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明善烈士系慈利县三官寺乡寨岗村
王木溶组人，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投身革
命的先驱，在省城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
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是最早接受并宣传
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身许国、矢志
不渝跟随共产党闹革命。他从长沙返回原
籍参与创建革命根据地，曾担任三官寺农
民协会主席，1927 年马日事变惨遭杀害。

袁 明 善 烈 士 出 生 在 山 村 一 个 殷 实 人
家 ， 良 好 的 家 庭 教 育 ， 从 小 养 成 好 学 上
进，上课时常常出奇不意提出质疑，让教
书 先 生 伤 透 脑 筋 ， 但 又 不 得 不 称 奇 而 厚
爱。他动静相宜，活动能力强，特别喜欢
阅读，记忆力超群，从读私塾、到初中、
高中门门功课全优，是师生公认的学霸。
在风雨如磐的青少年时代，积贫积弱的旧
中国发生了几件撼天动地的大事件，无不
冲击他的心灵、影响他的成长和人生。

16 岁那年，与他家隔河相望的中国近
代民主革命家年仅 24 岁的唐牺支，在 1911
年 10 月 18 日率部光复宜昌 ，随后攻打荆
州，为辛亥革命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唐
牺支从此是他心中的偶像。

24 岁那年的"五四风雷”，1919 年 5 月 4
日 发 生 在 北 京 的 一 场 伟 大 的 群 众 爱 国 运
动，表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前所未
有。这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新文
化运动推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
新时期，从此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
幕，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
以“爱国救亡、民主科学、文化启蒙”为
内核的五四精神，给风华正茂他以莫大启
迪和鼓舞。

26 岁那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随后召开的中共二大在中国第一次明确提
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1924-
1927 年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制定的以打土
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政策，召唤
他从省城回到乡村。湖南当时成为全国农
民 运 动 的 中 心 ， 农 运 中 农 会 会 员 人 数 之
多，协会组织之普遍，运动发展之深入，
均居全国各省农运的首位。为了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
代有志青年自觉担当起探索的历史重任。
毛主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和对中
国农民运动的社会调查找到了中国革命自
己的道路：摒弃了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苏
联模式，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确立了建立
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革命

道路。
具有敏锐政治视觉和家国情怀的袁明

善，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中看到了
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确定了自己的理想和
信仰，满怀革命激情从省会长沙回到了家
乡开展农民运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经
过反复实地踏看后，首选以官桥片区为中
心建根据地。官桥位于江垭、三官寺、赵
家岗、熊家庄四乡边陲山村，是江垭与三
官寺东西通道的中点，又是通往慈利、大
庸的骡马古道，这里群山蜿蜒起伏，山势
西高东低，上马屯因居高临下是兵家必争
之地，南北两山巍峨高耸，北山从江垭古
镇发脉自北向西转东延伸到官桥单山垭，
南山层层叠叠是望不到尽头自然屏障，是
天生的具有进退隐蔽条件的地势地貌。在
单 山 垭 山 脉 东 端 还 有 久 负 盛 名 的 南 阳 古
寺，中山学堂也曾设立于此，这里是杜氏
宗亲聚会的重要场所，一年到头香火、人
气甚旺。这些都是选择建根据地的有利条
件。但在袁明善看来， 至关重要的还是在
有重情重义的人。

围绕建点扎根，于是四处寻找可以托
付身家性命的知己。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进村入户寻访的
第三天，来到下马屯前往南阳寺山坳中的
一户郑姓的人家，一看就知道郑家夫妇厚
道开明，尤其是他们的一双儿女，儿子叫
郑 德 福 ， 女 儿 叫 郑 青 梅 ， 一 家 人 热 情 好
客，兄妹俩十分健谈，对时局变化也略知
一二，三个年轻人很是投缘。当得知这位
英俊帅气的客人，在省城读过书，见过大
世面，兄妹俩更是羡慕加崇拜。德福念过
私塾、上过高小，春梅虽未上学，但随同
龄的杜姓姐妹到南阳寺中山学堂认字识数
了一段时间，兄妹俩渴望知识，明善时而
娓娓道来，让其如痴如醉。几回长谈，兄
妹认定了这位大哥，父母也喜欢上了这个
非凡晚辈。这正是明善所希望的，从此有
了一个可以放心的落脚之地。毕竟建根据
地是在犯上，随时都会召来杀身之祸，明
善试着吐露心迹，讲述为大众谋幸福、为
民族谋复兴的国人担当，兄妹俩如同醍醐
灌顶，常常热血沸腾，反复表明：只要大
哥召唤，我们就跟着干。哥哥看透了妹妹
的心思，主动提出要与之联姻，以表明铁
心 跟 随 的 决 心 。 春 梅 冰 雪 聪 明 ， 柔 情 机
灵，正是明善梦寐以求的心仪女人。一年
后，正式拜堂成亲。婚礼那天 24 名同学从
全省各地赶来贺喜，身着整齐划一的青衫

