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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绣 林林

•红色故事•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调集大批兵力，收缴日
伪军用物质，占领军事要地，大举进攻抗日根据
地，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

守卫在桃花山一带的江南挺进支队，经常遭
到驻守调关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了保存实
力，江南挺进支队奉命北撤。1945年9月12日，
郑怀远率江南挺进支队的一个连在撤途中遭国
民党军队的袭击。支队突围至江北，编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江汉军区三军分区58团第二营。石公
华地区党政机关亦相继北撤。不久，石公华根据
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1946年9月初，根据湘鄂边区特委关于“坚持
地下斗争，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迎接大军南下，
解放全中国奠定基础”的指示精神，展开了艰苦
的游击战争。

1949年3月，江北大片土地被解放，中国人民

解放军主力直抵长江北岸，积极准备南渡，解放
江南。国民党为挽救败局，调集重兵沿江布防。
国民党派332师96团驻守调关、塔市驿一线，并
派一个营驻守调关渡口。

1949年6月上旬，郑怀远率江汉军区三分区
独立团，由塔市驿一线渡过长江，直取调关。此
时驻调关一带国民党军2175、2176两个师，仗着
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向独立团反扑。为减少伤

亡，郑怀远率部回师江北。与此同时，曹健、樊金
保、杨震东分别率领县直各机关领导30余人和县
武装大队两个连的兵力，乘坐五只木船于调弦河
保和坛过江。因调关、焦山河均有国民党重兵驻
守，曹健、杨震东只得领部返回江北，留下朱得藻
等4人在调关一带秘密活动，他们以来家铺为中
心，联络了抗日时期的党员王介夫、汪福堂、曹王
坤、马永发等人，组建了焦调区中队。

1949年7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沙市、宜
昌等地连战告捷，驻调关等地的国民党 2175、
2176部队闻风丧胆，逃往澧州，调关地区仅留下
了石首保安团和从监利逃来的部分保安人员，守
备力量非常薄弱。7月14日，三分区独立团由郑
怀远率领，在大炮的掩护下，从八十丈顺利地渡
江登陆。一登岸，八十丈的乡保安队就投了降，
接着，部队向调关发起了进攻。

防守调关的石首、监利两县保安团约百余
人，凭着坚固的工事进行抵抗，守敌利用泥土石
块、黄桶装水堵住街口,企图阻止解放军独立团前
进。于是，郑怀远派出一支小分队，在火力的掩
护下，迂回至敌军侧面，拆掉了调关几家民房用
芦柴围成的墙壁，在背后偷袭保安团。在三分区
独立团的前后夹攻下，保安团阵线崩溃，被一举
歼灭，调关人民终于迎来解放。

印象调关
□ 刘军胜

调关人民迎解放
□ 陈新荣

编者按：调关，是石首的东南重镇，历史悠远，文化厚重。知音故事的美丽传说发源于此；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色首府落定于此；北宋年间石首分出建宁两度分别置
县，建宁治所位于今天的槎港村。为发掘调关的“知音文化、红色文化、古城文化”，展示调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应调关镇镇政府邀请，在公元2021年新年到来之际，石首
市作家协会组织送文艺下乡“走进调关”创作采风活动，瞻仰李兆龙故居，凭吊调关烈士陵园，寻访湘鄂西革命遗址公园，踏勘调关矶头，感受知音文化……本期特编辑一组
作品，集中展示，以飨读者。

