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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榜样、标杆和
偶像人物,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些人物
标准却被无形地降低了、扭曲了，偏离了
正确轨道。他们一味追求的是高大帅、
白富美的影视明星；是有权有势有钱的
富二代、官二代。最近，我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上观看了一档《电影中的印记》
节目，内容是情景讲述《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通过几位主持人饱含深情的讲
述，突出演绎出了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
焦裕禄同志的先进事迹，许多感人故事
在电影中重现，一位县委书记的高大形
象耸立在我们面前，久久难以忘怀，让我
止不住几次潸然泪下。习近平总书记曾
经说：“焦裕禄精神仍然是我们现在需要
弘扬、需要秉承的一种精神，因为它体现
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宗
旨。”

曾记得201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98年的生日，我们《监利人》杂志

“万里寻访中原大地”一行七人，由安频
主编带队，专车自驾前往河南兰考参观
慕名已久焦裕禄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一路畅行，走近兰考境内，暮色中我
们看到沿公路两旁电杆上都插满了党旗
和名言警句的红匾牌，街上有“裕禄路”

“裕禄街”的路标提示，我们仿佛闻到了
兰考的一种红色文化的特殊气息。我们
在县城老街上找了一家夜餐店，点了几
样小菜，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因没有米
饭供应，每人吃了一大碗水饺，在兰考住
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我们前往焦裕禄
烈士纪念园去祭奠这位人民公仆，在纪
念园前合影留念。

走进纪念园内，只见园中心耸立着
一座纪念碑，1993 年 5 月建成。碑高
19.64 米（寓意纪念焦裕禄同志1964年逝
世），碑正面镌刻毛主席手体“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访贫问苦”“查三害”，背面为
碑记。纪念碑在四周苍松翠的映衬下，
显得洁净无暇。墓碑位于纪念碑北侧墓区最高处，由大
理石雕砌而成。碑高2.75米，正面镌刻“焦裕禄烈士之
墓”，碑阴为烈士生平简介。墓盖由汉白玉外镶。墓后屏
风墙纪念壁上，镶嵌着毛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
荣”。墓区广场2100平方米，平整开阔。墓前两侧树立
了两座题词牌，分别刻有董必武、郭沫若撰写的长诗。整
个墓区松柏参天，庄严肃穆。在碑前我们垂首致哀，举手
宣誓，温重入党誓词，并环绕墓地一周，默默祈祷，以寄托
我们的哀思。

我们又参观了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墓区西侧，为现
代化新式建筑，1994 年 4 月建成，建筑面积 2100 平方
米。馆正面三层大门正上方镶嵌的“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为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内分序厅、展览厅、贵
宾厅、焦裕禄纪念园室和放映厅等主要组成部分。序厅
正面立着焦裕禄半身铜像一尊，像后墙上镶嵌着江泽民
同志的题词:“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十七个大字，金光闪闪。展厅1300平方米。展出内
容为五个部分:青少年时代、走上工作岗位、干部楷模、
人民公仆、焦裕禄精神常青。共计版面、照片260块，遗
物 89 件，生动地展示了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平凡而伟大的光辉一生。馆
内珍藏有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宋任穷、刘华清、
薄一波、李岚清、李铁映、温家宝、陈云、宋健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题词。

焦裕禄纪念园（原焦裕禄烈士陵园）始建于1966年2
月，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城北黄河故堤上，占地面
积 91.7 亩，2007 年 7 月更名为焦裕禄纪念园，系全国重
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焦裕禄是山东省淄
博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1946年元月参加
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6月调洛阳矿
山机械厂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 年 6 月调回尉氏，任
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 年 12 月调兰考，任县委第二书
记、书记。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面貌，带领干部群众
向风沙、盐碱、内涝进行顽强斗争，因长期积劳成疾，不
幸于 1964 年 5 月 14 日在郑州病故，时年 42 岁。因天气
炎热暂厝在郑州市烈士公墓。1966年2月1日，河南省
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1966年2月7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
讯。根据省政府的决定，为实现他“我生前没有把沙丘
治好，死后也要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
把沙丘治好”的遗愿，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遗体从
郑州运回兰考，迁葬于此。当时，全县上十万人扶老携
幼自发参加迁葬仪式，人们无不痛哭流涕，声声呼唤，
现场一片悲痛之声。其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受到广泛称
赞，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

