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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铎传》（节选之十）

师源回去后把和胡景铎见面的情况直接
电报习仲勋，习仲勋随即赶到绥德，收到了胡
景铎给他的第二封信。习仲勋亲自召集绥德
地区相关负责同志开会，听取了师源的详细
汇报，提出了做好工作的16字方针是“建党建
军，准备力量，长期隐蔽，待机而动”。习仲勋
还特别指示师源：“要办好这件事情，首先应
该解决胡的党籍问题，然后由胡在部队中发
展党员，发展骨干，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到一定时机再举行起义。”习仲勋还向师源讲
述了他在陕甘边时期经历的两当兵变、耀县
起义等多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让他一定转
告胡景铎，必须抓好在部队建立党组织这个
环节。

此时已到了1946年初夏，蒋介石以数百
万重兵对全国各个解放区或包围，或分割，

“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习仲勋经请示党中
央同意，决定加快胡景铎起义的各项准备工
作，他指示师源“立即去波罗堡见胡景铎”。

5月初，师源带着两名警卫战士走进了波
罗堡。八路军“谈判边界纠纷”的“师参谋”来
了，六大人安排他住进了政训官武之缜的家
里。六大人和“师参谋”之间的“谈判”放在保
安指挥部进行，由萧景寿负责迎来送往。胡
景铎的这一安排是有意而为，据师源回忆：

“到了波罗堡以后，景铎把我安排住在武之缜
家（武是胡老五的人，国民党驻波罗堡的书记
长，知道我是来谈判边界纠纷的，为了避嫌，
故意这样安排）。我与景铎白天晚上的接触，
都是由萧景寿接来送去、站岗放哨，还有胡的
夫人张颖玲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并不认
识眼前的这位“师参谋”，但六大人隆重介绍
这是他的老同学，还做过立诚学校的教员，曾
经是立诚学校学生的张颖玲便也忙前忙后地
招呼着。在张颖玲的记忆里，“师源穿的是八

路军的灰衣服，我不知道是谁。没有烟，我让
勤务员兰西政去买一包烟，粉红的，红锡包
烟，兰西政嘴一撅，‘咋买这好的烟？’我说‘买
去’，就买了一包。师源来时给娃拿的啥？几
尺花花布吧。景铎把师源安排到武之缜家
里，那是胡老五的人。”

师源向胡景铎传达了习仲勋的指示和16
字方针后，说：“仲勋的意见，准备接收你为中
共党员，以便于你开展工作。仲勋还问你还
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他还告诉胡景铎按
照规定，他的入党要经过党中央的批准。胡
景铎听后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子站了
起来，他紧紧握住师源的双手，高兴地说：“组
织问题解决了，我就毫无牵挂了，就一心跟共
产党走！”

胡景铎对习仲勋的指示完全同意，表示
一切按照习仲勋提出的工作方针扎实进行，
他向师源详细介绍了波罗堡及周边驻军的情
况和自己的应对措施。胡景铎逐一谈到，保
安指挥部里的薛宏道老谋深算，大权在握，只
听胡景通一个人，除了由姚绍文和张怡祖严
加防范外，已经从榆林请来了在骑兵第六师
和陕北保安指挥部有广泛影响的魏茂臣，魏
茂臣也是靖国军的老人手；驻波罗堡内的保
九团第三大队大队长高乐天掌握的只有屈文
治一个中队，而李振英和程仲远的两个中队
完全可以解决；驻波罗堡外的张伟如骑兵连
可以争取，张伟如出身靖国军，资格老；驻在
最南端石湾的保九团团长张子亚同样出身靖
国军，是胡景翼的崇拜者，威望较高，但对国
共两党皆无兴趣，常说“黨字尚黑，不是好东
西”，除过张亚雄和许秀岐都在石湾，担任保
九团军需主任的范止英也完全可靠；驻在波
罗堡东北高镇的保九团副团长秦悦文老成持
重，已经接触过，可以依靠。胡景铎还请师源