杜预定江南，
开凿调弦河，
力避洞庭险，
造福鱼米乡。
伯牙楚修聘，
东下调弦口，
抚琴遇子期，
高山流水长。

古镇石板路，
岁月多蹉跎，
周贺赴鄂西，
工农红旗扬。
热土燃烽火，
诞生四将军，
首府纪念碑，
英烈耀荣光。

九八抗洪急，
朱总赴矶头，
军民鱼水情，
合力苍龙降。
担土垒沙包，
泡面填饥渴，
昼夜严防守，
洪魔遁大洋。

清秀槎港山，
建宁美名传，
新村伯牙口，
知音文化廊。
红色斑竹岭，
先驱李兆龙，
禅地黄陵庙，
代表聚会商。

沟港河渠多，
湖泊青山阔，
农业产业化，
鱼虾满田塘。
畜禽放鹿牛，
果业种红提，
北湖稻米香，
生态绿色徉。

宽敞敬老院，
明亮花校园，
调鲁阳关道，
商贸通鄂湘。
低价农用电，
火热广场舞，
公仆赤子心，
富民著华章。

•诗 歌•

春归（美术）作者 秦德炎

紧傍S221公路
披甲湖是鄂南一个小村
编织土地的乡民
茁壮在湖北的水土
却多是沅湘的后人
先辈久远的移民故事
点亮无数个茶余饭后
北来的风南来的雨
送来一年年五谷丰登
看那中谷金黄晚禾青青
上苍神来之笔，给村落的眉眼
点染一片水碧山青

辣椒酱发酵的民风
勤劳骠悍齐心。南腔北调
揉制出一湾旖旎的乡音
品咂风情，这一方的女子
粗门大嗓言词掷地有声
她们的神色流光溢彩
柔媚掩不住豪情。推杯换盏
这里的男人从来难得喝赢女人

公路拓展舒畅了披甲湖的腰身
修路工人来自黄河之滨
一个细雨菲菲的午后，在农户庭院
他们采走一捧太阳花花籽
说要把这里的传说和亮丽
播撒到燕赵大地中原秦岭

李兆龙(1898—1928)，石首市调关镇原
斑竹岭村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中国共
产党，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后由
恽代英介绍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李兆龙在周逸群的领导下，在石首调关
镇建立第一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方红色
政权。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省著名
的工运、农运、军事斗争的三料领袖。

针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国民党采用
普遍“清乡”的办法，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严峻形势下，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
机关被敌侦破，李兆龙不幸被捕牺牲。

查百度及许多的地方党史资料，记载关
于李兆龙是如何牺牲的内容基本一致：

“5月的一天（后考证为9日），鄂西特委
在沙市“四海春”酒楼举行秘密会议时，李兆
龙为掩护周逸群脱险,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
刑拷打面前，他威武不屈，慷慨就义。”

然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8年版）；《周逸群传（修订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贺龙传》﹙当
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等书籍，关于李兆
龙是如何被捕牺牲的，则有不同的记载。

《周逸群传（修订本）》载：5 月初旬（9
日），鄂西特委负责人在沙市解放路刘大巷
内的“四海春”酒楼召开秘密会议时，由于叛
徒的出卖，遭敌人突袭，特委负责人张计储、
魏亮生等不幸被捕。

5 月下旬，周逸群闻讯后，立即赶至沙
市。周逸群到达沙市，立即与特委幸存的委
员曹壮父、组织科主任等研究，组成了临时
特委。

不知怎么走漏消息，沙市反动当局严密
搜查鄂西临时特委机关，并四处张贴布告，
悬赏捉拿周逸群、李兆龙等人。

不久，特委机关又被敌人发现了。一
天，他们正待转移，不料敌人已堵住了大门，
李兆龙为了掩护周逸群从后门逃走，挺身出
来与敌周旋，不幸被捕牺牲。

特委在李兆龙牺牲后，为保证特委机关
的安全，为便于与党中央和省委的联系，将
特委机关迁往宜昌。

1929年5月周逸群在《中共鄂西特委关
于组织状况的报告》中，较为细致地向党中
央说明了鄂西特委机关在沙市被破坏的原
因和经过：

“特委第一次沙市机关破坏，系地点太
久，且不注意自己的行动，被敌人侦悉，致破
获两处，牺牲省委关学生（参），特委张计储、
魏亮生，CY特委张光杰，江陵县委彭之任、
李兆龙、X振青及工人同志七、八人。”

