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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10 月，贺龙和关向应等
人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与夏曦等人率
领从洪湖苏区突围出来的部分部队
在湖北随县会合。10 月下旬，中共
湘 鄂 西 中 央 分 局 在 枣 阳 县 召 开 会
议 ， 决 定 红 三 军 向 湘 鄂 边 苏 区 转
移。12 月 27 日，红三军指战员到达
进入鹤峰县邬阳关，重建鹤峰县第
五游击大队和邬阳关区、乡苏维埃
政 府 。 至 此 ， 红 三 军 行 程 7000 里 ，
完成由洪湖向湘鄂边转移的任务。

1933 年元旦，红三军收复鹤峰
县城。次日，红三军军部移驻鹤峰
县太平区茅坝。在锅耳台坚持开展
革命斗争的贺英游击队员赶到茅坝
与红三军将士会师。中共湘鄂西中
央分局恢复鹤峰县委、县苏维埃政
府和湘鄂边游击总队，红七师政委
陈培英任县委书记，哈太成任县苏
维埃政府主席。鹤峰县苏维埃政府
的恢复和游击队的组建，逐步稳定
湘鄂边苏区局势。1 月 5 日，湘鄂西
中 央 分 局 在 茅 坝 召 开 会 议 。 贺 龙 、
关向应提出应以行动恢复湘鄂边根
据地，先攻打桑植县；夏曦却认为
红三军“成分不纯”，必须抓紧进行

“清党”和“肃反”。1 月 13 日，红
三军进攻桑植县城，守敌朱际凯部
一个团不战而逃。红军占领县城以
后，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恢复
桑植县和部分区、乡的革命政权。1
月 20 日，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夏曦
强令红三军向装备较好的国民党湘
军新 34 师陈渠珍部周燮卿旅驻地永
顺县桃子溪和桑植县泥糊塔等地进
攻 ， 因 弹 药 奇 缺 而 失 利 。 1 月 28
日，周燮卿旅和朱际凯团从东、西
对红三军发起反攻，红三军退出桑
植县城，回到茅坝休整。2 月上旬，

在茅坝再次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扩
大 会 议 ， 夏 曦 提 出 解 散 红 三 军 的
党、团组织，撤销政治机关，遭到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宋盘铭等
人反对。2 月 10 日，湘鄂西中央分
局和红三军军部转移至鹤峰县走马
坪，与卢冬生率领的独立师 1000 多
人在此会师。夏曦在走马坪主持召
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讨论红三军
行动，决定发展鹤峰周围苏区，建
立 鹤 峰 、 宜 恩 、 建 始 、 恩 施 等 县 、
区、乡苏维埃政府。会后，红三军
在 走 马 坪 整 编 为 两 个 师 ， 叶 光 吉 、
盛 联 均 分 别 担 任 七 师 师 长 、 政 委 ；
段 德 昌 、 宋 盘 铭 分 别 担 任 九 师 师
长 、 政 委 ， 并 且 成 立 红 三 军 教 导
团，卢冬生担任教导团团长。整编
以后，红三军约有 5000 多人。

2 月中旬，红三军主力和湘鄂西
中央分局向建始、恩施、宣恩和鹤
峰等县边界转移，军部先后设在巴
东县金果坪和鹤峰县麻水。湘鄂西
中央分局从红军中抽调一批干部组
成工作队，到湘鄂边各县，恢复苏
维埃政权，发展地方工农武装。2 月
底，红七师主力开往恩施、鹤峰边
界 ， 击 溃 团 防 傅 维 峰 、 冯 玉 犀 两
部。到 3 月初，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和
53 个区、乡苏维埃政府恢复，建始
县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 38 个区、乡
苏 维 埃 政 府 ， 长 阳 、 桑 植 、 慈 利 、
石门等县的苏维埃政权也在恢复之
中。4 月上旬，在麻水黑山庙召开湘
鄂边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土
地分配问题。会后，在湘鄂边苏区
进行第二次土地分配，开展土地革
命，加强经济、文化、教育、卫生
等各项建设。1933 年 6 月，湘鄂边
苏 区 的 鹤 峰 、 宣 恩 、 恩 施 、 建 始 、