我们还在《焦桐》林前驻足留影，焦裕禄同志在兰考
工作期间，为治理“三害”带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
出“扎针贴膏药”治理沙丘的办法。1963年焦裕禄同志
号召全县人民广植泡桐，并亲手在朱庄村栽下一棵泡桐
树，并在树旁留影纪念。兰考人民亲切地称这棵泡桐树
为“焦桐”，以寄托对焦裕禄的哀思。“焦桐”现已长成参
天大树，高 23.7 米，胸围 3.7 米，木材蓄积量 10.33 立方
米。每到春天，数不清的桐花绽放，人站在树下顿感心
旷神怡。该树1978年被县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周围园区历经几次修葺，环境风貌焕然一新。目
前，其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一个代表，是人们纪念、缅
怀焦裕禄的良好凭借，在兰考乃至全国都有着相当高的
知名度和深远影响。

参观完兰考景区后，仿佛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
治教育课，我们都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焦裕禄精神确实
影响了整整两代人，那时候干部作风清正廉明，大公无
私，爱民如子；干群关系情同鱼水，亲如一家，为人民利益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志他生前就是要立改变兰考面貌，
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好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多么
温馨、多么美好、多么伟大啊！焦裕禄精神并不过时，而
且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党需要这样的好干部、好榜样；人
民呼唤这样的好领导、好公仆。在我们身边、在扶贫攻坚
路上也不乏这样有担当、有责任、有作为的好干部，有的
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那种崇高品德和作风永远铭
刻在我们心里。像焦裕禄这样的领导干部，难道不是我
们这个时代所欢迎、拥戴和崇敬的英雄、榜样、标杆和偶
像吗？

2014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
选择河南兰考作为自己的联系点。焦裕禄精神犹如一
座丰碑，巍巍矗立。习总书记在考察兰考时说道：“我
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
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
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
中。”他深情地吟诵了自己以前写的一首词《念奴娇·追
思焦裕禄》。“魂飞万里，盼归来……思君夜夜，肝胆长
如洗。”

（作者系监利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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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橚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棣的胞

弟。元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还在与各路军阀
争战。同年十月八日，朱元璋的妻子为丈夫生
下了第五个儿子，朱元璋按照“金木水火土”的
起名方式，为此子取名为朱橚。

朱元璋为了保持朱姓皇室的长久统治，在
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实行分封制。洪武三年
封吴王，后来明太祖认为吴地乃国家财赋之地，
不适宜建藩。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十四年
就藩开封。洪武二十二年冬，因擅自离开封地
到凤阳而获罪，被太祖下令迁往云南。不久，朱
元璋改变决定，留朱橚在首都，由世子朱有炖理
藩事。洪武二十四年底，获准回到开封。洪武
三十一年，朱元璋死了，因其长子朱标早丧，由
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朱允炆为皇
太孙时，就已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以
及他们“拥重兵，多不法”的威胁，因此他一即位，
就开始削藩。朱橚次子、汝南王朱有爋向朝廷
举报父亲图谋不轨，朝廷遣李景隆突袭开封逮
捕朱橚，把他贬为庶人，第二次徙云南。被贬云
南的遭遇，使他品尝到生活之艰辛，体察到民情
之多艰，这段经历对他编写《救荒本草》的影响
很大。建文四年，朱橚被召到首都应天禁锢。
同年，起兵叛乱的朱棣攻入应天，成功夺权自立
为帝，是为成祖。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朱橚的爵
位，加禄五千石，诏他返回原来的封地，献颂九
章及佾舞。次年来朝，朱橚献上驺虞。成祖很
高兴，宴赐甚厚。以汴梁有河患，将改封洛阳。
朱橚言汴堤固，无重劳民力，乃止。永乐十八年
十月，有人指控朱橚谋反，朱橚在次年二月被召
到京城，成祖把这件事告诉他，朱橚“顿首谢死
罪”，成祖不再追究。朱橚回到封国后，主动把
自己的三护卫献还朝廷。仁宗继位后，加周王
岁禄至二万石。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朱橚
薨，谥号“定”。

