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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黔东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两次进入黔东南，转战从江、榕江、黎平县境，
写下军爱民、民拥军，共同对敌、打击军阀的战
斗诗篇。红军所到之处，传播革命真理，实践
党的民族政策，播撒革命火种，在苗侗各族人
民的支援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在党的光辉
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红七军
转战榕江留下影响深远的“三个第一”，在贵州
现代革命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1929 年 12 月，由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
韦拔群、陈豪人，雷经天等人领导举行百色起
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红
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
任政治部主任，全军辖三个纵队，人数 4000 多
人。起义后即遭受众敌围攻，因连续作战，伤
亡很大，弹药物资被敌人抢掳，物资匮乏，弹药
不足，人员需要休整补充，给养需要添加补
给，1930 年 4 月，红七军决定离开广西，向贵州
进军，攻打王家烈囤积军械粮草要地——榕江
县城。

榕江城旧称古州，“清雍正七年始行开辟，
定名为古州”，位于都柳江畔，有“黔省东南锁
钥，苗疆第一要区”之称，曾是清朝贵州四大
军事重镇之一。它三面临水，城西靠山，水运
便利，历为黔桂水上交通枢纽，商业贸易颇为
发达，是黔南重镇、鱼米之乡。时为国民党 25
军军长、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勤基地，囤积有
大量的军用物资，王家烈把妻子万淑芬和儿子
也安排居住在榕江城内。为争夺对湘西的控
制权，此时王家烈率黔军主力正在湘黔边境忙
与湖南军阀何键大动干戈，只留下兵力不全的
一个团驻守榕江。4 月 28 日，红七军军部及所
辖第一、第二纵队 3000 多人（第三纵队队长韦
拔群及其所属部队仍留守东兰根据地）在总指
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的率领下，经荔波，从从
江县长牛、百朵等月亮山区进入榕江加宜、九
秋，29 日抵达城南 15 公里的腊酉寨。4 月 30
日，红七军兵分三路进逼县城，对县城形成三
面包围之势，西山寺战斗首先打响，拉开了攻
克榕江城的序幕。上午 9 点时分，在城南指挥
攻城的张云逸军长发出了总攻命令。霎时，三
路红军一齐开火，硝烟弥漫了整个城头。此时
守城兵力虽只有国民党黔军 25 军副师长史远
勋率黄生源团和县团法警 700 余人，但古州城
是用质地坚硬的红砂石“建筑城垣”，设有箭楼和炮台，有“坚如磐石，
固若金汤”之称。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发起多次进攻均未奏效，
经过 3 小时激战，攻城未下，为减少伤亡，红七军暂停进攻，双方形成
对峙胶着状态。关键时刻，李明瑞、张云逸、李谦（一纵队司令员）等
首长亲临前沿阵地，认真观察敌情，然后召开会议，分析战斗形势和
敌我力量，制定了佯攻东门、重点进攻城南和城西北的攻城新方案，
军部还提出了“攻下榕江城，庆祝‘五一’”的战斗口号，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李明瑞总指挥指派军部特务连连长李天佑
担任登城突击队队长。在后续部队陆续到齐后，张云逸军长发出命
令，由一纵队主攻，二纵队佯攻，下午 3 时，红军多路突击队发起猛
攻。此时，城郊附近的各族群众，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听说是打“坐
镇师长”史远勋的，纷纷前来支援红军，有的为红军送来楼梯和其它
器材，有的为红军护理伤员、抬担架和掩埋烈士尸体。甚至有一些妇
女身背小孩，前往阵地为红军送水送饭，红军战士深受鼓舞。在炮火
机枪的掩护下，东门佯攻部队首先发起猛烈进攻，城南、西北主攻随
后展开，特务连连长李天佑（1955 年上将军衔，总参部副总参谋长）带
着突击队冲向枪弹密集的水洞卡城墙，挥舞大刀，手持短枪，奋力登
上爬墙的云梯，他率部第一个在城南打开缺口，占领城门。随后大部
队涌入城内，与敌展开肉搏战，敌副师长史远勋眼看大势不妙，带着
残兵 100 多人向黎平方向溃逃。年仅 16 岁、首破城门的特务连长李
天佑被总指挥李明瑞夸奖为“红七军中的小老虎连长！”。下午 6 时，
战斗全部结束，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红七军军旗高高飘扬在榕江
城头。

榕江战斗，红七军计歼敌5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子弹十万余
发，大炮 2 门，无线电台一部（当时贵州仅有 2 部，1 部在贵阳），驮马
500 多匹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在战斗中，红军伤亡300 余人，连长
杨光，排长徐汉章，战士黄汉琪，阮金辉，卢金荣，梁泉等壮烈牺牲。

