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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

1949 年，随着解放大军的顺利推进，国民
党炉山县的军、政、特等组织出现异常活动，
这引起了李光庭的高度重视。为掌握敌人的
动向，李光庭要求周振华尽快搞到敌人的活
动计划、方案，以便及时摸清敌人的企图。
与此同时，为了稳住炉山的局面，李光庭加
强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治攻势，要求
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为
敌，站到人民的一边，给自己留一条生路。

不久，李光庭得到周振华获取的国民党
贵州省的“应变计划”，便感到形势已是相当
严峻。他及时找到李长青、孙鸿涛商议，对
本县的保安警察大队、清平民众自卫大队、
旁海区翁项乡地方武装这三支主要武装进行
认真分析。他们认为县保安警察大队有 180
人枪，冯绍棠名义上兼大队长，实际上由蒋
泽霖负责，而蒋泽霖与李光庭有深交，蒋身
体虚弱，基本依靠李光庭抓这支队伍，做蒋
的策反工作比较有把握；清平民众自卫大队
辖 3 个中队共 9 个分队总计 300 余人，其头目
是清平镇镇长兼大队长陈鹏，副大队长罗平
礼。陈鹏、罗平礼与孙鸿涛原是上下级关
系，私交甚好，孙鸿涛做他俩的策反工作比
较合适；翁项乡地方武装，其首领杨耀宗原
为贵州黔东清江河清乡司令王朗轩的一个营
长，共有三四百人。其与孙鸿涛私交甚笃，
孙鸿涛有把握抓住这支武装。其他乡镇也有
武装，但主要得抓好这 3 支武装。同时加强
对周边各县的政治攻势，力争把可能变为现
实。方案确定后，他们便开始分头行动，开
展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

就在此刻，省工委通过地下交通员为凯
里党小组送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我
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重要
文件。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而突
然接到上级党组织送来的文件时，李光庭和
李长青就像久别的游子回到家里一样，顿时
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激动。为贯彻文件精神，
他俩迅速召集孙鸿涛、陈松禄等学习，并展
开讨论。会上，明确由李光庭负责掌握和控
制炉山县保安警察大队，孙鸿涛负责掌握清
平民卫大队，李长青等负责组织发动群众，
配合争取武装工作。随后，他们按照会议的
决定，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渠道，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传播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正在进行全面反攻的
谣言，争取团结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进步力量，掌握一切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的
武装。

早在 1948 年 11 月，国民党麻江县县长艾
玉章参加贵州省检查团到炉山检查工作，他
私下会晤了孙鸿涛，意在了解共产党的政
策。他试探性地对孙鸿涛说，目前贵州的中
层干部，欲战无力，投靠无门，惶惶不知所
终，有的人掌握几百千把人枪，有的人掌握
一两个团的兵力，总起来万把人可集。你的
老友聂炳圻（抗日战争末期的炉山县长）知
道你搞共产党活动，因而盼望你到贵阳相
商，搞出一块地盘，迎接解放军进贵州，作为
献礼。孙鸿涛得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李光庭
作了汇报。李光庭与孙鸿涛对艾玉章的处境
和动机作了认真分析后，认为策反艾玉章的
时机已成熟，李光庭便及时约见了艾玉章，
向艾玉章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欢迎他弃暗
投明，为人民立功。同时安排孙鸿涛与艾玉
章同往贵阳会晤聂炳圻。艾玉章启程那天，
因孙鸿涛行动慢赶不上车，未能同行。但李
光庭和孙鸿涛对艾玉章的策反工作取得了成
效，1949 年 11 月 14 日解放军进军麻江时，艾
玉章率部主动撤出县城，未作任何抵抗，麻
江县因此得到顺利解放。事后，艾玉章又率
部向解放军投诚。

1949 年初，包和麟任国民党台江县县
长。包和麟原是孙鸿涛读小学时的校长，对
孙鸿涛一向很器重。因此，他到台江就任后，
便特意请孙鸿涛到台江担任他的主任秘书。
此前，冯绍棠已察觉孙鸿涛与李光庭交往甚
密，有搞“异党活动”嫌疑，决心驱逐孙鸿涛出
境，只是慑于李光庭的势力和影响，冯绍棠不
便对孙鸿涛亲自下手，想借刀杀人除掉孙鸿
涛。对于孙鸿涛的处境，李光庭也十担心。