他的一生，是在被迁、被贬、被儿子背叛、被
侄子打压、被兄弟怀疑的政治漩涡中度过的。
政治上的颠簸沉浮，促使他全身心地投入自己
热爱的方剂学和植物学研究，籍此摆脱烦恼和
痛苦，“楠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官词百章，以国土
夷旷，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
绘图疏之，名《救荒本草》。”另外，虽遭贬毕竟贵
为皇子“成祖入南京，复爵，加禄五千石”“仁宗即
位，加岁禄二万石”，待遇优厚，这为他全身心地
致力于学术研究，收集植物标本和药方、聘请学
者、实际考察、刊印书籍等科研活动提供了经济
基础。此后，他组织编著有《保生余录》《袖珍方》

《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作品，为后世医学的发
展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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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朱橚好学多材，有远大的抱负，常

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传名后世。他
到开封以后，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大力恢复农业
生产、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帮助
农民的好事。

自幼聆听明太祖朱元璋的教诲，从而养
成“知民之饥寒”“察民之勤苦”的品德。青年时
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
扶伤、延年益寿。洪武二十三年，他被流放到云
南。在这期间，朱橚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
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
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组织本府的良医
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

一书。洪武二十四年年底，朱橚回到开封。他
深知编著方书和救荒著作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
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
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
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
员，组成一个集体。正如长史卞同序曰:“因念
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
以疗饥者，恐不止荑稗而已也。苟能知悉，而
载诸方册，俾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
荠，取昌阳，弃鸟喙，因得以禅五谷之缺，则岂
不为救荒之助哉？于是购田夫野老，得佳坼勾
荫者四百余种，种植一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
成熟，乃招画工绘之为图，仍疏其花食根干皮
叶之可食者，汇此为书一帙，名曰《救荒本
草》……”据对《救荒本草》中野生植物的地区
分布统计表明，书中所载植物的产地和分布，
以开封为主轴，北至太行山麓的辉县，南至桐
柏山、南阳，西达伊洛二水、伏牛山、崤山、嵩山，
远及陕西的华山、太白山。

书中的几张图与著述的文字虽不起眼，可
是一旦到了灾年，灾民就可以根据书中所引，轻
而易举的找到可食用植物充饥，继而拯救成千
上万人的性命。正是因为如此，自明清至现代，

《救荒本草》都被奉为经典，受到了农业部门的
大加重视。

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
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并将其栽种于园中，
甚至亲自尝试其药性，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出色
的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尽管他在建文
初再被流放到云南一次，但他从未间断有关方
剂学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

《救荒本草》中的植物种类，是在原有《旧本
草》基础上添加的，其品类共有两百多种。《救荒
本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救荒为宗旨
的农业用书，作者在书中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加
工炮制等方面做出了极为全面的总结，是一部
明代早期的集植物学、农学、医药等科学的综合
性书籍。《救荒本草》共分为八卷，记载植物共四
百一十四种，其种类共分为五大部分，包括草部
两百四十五种、木部八十种、米谷二十种、果部
二十三种，菜部四十六种。

《救荒本草》是以开拓新领域见长。在我国
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
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
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
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
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
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
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
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
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

《救荒本草》不仅能够为灾民提供很多种可
食用植物的信息，就连一些有毒不能食用的植
物，书中也明确给出了合理的处理方法，继而将
其转化成无毒可食用的食材。

以书中所提有毒植物白屈菜为例，白屈菜
为双子叶植物纲中的罂粟科，其外貌为主根圆
锥状，茎部直立，高30-100厘米左右，多分枝，有
白粉状附着物，具有白色细长柔毛。白屈菜药
用价值丰富，具有止咳、利尿、解毒等功效。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是药三分毒”，白屈菜
药用价值明显，却存在一定的毒素，一旦人体大
量摄入该植物，就会产生恶心、头痛等副作用。