5 月 1 日上午，榕江地方商会人士推举代表将各商号老板帮助
筹集的两万多银元送到军部献给红军，李明瑞、陈豪人等亲自接见
表示谢意。9 时，云消雾散，阳光灿烂，红七军政治部在县城镇台衙
门广场（今五榕广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红军攻克榕
江祝捷大会。到会各族群众和红七军将士近万人，个个喜气洋洋，
兴高采烈。红军宣传革命真理，号召全体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
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红军还把没收大地主龙三元的
财物分给群众，群众心情激动，欢欣鼓舞，当即有数十名热血青年报
名参加了红军。红七军在榕江筹得军饷十万余元，休整了三天后，
携带着战利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兵分两路沿都柳江顺流而下，
向从江、广西进发。

“春季里来百花香，红军到来打榕江，三声大炮轰南门，坐镇师长
逃车江。夏季里来柳丝长，红军进城安民忙，‘五一’召开庆祝会，军民
同欢情谊长。秋季里来桂花香，团防局长把命丧，又分地主物和米，群
众个个喜洋洋。冬季里来白茫茫，红军走后人遭殃，王家烈把榕城占，
红军恩情似水长。”这首在榕江县广为流传的《四季歌》反映了红七军
转战榕江的情形，表达了榕江人民对红军的深切爱戴和怀念。

红七军是最早进入贵州开展革命活动的红军部队。红七军在
黎、从、榕发展人民武装、创建红色政权、打击军阀劣绅的系列革命活
动在贵州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的活动内容及其革命
思想，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对启发各族劳苦群众的革命觉悟，鼓舞
人们的革命信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给黔东南各族人民带来了光
明和希望。它不仅打击了黔桂军阀的反动统治，扩大了红七军的政
治影响，而且使全体指战员经受了一次战斗洗礼，提高了战斗素质。
榕江战斗是红七军建军以来取得的第一次最大胜利（也是入黔取得
的第一次大胜利）；榕江是红军入黔攻占的第一个县城；红七军在榕
江召开的“五一”祝捷庆功大会是贵州省最早、规模最大的“五一”庆
祝集会。这“三个第一”使得红七军转战榕江的革命活动在贵州现代
革命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贵州现代革命史讲座》将“红七军转战黔
东南”列为第二讲，对其重要意义和作用予以肯定。《中国共产党贵州
历史（第一卷）》将“红七军在黔南、黔东南开展的革命活动”列为第三
章第一节编写，对红七军转战从江、榕江、黎平县，特别是榕江战斗和

“五一”庆祝集会给予了翔实记述。《贵州政协报》载：“曾参加此战的
后来成长为共和国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的红七军将士，都高度评价
了榕江之战，认为此战是百色起义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中
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将其列为 1930 年大事记述：“红七军在榕
江县城召开有 8000 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
是贵州省首次公开庆祝劳动人民的节日。”

滔滔都柳江，巍巍月亮山，见证了当年红军的英雄业绩，岁月沧桑，
九十年后的今天，在这片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积极贡献、曾经抛洒过
英雄热血的神奇的热土——榕江革命老区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黔
东南人民永志铭记红七军的英雄业绩，红军精神一直并将永远成为苗侗
各族人民在迈步新征程中团结奋进、赶超突围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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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上的秘密
—— 天柱县邦洞镇牲畜市场的“无语贸易”

图 / 金可文 文 /吴国雄

在天柱县邦洞镇牲畜市场，有一种特殊的手法，由“勾”“扳”“缠”“引”“捏”
组成，是邦洞牛市上交易的秘密手法。

这里的牛市交易在全国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牛客们来自广东、浙江、四
川，最主要还是来自湘黔一带。这里最独特之处就是没有赤裸裸的喊价声。问
价还价全靠手捏，双方的手法不断变换，价钱也随之发生变化，讨价还价全靠变
化多样的“捏”，一切都是在默默无语中悄悄进行着，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内里却
已是腥风血雨了，脸上表情的不屑、失望、满意、惊喜全表现在手指一屈一伸中，
而牛则在旁边静静的待着或看着自己的主人，全然不知自己马上就要易主了。

交易时手指的“捏”法是有规律的，并且具有形象化，同一个手指因牛的价
值不同而捏法不同，通常情况下，捏一个手指表示一个单位，捏两个手指表示两
个单位……以此类推，价的数额就根据市场行情而定，比如说现在的牛的单位
都是以“千”为计，如果捏五个手指，那么对方就应该明白这头牛的价格是 5000
元，当然，价格是千变万化的，当价格遇到六、七、八、九时，手指的捏法就发生
变化了，比如“八”就是张开食指和拇指，其余的三指屈于掌心，其他每一个数都
有固定的捏法。

