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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中原怒火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了我国东北三省，接着又策划蚕食华北之阴谋，
妄图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中国。1937 年 7 月 7
日深夜，一支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偷偷地向卢
沟桥摸来制造事端，遭到中国守军阻拦，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
国，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把日本侵略者赶出
中国，拉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一场伟
大的抗日战争迅速展开。抗战的怒火在中原大
地熊熊燃烧！

“小虎队”夜袭敌军列
在中原铁道的抗战史上，有一支名不见经传的

“小虎队”，活跃在平汉、陇海铁路线上。他们常常
出其不意地给日寇来一次迎头痛击，瞬间又消逝得
无影无踪。

那是 1939年 10月的一天深夜。“小虎队”大队
长陈林生和队员吴大均、李广恩，在吴大均家里昏
暗的油灯下悄悄密谋着一件事。陈林生是平汉铁
路线上一个小站的值班员，吴大均和李广恩都是线
路养路工，非常熟悉这一带地形和铁路运输业务。
自从日军入侵安阳之后，他们没少给军火运输“使
绊子”。尤其“小虎队”成立之后，关键时刻不是军
列开不出去，就是途中掉道、脱轨，甚至发生爆炸，
弄得鬼子晕头转向不了了之。

这一次，陈林生得到确切消息，从保定方向开
来的一趟军列一路南下，将于次日凌晨1点 38分通
过汤阴车站。虽说搞不清楚车上装的是什么货物，
他猜想既然是军列肯定是军事物资，这一点毫无疑
问。陈林生第二天早上才接班，有充足的时间安排
好这次行动。于是，天黑时他叫着李广恩一起到吴

大均家里密谋“夜袭敌军列”的事。
“小虎队”干这事轻车熟路，人无需多，关键是

“精”。陈林生对这次行动作了详细部署，具体行动
由吴大均和李广恩分头落实。他们俩把具体细节
又进一步做了研究，做到万无一失，平安无事。

这次任务的关键是让军列脱轨翻车，如果车上
载有军火弹药，有可能引爆造成更大影响。李广恩
主动请缨完成任务。

李广恩家住李庄村，距平汉铁路线不远。他又
是铁路养路工，地形及其他都十分熟悉。

他们合计完之后，李广恩回到家中，不动声色
准备好要用的工具。约莫着时间差不多了，背上工
具包、扛着撬杠和往常一样上路巡道，确定了动手
之处便躲在一旁的隐蔽处。那天刚好阴天，伸手不
见五指。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他隐隐约约听到远处
传来“吐、吐、吐”火车头行进的声音，还可见微弱的
灯光。李广恩十分清楚是那趟军列开过来了。他
猫着腰走到一个弯道的钢轨接头处，迅速将钢轨夹
板卸掉，拔掉钢轨道钉，悄无声息地离开现场，回家
躺在床上佯装睡觉了。

没过多大一会儿，李广恩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阵
爆炸声……

第二天早上，陈林生像往常一样到站接班。汤
阴车站里里外外都有鬼子兵盘查，想弄清楚夜里军
列爆炸的原因抓住“凶手”。他们哪里知道，这次军
列遭到袭击是“小虎队”精心策划而成的。

小商桥的“特别行动”
自古以来，中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史料

记载，1937 年 7月，全国爆发了抗日战争，郑州作
为中原重镇，自然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中共郑

县（郑州）县委决定组织党的干部，深入平汉铁路、
豫丰纱厂等处开展群众工作，领导工人和广大人
民群众顽强斗争，抗击日本侵略军。郑州很快形
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抗日爱国局面。

1938年 2月 14日，日寇对郑州狂轰滥炸。日
寇军机投下 60 余枚炸弹，平汉、陇海铁路惨遭破
坏，郑州一片狼藉，房屋倒塌及群众伤亡不计其
数。之后，敌机轰炸经常不断，郑州千疮百孔损失
惨重。中共党组织在郑州机厂（郑州机务段）秘密
成立了“特别行动队”，平汉铁路工会委员刘文松组
织了 80多名铁路工人参加，分成三个小分队常在
郑州周边及其以南活动，扒铁路、炸火车、破坏铁路
设施，抗击日寇入侵。

194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特别行动队”的刘
松山与崔二柱策划晚上行动，要给日本侵略军一个
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