针对于白屈菜的这一特性，《救荒本草》中提出
了为白屈菜祛毒的方法。即将白屈菜置于沸水
中，加入适量净土蒸煮，便可以去除其体内的有
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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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种野菜中，我认识的却只有：刺蓟

菜、山苋菜、白水荭苗、旋复花、酸浆草、夏枯草、
鼠尾草、地榆、泽泻。其它的，既不认识，还没有
听说过，譬如歪头菜、兔儿酸、鸡冠菜……

《救荒本草》一图一文。图片额右上方是竖
写的植物名称。解说文字多的话，还会漫溢到
另一页。解说文字将采食经验汇总，说了该植
物的产地、状貌、食用方法、解毒法及味道，十分
严谨。

比如金盏儿花，它的解说文字是：“人家园
圃中多种。苗高四五寸，叶似初生莴苣，叶比莴
苣叶，狭窄而厚抪（音/布）。茎生叶，茎端开金黄
色盏子样花，其叶味。救饥：采苗叶，煠熟水，浸
去酸味，淘净，油盐调食。”

后来的文人吴承恩估计是受到了这本书的
影响，在《西游记》李多处提及野菜，譬如：但见
那：嫩焯黄花菜，酸蜱白鼓丁。浮蔷马齿苋，江
荠雁肠英。燕子不来香且嫩，芽儿拳小脆还
青。烂煮马蓝头，白熝狗脚迹。猫耳朵，野落
荜，灰条熟烂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窝螺
操帚荠。碎米荠，莴菜荠，几品青香又滑腻。油
炒乌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茭儿菜，四般
近水实清华。看麦娘，娇且佳；破破纳，不穿他；
苦麻台下藩篱架。雀儿绵单，猢狲脚迹；油灼灼
煎来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灯娥儿飞上板
荞荞。羊耳秃，枸杞头，加上乌蓝不用油。几般
野菜一濩饭，樵子虔心为谢酬。”

现代很多人喜欢吃炸的食物，那时的人亦
如此。譬如夏谷草、石竹子、红花菜、萱草花炸
熟、水浸，油盐调食，水落藜等晒干，炸熟，南芥菜
生炸过，腌食，金银花、大蓼的花、望江南采花炸
熟，油盐调食。

蒸，譬如梨、桃未熟时，蒸熟食，地黄苗九蒸
九曝，任意服食，章柳根薄切，以滚水浸二宿，捞
出，与豆叶隔间入甑蒸，从午至亥，如无味，用豆依
法蒸之亦可，天门冬掘根洗净，蒸过与蜜食之，毛
女儿菜拌米面蒸食，泽漆蒸过晒干，做茶吃。

煮，譬如白屈菜采叶和净土煮熟捞出，连土
浸一宿，换水淘净，油盐调食，沙参、百合、老鸦蒜
掘根洗极净，以水煮极熟食之，天门冬晒于煮
熟，人蜜食，麦门冬采根，浸去邪味，去心煮食，苎
根刮洗去皮，煮极熟。

烧，譬如山药等。烫，如羊蹄苗捣子为米，
以滚水烫三五次，下锅拌做食。

熬，譬如苍耳子、山丝苗籽、荏籽用籽熬油，
桑棋熟，熬成套，滩桑叶上，晒干，捣作饼收藏，酸
枣实可酿酒可熬作烧酒饮。

炒，譬如坝齿花、菊花炒花做茶。还有其它
的一些加工方法，很丰富。那是明代传统烹调
技术臻致完善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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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本草》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

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
植物的流派。明代本草学家李时珍认为《救荒
本草》“颇详明可据”。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
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
植物的先进方法。明代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
书》将《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
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

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吴其濬在撰
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
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
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
草》中的大量图文。

