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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榆暮景心不老 耄耋之年爱再延
———凌行正将军回故里散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
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春风和
畅、鸟语花香的四月，著名军旅作
家、 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原社长兼
总编凌行正将军“感恩故乡”座谈
会暨捐赠仪式在潢川宾馆三楼会

议室举行。
抚今追昔，岁月沧桑。 七十年

前的春天，凌行正走出潢高校园，
走出家乡潢川， 义无反顾地迈进
绿色军营，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
解放军。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弹
指一挥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有
着六十余年党龄的凌行正将军历

任第 54 军文工团团员 、 文化干
事，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宣传
部文化科长， 总政解放军文艺社
社长兼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
二届理事会理事， 全国第四次文
代会代表， 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国务院特殊津贴
获得者。 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胜利
功勋荣誉章和中国作协颁发的从

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 、
荣誉章。 著有诗集《高原短歌》《洛
桑丹增颂 》，散文集 《关山情 》《江
河赋》《神圣的珊瑚礁———南沙纪

行 》《岁月留痕 》， 长篇纪实散文
“军旅青春三部曲 ”：《初踏疆场 》
《铁血记忆》《感念西藏》， 长篇小
说《九号干休所》，散文选集《戎行
风景》等。 其中，《感念西藏》获第
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初
踏疆场》 获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优
秀作品奖二等奖 ；《九号干休所 》
获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

奖；《戎行风景》 获第十二届全军
文艺优秀作品奖文学类一等奖。

凌行正老将军戎马一生，执笔
一生，同时兼具军人、总编和作家
三重身份，是军中的文人，文人中
的军人。 沙场上，他战功赫赫；文坛
上，他华章斐然。 他前后亲历过解
放战争时期的衡宝战役和广西战

役，抗美援朝战争的金城反击战役，
西藏平叛及民主改革，中印边境自
卫反击战瓦弄之战等重大战役行

动。 这些戎马倥偬、浴火重生的不
平凡经历，成了他军事文学创作的
素材。 他既是部队的一位文化单位
的领导，又是一位勤奋的笔耕不辍
的军旅作家。 他不仅书写了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的洋溢着爱国主义和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还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资料。

“切切游子意，依依故乡情。 ”
凌行正将军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

心回到家乡， 回到母校， 慷慨解
囊 、无私奉献 ，以开阔的视野 、博
大的情怀和独到的见解为家乡人

民和母校学子带来自己对于文学

的思索。
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桃

花红。 五年前，凌行正将军应邀欣
然为《花乡》杂志题写了刊名，这次
更是为了潢川文艺的繁荣发展无

私捐款。 具有潢川文化特色的《花
乡》杂志已经出版了 21 期，以此为
平台，刊登潢川县文艺工作者为主
稿源的优秀文艺作品，发现和培养
本土文艺人才，使之成为全县文艺
拓荒者的园地，成为宣传潢川文化
的重要名片和视窗。

最后，再用一首诗向凌行正将
军送上家乡亲人对他的崇敬之情：

投笔从戎壮志凌，
南征北战凯旋行。
沙场文坛浩气正，
将军作家传美名。

民 俗 大 观文化漫谈

大别山将军的传奇故事（二）

“勇猛将军 ”郑维山 （1919 年—2000
年）， 新县泗店乡人，1955 年被授予中将
军衔。 在“文革”初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
东主席说：“南有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
令员）， 北有郑维山 （时任北京军区司令
员），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不怕，打倒它！ ”
鲜为人知的是，许世友、郑维山都是我市
新县人， 两人出生地仅相距二三十里，并
且两人都是著名的“勇猛将军”，这里介绍
一下郑将军的概况。

1915 年 8 月， 郑维山出生在新县泗
店村屋脊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放牛为
生。父亲郑国麒，曾是村苏维埃农协主席，
参加过黄麻暴动。 黄麻起义前，郑维山受
父辈影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替父为地
下党送信。 1927 年，黄麻起义后，加入童
子团，任分队长，站岗、放哨、查路条。1929
年加入少年先锋队，任中队长。