为使孙鸿涛脱离险境，李光庭考虑到孙鸿涛
与包和麟的关系，便让他先去台江躲避一下，
同时也可做包和麟的策反工作。就这样，孙
鸿涛便随包和麟于3月到台江上任。

到达台江后，孙鸿涛常常借机与包和麟
谈论时局和个人的去向问题，同时，向包和
麟宣传中共对投诚人员的优待政策。在孙鸿
涛的反复疏导下，原来思想极其顽固的包和
麟，逐渐发生转变，态度也开始有了动摇。
孙鸿涛察觉到包和麟的变化后，立即回到炉
山向李光庭作了汇报。李光庭肯定了孙鸿涛
的策反工作，并要求他继续争取包和麟。7
月的一天，包和麟对孙鸿涛说，他打算拉保
安警察大队上雷公山打游击。为稳住包和
麟，孙鸿涛对其义正词严，指出其唯一的出
路是带保安警察队向炉山靠拢，并想办法为
其与解放军沟通。在孙鸿涛的说服下，包和
麟也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当即表示愿意
听从孙鸿涛的安排。后来在解放军向台江进
军时，包和麟率县政府人员和保安警察队 50
余人枪撤离台江，到炉山县凯棠乡向人民政
府投诚，受到了炉山县县长孙紫芳等人的热
烈欢迎。

解放前夕，冯绍棠准备利用旁海区民众
自卫队长杨耀宗的势力和翁项、旁海一带复
杂地形对抗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而此前，
孙鸿涛作为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官员与杨耀宗
常有交往，由于孙鸿涛为人义气，杨耀宗对
孙鸿涛怀有好感。当人民解放军兵临炉山县
时，冯绍棠慌作一团，准备弃城逃跑，但逃跑
之前，他仍通知杨耀宗到县里领几挺机枪，
以对付共产党。当杨耀宗到达县常备总队
时，李光庭乘机给他讲大局、讲形势和共产
党的政策，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后孙鸿
涛赶到，直接问杨耀宗：“你现在到底做何打
算？”杨耀宗知道孙鸿涛与李光庭关系非同
寻常，答道：“唯你马首是瞻，只要你来封信
就照办！”炉山解放时，按照县委书记崔方亭
的指示，孙鸿涛写信由组织部长单志远转凯
里镇吕国富派专人送给杨耀宗。第二天，杨
耀宗派其亲信潘业忠送来领去的 2 挺机枪，
并表示不与共产党为敌。尽管后来杨耀宗被
误杀，杨耀宗的兄弟与部属叛变为匪，但这
次政治攻势取得的成功为炉山的顺利解放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七节 炉山县和平解放

1949 年 10 月，在毕节隐蔽活动的王毅因
环境险恶，便从毕节经贵阳秘密到达炉山与
李光庭相会。不几天，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电
令冯绍棠缉拿。冯绍棠老谋深算，虽然他对
李光庭的活动早有察觉，王启型此前已对他
作过汇报。但是，冯绍棠也清醒地意识到，
李光庭手握兵权，实力逐日壮大，不但他惹
不起，连蒋泽霖也惹不起。他心里明白王毅
必定为李光庭藏匿，但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
之前，他不敢贸然行事，更不能亲自出面。
于是，冯绍棠把电报转交给蒋泽霖，同时对
他面授机宜。蒋泽霖按照冯绍棠的授意，又
把电报转交给了李光庭，并观察李光庭的反
应。李光庭接过电报看后，拍案叫来值日
官，命令保警队全城搜查。由于是李光庭的
安排，而且保警大队中不少人早就知道王毅
与李光庭的关系，搜查自然没有结果。冯绍
棠见一计不成，又来一计，借口有紧急事务，
召集蒋泽霖和李光庭到县政府面晤，意在将
李光庭调出住宅。接着，蒋泽霖的副官和随
员数人闯入李宅，将李宅内外看了一遍，一
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