据以上书籍、文件资料中不难看出：
一是1928年鄂西特委机关是两次在沙

市遭到国民党破坏，牺牲惨重。
《周逸群传》对李兆龙被捕过程的记载

与周逸群给党中央的报告是一致的。
二是李兆龙被捕导致牺牲的地点不是

在“四海春”酒楼，而是在特委机关的另一处
地点。

三是李兆龙的确是掩护周逸群不幸被
捕牺牲的，但很多资料把被捕的地点记载
错了。

四是李兆龙当时的党内职务是江陵中
心县委书记，不是鄂西特委负责人。鄂西特
委与江陵中心县委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国民党在“四海春”酒楼破坏的是鄂西特委
非江陵中心县委。

可见，严峻形势下，设在沙市的中共鄂
西特委机关被敌侦破后，时任江陵中心县委
书记的李兆龙为掩护周逸群脱险不幸被捕
牺牲。

客车经过了滑家垱，徐小尘睁开眼就看到路
旁郁郁葱葱的树木。阳光从遥远的天空里倾斜
而下，铺成无形的瀑布。一束束光带穿透肥大的
枝叶又显出原本的色彩，形状不一的光晕缓慢的
跳跃着。

正是初夏，远处是晒的金黄的油菜花，地里
几个孩童在打野仗。田坎上带着草帽的农夫挑
着扁担晃晃悠悠的走着，徐小尘的心也随着扁担
晃晃悠悠起来。马上要到故乡的地界了！

收回目光，他盯着玻璃上的脸仔仔细细的瞧
了起来，习惯性的皱眉让额头隐约有了皱纹，无
节制的熬夜让眼睛黯淡无光，蒜头鼻子下胡渣子
包围住一瓣厚嘴唇。

暖阳烘的乘客昏昏欲睡，只有司机哼着瞎编
的小曲，“伯牙遇子期，调弦得知音，杀猪的赶上
吃肉的，跑车的碰到修路的，那爱打麻将的小嫂
子哟，摸起四个癞子，她一脚就来油哦，咿呀呀嚯
咿……”

徐小尘心想司机肯定是自己的调关老乡
了。他有知音吗？他一定有，不然他怎么这样快
活……

徐小尘也有知音，当初镇上搞培训班，组织
专家过来给他们这些养小龙虾的上课，指路碑的
四毛、雨花村的喜香、武显庙的春生，大家嘻嘻哈
哈坐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稀奇咧，摸泥巴果子
还要学校教？”，徐小尘吊儿郎当的靠在椅背，手
搭在隔壁的强狗子肩上。

专家是个老教授，管不往这群撒野马驹似的
年轻人，于是找来卢镇长。

卢镇长来了就拍桌子，“是哪个狗日的最跳，
给老子站起来”。徐小尘不作声，四毛喜香们也
垂着头。

“镇上出钱，跟你们请最好的专家，带你们
发家致富，你们不想好。不想好就算球，以后调
关的丫头子都嫁到外头去，你们就在屋里打光
棍。”

卢镇长喝了口水，缓了语气说，“你们都是各
个村里头，最出色的年轻人，爷爷辈都是打过鬼
子的老红军，我不会让老革命的后代挨苦受穷，
市里的年轻人，开奔驰宝马，你们也要好好学好
好搞，争取明年后年开回来。”

一席话说的这些年轻人面红耳赤，是啊，为
什么别人有板眼？于是，这群打小不爱学习的铜
油罐子，慢慢的规矩起来。

培训班搞了一个月，卢镇长闲暇时间常跑

来。他比这些摸泥巴的更懂泥巴，比养小龙虾的
更懂龙虾，什么熟食加工，种苗繁育，冷藏包装，
比农民更懂土地。他还给这些年轻人讲故事，知
音文化，红军文化，在政府大院里追溯这座江南
小镇的传奇，期冀着未来的故事。

