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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他将村里的农田改

成茶田，自己辛苦经营一大片茶

田。儿子长大后参军，退役后回到

信阳市开茶叶店。2008 年到儿子

回到山上，和父亲共同经营茶场。

茶农采茶，他们父子俩收购，在自

己的茶叶制作车间精心制作。儿

子还在信阳职业技术学院的天元

宾馆培训农民厨艺、制茶、汽修。

茶农散户的茶叶销售不出去 ，儿

子就替他们跑销路。陈支书说，儿

子返乡创业成绩突出，受到了上

级领导的表彰，说话间，他拿出儿

子的奖杯和证书，什么“信阳市浉

河区第一届技能人才”，什么“大

美浉河人”……看着这些金灿灿

的奖杯和证书，我感受到陈支书

和儿子两代人的勤劳和智慧，正

是这些茶乡儿女的努力，信阳茶

叶一步一步地走出大山，走向世

界。他们没有辜负四望山得天独

厚的条件，将四望山的茶产业做

大做强。喝完了茶，陈支书带领我

们参观了他家的毛尖制作车间，

陈支书说，我们几天前要是来这

里，这些机器都在忙碌地工作着。

此时，杀青机、揉搓机、烘焙机、烘

烤机，一行行，一列列，都在静默

着，它们在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里

有它们今年的忙碌，有对来年的

憧憬。

走出了茶叶制作车间，我向陈

支书说明了另一个来意：今天来

四望山除了观赏茶园，还想在这

里追寻红色足迹。陈德富支书说，

不能想当然说四望山是革命圣

地，咱们需要用事实说话，他起身

拿起茶杯带我们前往寻找红色足

迹。车子在蜿蜒的山路行驶，大约

5 分钟后，陈支书说停下来。走下

车子，看到一栋高高的青砖黛瓦

的房屋，原来这是新四军第五师

旧址，打开手机，查看一下地理位

置，位于胡岗村龚家湾。踏上高高

的台阶，走进大门，这是一个 20 几

间房屋围成的四合院，斑驳的墙

壁彰显岁月的沧桑。墙壁上书写

“军民团结一家亲”“共产党万岁”