11 月上旬，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某部败退
至炉山，准备放火焚烧县城，李光庭率队前
往阻止，保护了炉山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时，顽固不化的冯绍棠坚持反动立场，企
图负隅顽抗到底。11 月 6 日，他召集清平区
防剿队全体官兵训话，命令陈鹏、罗平礼率
清平民卫大队精壮 300 人死守县城，与县城
共存亡，布置保安警察大队副杨耀宗在旁海
组织防剿大队阻击解放军，他自己则准备带
常备总队到凯里，上山打游击。11 月 9 日凌
晨，冯绍棠闻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第五兵团先头部队逼近炉山，立即带上贴身
官员和常备总队逃往凯里。11 月 10 日，国民
党炉山县党部书记黎安仁眼见炉山即将解
放，便弃城出逃。为了隐匿身份，他在虎庄
烧毁档案后，只身逃走。国民党政权在炉山
县城的统治至此结束。

冯绍棠逃走后，孙鸿涛立即嘱咐陈鹏和
罗平礼，将布防炉山城垣的清平民卫大队撤
出，开赴万潮乡老鸦山，亲自安排他们数百
人食宿。接着，孙鸿涛赶回炉山县城，与王

毅会面，等待迎接解放军入城。
11 月 11 日，王毅和孙鸿涛在炉山北门看

到拥满公路的解放军迎面而来，两人内心无
比激动，热血沸腾。但解放军不进城，而是
穿城向贵阳急进，王毅、孙鸿涛赶紧找到部
队首长，请求部队停下接管炉山。部队首长
接见了他们，并说明部队要在 11 月底解放重
庆，来不及接管炉山。这位首长表扬了他们
之后，亲自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与地方
干部联系。

根据镇远地委会议所传达的邵阳会议精
神，11 月 15 日，山东茌平县南下工作人员和
江西省几十名青年组成的负责接管炉山县政
权的西进支队四大队二中队干部、勤杂人员
170 余人到达炉山县城。王毅、孙鸿涛与接
管有关负责人衔接上关系后，便立即派人将
情况通知了李光庭、李长青等人。李光庭接
到通知后，激动万分，便借故离开队伍，即刻
动身返回炉山。当天下午，李长青、陈松禄
也先后赶到炉山。当晚，李光庭、李长青、王
毅、陈松禄和孙鸿涛在孙鸿涛家，与中共炉
山县委书记崔方亭、县长孙紫芳、公安局长
谢吉魁等会面。见面后，李光庭首先汇报了
炉山全县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然
后，全体与会人员对有关情况和问题进行了
认真的研究和商议，决定李光庭、李长青、陈
松禄返回凯里，组织、领导保警大队起义，王
毅、孙鸿涛赴万潮，率清平民卫大队进城，接
受县委接管。同时，两路人员还要共同努力
搜捕缉拿冯绍棠。

会议结束后，李光庭、李长青、王毅、陈松
禄、孙鸿涛立即动身，当晚一行人在万潮歇
宿。第二天天刚亮，一行人分成两路，向着
各自的目的地急奔。不久，王毅、孙鸿涛抵
达老鸦山，见到陈鹏、罗平礼等人后，王毅、
孙鸿涛将解放军的威严，共产党对待起义投
诚人员的政策以及中共炉山县委的态度等向
陈鹏、罗礼平进行了宣传。陈鹏、罗平礼等
听了之后，解除了顾虑，并立即集合队伍，请
王毅、孙鸿涛作起义动员讲话。讲话结束
后，全体人员随即兵分两路离开老鸦山。其
中一路由副镇长率领，共有 100 余人，其任务
是护送家属和搬运物资进入炉山城。另一路
则由王毅、孙鸿涛、陈鹏、罗平礼率领，去截
缉冯绍棠。当队伍抵达三江时，听说冯绍棠
已经从凯里外逃，便命令队伍折返开赴炉山
县城。这部分队伍有 170 余人，步枪 130 余
支，机枪 3 挺，手枪若干只，子弹、手榴弹若干
箱。11 月 18 日，当队伍到达炉山县城时，炉
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孙紫芳亲自迎接，并对全
体投诚人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县
人民政府还特意设宴招待了全体投诚人员。