“卢镇长，那伯牙跟子期是知音，你这么懂龙
虾，你跟我们也算知音吧？”。一起久了，这群年
轻人都不觉得他是个官了，更像是可以一起开玩
笑扯野白的大朋友。

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张口都是科学养殖，后
来，村里人也赚到了钱。再后来，徐小尘动起了
野脑筋，他要搞卢镇长提过的小龙虾深加工厂。

卢镇长两手一摊，“钱，老子没得。不过有个
人有，你去找信用社的唐主任，把思路说一说，按
正归流程走”。

去年冬月的一个夜晚，徐小尘用麻木车拉了
猪肉给领导送去，现杀的年猪，伯牙口村手艺最
好的杀猪佬分的肉，两边相差不过一斤八两。

徐嗲徐婆还吵了一架，徐嗲说，“卢镇长官
大，应该送左边重一斤八两的”，徐婆不依，“唐主
任管贷款，唐主任该多吃肉”。

最后徐小尘发脾气了，“都像你们小肚鸡肠
瞎逞能，领导们不办事了”。说完拿起杀猪刀把
那一斤八两坐刀肉割下来丢在盆里，半夜的时
候，徐小尘把猪肉原封不动的拉了回来，麻木车
上面还多了两盒土鸡蛋。

徐嗲徐婆以为事没办好，又准备吵。
徐小尘连忙使唤二老拉开栅子门，把麻木车

开进后院。“两位领导都说了，我是退伍军人，年
轻人创业是好事，国家有补贴政府也应该扶持，
春上的时候，贷款一定能下来，调关镇的发展也
要靠年轻一辈的后起之秀”。

徐嗲徐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转瞬又不
安起来，“政府真这么好？凭你空口白牙一说，就
能把这么多钱给你瞎弄，到时候亏了怎么办？还

不把你拉去劳改判刑？”。
看徐小尘不理他们，又开始数落起来，“你就

是培训班训野了，树颠颠上的钱都想够下来，也
不怕腿子摔断，好好的小龙虾不养，一年也赚得
五八万，你非要想着搞大搞强，那钱能是白捡的
么？你迟早要吃大亏的”。

徐小尘还沉浸在领导对他的殷殷嘱托里，
呵，创业！多么伟大的事情。他的心藏不往喷涌
的情感，他的脸又毫不掩饰的表露出来，他没有
多少心肝，发自内心真诚的喜欢这个世界，对讨
厌的人绝不拿出好脸色，但只要他们表露出一丁
点善意，他又在内心里原谅了他们。

此刻，徐小尘就埋怨起自己的父母来，心里
嘀咕到，“政府管我结婚，难不成包我生娃娃，要
是你们和领导一样开明，小龙虾厂早就办好了，
说不定外国人都能吃上我的龙虾了”。

他觉得父母不甚了解自己的心意，气呼呼的
不想说话，脑子里又想起二老往日的好，他恼怒
的拍拍头，连忙眨眨眼歉意的对他们笑了笑，一
溜烟跑到自己的房间。

那晚上，他翻来覆去的憧憬，创业成功后，我
徐小尘就是徐总徐老板了，能和调关镇上最大的
防水老板油膏老板平着一般高了。我还要娶连
新院最标致的龙虾西施……

那个晚上，不过是去年的事情，那时候他是
多么的意气风发，他年轻的心是多么的兴奋喜
悦啊！

而现在，他颓然的抓着头发扯下来，往头顶
瞟过去，一根、两根……有白头发了，他不由叹一
口气，闭上了眼睛。

这些天他的记忆越来越好，不经意的快乐片
段都能回忆出来，仿佛只有回忆那些快乐才能滋
润他的生命，为苦难的现在聊以慰藉。

他倚在车窗一动不动，感觉到脑子里有钟表
滴答的声响。这滴答的走动合着急促的心跳，随

着司机的小曲，发动机的轰鸣，又传递至脚下平
整的柏油路上，他希望这位快活的司机能载着他
一直开下去，不要停。停下来就会面对，卢镇长、
唐主任、亏掉的三十万块钱……