1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它以
其内容实用，记事适切，绘图精致的鲜明优点，
博得日本学者的青睬和强烈关注。享保元年，
江户中期的重要本草学家松岡恕（玄达成章，
1668—1746），从《农政全书》中析出《救荒本
草》，专门对之进行训点和日名考订，而后在京
都、滕野九郎兵卫等地刊行，书名是《周宪王救
荒本草》。全书14卷，目录一卷，收植物413种，
宽政十一年，著名本草学家小野兰山（职博，
1729—1810）得到了嘉靖四年版的《救荒本草》
后，据之为蓝本对松岡本进行正误补遗，出了名
为《校正救荒本草、救我野谱并同补遗》的第二
版，收载植物种数为414种。天保十三年小野的
孙子蕙畝（职孝，卒于1853年）写成平易简明的

《救荒本草启蒙》14卷，共四册刊行。
《救荒本草》的广为传播，引起了当时日本

学者的巨大兴趣，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
出现一些类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朴庵天保年间
的《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馆饥的《荒年食
粮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种植物于植物园以便
观察记录的方法也给日本的本草学界及后来的
植物学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岩崎常正见

《救荒本草》在日本翻刻后，许多本草学家对其
中植物存在不少疑问。他决心弄清楚这些问
题，亲自到山野考察采集，几年工夫盆栽园培植
物2000余种，根据实物把每种植物的形状临摹
下来，编辑成书。他不但弄清楚了以往本草学
家一直未明的一些问题，写成研究《救荒本草》
很有成就的著作——《救荒本草通解》，而且还
在此基础上持续努力，最终写成了当时植物学
上最有价值，彩色图说2000余种植物的《本草图
谱》。岩崎还于1828年创立了本草学会，把应用
博物学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如上野益三
所说：“《救荒本草》对植物产地、特征、记载简洁，
绘图准确，有《本草纲目》等书所无的内容，这无
疑对本草学的博物学化有很大的影响。”

结语：一位在老百姓眼中应该是“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的皇家纨绔子弟，却通过自己的
勤奋与执着，为后世子孙著下了经典的救荒之
书，这是令人难以想象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作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藩王，朱橚为什么会
偏爱这些救荒与草木方面的研究呢?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朱橚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想实现自己
政治野心的一个人。他曾三次有“不轨”行为，
除两次被贬往云南外，永乐十八年还曾因谋反
被传讯。他编写刊行这本以“救荒”为宗旨的医
药书籍，意在“救荒救民”，实际上是他博取民心
的一种方法，是为其政治目服务的。二，通过

“立言”或者做好事让自己的名字流传后世。永
乐十三年，他在重刊的《袖珍方序》中写道：“吾尝
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虽然
他没有像四哥朱棣那样当上皇帝，但名垂后世
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是太平盛世，人们衣食无忧，野菜完全
成了调味剂，成了诗和远方。挖挖野菜，读读
书，成了人们休闲的最佳选择。

（作者系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中国报告学会
会员）

留心野菜的明代王爷
□ 安频

监利市郊东十里，乃红城乡所辖之张巷
村，此地段姓者众，故旧名曰“段家长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卾西根据地创始人之
一、红八师师长段玉林烈士即诞生于此。

应烈士之嫡孙光卫先生之约，余于暮春中
浣之晴日前去拜访，一谒英烈表敬仰之情，二
会故交叙别后之谊。

先生之居边长四十米，四围成院，阔两亩
有余。门东开，前有小渠，清澈见底；渠生垂
柳，绿丝盈盈。铁门两旁各嵌一匾，左曰“监利
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右曰“监利县红城乡新
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两匾对称，互为映衬。

进门乃一主道，直抵两层红色洋楼。
道左，一碑高耸，碑上字迹油漆已褪，“段

玉林烈士纪念碑”八个隶体字依稀可辨；碑座
为长方体，镌有烈士简历，清晰明朗；背面，亦
铭刻段氏本族八烈士之名。碑之周围，碧柏耸
翠，石楠泛红，奇花异草，各显其美。

道右，则为一偌大平房，为陈列室；室内整
洁空旷，亟待筹备。

主客相见，自是亲切。先生引余上二楼雅
室就座，然后陈述祖父革命史，余听而述之。

段氏玉林，原名书甲，生于庚子（1900）七月
初八，排行老二。光绪三十三（1907）年，其父段
声达率一家数口逃荒于石首之荒洲叶家垸，砍
柴扎棚，安家于斯。其祖上出身行伍，一指禅
功名震江湖。声达育有一龙五凤，忙时一家人
勤于农耕，闲时即教习子女拳棒刀枪。六位少
年聪颖敏达，功马娴熟，三五壮汉难近其身，当
地恶少土豪亦不敢相欺。