那天晚上乌云密布。他们俩来到小商桥车站
南头出站的铁路边，这是他们早已踩点并策划好的
实施路段。他俩经过一番侦查，一切正常，立即按
计划行动。刘松山隐蔽在不远处的一棵柳树下放
哨，以防不测。崔二柱是出了名的“机灵鬼”，办事
利索不留痕迹。他背着工具包带上撬杠立即上道，
不大一会儿卸掉了一侧的钢轨夹板，起出钢轨道
钉，二人迅速离开远去……第二天，郑州就传出小
商桥夜里发生一起火车颠覆翻车的事故，平汉铁路
行车中断消息满天飞。

平汉铁路“特别行动队”的故事民间早有传说，
一些史料也有记载。抗战英雄功不可没！

汴梁古城的秘密营救
抗战时期，开封隐蔽战线上一段鲜为人知的故

事令人动容，这条隐蔽战线上的主人公是冯翰飞。
冯翰飞生于 1888 年，是民国时期开封著名

的报人、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家住开封，抗
战沦陷时期，他家曾是抗日力量重要的地下交通
站。我党秘密联络员及进步人士经常聚集冯翰
飞家里商议大事，痛击日本侵略者。

冯翰飞是一个文化人。他以办报为名，有很高
的社会声望，在文化界、政商界人脉广泛。

1938年 6月 6日，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开封沦
陷被日军占领，成立了由汉奸、卖国贼组成的“维持
会”，协同日本宪兵队、日伪特务科，破坏我党地下
组织，围堵、抓捕、迫害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共产
党地下组织、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是重点打击对
象，一旦被捕面临着严刑拷打甚至被处决。

1944年春节过后，随着对敌斗争的步步深入，
党的地下组织也遭到日伪汉奸的疯狂镇压。包括
中共豫东地下党组织成员在内的一批抗日进步人
士和青年学生，因叛徒出卖行动暴露，被日伪特务
逮捕，关押在日军宪兵队拘留所和开封监狱。

我党地下组织摸清情况做出秘密营救方案。
元宵节晚上，一次营救会议在冯家的防空洞里秘密
进行，会后迅速行动。一是，冯翰飞先生出面以“保
释同乡、故交子弟”为名，通过有民族良知的官员向
日伪当局交涉，保释一些被关押人员；二是，以重金
买通拘留所、监狱有关人员，减轻被捕人员所受痛
苦，并获取内部重要消息见机行事；三是，精心策划
组织越狱。通过秘密手段里应外合，让被捕人员成
功越狱并迅速转移……这次秘密营救为豫东和中
原抗战保存了有生力量。

冯翰飞家族参与的这次秘密营救行动，成为中
原抗战史上一曲无声的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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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曾同爷爷去一百公里外的姑
奶奶家。姑奶奶家住在长江一条分支流的对
岸，去她家必须乘坐一条小渡船才能过去。

乘坐小渡船需要排队等候，因此我和爷
爷在渡口的杨柳树下苦苦等待渡船；如果对
岸没有人过河往这边来，艄公就会一直在河
那边的树下歇荫，不会空船来接这边的人。
他的主要任务是送村里人外出，而不是接外
地人进村。我等得有些着急，便问爷爷：“能
不能绕道过到河对岸？”爷爷一愣，一脸苦笑
地回答：“你愿不愿再走七八里地绕过去？”
我一听，马上打消了绕道念头，目不转睛地
注视远方，并对这个渡口重新审视一番，顿
觉亲近不少，甚至对艄公也表示理解和“不
再讨厌憎恨”。从此，“渡口”这个名词便深
深地烙在了脑海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地理环境
中的“渡口”我也越见越多、越见越大；长江渡
口、黄河渡口、珠江渡口、琼州海峡渡口、胶东
半岛渡口、香港维多利亚渡口、澳大利亚悉尼
渡口……屡见不鲜，感觉平平淡淡，不足为道
了。但是，关于“渡口”的遐想却让人心情无
法平静。我常想，时光的“渡口”在哪里？人
的感情有“渡口”存在吗？尤其是时光的渡
口，有着怎样的“容颜”与“样貌”？在我们的
人生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力？

时光的渡口，宛如一条神秘的长河，缓
缓流淌着岁月的痕迹。这里，人们乘着时间
的船只，穿越时光的隧道，抵达不同的彼岸。

站在时光的渡口，我看着那些曾经熟悉
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那些欢
声笑语，那些泪水涟涟，都化作了时光的尘
埃，随风而逝。我不禁感慨万千，时光如梭，
岁月如梦。