回去向习仲勋汇报，驻横山县城的第二十二
军独立骑兵团和驻波罗堡以东响水堡、鱼河
堡、武镇的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
团和新十一旅的一个营到时候会给波罗堡形
成东西夹击的局面，请边区组织部队支持解
决。师源对胡景铎的深入分析和应对措施非
常赞同，叮嘱他一定要谨慎稳妥，密切防范。

胡景铎和师源共同研究了在部队中发展
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师源说习仲勋让
他一定转达，真正有准备地领导发动起义，没
有党的组织是不行的，说习仲勋亲自以1933
年王泰吉在耀县搞兵变为例，说明如果没有
党的组织，到起义时就会出现秩序混乱的局
面，部队最后也巩固不住。师源还转达了习
仲勋请胡景铎提出部队中可以发展为共产党
员的人员名单，由他带回去汇报，接下来就可
以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作，确保起
义成功。胡景铎说：“我这里有几个骨干，张
亚雄、许秀岐、姚绍文、李振华等。还要进一
步做好魏茂臣（新十一旅副官主任）、杨汉三
（第八十六师骑兵连连长）的工作。”这些人都
是他的部下和知己，有的和他一起战斗杀敌，
有的和他多年相知，都是他完全信得过的
人。他将每一个人的战斗经历和思想状况都
向师源做了说明，认为“这些人尽管觉悟、水
平不够，但是要求反蒋胡，要求起义，那是坚
决的”。师源对胡景铎说：“许多人要求入党，
只要是对起义积极的，就是一个大节问题，回
去可以向西北局报告。”

胡景铎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重，他向师
源提出：“请你回去给仲勋汇报，再给我派一
些人来协助。”两人又商定，从边区抽调的干
部将来就以关中同乡的名义，分批进入波罗
堡、石湾等地，编入到基层班排去开展工作。

师源向胡景铎提出了给边区支持一些枪

支弹药的要求。胡景铎请他就近和许秀岐联
系，因为许秀岐在石湾，石湾是横山一线插进
边区最南端的一个点，运送武器比较方便。
后在8月下旬，许秀岐让机枪中队的排长赵振
忠和班长张玉斌将一批准备好的驳壳枪和子
弹等送到石湾东边的马家岔，交到了师源派
来的交通员牛锦华手中，带回绥德。据牛锦
华回忆：“这次接来的武器弹药，在当时我们
武器弹药困难的情况下，是很宝贵的。”

胡景铎向师源提出，把他这里储存的一
些物资能否送给边区那边的绥德贸易公司作
价后折为现钱，充作活动经费。师源表示同
意。这批物资后由许秀岐派人护送出境，交
到师源派来的人手中。据胡景铎回忆：“这是
因为当时在指挥部，我没有财权，因之要筹备
些钱。”

师源返回边区后将同胡景铎再次会面的
情况向习仲勋做了专门汇报。习仲勋主持召
开西北局会议，做出决定：一是接收胡景铎为
中共正式党员，由习仲勋做介绍人，没有候备
期，入党时间从1946年5月算起，并报请中共
中央批准；二是其他人入党由胡景铎做介绍
人，经西北局审批，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候
备期半年；三是由绥德军分区迅速抽调部分
素质过硬的军事领导干部，经过集中培训后
秘密派进胡景铎部，协助开展工作。会后，西
北局将接收胡景铎为中共正式党员的意见向
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做了汇报，并请示了
毛泽东。 （待 续）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要来青兰高速转一转
望不尽的沟和川
数不尽的苹果挂满山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壶口转一转
这里有黄河第一奇观
瀑布水声如雷云彩满天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秋林转一转
走进秋林抗战纪念馆
中国人都该铭记这一天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宜川转一转
凤翅山上风拂面
苹果胸鼓手持鞭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瓦子街转一转
观光塔，型九边
树顶漫步揽群山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厢寺川转一转
北宋守将杨八姐手持梨花镶金枪
挡匈奴铁骑于边关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富县南转一转
站在柏山寺的顶端
听听宝室寺梵钟的呼唤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张村驿转一转
葫芦河碧水蜿蜒
号称陕北小江南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直罗转一转
这里有黄土高原上的万亩稻田
稻很香也很甜

