副軍長按軍法處置。第8軍司令部於9
月2日深夜決定，由副軍長李彌統一指揮103師和
82師等各部，決死全殲日軍。
從9月3日至6日，第8軍集中所有幹部雜兵，組
織敢死隊進攻日寇殘敵據點。最後將日軍殘部主力
壓迫至黃土坡（日軍稱橫股陣地）和馬鹿塘一帶。
日軍拚死突圍，同遠征軍反覆肉搏。第8軍副軍長
李彌親率特務營上陣衝殺清掃殘敵，激戰數日，越
來越少的日軍終於抵擋不住遠征軍的血拚。9月5
日夜間，松山日軍殘部陸續向第56師團發出「最後
處置」和「訣別」電報，並銷毀密碼本等機要文
件。9月6日，松山日軍頭目命令重傷員自殺，並
殘忍殺害朝鮮慰安婦。
9月7日天亮前，在遠征軍合圍逼迫下，全部松
山日軍殘部都被鎖定到馬鹿塘一帶的三角形區域
內。拂曉時分，第8軍各部從四面八方發起圍攻。
日軍殘部頭目、113聯隊副官真鍋邦人大尉燒燬軍
旗並將旗杆金屬標飾深埋後下令放棄抵抗，各自逃
生。他獨自發起「死亡衝鋒」，被遠征軍擊斃。其
餘日軍殘兵約40人分兩路向怒江壩及邦曼方向潰
逃，遭遠征軍預先迂迴的部隊迎頭痛殲。下午6時
左右，第8軍終於完全佔領松山。

●王威（帶隊老師）

生活點滴
●羅大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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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范詩銀

其九

揮斧中分晉與秦，峰移嶺斷啟龍門。
龍門烹霧三千尺，千尺龍吟萬里聞。

華漢落，綺飆奔。文公魄宕穆公魂。
破溟擊楫穹廬外，一曲高歌一片雲。

其十

夷驥忽來戎驥嘶，三家鹽煮共一池。
鳳鳴簫管誰家女，火虐綿山第幾時。

攜手罷，卻分離。蒲州鐵索漢唐泥。
泥丸已把潼關鎖，繚亂狼烽凌亂旗。

十一

紅了高粱綠太行，渾渾東注載斜陽。
伊川沁渚洛川浦，夏爵殷樽周爵漿。

方灑灑，更湯湯。游龍奔突虎咆狂。
浮華沉陸乾坤史，疊疊塵塵說峻煌。

鷓鴣天．河水（下）
十二

爭恃雄才可補天，天公卻許做河仙。
凌波漫步周商夏，涮袖題箋日月年。

三百首，五千言。甘棠樹下禮堂前。
也將那副柔腸理，奉與蒼生社稷壇。

十三

骨剩絲殘焦木弓，中原逐鹿劫波紅。
合符折箭晴還雨，斷袂連襟異或同。

歧路遠，總相逢。迎潮送水過橋風。
何朝何代何人物，競把真醇酹翠空。

十四

一抱崢嶸十萬山，半襟黃土撣為原。
排磚接瓦垚垚闕，紅豆青蔬燦燦棉。

流永永，漫延延。曉潮浩渺暮潮旋。
夢邊吻過滄浪水，總是新容換舊顏。

十五

堆得土沙幾百層，層層粒粒不時鳴。
浮華千載流光溢，沉勇方圓佩劍橫。

埋素魄，渲葩經。懸河底上起高亭。
聖人玉扇搖風雅，誰潑詩瓢大宇晴。

十六

百萬年龜骨未枯，濤痕浪跡認當初。
五千年已月眉姣，五萬年時魚壁如。

躬九揖，炳歸途。心聲肺韻膽肝呼。
中華兒女黃河水，嘯傲東方四海殊。

跋

撫我柔絲雲浪嗔，小兒大野澤邊人。
風清輕搵悲歡淚，劍長嘗懸汗血裙。

澄水月，亂辰痕。投懷滄海紫粼粼。
已將本色晴瀾許，竭盡初衷洗盡塵。

●●日軍松山主峰子高地遺址日軍松山主峰子高地遺址。。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