站在时光的渡口，回忆起那些青涩的年
华，我与一些人曾经手牵手，一起走过那条长
长的林荫小道。那时候，我们年少轻狂，对未

来充满无尽的憧憬和期待。如今，那些曾经
的梦想和追求已经化作遥远的回忆，留在心
间的是那份淡淡的思念和无尽的感慨。

站在时光的渡口，我也曾有过彷徨、苦
闷、焦惶、沮丧、无奈、不安、哀怨，曾经挣扎
过、屈服过、妥协过、抗争过，最终通过自身
的努力，成功地登上了命运的豪华快艇，一
路乘风破浪，或一路颠簸、耕波犁海，终于到
达了渴望的目的地。

我站在时光的渡口，一些与我同样乘船
到达对岸的人，因一些个人原因，放弃了等
待，放弃了搭乘，或选择了别的路径，只是不
知最后他们是否如愿？现在是否过得很好？
尽管时光匆匆，那时的渡口简陋、破败，但生
活终究是摇曳生姿、丰富多彩的，但愿每个人
都有一个心心相念的对岸和幸福归处。

站在时光的渡口，我感到自己的一点点
成长和一点点变化。曾经的我，是一个顽
劣、放荡不羁的孩子，而现在的我，早已成为
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人，一个有爱心、孝
心、善心的人，这些变化让我感到欣慰和自
豪，同时也让我明白时光的无情和残酷、多
情与馈赠。

面对未来，我充满着期待和憧憬。我相
信，未来的时光会带来更多的美好和惊喜。
我将继续乘着时间的船只，穿越时光的隧
道，抵达更加美好的彼岸。

如此说来，时光的渡口与地理环境中的
渡口，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映像，都是一个
充满回忆和感慨的真实存在，只是时间的渡
口更让人唏嘘、感叹；在这里，我们既品味着
岁月的沧桑和成长的变化，同时也期盼着未
来的美好和惊喜。

让我们每个人珍惜时光，勇敢地面对现
实与未来，用积极的等待，应对迟到的光阴
与幸福，抵达生活温馨的对岸，让生命之花
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聊斋闲品

♣ 杨德振

站在时光的渡口

荐书架

♣ 马林霄萝

《强光直射》：写给想“疯”又不敢“疯”的成年人

《强光直射》这部聚焦都市人精神困境的长篇小说，以
一场荒诞又治愈的逃亡之旅，撕开成年人“情绪稳定”的伪
装，探讨自我救赎与生命觉醒的深刻命题。书中两位主角
的“发疯”哲学，被读者誉为“当代成年人的解压宝典”。

该书讲述了两个“故障”成年人的意外相遇：34岁的创
业公司副总陈亦奇，在目睹一场车祸后，开始质疑自己潦草
的人生；44岁的宋春风在失去亲人、宠物和所有社会角色
后，一脚踢飞邻居的拐杖，决定“不再当好女人”。两人因一
场误会踏上济州岛的疯狂旅途，在防狼喷雾、赌场赢钱、误
抓逃犯等荒诞情节中，逐渐找回生而为人的鲜活感。知名
作家丁丁张以犀利幽默的笔触，刻画了都市人在高压下的
窒息感：“上班的意义不止是赚钱养家，更主要的是借机离

开家”；同时通过宋春风的觉醒，传递出“温柔要有爪牙”的
女性力量。书中金句频出，如“发疯不是失控，而是夺回控
制”，直击读者内心。

从《人生需要揭穿》到《我不能放下的一切》，丁丁张始
终以“生活真相解剖师”的姿态，用文字为读者提供治愈的
可能。作为深耕都市情感题材的作家，丁丁张在《强光直
射》中延续了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他用一年时
间深入创作，用全新姿态写给所有想疯又不敢疯的成年
人。书中对中年危机、女性觉醒、亲密关系博弈的探讨，成
为当代都市人的集体镜像。“我们太习惯扮演‘正确’的角
色，却忘了真实的自己也需要出口。”《强光直射》随书附赠