如果你来延安
就一定来张家湾转一转
秦直道两千多年依稀可辨
古代高速为啥在这里要拐个弯

（作者供职于宜富分公司）

下午饭罢，与三两同事出门散步，走至马道
镇旁遇到一位街边闲坐的老翁，在交谈过程中
听到了一个神奇的传说。

老翁徐徐说道，在刘邦还是汉王时，当时为
了方便给汉中盆地田地灌溉，萧何便修建了褒
河堰。一年下暴雨，用作引水的堰头被冲毁，百
姓及时修补，可是神奇的是每当堰头修完就会
有一场暴雨将其冲毁。这时恰巧一位老道长经
过，给了百姓三道符纸，嘱咐一天烧一张，连烧
三天堰坝就不会冲毁。谁料心急的百姓一次将
三道符纸全部烧了，这一烧就将下游褒河中的
几条龙烧死，仅余的一条白龙顺着褒河逆流而
上来到了远离烟火的寒溪西沟附近的一处深
潭。白龙游出水面化身为人，见西沟树木葱郁
便请一名李姓老者作证买下了一处地方用于安
身，为报答李姓老者的帮助，白龙托梦给老者请
他来此担水做饭。李姓老者在吃了深潭的水后
身体日渐硬朗，村名们得知缘由后也纷纷饮用
深潭的水。自此人们身体康健、容光焕发，就将
白龙所在的深潭称为龙潭，周围的坝子称为龙
潭坝，龙潭坝这个地名也一直沿用到现在。

老翁讲完这个传说还打趣道，我也姓李，说
不定这个传说就是和我先祖有关，托先祖的福，
我今年82岁身体还硬朗着哩。

等老翁说完，我们同行的几人对龙潭坝便
有了强烈的好奇心。第二日天气晴朗，我们便
相约来到了这个充满传说的地方。

从马道收费站出发，沿着镇上向西的通村
路一直往里走，路边林木丛生、野花竞相开放，
驱车大约10公里就到达龙潭。

来到龙潭，放眼望去远处群山叠翠、林木茂
盛，近处龙潭水清石明、波光粼粼。看着这湛清
如蓝色玻璃的潭水温柔地拥抱着在阳光下泛着
亮光的小鱼，映着绿树红花在山间静静地蜿蜒
流淌，我追随着白龙的足迹，想象着它第一次来
到龙潭时眼中的风景是否与我看到的一样，头
顶的天空是否如此时一样蔚蓝透彻。我感受着
清风徐来，倾听着鸟语虫鸣，这一刻，我好像明
白了白龙为什么愿意长居于此。

在龙潭驻足许久，侧目看到旁边的白桦树
林中掩映着草木屋，走近一看，原来是龙潭坝自
驾营地。

连绵不断的一片白桦林，葱郁的像一把绿
色的大伞将整个营地包裹起来，随处可见围
炉烧烤和野炊的游客。草木屋上和帐篷里有
欢快打闹的小孩，有躺在吊床上手捧着书沉
浸在知识海洋中的青年人，有拿着烤串不停翻
面撒着佐料的中年人，有互相较真下着象棋的
老人，有抱着小孩踱步在林中感受自然的妇女，
大家好像互不打扰却又好像自然一体。在烧烤
袅袅的炊烟和阳光的交相辉映下，大家仿佛置
身桃源，一切都是那么的悠闲自在。

在自驾营地闲逛时我发现，看似朴实自然
的地方也藏着许多小心思。有便于游客野炊的
自来水源，有供游客歇息的石凳、石桌，有让游
客驻扎的草木屋，为保护环境布满温馨标语和
垃圾回收箱，铺好的石子路可以到达营地的各
个角落。一切都让人感觉到自然与舒适。