1930 年 1 月 , 郑维山加入中国共产
党。 3 月，任赤卫队副指导员；6 月，带 70
余名赤卫队员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师，后调红四方面军总部通信队。 历任班
长、分队长 、指导员 ，参加了花园 、新集 、
双桥等战斗和鄂豫皖苏区第一、二、三次
反 “围剿 ”及黄安 、商 （城 ）潢 （川 ）、苏家
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 1932 年秋，
随红军主力西征 ，参加了枣阳 、新集 、漫
川关等战斗。

1933 年春， 郑维山参加了反敌三路
围攻作战。 同年秋，调任红 9 军 27 师 81
团政治委员 。 参加了仪 （陇 ）南 （部 ）、营
（山）渠（县）等战役。 年底，刚满十八岁的
郑维山升任 27 师政治委员。

1934年 11月，红 30军为加强突击围
剿， 将本军三个有荣誉称号的主力团；即
“能攻钢军” 第 263 团、“夜老虎” 第 265
团、“能守钢军”第 268 团，编为第 88 师，
郑维山调任该主力师任政委，先后率部参
加了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北川土
木、江油中坝等战役。 6 月，奉命率两个团
过雪山迎接中央红军。 在达维率先与中央
红军先头部队会师。8月，随主力过草地北
上，率部参加包座战斗。 后随红四方面军
返回草地南下， 先后参加绥靖、 崇化、丹
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
崃、大邑战役及百丈关决战。

1936 年 4 月， 郑维山奉命率一个团
西出绒坝岔藏民区，执行迎接红二方面军

的任务，最先与任弼时、贺龙红二方面军
实现会师。 同年 8 月，第 3 次过草地长征
北上。 10 月，在甘肃会宁再次与中央红军
会师。 1936 年 10 月下旬至 1937 年 3 月，
西渡黄河，随 30 军编为西路军，血战河西
走廊。 西路军失败后，只身讨饭回延安，入
抗大学习。

抗美援朝战争中，郑维山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 19 兵团副司令员，1951 年 2 月
率部出国赴朝作战， 参加第 5 次战役、开
城保卫战等。 1952 年 7 月，彭德怀点将郑
接替回国养病的杨成武， 担任第 20 兵团
代司令员。 他上任后， 组织指挥了兵团
1952 年秋季和 1953 年夏季反击作战。

在金城反击战中， 郑维山亲自策划
指挥三千人敌前大潜伏， 开创了现代化
条件下白天大规模潜伏作战的范例 ，为
金城战役胜利，迫敌全面停战，做出了重
要贡献。著名战斗英雄邱少云，就是这次
战役涌现的。

1998 年 4 月，郑维山将军在例行检查
时，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经过反复检查，
确诊为肺部肿瘤，需要做切除手术。 开始
人们不想告诉他病情， 他说：“有什么关
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
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 ”人们
只好把病情告诉他， 他不仅没有精神负
担，反而能吃能睡，体重增加。 当时，他已
年过八旬， 手术开始前他又提出要求，不
要全身麻醉， 以免日后影响记忆和恢复。
进手术室前，他还谈笑风生，说：“战斗就
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
下去就是了。 ”他还说：“只要从手术台上
下来，胜利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 ”手
术后三天，他奇迹般地下床了。 第五天出
现在走廊里，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 三个
多月后，他来到老部队军史馆的开馆仪式
上发表讲话。

2000 年 4 月 19 日，根据他的病情，领
导和医学专家都要他从北京军区总医院

转到 301 医院。 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
一定要回一趟家。 医生和家人怎么也劝不
了 ，他说 ，我有重要事情 ，一定要回去一
趟。人们不知道，他是要回去写遗嘱。那天
他写下的遗嘱大意是： 死后丧事从简，不
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
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 没
几天，他又说：“现在，还要加上一条，遗体
交医院解剖，还有，撒骨灰要给军队找麻
烦，把它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了。 ”

黄振国

信 阳 记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