“发疯指南”主题书签，邀请读者在强光下与真实的自己重逢。

灯下漫笔

♣ 韩心泽

黎明前的烦恼
我们早已不畏惧黎明前的黑暗，但不少人却深

陷黎明前的烦恼。
年过半百，最羡慕年轻人能一觉睡到大明起，

或者中间起个夜也能迅速入睡继续做他们的电视
连续梦。而自己先是前半夜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沉
入梦乡，凌晨四五点一定会从缭乱的梦境中倏然醒
来。此时床头的手机已经充满电，可自己的睡眠远
没顶满格啊。

凌晨四五点，路灯自动点亮等待破晓的黑暗，
惺忪地照耀着空旷的街道，梦境一般朦胧又迷茫，
而你的睡梦却就此梦断今晨。定到 6点的闹钟，算
来已经好几年没用上过，年纪越大越受不了躺在床
上的无聊，那时不是已经开火熬熟了早饭，就是伴
着落寞的路灯抠了半天手机。别看现在抠得欢，一
上班就会觉得腿脚困乏、头脑昏沉。

最糟糕的是难得昨夜入睡早了些，睡梦却在今
晨三四点被横刀截断。夜深人静的状况还要持续
两三个小时，你只能很不甘地继续躺在床上和清醒
对抗。安静时刻不平静，这清醒异常顽强，把你的
各种记忆与思想全部激扬起来，在你大脑里嗡嗡直
响。这时你才明白脑海这个词造得真好，你的意识
此时就像一叶扁舟，漫无目的地漂泊在自己记忆与
思想的汪洋大海上。

最无奈的是本来昨天干了一天让自己紧张
兮兮的工作，但有项工作还没交差，不是不知道
部门领导今天能不能审定过关，就是觉得还不能
充分体现上级部门的要求，你挡都挡不住地想着
怎样把这项工作做好做圆满。多年养成的惯性

已内化为一种强迫症，让你对自己这点儿出息无
奈到头疼。

最烦心的还是各种生活琐事。儿女越大越不
好沟通，你让他向东他偏要往西；夫妻间风风雨雨
几十年的磨合，还是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父
母背影日渐佝偻，步履日渐蹒跚，他们的健康愈加
成为你心中深深的隐忧。不断地读书学习以修身
养性，不断地告诫自己调整心态，可一旦面对现
实，先贤今哲的教导都化为内心深处一声悠长的
浩叹，诸事焦心时还是会抑制不住地和家人发脾
气。人的内心与现实生活怎么会有这么多矛盾？
这些矛盾在你脑海矛来盾往，会让你陷入更深的
思想矛盾中。

在暗夜里带给你焦虑的，还有科技日新月异、
乱花迷眼的发展。5G的速度还没完全适应，6G时
代就要到来；区块链的概念还没弄明白，AI时代就
到来了；量子纠缠正传得神乎其神，量子计算就与
基因工程亲密融合了。普通人生活在这个科技高
速发展的时代，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想想吧，AI

正磨刀霍霍地替代很多普通人的工作，基因工程却
在加速生命科学研究的迭代，进而有望大幅延长人
的寿命，普通人岂不要面临更深重的生命困顿与尴
尬？进入学习能力下降期的中年人，要怎样努力地
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才不至于沦为科技大浪下恓
恓惶惶的淘汰品？

此时，我们觉得全世界都在安眠，只有自己长
夜独醒。其实，这沉沉的黑夜里，一定还有很多灵
魂，和你一样睁着眼睛，却只能看到自已内心的憧
憧梦影。

乱糟糟地想着乱纷纷的事，越想越睡不着，越
睡不着越想。意外的情况是，你竟然从乱七八糟的
思绪中有了别样的生活感悟，蹭出了璀璨的灵感火
花，火花的亮光让你一时间以为可以照亮万古长
夜，于是不顾会不会打扰到也像你一样睡眠不怎么
踏实的妻子，赶紧把灵感在微信里记录下来发给自
己。这时的灵感火花，包括中年人睡不好觉的各种
感慨，真的需要及时记录下来，要不很快就会和那
些醒来就记不得的梦境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