有缘听到老翁的讲述来到龙潭坝，在这里
我们追了一段白龙传说，游了一回诗画山水，享
了一份悠然自在。这一趟我们收获颇丰，下一
次我们还来。

（作者供职于宝川分公司马道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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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迎来了“师参谋” 作者 / 夏 蒙 王小强

龙潭坝奇遇记 ○ 邱霞 龚娇

端午节，本名端五节，据《荆楚岁时
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
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
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又
有重五、重午、午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等
不同名称。是全国性的节日，在农历五月
五日。少年时的我记得老人把“端午节”
叫“端阳节”。

端午节有源于夏至的说法。夏至为
“二十四节气”之一，“二十四节气”被收入
《太初历》，汉代的《太初历》修订颁布于汉
长安。那么，端午节源于夏至，就和汉长
安城扯上了关系。《太初历》是司马迁、唐
都和落下闳等人在汉都长安制订的新历
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科学的历
法。夏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推行全
国，就具有了正统合法的地位。因之，端
午节应当是最早定型于西汉长安城的。

端午节这一天佩戴香囊，是华夏民族
的古老习俗。香囊是香荷包的简称。香
囊又名香包、荷包、香袋、香荷包。中国北
方尤其是在黄河流域，以及“关中自古帝
王都”的长安，端午这一天也讲究戴香
包。追溯香包的渊源，发现早在先秦时
代，女子用五色线制成的饰物戴在头上，
到了南北朝时期，就发展为香袋，到了唐
代，出现了装有香料的香球。香包的主
要原料是雄黄、艾叶、熏草等，外包以丝
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
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各式各样，
玲珑可爱。

小孩颈挂香包，手臂、脚腕上还要系
五色花绳，称“百绳”。百绳不可任意弄断
或丢弃，只能在夏季第一次响雷时剪去，
预示一年中无病无灾。或在夏季一场大
雨或第一次洗澡时，扔到河里，意即让河
水将瘟疫、疾病冲走。据说，戴五色花绳
的儿童可以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这
是否与唐代长安人于此日身佩五色织带，
称为“长命缕”“五色缕”“续命缕”有关联

呢？汉· 应劭《风俗通义》中有：“五月五
日，以五色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
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
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为什么用五色
呢？可能因为古人崇拜五色，五色与阴阳
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有关，以五色为
吉祥色。

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带，至今农村里仍
然流传着这样一种风俗：十二岁以前的儿
童在过生日时或者过端午节时，母亲要为
他们做荷包（香包）带在身上。其中最重
要的是戴“替身娃”荷包。替身娃的造型
以“抓髻娃娃”为原型，自由发挥，变化万
千，没有一定之规。不知这“替身娃”荷
包，看来这和唐代长安风行的“续命缕”应
该有点什么渊源。

香包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已有数千
年历史了，香包里包的有雄黄，让我想到
孩童时过端午节，大人们都要饮雄黄酒，
要给儿童在额头、手心、脚心涂雄黄。中
医药书籍说雄黄能治百虫毒、虫兽伤，故
民间有“饮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五月
五日饮雄黄菖蒲酒，可除百疾而禁百虫”
等民谚。

再就是端午节门上要挂艾、贴钟馗。
长安民谚有：“清明插柳，端午挂艾”之讲
究。挂艾叶可以僻邪驱瘴，点着的艾条还
可熏蚊虫。

贴钟馗像，因了钟馗是门神。但为什
么端午也要贴呢？有传说五月五日端午
这一天是钟馗的生日。再有天宝年间，相
传唐明皇李隆基在临潼骊山讲武后偶患
脾病，久治不愈，五月五日晚梦见二鬼，一
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
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
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
下。并声称己为“殿试不中进士钟馗”，皇
帝梦醒，即刻病愈。于是，命吴道子将梦
中钟馗捉鬼情景作成一幅画，悬于宫中以
避邪镇妖。