自万潮分手后，李光庭、李长青和陈松
禄急速赶往凯里，在中午之前便到达了凯
里。而几天前逃窜到凯里的冯绍棠不甘心
失败，他召集吕国富、蒋泽霖、杨秀峰、王启
型和蒋文彬等人开会，要求他们按原计划掌
握好常备中队和防剿大队等武装。此外，冯
绍棠还向毛秉权、王海樵、杨秀峰等人下达
命令，要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压境的情况下，
搞假投降、交坏枪、保好枪。并以各种面目
伪装进步，接近人民政府官员以骗取信任打
入内部掌握情况，时机成熟后把人拉出去以
伺机反扑，占据一个地方打游击。在做好以
上安排后，为联合周边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
共同实施“应变计划”，冯绍棠找到恰巧刚
回到凯里的李光庭，要求李光庭派兵护送他
去雷山。面对即将逃跑的冯绍棠，李光庭本
想当时就将他抓捕起来。但考虑到蒋泽霖
和吕国富都掌握有武装，如果立即行事，可
能会发生武装冲突。于是，李光庭便安排胥
荣亮率他的第九班护送，并密授胥荣亮配合
李长青在途中逮捕冯绍棠的具体办法。胥
荣亮按照李光庭的吩咐率第九班上路。当
一行人到达排乐时，胥荣亮声称士兵疲惫，
又无钱吃饭，不愿再走，有意拖延时间。冯
绍棠的秘书无可奈何，只得给每个士兵发了
两块银圆。冯绍棠见此情况，担心其中有
诈，便催促赶路。正在此时，李长青也赶到
排乐，不料被冯绍棠的舅子赖新辉看见，他
急忙将此情况禀报了冯绍棠。李长青见冯
绍棠已有所戒备，为了不打草惊蛇，便走进
王仲纯家喝茶隐蔽，相机行事。然而，等到
李长青从王仲纯家出来的时候，已如惊弓之
鸟的冯绍棠此刻已逃到了对面的山上。而
此前，当发现冯绍棠逃跑时，由于没有李长
青的命令，胥荣亮也不敢擅自作主，只能眼
看着冯绍棠带着家眷逃离。

冯绍棠离开凯里后，李光庭便加紧了对
蒋泽霖的策反工作。但是，由于蒋泽霖的思

想顽固，不论李光庭如何开导、劝说他都不
为所动。李光庭考虑到蒋泽霖的秉性及曾经
对自己的帮助，决定给他一些时间思考。

正在这时，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的一个营
开到凯里，营长派副官与李光庭接洽，要求
驻扎凯里，被李光庭拒绝。副官再次来洽，
要求驻扎凯里郊外的响坳，李光庭方才勉强
同意。谁知这支国民党正规军与土匪无异。
他们在响坳驻扎后，就开始抢劫群众的粮
食、杀猪宰羊、霸占房舍。群众连夜向李光
庭报案，要求伸张正义，维护他们的利益。
这接连不断出现的问题，使李光庭承受着巨
大的压力。

早在王毅回到凯里之前，李光庭就知道
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的任务是抵抗解放军进军
贵州。王毅来到之后，李光庭安排王毅赴湖
南，将情况向解放军汇报。王毅即将启程
时，李光庭又获知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已计划
撤退，其中一部将经过重安、旁海、凯里向西
逃窜，敌人已不攻自破，遂取消了王毅湖南
之行，并计划当其撤退经过炉山境内时，攻
其不备，截击其尾部。但因情况不断变化，
李光庭的计划未能实现。现在其残部主动送
上门来，民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李光庭决
心打一场歼灭战。

当晚，李光庭找到凯里镇镇长吕国富，要
求其第二天早晨率部参加战斗。离开镇公
所，李光庭来到李长青家，两人商议对策，决
定由李长青第二天早晨派人到四乡通知地方
武装首领率队伍参加战斗。从李长青家出来
后，李光庭返回营房，与三个分队长研究作
战方案。经过分析，目前这支敌军约三百余
人枪，且全部是美式装备。相比之下，保警
队仅有百余人枪，且武器装备落后，无论人
数或武器质量，保警队都远不如对方。但战
争的胜负，人是决定因素，敌人目前已成惊
弓之鸟，战胜他们应该有很大的希望。

会后，各武装按照会上的要求将敌军包
围起来。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发现被包围
后，敌军的一挺机枪首先向三分队射击，火
力很猛。在敌军强大的火力下，攻击难以奏
效。双方经过几次拉锯战之后，形成对峙。
李光庭通过认真观察，命令胥荣亮指挥士兵
迂回到敌人的侧面，对敌人的机枪阵地进行
突袭。遭到突袭的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很
快火力被压制下去。战斗进行到下午 3 时
许，眼看固守难以坚持，敌副营长便带头突
围，被我方士兵看得真切，一枪击中其要害，
顿时昏倒在地。敌营长见突围无望，只得下
令举白旗投降。