礼服，打着黑色雨伞，知悉这一革命恋情
的好友还特地书写了一幅婚庆对联：上联
德福谋福顺天理，下联明善行善迎青梅，
横批志同道合，恭恭敬敬、大大方方贴在
洞房门楹上。

袁明善用心用情所建的以官桥为中心
的革命根据地，不显山露水，以唤起民众
觉醒为己任，“爱国救亡、翻身解放”的理
念已厚植在官桥大地，他通过构建利用官
桥广泛的人脉关系，特别是得到杜氏宗族
的 杰 出 代 表 爱 国 大 侠 杜 心 五 的 赏 识 与 支
持，杜氏族民自然成为根据地的主力军，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未三十年代初参加红军
的就不下几百人，仅杜氏宗族牺牲的热血
青年有据可查的烈士就有 20 多名。在中共
二大纲领和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政策的感
召下，全国掀起的农运高潮势不可挡，湖
南更是如火如荼，袁明善从事的革命活动
开始从地下转向地上，亲自出任三官寺乡
的农会主席，成为当地农友响当当的主心
骨。

袁 明 善 的 堂 弟 袁 明 濂 （即 袁 任 远）
1925 年 5 月从南洋回国，8 月在长沙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6 年 7 月受党组织委派回慈
利县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任中共慈利县特
别 支 部 委 员 、 县 委 委 员 。 兄 弟 俩 久 别 重
逢，共同的理想信仰，手足之情、革命豪
情溢于言表。对于堂兄先于自己回到家乡
宣 传 新 民 主 主 义 思 想 和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主
张，创建以官桥片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而大加赞赏，对因建根据地而相识相恋相
依的这位兄嫂更是敬重有加。兄弟同心，
其利断金。砸碎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活动范围己延伸到石门、
大庸、桑植，革命洪流直接冲击着黑暗专
制，而成为统治阶级和恶霸地主的眼中钉
肉中刺，反革命的屠刀必将随时砍来。

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发生了震惊中
外的“马日事变”。1927 年 5 月 21 日晚，驻
守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党反动
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
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组织机
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
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
员、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
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中国国民党右派
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
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袁明
善就是在这年的农历 5 月 28 日上午，在三
官寺株目村狗子岗被还乡团杀害的，年仅

32 岁。袁任远因乡亲急中生智，将其卷在
晒谷竹垫里而幸免遇难。

袁明善被害后，年仅 25 岁的妻子郑青
梅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既要设法掩埋好
丈 夫 的 遗 体 ， 又 要 想 方 避 免 还 乡 团 的 追
杀。她很坚强，她说：“不能让孩子父亲失
望！”因为在正式定婚前，袁明善就说过，
他的工作很危险，随时都有可能掉脑壳。
给他的回答简单明了，“我不怕！就是死也
要死在一起。”因为对丈夫的爱，也为了追
求美好的梦想，她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
度外，但这时觉得自己不能死，她要为袁
家延续香火。她以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
苦，带着刚开步走路的儿子东躲西藏，那
时候有屋不能回，有亲不能走，逼得走投
无路，流离失所，乞讨度日。好心人见她
可怜，劝她改嫁。她却毫不含糊地说：生
是袁家的人，死是明善的鬼”。她以坚贞不
屈的定力对纯洁爱情的坚守，以百折不挠
的毅力陪伴孩子的成长。让她没有想到的
是堂弟托人到处打听她的下落，在驻防江
垭时把她母子接到镇上，握着她的手动情
地说：嫂子你受苦了，你为了留下明善的
根，讨米也是革命，请相信他的血不会白
流，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并给她 3 块光洋、
10 袋面粉做本钱，以炸油粑粑维持一家生
计。1934—1935 年湘卾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创建，堂弟袁任远又回来了，在出任大庸
军分区政治委员期间与夫人大庸妇女会主
席周雪林对堂兄遗霜没少关心。在战火纷
飞的日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孩子患
病，只得变卖小本生意救命，无奈又回到
了讨米叫化的岁月。