客车经过长长的八一大堤，拐个弯下坡就看
到调关政府大楼，他把拳头捏的紧紧的，指甲把
手心掐出红印印。嗨！该死的卵朝天，又不是杀
人放火，只怪被那挨千刀的骗子给骗了。

徐小尘提起行李叫司机停了车，鼓起勇气走
进大路旁的家属院。唐主任的家，他是认得的，
一栋老旧的两层小楼，爬山虎肆意攀附在墙上，
门前长着几颗常青树。因为主人没有精心打理，
用红砖垒砌的花圃里，杂草倒是比石竹长的茂
盛。一扇历经风雨变得暗红色的大门，肉眼还能
察觉曾经大红的色彩。

站在门口稳住心神，终于还是敲了门。
唐主任正在吃饭，看到徐小尘连忙一把拉住

往餐桌走去，“还没吃饭吧，快来快来，”。又吩咐
唐夫人把行李接过去，盛来一大碗米饭。

“你可回来了，这几个月我和卢镇长跑你家
无数趟，生怕二老想不开，你也不要有太重的思
想包袱，年轻人吃一堑长一智，做生意难免吃亏
上当，只要不是沾上打牌赌博的恶习都不要紧，
钱嘛，赚不完的”。

徐小尘看着唐主任和蔼的脸，眼泪没忍住吧
哒吧哒滴在碗里，他真想唐主任好好骂骂他，他
是抱着赎罪的决心，他恨不得把心剐出来给信任
自己的人看。“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他
喃喃地说。

唐主任拍拍徐小尘的头，“怎么的？想在老
子面前装可怜，还想唬老子的贷款呢？吃完饭我
把你送回去，今晚要徐嗲搞腊猪蹄火锅。说是这
样说，国家的钱一定是要还的。我跟卢镇长帮你
协调协调，免得你老倌子为难你”。

徐小尘破涕为笑，“主任，都说眼泪是脑壳里
的水，流出来以后就变聪明了，我的龙虾厂还会
办起来的，我会发大财的”。

回家的路上，他和唐主任并排走在大堤上，
江风曦曦，矶头硬生生把江水折成蜿蜒的形状，
无言伫立着不屈的往事。年轻的情侣在情人坡
上嬉闹，奔腾怒吼的长江，到了这座江南小镇面
前，也变得碧波荡漾起来。

是啊，伟大的小镇很年轻，我也很年轻。泵
船上的汽笛还在挽留，恒古不老的长江携着风往
更东边去了……

•小 说•

一 城 江 南
□ 胖虎

李兆龙是如何被捕牺牲的
□ 潘世雄

披甲湖风韵
□ 匡世红

拐上“八一”大堤
便落入了调关的埋伏
山重水复，繁花杂树
杨柳堆烟，乱云飞渡

一枚小舟
横卧江流泊口
一个峨冠博带的春秋大夫
手捧五色瑶琴
跪伏一座黄土未干的新坟
怆然失声
高山流水的意境
从此无人倾听

西晋将军杜预
麾万千将士
疏淤清漕
只为朝拜两位惺惺相惜的古人
伯牙村口
却只有流散的尘光与安静

土肥田熟
建宁勃兴
稻棉万庾
丰满一个王朝的粮仓
一段岁月的沉吟

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古老的中华风雨飘摇
贺龙、周逸群等共产党人
以调关为中心
点燃湘鄂西的革命烽火
拯救倒悬的生民

调关矶头的筋骨最硬
百年一遇的洪水
到此收心敛性
共和国的总理
矶头指挥若定

调关的埋伏
是历史的慢镜头
是文化的蒙太奇
是红旗漫卷的铮铮热血
是伏波安澜的钢铁誓言
是扶贫攻坚的最后冲刺
是高质量发展的开局画卷

那名叫调弦的娉婷女子
美目流盼的桃花箭
迟迟不肯射向
我张臂以待的靶心

调关的埋伏
□ 王 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