然而，在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还保留着这一独特的全国仅有的“无语贸易”。

酸汤，是苗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菜肴，
所以，黔东南山区民间有“三天不吃酸，走
路打捞穿”之说。

关于酸汤的起源，各地有着多种说
法。而在下司的传说中，“清酸汤”则起
源于清水江航运黄金时期，距今已有一
两百年。

那时，承载江西、浙江、福建、“两广”
和“两湖”货物的千百船只由东而来，于此
起岸，然后进入黔滇，而云贵两省的土特
产品集中到下司之后，亦由船只运达湖南
洪江、常德，再过洞庭湖直达武汉、江浙。

据说，当时从湖南洪江逆水行舟到达
下司，一般需要 15 天的行程。然而，由于
江上往来船只密集，生活垃圾全部倒入江
中，随处可见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污物，河
水受污较大，加上江水时常暴涨，所以，船
上的饮用水必须自备。

于是，为了节约用水，船夫们经常将
淘米水和洗菜水等，用水坛子积存下来，
下次再用。

但是，时间一长，船夫们发觉用积存
水煮出来的菜，竟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

开始时，大家很不习惯，有些人甚
至产生呕吐感觉。然而，船上条件毕竟
有限，只要吃了不死人，人们也就“入

船随俗”。
但接下来奇怪的是，船夫们都觉得

吃了这种酸水，非但不生病，反而对这种
酸味产生依赖，以至于没了酸味还吃不
下饭。

久而久之，船夫们便发现这种酸味来
自于积存水的自然发酵。它发酵时间不
宜过长，以2至3天为佳。不然，过长发酵
就会发臭。于是，大家用存水煮菜渐成习
惯，最初的清酸——“存水酸”便出现了。

再后，“存水酸”逐渐在清水江沿岸流
传开来。其中，下司作为大码头，自然成
为“存水酸”的登陆之地，进入了厨房。

随后，“存水酸”在下司越传越广。人
们在常年的实践中，又逐渐掌握到用淘米
水起酸的工艺，这使得汤液比以前更加清
亮纯正，因而称叫“清酸”。

以后，又经过长期的摸索，聪明的下
司人终于总结出“延用酸根、勤添米水、稳

定温度、高温杀菌、避免油污”等一套工
艺。这种工艺，保持了清酸的稳定。

下司人都很注意护养自家的酸汤。
因为她们知道，不护养的话，酸汤就会酸
败，失去酸香味而变坏、变臭。因此，她们
经常添加热米汤。

当然，“清酸”汤液有了，但这只是吊
汤的基础原料。要想煮成上口的酸汤菜，
还得有小白菜、瓜果、豇豆、西红柿、豆芽
等新鲜蔬菜，乃至于在酸味浓淡的调兑、
菜素的搭配、佐料的选用、材料入锅的先
后以及煮沸时间的长短等，都得有讲究。
也因此，下司家家的酸汤菜端上桌来，汤
汁如潭、菜素黄亮、酸香沁人、鲜嫩爽口。

至此，“存水酸”在下司演变成为一道
独特的“清酸”美味，飘香一地。

“清酸”汤虽为常品，但它在下司已经
衍生出一道神秘的文化，有着一些不成文
的民间规矩。首先，人们相互讨要时，讨

要者不能揭坛自舀，而必须由送者揭坛舀
给；其次，讨要者只能说“要”或“找”，不能
带有“请”字。要是说了，或许遭到送者的
婉拒；再次，讨要者取得后，不能道谢，返
身就走。要是谢了，送者也会不高兴。人
们认为，酸汤既然是最为普通的品料，不
足为谢，礼请反而有伤人格。

说起下司酸汤的出名，还得感谢过去
的几位老阿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随着
下司成为湘黔公路上的一个重镇，往来就
餐的旅客真是不少。“桥头合作饭店”的这
几位老阿姨把酸汤菜煮得汤清菜亮，煮出
几大桶，任随顾客们取食。于是，“到下司
桥头吃酸汤”成为来往旅客挂在嘴上最多
的一句话，从而一传十，十传百。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蒸煎炖炒
的大鱼大肉已经感到厌腻，精明的下司
人于是推出清酸煮鱼、酸汤梭肉等火锅
餐。这种煮法，食而不腻，饱而不厌，所
以食客们蜂拥而至。由此，下司饮食业
再次蓬勃兴盛，由店而楼、而庄、而城、而
街。每日，小车如梭，食客熙攘，座无虚
席，逐渐将酸汤臻成品牌。人们只要提
起下司，就会想起酸汤鱼；只要想吃酸汤
鱼，就会想到下司。“酸汤鱼”因此成为下
司的代名词。

下司“清酸汤”传奇
○ 通讯员 杨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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