长阳、五峰、桑植、慈利、石门等
10 多个县、30 多个区、100 多个乡恢
复或者建立红色政权。各县建立地
方 工 农 武 装 ， 鹤 峰 、 宣 恩 、 恩 施 、
建始、五峰、长阳等县合计地方工
农武装人数在 1500 人以上。

3 月 2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
巴东县金果坪召开扩大会议，夏曦
决定进行第三次“肃反”，取消各级
苏维埃政府。3 月 26 日，发布 《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西省革命军事
委员会布告》，宣布由夏曦、贺龙、
关向应、卢冬生等 7 人重组湘鄂西省
革命军事委员会。夏曦掀起第三次

“ 肃 反 ” 高 潮 。 第 四 次 “ 肃 反 ” 是
1933 年 5 月开始的，直至 1934 年夏
季 才 告 结 束 ， 是 湘 鄂 西 苏 区 “ 肃
反”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 1933
年夏天起，党中央批评湘鄂西革命
根据地肃反工作的错误，指出湘鄂
西中央分局关于“党、苏维埃和红
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的观点
是“不正确的、夸大的”。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第三、四次“肃反”，使党
政军领导力量遭到削弱。

在恢复湘鄂边苏区期间，红三
军多次与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军和团
防进行战斗，并且取得一些军事胜
利。1933 年 3 月，国民党军周燮卿
旅进占鹤峰县城，被红三军和鹤峰
县游击大队打退。4 月，五峰团防彭
西祖进犯燕子坪，被县游击大队击
溃。5 月，朱际凯部逼近鹤峰县城，
被红七师和县游击大队击退。鹤峰
团防进攻太平区苏维埃政府和驻扎
在洞长湾的游击队贺英等人英勇牺
牲。1933 年 6 月，国民党军“湘鄂
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指挥湖北省
保安师张刚部和新 3 旅、第 48 师 142

旅，慈利、石门、澧县三县保安团
以及湘军新 34 师教导旅龚仁杰部和
第三旅周燮卿部，对湘鄂边苏区进
行围攻。红三军和各县区游击队形
势急转直下。7 月 22 日，敌军新三
旅对鹤峰县麻水发起总攻，占领湘
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驻地红
岩 坪 。 分 局 机 关 同 红 三 军 突 出 重
围，转移至宣恩县烧巴岩。7 月 2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召开
会议，形成 《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
新苏区、争取革命和战争胜利的任
务的决议》，作出红三军分散游击的
决定。

7 月底，红三军兵分两路作战：
一路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军部、九
师和教导团前往宣恩、咸丰、利川
境内开辟新苏区；另一路由夏曦率
领分局机关和七师在鹤峰县老苏区
坚持斗争。8 月初，敌军 38 旅藩善
斋部和团防“围剿”鹤峰。夏曦抛
弃烧巴岩会议决定的巩固原有苏区
的任务，而率部于外线奔袭。8 月 6
日，38 旅占领鹤峰县城以后，夏曦
集中兵力强攻失利。被迫率七师游
击，进行长途奔袭。先在南北镇袭
击罗效之部第四大队，接着奔袭敌
军 38 旅五峰县留守处；再进长阳，
在枝柘坪攻打敌军第 48 师徐继武部
留守处。8 月下旬，红七师返鹤峰途
中攻打敌军重点把守的西斋，又调
38 师 102 旅姜宏模部一团反击，红
七师伤亡惨重。8 月底，卢冬生率领
红七师在桑植县长潭坪红花岭歼灭
朱际凯部 170 多人，生俘 580 人，缴
获各种枪支 800 多支，取得“红花岭
大捷”。红九师于 8 月 9 日由宣恩上
洞 坪 到 咸 丰 忠 堡 打 土 豪 ， 筹 集 粮
食。8 月 10 日经马河坝和龙坪进入