钟馗为终南山人，在各种古书典籍中
都有记载。《唐逸史》有：“臣终南山进士钟
馗也。”宋《事物纪原》有：“钟馗者，系终南
山进士。”清代画家金农在其画作《醉钟
馗》上题曰：“不特御邪拨历，而其醉容可
掬，想见终南进士嬉傲盛世，庆幸太平
也。”

《全唐诗》收录有唐明皇时宰相张说
的诗《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其中有感谢皇
上赐给自己钟馗像的事。看来，贴钟馗像
避邪镇宅确实是从大唐长安，尤其是从皇
宫、上层社会中开始兴起的。

端午习俗也多与钟馗有关。第一是
“请钟馗”。端午节人们将钟馗请进家中，
或将雕刻有钟馗像的玉佩系于胸前。第
二是“跳钟馗”、“闹钟馗”。自晋代以来就
是端午节和春节的重要内容。西安钟馗
文化艺术研究所专家考证，端午节的请真
钟馗、跳钟馗、闹钟馗，是自古以来非常重
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将端午节称为

“钟馗文化端午节”。
五月的“石榴花神”传说是钟馗：“五

月花神丑钟馗，唐王不点状元魁。艾叶如
旗征百服，苍蒲似剑斩妖魔。雄黄酒，饮
数杯，阵阵轻风拂面吹。”五月五日端午这
一天民间认为恶日，也是毒虫滋生、疾病
流行的季节，而钟馗被民间奉为“赐福镇
宅圣君”，功在驱鬼除恶、避邪除瘟，民俗
有端午贴钟馗像以“镇恶”。门画中的钟
馗虬须怒目，手舞宝剑，青筋暴露。钟馗
相貌虽狰狞丑恶，但陕西民间认为“神鬼
怕恶人”！秦人口中的“恶”是厉害。钟馗
人丑，但十分正真，性如烈火，好似端午时
石榴花开欲燃，加之石榴花早在唐代就被
人们作为端午节之吉祥物，《帝京景物略》
说：“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
簪以榴花”以避邪。所以人们就把两者结
合起来尊奉钟馗为五月石榴花神。此时，
钟馗的“丑”中就带有柔美如花的寓意了，
陕西人给儿女起小名就有叫“丑丑”的。

端午节逢节当天，人们最普遍的食品
是“粽子”。《风土记》载：古代的棕子除粘
米外，还要粟、枣等配料。唐代长安人则
统行吃一种“百索粽子”，皇宫中还往往于
此日赶制许多粉团粽子，让人们用小角弓
去射，射中才能吃。带点竞技娱乐性质，
以欢度“端阳节”。

民以食为天，历史上中国人挨饿的日
子多了，似乎所有节日都成了吃货节。春
节饺子、汤圆，中秋月饼、重阳菊花糕，而
端午节吃粽子、绿豆糕，成了我儿时最美
好的记忆。

为啥要吃绿豆糕呢？应该是绿豆具
有清热解毒的药用功效，上了火要喝绿
豆汤。所以端午节吃绿豆糕除了满足人
们的口福外，还想着食疗，排毒消火，健
康体魄。

端午节风俗中的不少内容，例如“斗
百草”“踏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纪
念屈原无关。而我身居长安，每当过端午
节时感到这里的端午习俗好像和屈原关
系不大。这都是因为南北风俗迥异，但端
午节应该是多源的。

端午节习俗中的“赛龙舟”和“吃粽
子”都是为了纪念屈原。公元前278年，
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眼看自己的国
家楚国的灭亡，心如刀割，在写下了绝笔
作《怀沙》后，屈原怀石投江。人们怕河中
鱼虾食其体，投粽子喂之。

唐代诗僧文秀有：“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因之端午节也称诗人
节。端午被定为诗人节，是在7０多年前
的抗战年代。当时，曾每年举行隆重的诗
人节庆典。1940年６月10日的端午节，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了
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会上有人提议以
每年的端午为中国的诗人节——这就是
诗人节的来历。为纪念一位诗人专门设
立一个节日，说明我们华夏民族是一个非
常重视诗歌、崇尚文化的伟大民族。

端午节

长安

○ 朱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