凯里保卫战结束后，李光庭、李长青、陈
松禄再一次做蒋泽霖的思想工作，经过对其
分析当时的形势和讲明我党的政策，蒋泽霖
终于迷途知返，决定率部起义投诚。其间，
李光庭还成功策反了国民党炉山县邮政局
长、中统特务周立嶽，周立嶽在李光庭的指
引下，主动向中共炉山县委交出了无线电台
及密电码。

而自从李光庭离开炉山去凯里后，中共
炉山县委书记崔方亭，县长孙紫芳等人对李
光庭的处境异常担心。11 月 17 日，秦天真与
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徐运北途经炉山，在炉
山县委歇憩。崔方亭将李光庭的亲笔信交给
秦天真，秦看完信后，知道患难与共的战友
仍活着，万分激动。由于秦天真等肩负接管
贵阳市的任务，不能久留，临行前，他给李光
庭等人留下三条意见：一是要李光庭等协助
中共炉山县委解决炉山县全境的国民党武
装，接管各乡镇政权；二是筹备粮食；三是完
成以上两项任务后，李光庭赴贵阳工作。

秦天真等人离开炉山后，崔方亭、孙紫芳
对李光庭便更加关心。在接连一周的时间里
没有李光庭任何消息的情况下，11 月 22 日，
崔方亭与孙紫芳商量后，由孙鸿涛带路，崔
方亭亲自率领炉山县大队干部配合一连解放
军开赴凯里，接应李光庭。当崔方亭率部走
到万潮时，看见李光庭率保警队迎面而来，
见面后，大家都很高兴。李光庭告诉崔方
亭，李长青、陈松禄留在凯里发动群众，已经
做好了迎接凯里解放的准备工作。两人经过
简单的交谈后，李光庭率保警队向炉山县城
靠拢，崔方亭则率部继续向凯里进发。当天
下午，李光庭、蒋泽霖率领炉山县保警大队
由凯里开赴炉山县城，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孙紫芳及有关领导热情接待了起义投诚的保
警大队。崔方亭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县
大队干部也于当天下午到达凯里。凯里获得
解放。

（凯里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杨金科 撰稿）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凯里市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凯里党小组的革命活动
每次回到故乡，我都会到乡间小

路上走一走。天地清明，阳光煦暖，
轻风荡漾，草木芬芳。田里的庄稼绵
延而去，一直绵延到天边。远远看到
几个少年在田野里奔跑，他们的笑语
声在风中传送着，仿佛风铃轻响一般
悦耳动听。他们追逐着，有时停下来
互相逗引嬉戏，仿佛几只活泼跳跃的
小猴子，让整个田野活了起来。

我看得入了神，恍惚间觉得时光
仿佛来了一场大交错，我瞬间变成
了少年的模样。时光中那些模糊的

影像一张张清晰起来，那些单纯的笑脸又一次浮现
在眼前。“阅尽千帆，归来依旧是少年”，真的是如
此。美好的少年时光扎根在心里，每一次回归，都
会唤醒那些芬芳而柔情的记忆。无论你经历过怎
样的岁月流离，经历过怎样的人生起伏，只要回到
自己启程的地方，一切都会瞬间归零，曾经的一切
陡然间苏醒，你依旧是那个陌上听风少年郎。

记得少年时代，田野是我和伙伴们的天堂，阡
陌间留下我们数不清的脚印，也留下我们数不清
的笑语。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狭小的屋子
关不住一颗颗少年的心。而田野里有庄稼生长，
有陌上花开，有参差绿树，有蜂蝶起舞，有虫蚁活
动，有小兽出没……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精彩纷
呈的世界，每一种事物里都藏着无限乐趣。神奇
而丰富的大自然，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由大自然引领而获得的快乐，都是最健康阳光的
快乐。那些纯天然的快乐，牢牢地吸引着我们。
我相信，每一个在乡间长大的人，都会对那段纯美
岁月充满感情。无论他以后走到哪里，经历过什
么，始终都会保持一颗简单纯粹的初心。