宣恩县境。9 月上旬，红九师游击至
桑 植 县 四 方 溪 银 石 坪 与 红 七 师 会
合。根据贺龙提议，湘鄂西中央分
局在银石坪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
七、红九两师继续分开行动。由于
两师分兵活动，力量分散，不仅未
能实现烧巴岩会议制定的巩固老苏
区、开辟新苏区的计划，反而导致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丧失。

1933 年 12 月，红七师与红九师
会合于鹤峰县石灰窑。两师主力只
有两个多团，兵力包括机关、后勤
等只有 3000 多人。12 月 19 日，湘鄂
西 中 央 分 局 在 咸 丰 县 大 村 召 开 会
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计
划，向川东南转移，宣告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历史结束。

湘鄂边苏区是湘鄂西革命根据
地的策源地、组成部分，湘鄂西革
命根据地最终因为湘鄂边苏区丧失
而 结 束 。 湘 鄂 边 根 据 地 诞 生 红 四
军 ， 孕 育 红 二 军 团 和 红 二 方 面 军 ，
为全国其他苏区开展武装斗争起到
策应和配合的历史作用。贺龙和关
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
从 湘 鄂 边 苏 区 出 发 开 辟 黔 东 特 区 ，
又在湘鄂边苏区落脚建立湘鄂川黔
革命根据地，以致湘鄂边苏区又成
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一系列
的策源地、诞生地、落脚点、出发
地，凸显湘鄂边苏区的历史地位与
历史作用。湘鄂边苏区在鄂西革命
根据地中创建最早、丧失最晚，与
洪 湖 苏 区 、 巴 兴 归 苏 区 互 为 犄 角 ，
既是扩大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前进基
地，又是红二军团撤退的战略后方。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恢复
□ 戴楚洲

在美丽的张家界，不仅风景秀丽，民间
饮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在街头小巷，一个
个小摊头，油炸品占据一席之地，靠着一个
火炉子，一口铁锅，将米浆、黄豆浆等食材
放入油锅烧，或炸、或煎，做成香喷喷的油
炸食品，给人一种久违的香甜。

土家族油炸品落户张家界，有史可查。
据 《张家界历史文化博览》 记载“油粑粑，
风味小吃，取其粘米和黄豆适量磨成浆，将
混合浆盛入提子内放一层馅，再放一层浆覆
盖，放入沸油中煎炸⋯⋯其味香辣脆软。”传
统的土家族油炸品，在三国时就在武陵郡街
头露脸，明清时代作为小吃盛行乡村。按照
食材范围，土家油炸品可分为小吃和菜肴两
种。小吃有油粑粑、糯米砣、寸粑粑、炸汤
圆、炸油条、炸拖面等十多种。特色菜肴有
油 炸 蜂 儿 、 油 炸 魔 芋 、 油 炸 薯 片 、 油 炸 豆
腐、油炸猪耳朵、油炸小鱼等二十多个，其
价廉物美，取材便捷，纯手工制作，依靠本
地稻米、小麦、黄豆、薯片、蜂儿等食品，
生 意 红 火 。 土 家 油 炸 品 ， 其 制 作 工 具 有 石
磨、锅、勺、夹子、铁瓢等。

土家油炸品，样式多。小吃的代表性作
品有油粑粑，大庸土家人叫“油脆”，桑植土
家人叫“油油儿粑粑”，其制作方法，离不开

“泡”“磨”“填”“炸”等工序。制作时，先
将大米、黄豆洗净，泡上一晚后，用石磨磨
成浆糊，再填上一层由香干、火白豆腐、绿
豆、腊肉、辣椒组成的馅，油炸后出锅。油
炸洋芋片，将晒干的洋芋片放入油锅，掌握
火候，洋芋片就出锅。炸糯米砣，将煮熟的
糯米加上盐、花椒、酱油等馅儿，外涂上一
层浆，炸熟后的糯米砣，香喷喷、甜蜜蜜、
酥软软。菜肴的代表作有油炸豆腐、油炸拖
面等二十多种，制作时将豆腐或拖面等食物
放入油锅，炸得嫩酥清脆就出锅。这些做菜
肴的油炸品，制作技艺精湛，其“煎油”“炸
货”“出锅”是关键技术。土家油炸品，讲究
原 材 料 的 原 汁 原 味 ， 掌 握 出 锅 火 候 特 别 重
要，其制作工序环环相扣，色、香、味浑然
一体，有着历史文化研究、旅游开发利用、
市场营销推广等重要价值。