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全国解放。堂弟
袁任远出任湖南省第一任副省长，他没有
忘记曾经出生入死革命烈士堂兄的遗属，
委托地方政府照顾好烈士遗孀，为烈士遗
孤安排适当的工作。烈士的儿子袁贻质是
个大孝子，哪里也不去，一辈子守护在母
亲的身边。儿子爱母亲，母亲爱父亲，结
婚四年，却心甘情愿守寡四十二年直到生
命尽头，这种夫妻真情、革命爱情，在三
官寺一带传为佳话。在庆祝建党 99 周年的
前夕，从历史的尘埃中挖掘出被尘封了 80
多年的袁明善烈士的爱情故事，依然让我
们肃然起敬，爱为根据地而生是不忘初心
教育不可多得的好素材。

爱为创建官桥革命根据地而生
—— 袁明善烈士的红色爱情故事

□ 杜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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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笛 溪 ， 四 都 坪 乡 的 一 个 湾 、 一 条
溪、一个村。走过“戴口罩的春天”，总想
出去透透气。于是，初夏时分，我随市作
协 一 行 从 市 城 区 沿 张 沅 公 路 一 路 西 南 而
行，山环水绕，经大坪，过四都，约莫两
个多小时车程，便已成功逃离了喧闹的街
道，置身美丽的山水画卷。

走进牧笛溪村，听那溪、那屋、那人
的故事，感悟破茧成蝶的瞬间。这个不起
眼 的 的 小 山 村 发 生 了 巨 变 ， 着 实 令 人 好
奇，让人向往。“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
村处处花”，苏轼词中那种青山翠竹粉墙黛
瓦、牧笛山歌蛙声蝉鸣悠闲自在的乡居生
活，在牧笛溪村得到了完美呈现。

这是一个群山环抱的长山沟，这里的
山一座又一座，山挽着山，山抱着山，原
生态植被绿意葱茏，美景如画，是生态郊

游的好去处。一条从堡子界大山上蜿蜒而
下的透明溪水潺潺而流。石头砌就的堤岸
上 ， 粗 大 的 杨 柳 树 ， 郁 郁 葱 葱 。 溯 溪 而
上，溪水潺潺，坐在溪中石头上，清清如
镜的溪水中，只见小游鱼倏忽来去，细石
圆润光洁，把双脚泡在水里，可听到肌肤
贪婪吮吸溪水的丝丝声响，捧一把溪水扑
在脸上，清爽极了，置身其中，尘世间的
喧 嚣 和 烦 恼 不 知 不 觉 便 烟 消 云 散 了 。 这
不，来自市内的一支 5A 户外徒步队友们正
在溪中惬意乘凉，他们摆上自带的午餐，
围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大声吆喝着土
家山歌。

行走在这片古老的村子里，青草点缀
的石板路，房前屋后的盈盈绿树，绘成了
一 幅 优 美 的 水 墨 图 。 一 栋 栋 土 家 民 房 矗
立，到处都是古朴原始的土家吊脚楼和历

经沧桑的百年土家四合院，黝黑的堂屋大
木柱子，棕褐的土家雕花护栏，楼上的排
方和无数的横梁，在秋收时节，满满挂晒
着收获的苞谷棒子。用石头砌成的围墙蜿
蜒在家家户户门前，墙上的各色花朵竞相
开放，哪怕是不知名的野草，也在青色石
头墙的隙缝中，以一种倔强的姿态努力生
长、开花、结果。远处的三两声犬吠，近
处的一两声鸡鸣，静谧的村庄里，有着陶
渊明式世外桃源的淡泊宁静。