那时候，我们在田野里打猪草，采野花，捉虫
子，追野兔。有时候爬到树上招摇，有时候站在坡
顶高喊。有时候我们奔向最高的土坡，俯视生机勃
勃的田园风光。居高临下，我们个个觉得自己成了
大英雄，仿佛觉得世界都在我们脚下了。我们冲着
远方高喊起来，希望村庄以外有个更大的世界来收
留我们的声音。脚踏熟悉的土地，我们萌生出去远
方的愿望。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奔跑中，好像
脚步很难停下来。阡陌交错相通，跑起来特别爽
气。可以由麦地跑到桃园，可以由菜园跑到河堤。

虎子是我最好的伙伴，他奔跑起来简直像豹子
一般，身姿舒展而优美。他跑得最快，我追不上
他。我一边跑，一边冲他喊：“虎子，你听到风声了
吗？呼呼的。”我想让他停下来等等我。可虎子一
刻都不肯停下来，他边跑边回应我：“跑起来才有呼
呼的风声呢，停下听不到！”单纯的少年，在田野里
撒欢儿，释放着身体的能量，享受着最简单最纯粹
的快乐。那种快乐，只有与自然亲近才能获得。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坐在田埂上，默默地看草
长花开，看蜂飞蝶舞。我发现，停下来也能听到风
声。安静的时候，风声是那么清晰，忽大忽小，忽远
忽近。风过田野，草木们也发出细微的声响，那么
亲那么近。我竖起耳朵听，感觉风是一阵一阵的，
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觉得时光就在这风声中缓缓
流逝了。陌上听风的少年，品味到一种微甜的味
道，那是少年时光的味道。

流年似水，岁月更迭，转眼间陌上听风的少年，
已然成为岁月深处的剪影。但那份美好的情怀，永
远留在了心底。

陌上听风少年郎
○王国梁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云：“暑，热也，就热
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
小也。”

夏至过后，按照农历节气，当属小暑了。暑即
为炎热，当然暑分大小，热也分高低，小暑还不是一
年中最热的时候，所以谓之“小”。

暑，在孩童时代，还意味着暑期假期的开端。
夜傍无事，常常会沿着屋檐四周捉蟋蟀玩。“温风
至，蟋蟀居宇，鹰始鸷”，这是小暑的节气特点，也是
农时送来的自然风物。不过这个时候，这么热的
天，不在家消暑，却在屋檐捉蟋蟀，多半会有母亲的
呵斥。小暑之后，难寻清风，所谓的消暑，也不过是
母亲蒲扇里摇出来的阵阵清风。

“小暑至，伏天近”。以往在家的时候，大人们
总会这么说。夕阳落下，吃过晚饭的农人，难得坐
下来闲暇的时光，都会感叹即将难熬的“三伏天”。

“小暑逢庚数头伏”，虽然还未到伏天，但是“小
暑大暑，上蒸下煮”，炎热自不必说，小暑已经早有
了伏热的潜质。关键是这一时期，对于农人的考
验，对于作物来说却是惠泽。气温的升高，伏旱之
际，正是作物生长旺季，农人的管理不可缺少，不论
天气多么潮湿闷热，都不能误了农时。大自然的考
验，熬过去了，总会有秋天的瓜果飘香谷满仓。

老一辈人对于农时的敬畏是时刻放在心头，践
行在生活中的。小暑开始，无论是多么艳阳高照，
父母他们下地总会带上雨具。小时候，打谷场上，
父母也会时刻叮嘱我们要注意“跑暴”天，注意收好
稻谷。

在我的记忆里，早稻收割的季节，正是这一时
期。父母亲在田间收割，我们则在打谷场上晾晒。
但是这高温配着阵雨组成的“跑暴”天，总会突如其
来。已经熟悉了农时的农人不会措手不及，斗笠早
已备好，哪管它风雨。但是打谷场的我们，每一次

“跑暴”天，抢收稻谷都弄得灰头灰脸，汗水夹着雨
水，每一次狼狈不堪。

伏天近，还体现在母亲的厨房里。无论从前还
是现在，这时候的中餐多半是已经煮好放凉的稀
粥，配的小菜则是苦瓜。母亲也总会告诫说，夏暑
伏天，要多吃苦，可以清热解毒，可以凉血泻火。这
么多年来，无论是以前在农村，还是现在城市，母亲
在饮食上，依然保持着对农时的敬畏。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远离故乡的道路上，把
这些敬畏都弄丢了。

小暑至，伏天近
○ 李育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