很多时候，怎样停止胡思乱想的努力反倒是
纠缠得你睡不着的主因，既然白天恁多烦扰，黎
明前有这段如此安静的清醒，这时候抠手机又实
在是浪费脑力，而且刺激你的大脑更加兴奋，不
妨安安生生地闭上双眼，想到哪里是哪里吧。不
妨就利用这令人烦恼的清醒，思考一下怎样解决
那些白天里一直想不好解决方案的问题。不妨
想想孩子学习的勤奋、妻子持家的勤俭、老人近
段气色还不错，让日子的静好平抚一下不如意事
在心中漾起的波澜。不妨反刍一下白天积攒下
来的人生感慨，不妨在宇宙深处一样的黑暗中想
想人生的终极问题。也不妨想想山河辽远、天地
空茫，想想宇宙到底有没有边界这些谁也想不明
白的问题。不着边际、大而无用的遐思，竟然在
不知不觉中，湮没了工作与生活的烦扰对你睡眠
的细碎啃噬，把你的幽幽心神导入自然的滑道，
意识渐渐变得混沌而飘忽。

往往真展开了让思想滑翔的羽翼，你真会在迷
迷糊糊中再次入睡。大概是此前思想飞翔得够远
够累了，再次睡着，经常是美好的梦失望的梦实现
的梦再也不能实现的梦，都不来打扰的高纯度睡
眠，这样的睡眠才是对漫漫长夜的享受啊。

一旦续个回笼觉，像积了灰尘的窗玻璃被擦洗
一新，新的一天让人心明眼亮。窗外的阳光灿烂而
明澈，鸟儿的啼啭丝竹般清脆，绿树与碧空都浸润
在朗朗的清气里，整个世界都有一种让内心感到愉
悦的清爽。中年疲惫在一个足量的回笼觉中得到
有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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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河

伤 痕

当卢沟桥枪声
刺破诺曼底的黎明
当钢铁洪流
在莫斯科城下被冰冻
硝烟沉入岁月深处
英雄的名字在花岗岩里永生

奥斯维辛落雪的那天
是最想家的时候
残垣断壁的南京
惊愕了三十万月光的表情
当号角沉寂时
母亲们含泪把遗物认领

遗物上的殷红
散发着大屠杀的血腥
透着广岛被灼伤的疼
善良被阉割 血色
在冰层下沸腾

八十年岁月
隐入历史的风灯
战火在岁月里迁徙
结痂的伤疤又绽新弹孔

当八十支烛火
还在万人坑中祭奠亡灵
昔日的生死战友
却被伏特加麻醉同盟
辛德勒名单的微光犹在
却已无法照亮加沙现实的夜空

石油污染的契约
强行划定新的边境
金币在战壕里发芽
芯片硝烟 再起纷争
人间悲歌 往复不停

太平洋的浪花
对望着远征军墓碑上的流萤
珠峰千年积雪 依然
映照着阿尔卑斯的红枫
大变局的潮汐正涌出堤岸
与每道伤疤的脉动共鸣

让大西洋洁白的云朵
再次擦亮历史的眼睛
让太平洋的巨浪
把沉没于油桶里的勋章涤净
让那支歌再次把遥远的记忆唤醒

用八十亿束光
缝补地图上撕裂的伤痛
所有的生者与死者
都在废墟上站成同一棵树
而每一片树叶
都承接着雨露光影

新的伤疤
还指向历史的裂缝
遗物正在纪念馆里苏醒
沧桑裂痕中
渗出岁月的眼泪
它记得烈焰灼烧的狰狞

更深深铭记
来自泥土深处的相拥
那是根 是生命 是不能忘却的痛
——和生生不息的葛藤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

♣ 李秀森

透过玻璃窗的阳光

世上物质本无色
只因阳光 刺破这千重迷雾
山峰才显示出棱角
溪流才有了生命的律动
万物苍生便浸染上圣洁的颜色

年少懵懂时充满幻想
军人、警察、记者、诗人和作家
这么多闪着耀眼光芒的光环
一同照进远方的行囊
向光而生 逐梦踏歌而行

大漠戈壁是金黄色的
南疆边地是红褐色的
火热警营是藏蓝色的
青春行板调和了这些复合色彩
生命才迸发出亮丽的色泽

风开万里云 光破九重天
幸运的是已经习惯了
一条条喜人的讯息
从遥远京城吹来 如沐春风
享受这和煦阳光下的生活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知天命 一切将回归自然
那些风光的字眼
也将会褪去光鲜靓丽的色彩
成为一种平凡质朴的过往

喜欢独处 在爱人成长的小城
闹市一隅择一斗室
一把藤椅 一杯茶 一本书
闹时读人 闲时读书
纯净的时光里品味幸福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