村民们正在田间忙于耕种，一汪汪水
田 已 栽 下 秧 苗 。 这 时 候 ， 不 远 处 “ 规 规
阳，规规阳”的阳雀声一直不停地叫着，
声声入耳，让人惬意舒心，好像在唱一支
山歌。旱地里，玉米苗正茁壮成长，而收
割下来油菜籽正晒在吊脚楼下的塔子里，
榨油坊间，飘出菜籽油的芬香。一群鸟儿

唱着歌，从我的头顶掠过，它们排成人字
形 的 队 伍 ， 直 上 云 霄 。 我 极 目 远 处 的 山
岭，正如绿色的波浪起伏奔腾，一直涌向
天边。

走进建档立卡贫困户符晨军家中，挂
在火塘屋中间的腊肉让人垂涎不已，灶台
上的饭菜盈出诱人的香味。土家腊猪脚、
农家豆腐、剁辣椒、小炒土鸡蛋、土家合
渣、干豆角、米辣子糊、藠盐菜汤、炒魔
芋⋯⋯全是土家特色美食和儿时的味道。
这对夫妻，是牧笛溪村的脱贫者，当问起
近年来脱贫成效时，他们的脸上露出幸福
的笑容。

回来的路上，望着窗外风景，实在不
舍牧笛溪。我想，下次邀一两行伴，还要
去宿上几晚。

走进牧笛溪
□ 漆艳平

清明时分，我沿着绳一样的小径，数着过去留下
的脚印，走进了捡草湾——故乡这片最茂密的森林。
林 子 里 鲜 花 争 妍 ， 草 木 幽 深 。 树 掩 花 遮 着 的 一 座 小
丘，它是我父亲的坟莹。

来到父亲的墓前，我默默地献上了一束鲜花，表
达对老人家的深深敬意。没有人打扰，也没有鸟鸣，
林子里显得非常的安静，只有风儿掠过树梢发出的沙
沙声，如诉如泣，时伏时起。这是林涛在哀鸣。我的
眼睛开始变得模糊和湿润。

恍恍惚惚中，脑子里过起了“父亲"的电影。
儿时的父亲，由于家境贫困长期缺少营养，面黄

肌瘦。虽衣不蔽体，但他孱弱的身体里却揣着一颗坚
定的心。“我要读书。"爷爷对他的决定很吃惊，摊着手
叹着气为难地说：“家里人多，吃饭都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哪里还有钱供得起你读书？"“不用你们操心，只
要管口饭就行。读书的钱我自己挣！"父亲就是一头犟
驴，从七岁起，他就开始纺纱织布编毛衣，踏上了勤
工俭学的征程。父亲聪明，学习也非常勤奋，成绩总
在班上前几名。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慈利简师，成为解放前慈利县的第一批简师毕业生。
十年里，他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硬是靠自己
一边挣钱一边读书，最终完成了学业，使自己成为了
家里唯一有文化的人。父亲爱读书，只要稍稍有空，
就会捧起书本读上一阵。由于博览群书，他学识渊博
满腹经伦，赢得了同辈们的肯定和赞扬。

电影里的父亲渐渐地变得了高大英俊。头像也更
加的清晰。

父亲二十岁时，正值 1949 年，新中国诞生，那一
年，他毅然献身教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这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一辈子忠诚于教
育事业。为了办好教育，他沤心沥血矢志不渝，引导
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父亲工作
肯负责任，做事特别认真。他勤勤恳恳地教育学生，
年年被评为先进。再调皮捣蛋的学生，经过他耐心地
调教，都变成了优等生。有教无类，平等待人，这是
他的座右铭。当校长，他恪尽职守，倾其所能，把学
校管理得井井有条面貌一新。他先后担任过五个乡镇
的联校长，而每个联校都让他经营得水起云生，成为
全县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他鞠躬尽瘁，象一头黄
牛埋头拼着命。为了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他跋山涉水
深入到各个学校听课，检阅老师们的备课本，和每一
个老师交流教书育人的体会。他常对下属们说：“家长
们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把孩子们教育成
德才兼备的好学生。"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年复一
年，父亲的双脚踏遍了五个乡镇的山山水水。高高的
阴塔山，记得父亲曾在顶上借过宿；潺潺的战马溪，
记得父亲在岸边喝过水。沐雨栉风，披星戴月，父亲
把自己整个儿绑在了教育上，一刻也舍不得消停。

