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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写的诗篇 生命的壮歌
———追忆为创建新中国献身的九位就义诗作者（七）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

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

到永生。
———叶挺

叶挺将军这首著名的白话

诗 《囚歌 》，写于 1942 年 11 月
21 日，当时他在“皖南事变”后
被国民党囚禁于重庆郊区的红

炉厂。 全诗浓缩着他对牢狱生
涯的体验和对生命、 自由及尊
严的深刻思考，慷慨而悲壮。

叶挺 ，1896 年 9 月 10 日
出生， 广东省惠阳地区周田村
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
一，新四军重要领导者之一，著
名军事家。

1924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
期间， 叶挺入莫斯科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

国班学习，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

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 ，叶挺与周

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
导了八一南昌起义 ，任前敌总

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打响了
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
1927 年 12 月 11 日， 叶挺

与张太雷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

了广州起义， 叶挺出任工农红
军总司令。 起义失败后，叶挺接
到党的通知， 经香港、 马来西
亚、日本到达苏联。 由于先后受
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叶
挺苦闷迷茫而退出共产党 ，先
后流亡德国、法国等地，1932 年
到澳门隐居。

抗日战争爆发后， 叶挺出
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

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叶挺率部
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 “扫荡”，
得到了蒋介石的致电嘉奖。 他
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

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1941 年 1 月， 国民党顽固

派制造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
变”。 在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包围
的情况下， 叶挺指挥部队奋起
突围，浴血奋战八昼夜之久，在
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 叶
挺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

诱， 婉拒了好友陈诚劝其前往
缅甸御敌的请求， 先后被囚于
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
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
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

在狱中， 叶挺写下了著名
的《囚歌》。1946 年 3 月 4 日，在
中共中央多方面的努力下 ，叶
挺始获自由。 他出狱后第二天
即电告中共中央， 请求重新加
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
狱。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
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你
们的领导之下， 为中国人民的
解放贡献我的一切。 我请求中
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 ，并
请答复。 ”3 月 7 日，中共中央、
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

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
同志”相称。

1946 年 4 月 8 日， 叶挺乘
飞机由重庆到延安， 飞机因被
国民党特务放进磁铁致导航失

准，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 噩
耗传来，周恩来失声痛哭；毛泽
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 ：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

1988 年， 叶挺被中央军委
确定为 36 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1989 年 11 月，被中央军委冠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称
号；2009 年 9 月，被评为 100 位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

苏东坡与官渡清波
黄森林

苏东坡因为 “乌台诗
案”， 被贬为 “黄州团练副
史”。公元 1080 年正月，苏东
坡怀着满腹的心酸与惆怅，
带着儿子苏迈走上了漫漫被

贬之路。
相传苏东坡是在息县渡

过淮河进入光山的。 他们一
路向南，很快来到了望水楼。
到了那里， 苏东坡的眼睛亮
了， 原来一条大河横亘在光
山县城南边。

来到码头， 渡口边一截
高高的石碑， 上边写的是四
个饱满匀称的隶书大字：官
渡码头。 于是苏东坡知道这
河原来叫作官渡河。 虽是春
寒料峭的天气，但是，官渡码
头却人头攒动， 河里舟船往
来，一派繁忙。

码头边， 茶楼酒肆，旌
旗招摇 ，商贾行旅 ，各色人
等，自在安详。 赶了半天的
路 ，苏东坡有些 “日高人渴
漫思茶 ”了 ，于是他决定找
一茶楼喝茶打尖。 他们便进
了“官渡茶楼”。

小二一见他们便躬身相

迎， 满脸堆笑地问道：“几位
客官需要点什么？ ”苏迈说：
“要几碟点心、一壶茶。”小二
应承了一声，就去准备了。

不一会儿， 茶楼老板亲
自将茶水及点心送来。原来，
老板一看苏东坡一行的言谈

举止， 就觉得他们绝非等闲
之辈，就特地来会会他们。

一股淡淡的茶香氤氲开

来，苏东坡眯着眼睛，轻轻地
吸了吸鼻翼、点了点头，赞叹
了声：“好茶！”老板娴熟地给
苏东坡斟了一碗茶， 边斟边
笑着问道：“先生懂茶？”苏东
坡欠了欠身， 答道：“略知一
二。”“那请您鉴别鉴别，小店
的茶叶如何？ ”老板说道。 苏
东坡也不说话，端起茶碗，轻
轻地吹了口气， 然后轻轻地
啜饮一口，砸吧砸吧双唇，立
即便感觉唇齿生香， 滋心润
肺。他抬头望了一眼老板，向
他跷起了大拇指说道：“上好
的淮南茶呀！ ”“先生果真懂