玉林十五北渡故里，进名塾课业。他不喜
子曰诗云，专钻茶楼书肆，听《三国》《水浒》《聊
斋》痴而忘返，侠义基因早已遍植骨髓。每遇
豪强横行，即挺身以对，击而叱之，邻里乡党皆
竖指以矜。

玉林弱冠成婚，次年得子，名之开弟。逾
三年，负笈省城，求学于武汉中学。是时，进步
思潮渗透校园，《向导》《新青年》之赤刊其多有
所览，《共产党宣言》之马列译著亦通其精髓。
他深知黑暗之中国尚有星火闪耀，欲许身以
报。因其远见甚于众，故校方聘其留校。段谢
绝之，亦不圆大学之梦。

北伐军克汉，国民党政府设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又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于武昌，段玉林
闻此欣然，一考即中，与林彪等同为四期。

其时军校政治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教
学思想及人格修为，为段所仰慕，亦给段以启
迪。1927年，夏斗寅叛乱攻汉，军校奉令改为
中央独立师，段玉林随叶挺部出征讨逆，是年
加入共产党。后因参加南昌起义未果，便追随
叶剑英之教导团赴穗，参加广州起义。事败失
联，独返家乡叶家垸，不意被家人软禁。

彼时风声甚紧，四周皆有可疑者逡巡日
夜，时闻敲门打探之声。段不忍蛰伏，冀望雄
飞。其父力劝无奈，只得任其西东。

段玉林以一己之力，奔走于乡友之间，广
播主义思想，秘建农民协会，旋即，石首游击
队应运而生，段玉林为队长，杀恶除奸，以襄
贺龙、周逸群并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之荆江年
关暴动。

段玉林自投身革命至殉难，凡五载，历大、
小役何止百余，率部杀敌累千至万，职务数易，
均掌主印。其计谋韬略，整军经武之道，皆为
一绝。

段玉林为鄂西游击大队第一中队长时，首
创石首游击队修械所，制火药炸弹，造枪械土
炮，为湘鄂西红军兵工厂奠基；又延请武汉同
学密友，时为内、外科名医之汪柏杨、张本芝诸
君，共创石首红色医院，继而扩展为湘鄂西红
军医院。

段玉林擅长游击，其“敌来我飞，敌去我
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之战术与毛润之先生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之
要旨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每试皆中，斩获无数。

段玉林出任游击大队长后，建立党、团支
部和士兵委员会于连队，加强政治建设和军事
训练，部队纪律严明，作风民主，战斗力强大。

时中央从沪上派遣年21岁之军事干才许
光达至洪湖苏区，段玉林亲自接待，担任本部
参谋长。

年二十九，段玉林仼红军独立第一师（师
长段德昌）第二纵队司令，拥人枪500余。次
年，与一纵队会师于汪家桥，改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仼军长，辖三个纵队，德昌
与玉林分别为一、二纵队司令兼红六军前敌委
员会委员。“二段”配合无隙，尝联手出击，连克
江陵、监利、沔阳、潜江等诸多重镇；跨江南下，
又克藕池、调弦口、石首等地；挥师北上，取沔
阳仙桃、天门岳口、汉川系马口、汉阳蔡甸如探
囊。兵锋所指，敌皆披靡。

红军之神勇，苏区之广大，令蒋寝食难安，
遂调集各路大军，对苏区实行一、二、三次大围
剿，一时硝烟弥漫，战火遍野。段避实就虚，灵
活机运，率队反击，于游击战、运动战中重创顽
敌，捷报频传。其先后任江右军总指挥、鄂西
警卫二团团长、独立团团长，红八师师长。

此时红区扩张，兵员激增。段玉林之子开
弟，亦着装入伍，为号兵；其姐妹五人，亦配刀
从军。时贺龙常出入段玉林营，视为邻，贺、段
两家，相处甚密。其时红军兵强马壮，龙腾虎
跃，仅童子军号兵即达两千，每天军号嘹亮，杀
声震天，白军闻之色变，地方民团见之胆寒。