土家油炸品，有特色。它成为山里人的
美味佳肴，广泛用于红白喜事、祭祀、交际
交往、节假日礼物等场合，流传区域分布在
桑植、慈利、永定、武陵源等地。土家油炸
品食材丰富，手法简捷透明，使油炸品技艺
具有制作快、技法简洁易学、从业者较多等
特点。

土家油炸品，受欢迎。这些刺激人类味
蕾的油炸品，价廉物美，取材便捷，制作技
术简单易学，很受人青睐。古谚说——“鱼
香肉香，抵不上南门口的油条香”“千家万
家，吃不腻的油粑粑”。油炸品纯手工打造，
技法原始地道，老少皆宜食用，入口香脆，
令人回味无穷。

张家界民谣说：“张家界一大怪，油粑粑
串起来卖！”油粑粑是张家界土家人最喜爱的
油 炸 品 ， 在 桑 植 、 慈 利 、 永 定 、 武 陵 源 等
地，以炸油粑粑谋生的群众数不胜数。为确
保油炸品的新鲜口味和食材安全，油炸品传
承人多使用纯正的菜籽油，每天一换，绝不
循环使用老油，这是土家油炸品守望家乡厚
道朴实的秉性。

土家油炸品制作技艺广泛流传在民间。
其传承方法采用口头相授，代代薪火相传。
在众多的传承人中，覃顺业是典型的代表性
传承人，她五岁开始向师傅周春桃学习油炸
品技艺，至今已传承了五代。三十多年来，
尽管历经了生活的风风雨雨，但她从没有放
弃对油炸品技艺的追求。近年，她在永定街
头摆摊，以炸油粑粑、糯米砣、寸粑粑、炒
汤圆等为业，她的油炸品外酥里嫩、香脆酥
软、十分可口。豆香的清淡、香干的 Q 弹、
韭菜的浓郁和辣椒的劲爽，令人口舌生津。

“土家油炸品，是一门独特的手工技法，既要
掌握好火候，又要讲究食材的新鲜！”“一口
铁锅，煮沸着生活的酸甜苦辣。炸油粑粑，
呵护着我们张家界土家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前
景！”这是她对土家油炸品的热爱与理解。

“油炸粑粑香万里，远方客人快来尝！”
土家油炸品已成为城乡居民的美味佳肴，作
为特色美味摆上了人们的餐桌。土家油炸品
技 艺 ， 在 张 家 界 山 区 流 传 普 遍 ， 从 业 者 众
多。油炸品类型多样，好吃又便宜。油炸品
摊点多，制作快，买卖方便。一个小摊点，
可以毫不保留地展示全部油炸品技法。

“乖娃娃快起床，随娘早早赶场去，咱们
去买一大串油粑粑！”这是我老家群众赶场前
在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儿时，赶场能
吃到一个油粑粑或者一根油条，那是口福。
我爷爷吃土家油炸品，喜欢佐以酒，嚼口油
粑粑，喝口老酒，走路都带风。肩扛生活的
苦 楚 ， 耕 云 种 月 ， 活 出 了 一 种 足 足 的 豪 迈
劲。如今，张家界人生活条件早已改善，但
人们对油炸品的喜爱并没有远去，这种向往
与执着，不断推动着土家油炸品技艺的持续
提升。而今，土家油炸品已登上大雅之堂。
由风味小吃，已升级成“秘制菜肴”，作为主
打菜招待远方贵客。

随着张家界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土家
油炸品，必将成为张家界乃至湖南传统饮食
文化中不可小觑的优秀品牌。