渐渐地，当年的后生变得不再年轻。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父亲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很多学生都出
类拔萃，成为社会精英。父亲甘守清贫，清政廉洁，
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贪污受
贿，不乱搞两性关系。“他说到做到，言出必行，终生
没 有 越 矩 。 父 亲 是 一 个 注 重 实 事 求 是 的 人 ， 性 格 耿
直，也因此命途多舛，吃过很多亏。一九五九年，他
在零溪河小学任校长，因为对党支书要每个学生捡二
十斤石灰写标语提出了异议，因此招来祸患，连续七
天在党内遭受到没日没夜的斗争，最后被划为思想右
倾 ， 受 到 停 职 反 省 的 处 理 。 残 酷 的 斗 争 ， 无 情 的 打
击，父亲打落牙齿肚内呑。他挺住了，但从此身体垮
了。刚刚三十岁的他，霜雪染白了两鬓。后来，他又
被 打 成 走 资 派 ， 再 次 被 揪 着 上 台 斗 争 。 都 是 血 肉 之
躯 ， 能 经 受 得 起 几 次 折 腾 ？ 他 的 身 体 ， 从 此 一 落 千
丈，病魔缠身。从此青春不再，俨然成了白发苍苍的
老人。父亲心底善良，即使身处逆境，也未改初心，
即使在靠边站时期，仍然关心着他的教师和学生。每
天来来回回地关注学校周围的危情。一天深夜，大雨
如注，山洪暴发，多位老师和数十名寄宿生在小河边
的宿舍里熟睡，父亲放心不下，半夜里打着手电撑着
雨 伞 在 风 雨 里 查 看 危 情 。 不 好 ！ 发 现 河 水 已 漫 过 河
堤 ， 已 浸 泡 着 学 校 的 宿 舍 墙 壁 ， 且 河 水 还 在 继 续 猛
涨，一场房塌人亡的惨局眼看着就要发生，时间就是
生命，父亲马上急声把熟睡的师生喊醒，亲自搬来梯
子，在泥水里组织师生转移。转移刚刚结束，宿舍便
轰然陷塌。好险！！！如果再耽误十分钟，就会牺牲几
十条性命。父亲对师生们的爱，终于感动了校方，从
此，师生们再也不对他进行批斗。这大概就是如老子
所说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注解吧。

父亲大爱。爱他的父母，爱他的战犮，爱他的学
生，爱他的兄弟姊妹，爱他的妻子，更爱他的子女。
他对子女的爱，象山一样厚重，也象水一样的温柔。
每个孩子上了高小后，他都要带在身边辅导学习帮助
进步，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怕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
他常常节衣缩食，一分钱掰作两半花。他一生没有大
吃大喝一次，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

父亲累倒在五十九岁，生命定格在五十九岁的年
轮里。这里面，有我好多的悔，好后悔好后悔在父亲
活着的时候，没能去用心去多多关爱。

这成为了我永久的心疤。
我多么想父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为他煮饭

炒菜，端茶倒水。但这已永远不可能。人就是这样，
一 旦 失 去 ， 就 不 会 再 拥 有 。 父 亲 临 走 前 一 再 叮 嘱 我
们，他死后，一定要把他掩埋在奶奶坟墓的旁边，他
要永远守护自己的母亲。如今已是三十三年了。

“父亲"的电影进入了尾声。远处的几声狗吠惊醒了
梦中人。一缕阳光穿透树林，父亲坟冢上芳草萋萋。
我不由自主地吟诵起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 春 晖 。 父 亲 的 一 生 很 短 暂 ， 但 他 “ 居 善 地 ， 心 善
渊，与善仁，言善行，事善能，动善时”的精神永恒。

父亲
□ 谭裕民

故乡的云 张春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