茶啊！”老板说道，“这是我们
这里上好的净寺毛峰， 地道
的淮南茶。” “贵地也产茶？”
苏东坡问道。 “当然。 我们这
里是淮南茶的主产区。”老板
自豪地说道。

苏东坡不说话，端起了
茶碗又喝了一口， 醇厚，浓
酽，令人回味无穷。 苏东坡
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对老
板说道：“淮南茶，还是信阳
第一呀！ ”老板就乐呵呵地
笑了。

苏东坡抬起头瞄了一眼

窗外， 又看到了波光闪闪的
官渡河。 于是他就招呼老板
坐下说话。老板谦虚了一下，
便微笑着坐下了。“这官渡码
头很是热闹啊。”苏东坡指了
指外面的码头说着。 老板答
道：“是啊， 这官渡码头原来
只是官家的渡口， 后来司马
县令为了方便百姓， 就允许
百姓从这里渡河，并且免费，
县城东南方向的百姓都从这

里渡河，所以很热闹。 ”苏东
坡“哦”了一声，问道：“可是
司马池县令？ ” 老板心里一
惊， 没想到此人竟然知道司
马池的名讳， 连忙答道：“是
的，正是您说的司马大人。 ”
苏东坡笑道：“这司马大人真
是亲民爱民啊！ ” 老板点头
道：“那是那是。 ”顿了下，老
板问苏东坡道：“先生认识司
马大人吗？”苏东坡抿了一口
茶淡淡地说道：“听说过。”老
板见他的神情，已了然在心。
于是笑问：“那先生也一定知
道司马光砸缸哟。”苏东坡点
了点头：“家喻户晓， 誉满京
师！ ”言已既出，突然觉得自
己说漏了嘴，就放下茶碗，转
移话题道：“可否讲讲这官渡
河的故事。 ”

老板何等精明， 似乎猜
出苏东坡与司马家的渊源，
就告诉苏东坡说， 这官渡河
是淮河的支流， 从前由于缺
乏治理，年年水患，百姓苦不
堪言， 还是司马县令在上游
龙山筑堤拦坝， 在下游天赐
城疏通河道， 才使这里河面

宽阔，波澜不惊。
苏东坡不住点头， 心想

这司马池真是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老板越说越兴奋，他告
诉苏东坡，在龙山曹畈，有一
司马光小镇，风光秀美，民风
醇厚。 苏东坡一下子就来了
兴趣， 连问为何叫司马光小
镇。 老板就告诉他说，有次，
司马池在龙山治理水患的时

候， 被困在了曹畈的水围子
里出不来， 他便在村子里转
悠。在村中，他居然看到一黄
姓村民安然地在家中读书，
一点也不为外面的风声雨声

所动，司马池跟他攀谈起来，
见他谈吐不凡、举止文雅，感
觉他学富五车。 经询问得知
原来他是举人出身， 因不谙
仕途，就在家乡开办私塾，教
书为生。司马池非常高兴，觉
得他给司马光找了个好老

师。回去后，他便把司马光送
到曹畈，跟黄先生学习。司马
光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

童年时光。 现在大家听说司
马光在朝廷当了大官， 就把
曹畈称为司马光小镇了。

苏东坡默默地注视着官

渡河， 心中品着老板的话，
再想这官渡河跟司马父子

的关系， 想想自己的遭遇，
不觉中 ， 心里便有些淡然
了。 这时，官渡河上微风掠
过泛起涟漪，清波轻涌。 苏
东坡不由看得痴了，好一会
儿才回过神来，自言自语地
说了句 ：“官渡清波可以濯
我心矣！ ”

待付账时，老板却不收
银子， 只说茶为有缘人品。
苏东坡沉吟了一下，吩咐随
从取出笔墨纸砚 ， 凝神片
刻，在宣纸上一挥而就四个
苏体大字 ：官渡清波 ，然后
轻轻地落下 “苏轼 ”两个字
的提款 ， 然后说 ：“既不收
银，唯以字相送。 ”

老板见到苏东坡写下

“苏轼”两个字，惊愕半天才
回过神来。听苏东坡这么说，
赶忙答道：“岂敢岂敢， 谢谢
苏学士，谢谢苏学士！ ”

焦予玲

叶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