土家油炸品
飘香张家界

□ 谷俊德

百 步 磴 ， 是 一 段 古 道 的 名 字 。
这段古道，位于湖南张家界的桑植
县 与 慈 利 县 交 界 的 茅 花 界 大 山 之
上，一个叫浸峪的山村。

“百步磴”，贺龙少年时曾在这
里赶过骡马。1920 年 5 月，贺龙的父
亲贺仕道，胞弟贺文掌在这里被反
动民团偷袭，先后牺牲。

茅 花 界 危 峰 插 天 ， 绵 延 百 里 。
在历代地方志中，茅花界都有“县
西 北 雄 嶂 ， 负 云 幕 野 ， 势 盘 百 里 ”
的记述。“峭壁层岩面面遮，长拖一
带幻龙蛇。危峰信出青天外，远嶂
疑连碧海涯。”这是清代同治年间慈
利知县刘继圣的诗作 《茅花界》 中
的句子。

茅花界横亘在大山。在漫漫的
历 史 烟 云 里 ， 从 桑 植 走 出 去 ， 向
东，向东，走到慈利、石门，除了
澧 水 航 道 ， 人 们 没 有 别 的 路 可 以
走，非得要凭脚力翻越茅花界。人
们背负着沉重的背篓，赶着蹄声杂
沓 的 骡 马 ， 把 药 材 、 茶 叶 、 桐 油 ，
乃至动荡时代从自贡运到鹤峰的井
盐，一点一点地运到山外，再用澧
水之上的木船顺流而下，运到洞庭
湖畔。1949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第
47 军一部从常德、慈利一路向西穿
越 百 步 磴 古 道 解 放 桑 植 。 50 年 代
末，一条公路仿佛天外丝绦翩然落

下，在茅花界上蜿蜒盘旋，百步磴
终于结束了它供人步行的历史使命。

百步磴古道旁，自古以来盛产
煤炭与铁矿。其铁器坚韧锋利，驰
名已久，至今，在城市里还常可见

“桑植铁器”字号。在那个年代，比
铁器更坚硬的是贫困。张家界民国
诗人吴愈材曾作 《茅花界诗》：“作
劳怜樵苏，斤斧勤罔辍。一饱并日
营，艰食闾井缺。”那时，人们终日
提 心 吊 胆 ， 大 山 中 土 匪 神 出 鬼 没 。
我第一次到浸峪村的时候，村里的
党支部书记高德军指着村口一堵高
耸崖壁上的石洞说：“看，那就是当
年老百姓躲土匪的地方。”

高书记说，村里的一位村民家
几年前建房挖基脚时，意外挖出一
只陶罐，罐身上有二十多个形如鸟
头 的 壶 嘴 ， 大 家 都 不 识 得 是 何 物 ，
都说是“文物”。我和高书记后来去
看了这“文物”，在网上搜索对照很
久，才弄清楚这种陶罐叫“魂墰”，
是古时候的“谷仓罐”，至少在汉代
就 已 经 出 现 ， 是 用 于 陪 葬 的 器 物 ，
意祈福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饱食
无忧。不清楚这个陶罐葬于何年，但
那一刻，我深深体悟了这块土地上的
先人们曾经对丰衣足食的坚定信仰。

八月的一天，高书记陪我登了
百步磴古道。才知道百步磴并不止

一百步。在参天的古木荫中，那些
被 人 和 骡 马 的 脚 步 磨 得 光 滑 的 石
级，在太阳斑驳的光点中泛出无言
的冷峻。喘息着爬上一段，抬头望
去，古道消隐于一块巨大的岩石之
后 ， 待 走 到 跟 前 ， 又 看 到 它 的 延
伸，仿佛漫无尽头。清澈的泉水静
静地从道旁的石缝里流淌着。蝉在
林间无休无止地歌唱，就如同这古
道一样，寂寥而悠长。我在想，曾
经的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们，是怎样
拖着沉重的脚步，拂去脸上咸涩的
汗水，一步一步地坚定走向远方。