“干革命只靠毛泽东”，这些标语

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最后一排房子正在翻修，工人

们正忙碌地在房顶铺上檩子，地

上堆满黑色的瓦片。陈支书说，新

四军第五师刚来时，这儿还是一

座寺庙。

1939 年 1 月，李先念同志率

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

四望山，汇聚鄂豫边区抗日武装，

整编为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

队，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9 年 11 月，中原局在四望山召

开会议并报中央批准，成立中共

鄂豫边区党委，统一领导鄂豫边

区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后，中共鄂

豫边区党委领导的鄂豫挺进队改

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由于豫南地

区是一个孤悬敌后的战斗区域，

没有巩固的后方，日军负隅顽抗，

斗争环境尤为复杂和艰苦，以四

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作

为鄂豫边区的第一个立足点和重

要组成部分，在鄂豫抗日根据地

的创建、巩固、发展中，一直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望山作为新

四军的指挥中心，一山一石都浸

透了革命先烈的鲜血。

参观了指挥部旧址，陈支书带

着我们一栋两层楼前，彭大姐说，

这是她小时候读书的村小。查看

一下地图，这栋楼房坐落在胡岗

村小溪沟。穿过这栋两层楼，就看

到一个由几十间房屋围成的大四

合院。陈支书说这就是新四军第

五师医院旧址，当时叫黄家祠堂。

一律的青砖黛瓦，雕梁画栋，院子

种植有花草、低矮的树木，正中间

建的有木结构的亭子，四角翘起。

陈支书说，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

落后，药品少，房屋不够用，普通

士兵受伤了，得不到及时治疗。得

知这种情况，女革命家危拱之独

自下山，采买药品。站在四合院的

正中间，环顾这座建筑，我仿佛听

见我们的战士轻轻地呻吟，依稀

看见我们的白衣天使来回穿梭抢

救伤员的身影。

从医院旧址出来，车子七拐八

拐，就到了一座大山脚下，陈支书

说，从这儿上去就可以到达祖师

顶，山上有寨子，可惜都坍塌了。

站在半山腰，遥想一个世纪前，一

个夏夜，一个年轻人来到祖师顶

的寨子里，他中等个子，穿一袭杭

州绸布青衫，白净面皮，剑眉下二

目炯炯有神，手摇一顶凉帽当凉

扇。此人就是王伯鲁，受河南省委

豫南特委派遣，八一南昌起义失

败后，为配合赣、湘、鄂、粤、闽农

民暴动，来到四望山争取农军的

力量，发动农民起义。

四望山位于信阳城西南 90 华

里，鄂、豫两省交界地带。这里重

峦叠嶂，隐天蔽日。高山四周耸

立，中间形成一个盆地，内有良田

400 多亩，通往山里有 3 条小路，

皆为天险隘口。北路经杨家寨可

通冯家庄，南路通湖北，有婆婆寨

雄踞关口，西路过龙门新店到信

阳城。杨家寨与冯家庄劣绅联成

一气，对祖师寨上乡民最大的威

胁。

1927 年 11 月下旬，王伯鲁和

黄修允扛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

一举打掉杨家寨。后配合山上婆

婆寨的北乡光蛋会，纵横驰骋信

阳县西南与西北，开创了以冯家

庄为中心的红色区域。

这座曾是王伯鲁、李先念的大

本营，又留下刘邓大军足迹的祖

师顶，数十年风雨剥蚀的今天，她

该以怎样的姿态，向世人描述她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风云呢？

从祖师顶的山脚下折返，走了

一段路，路边草木蓊郁，陈支书说

这儿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枪械所。

我很诧异，这儿没有房屋啊。陈支

书说，树林中原先是有房屋的，后

来房屋坍塌了，没有人维修，时间

久了就自然消逝了，甚是惋惜。接

着陈支书领着我们观看了新四军

第五师后后勤部，他说后勤部就

是这四间瓦房。顺着他手指的方

向，斑驳的土坯墙，青黑色的瓦，

门口的长廊上堆满了劈柴。问问

陈支书，后勤部做什么，他说给战

士们供应粮草、衣物、印制钞票。

走到一处宽敞的地方，陈支书说

那儿是机要室，用以向外面发送

电报，传递信息。

从山顶下来，我们回到了陈支

书的茶场，这时看见屋子里多了

一个汉子，陈支书说，这位先生也

姓高，在这四望山流转几十母土

地，开发四望山红色资源，现在正

在建设公路。

高先生说，70 多年过去了，新

四军第五师的后代们，于 2019 年、

2020 年来到四望山，追寻他们祖

辈当年的足迹。我想，四望山看着

这一群人，或许能看到熟悉的面

孔或者熟悉的一双眼睛，他们，是

他们的化身，她和他们深情地对

望。

今天，我走过王伯鲁当年走过

的足迹，走过李先念当年的足迹，

在爬满青藤的瓦砾上凝眸盘桓，

听陈支书用四望山农民拿特有的

纯情，缓缓地弹奏着一曲又一曲

慷慨悲歌！遐想着这脚下每一寸

土地、每一块山石上所镌刻的血

与火的动人故事。

不知何时，太阳向山那边落

下。此刻，一抹斜晖，透过层林，飘

落在依稀可辨的九炮台遗址上，我

们站在四望山的一处高地向远处

眺望，云蒸霞蔚的四望山近谷远

峰，显得无限的幽深、辽阔。远处吹

来的，是荡漾着一树树茶叶馨香的

清风，这徐徐的清风，这诗意般的

落照，以及满山满坡开得正旺的金

银花似乎也在向我们述说着一位

农民起义领袖、一位新四军首长的

如烟往事呢？ （完）

去 四 望 山（二） 赵思芳

稻 草 人
光山县 李胜志

下辈子

我要做一个稻草人

没有痛苦

只有幸福

站在田间地头

不说话

也不思考

做做样子

就能守护一片庄稼

披上蓑衣

戴上草帽

手执竹竿

指向贪吃的麻雀

让它们望而却步

不敢造次

一阵大风吹来

左右摇摆

前仰后合

我越来越生动

那些被风吹落的鸟儿

匍匐在我面前

像一群做错了事儿的孩子

惊恐万状

等待我来处罚

我自豪

我骄傲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短短的一个季节

足以成就

我破烂不堪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