段玉林骁勇善战，常亲临险地，一把大刀
舞得呼呼生风。某次突围，周逸群中弹阵亡，
段抱一挺机枪，愤怒扫射，致强敌溃败。

1932年3月，国民党集七个旅之重兵，与地
方民团联合，直扑洪湖苏区。是时，第三次“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全面泛滥于湘鄂西苏区，夏曦
时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执行王明路
线，一手遮天，不顾敌情我情，反复下令段率八
师强攻敌人阵地，红军死伤弥野，血流成河。5
月，段玉林因反对左倾冒进，据理斗争，被夏解

除兵权，与众多所谓之改组派、托派、AB团等
囚禁牢房。消息传至家中，上下莫不惊惶恐
惧，遂连夜出逃。至汪家桥，改名易姓，寄居李
族门下。

夏曦滥用职权，枉杀无辜，四次肃反，风
云为之色变。仅以红三军为例，鼎盛时兵力
三万，而夏残杀师级以上高级干部竟达11人，
至最后全军仅存数千，红军被迫撤退洪湖根
据地。某夜，夏令执法队枪决若干，又将段等
众多将领装进麻袋，系上大石，抛向湖中淹
毙，其手段令人发指，此为大革命时期之巨大
悲剧！

庆幸者，历经风雨、饱经忧患之中国共产
党，尊重历史，拨乱反正。1945年，中共七大追
认段玉林为革命烈士；1957年，国务院决定为
段玉林等烈士建革命纪念碑于洪湖，以供后世
凭吊。段若有知，当可含笑于九泉！

段光卫先生之沉痛讲述与余之文史资料
考证，几无出入。

顷刻，段光卫从书柜中取相片两张，首张
为 1986 年贺帅之遗孀薛明来监寻找烈士后
人留影，从左至右分别为薛少卿（55年大授衔
时监利籍唯一少将）、贺小明（贺帅之女）、贺
明、段开弟及子光卫。照片历时甚远，比较模
糊。另一张为许光达（大将）之子许延宾及其
夫人（均为少将）2018年来监访问故地会见烈
士后人而摄，影象清晰如初。段光卫言其追
踪访故之切之殷，莫不由衷。余闻之坦言：将
军授衔时若在，至少荣列大将之列；当年如无
肃反，监利亦可进将军县三甲。先生颔首，连
呼确是。

观毕下楼，段光卫领我游览全园，但见楼
之南、西、北三面，果树成林，品种繁盛：枇杷
绿叶肥厚，石榴含苞透红，桃李果实泛绿，沙
糖桔五瓢如雪……透过腰门，见墙南有塘，鸭
戏水中；坡有雏鸡，相逐成欢。先生介绍，老
俩口退休后归隐田园，粮食自给，蔬菜有余，
空气清新，内心宁静，返璞归真之乐溢于言
表。凡此种种，莫非彼等之追求奋斗而所谋
取者耶？

临别三顾，不胜感慨。先烈们救国救民之
举，舍身取义之德，当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一代骁将段玉林
——访烈士之嫡孙段光卫先生

□ 刘孝彬

谁
是
我
们
的
榜
样
与
偶
像

□

彭
桂
生

【前言】：留心可以度过荒年的野菜，刻图加文字，编成小图书册子，这种风气在明代甚为流行。像江苏高邮的王磐，他是一个普通人，但他编了一本薄薄
的《野菜谱》，里面收了五十二种野菜。这些野菜都是他看过、尝过、画过、写过的，编好了自己出钱找书商刻印。当时，靠自己掏钱去刻这样一本很边缘的
书，几乎是无名利可图。然而他的这种情怀是感人的。

早就知道《救荒本草》是朱橚著的，但一直没有买到，深以为憾。近来，湖北图书馆的一位友人告诉我，他在《四库全书》中找到了，他找出了电子版发到
我的邮箱里。我打开电脑，打印了一份，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从而对明初可食用的野菜增加了一份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