登 上 百 步 蹬 顶 ， 顿 觉 天 高 地
阔 。 古 道 到 这 里 开 始 向 山 下 延 伸 。
往 东 望 去 ， 山 岚 河 流 ， 城 池 村 庄 ，
风光无限。放眼望去，江垭水库若
隐 若 现 。 南 边 不 远 处 的 山 峰 后 面 ，
是驰名中外的张家界核心景区，那
是一块文旅世界的圣地。

八月里的天气，在这里没有丝
毫 的 燥 热 ， 只 有 无 限 的 清 凉 与 惬
意，空气十分新鲜。高书记指着不
远 处 一 大 片 深 绿 的 树 木 说 ， 你 看 ，
中药材，那里有一大片厚朴。

高书记带我走进厚朴林中。
我 常 听 说 中 药 厚 朴 有 健 胃 消

食 、 下 气 宽 中 、 燥 湿 消 痰 的 功 效 ，
如今如此亲近地行走于厚朴的华盖
之下，感触它厚实的叶子、挺直的

树干，那浓得化不开的深绿，别有
一番味道。这片厚朴林的主人是一
位 在 北 京 打 拼 的 老 总 ， 也 是 邻 村
人，姓于。他老家就在高高的茅花
界山下。四年前，于总觉得茅花界
种中药材大有前途，于是萌生了种
植厚朴的想法。他从北京的产业中
抽 资 5000 万 元 ， 流 转 山 地 2000 多
亩，建起了这个中药材基地。本来
准备五年后卖掉药材盈利，可是厚
朴越长越逗人喜爱，五年后却怎么
也舍不得卖了。

在厚朴林中的一幢房子里，我
见到了于总。于总微胖，是一名朴
实年轻实业家。他说，我常常在厚
朴林里散步，享受这里仙境一般清
新静谧的风景，转念一想，我干嘛
不让更多的人来这里享受呢？这延
年益寿的药气长年累月地散发，滋
养一方，我也算是积功累德。所以
厚朴林我不砍了。你看看，我这里
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好处，那就是
看 日 出 。 太 阳 从 山 边 跃 出 的 一 刹
那，那真的是太美了！别处看不到
的！我这里离核心景区只有十几公
里，等将来道路建好了，游客们来
这厚朴林里安上吊床睡一觉，神仙
也不过如此吧？摄影家天不亮就要
架机器拍日出，我这房子要挤爆了
吧？⋯⋯

从于总的言语里，我能感受到
一位现代企业家的自豪和睿智。，

在高书记驾着他的四驱车陪我
走遍浸峪村的日子里，我看到了苍
翠的林场、覆盖了整面山坡的厚厚
葛蔓、鳞次栉比或星罗棋布的各式
农 村 老 百 姓 的 新 房 子 。 在 山 路 上 ，
高书记驾车小心翼翼，生怕碾伤正
在横过林间道路的小动物。在这里，
处处都能感受到村中今非昔比的富
裕和文明，能深深感受到高书记他们
时不我待努力振兴乡村的努力。

市委组织部乡村振兴工作队入
驻该村后，半年时间，在古道百步
磴 山 顶 建 起 了 提 质 升 级 的 饮 水 池 。
高书记说，浸峪村总面积 27000 亩，
山林面积 18000 亩，全村总人口 1292
人，人均山林面积近 14 亩。目前 ，
村里有野生五倍子林 1000 亩，黄柏
2100 亩 ， 厚 朴 2200 亩 ， 玉 竹 600
亩。高书记说，我们紧邻著名旅游
风景区，如果哪天能把历史悠久风
景秀丽的百步磴开发成登山运动游
道 ， 这 里 定 能 成 为 一 块 运 动 圣 地 ，
一定能火起来。

离开百步磴后，我常常忆起这
段古道。我盼望，盼望有一天能穿
着运动装，站在古道顶端那片茂密
的厚朴林里，去领略一场茅花界壮
丽的日出。

古道边的山村
□ 曹勇

雪后天晴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