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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左人

王中是刘文辉卫队中少数几个贴
身侍从之一，不仅本领高强，而且绝对
忠诚。刘文辉是大烟灰，鸦片烟瘾犯
了呵欠连天，满脸冒汗，眼泪鼻涕直
流，在大会上作长篇演讲中途必须“加
油”，才不至当场出丑。王中专门负责
给他送茶递水，在茶里放上吗啡、鸦
片，喝了就越讲越精神。掌握到这个
秘密，一伙当年跟随格桑泽仁发动巴
安事变的幸存者，设下计谋收买王中，
要他在茶碗里下毒。一天，王中到醉
春楼找老相好媚姐儿，媚姑娘将他灌
醉，四个大汉把他绑架到城南僻静处，
软硬兼施，逼其就范。先许诺一万大
洋，王中说：“开玩笑，堂堂中将军长才
值一万？”汉子说：“你开个价！”王中
道：“刘湘正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
人头，刘军长的命少说也要值十万二
十万吧？”王中漫天要价，无疑是对绑
架者的侮慢。汉子们恼羞成怒，用皮
鞭、木棍轮番抽打。王中软硬不吃，死
扛到底。到三更，汉子们精疲力竭，熬
不住了各自睡去，王中却不可思议地
缩骨松绑逃了出来。那伙人还在迷迷
糊糊做梦，王中带领卫队把房子包围，
将四条汉子一网打尽。刘文辉非常重
视，亲自审理，查清不过是几个当年

“格派”漏网青年的个人报复行为，不
是有组织的叛乱行动，才放下心来。
四个图谋不轨者和媚姐儿很快被处
决。此事发生在钟秋果到建委会供职
前一个月，王中被当作英雄成为军政
两界茶余饭后的谈资，给钟秋果留下

深刻印象。现在，刘文辉把王中派给
他作警卫，怎么不让他感动万分呢。

次日清晨，钟秋果出发了，王中牵
着两匹马，两个身背四四式卡宾枪的
士兵紧随其后，四匹骡子驮着赈灾款
和干粮、行李，在后面押队的是二十四
军驻康定第一团派来的骑兵班，护送
他们到道孚。

钟秋果走出建省委员会大门，便
骑上枣红马。这马是一个藏商送给刘
文辉的，刘文辉有自己心爱的坐骑，不
想骑上商人赠送的骏马招人诟病，落
人话柄，便给了秘书处。这匹枣红马，
臀圆腰短腿长，黑鬃黑尾，身子赤红如
炭，四脚蹄颈处却生出一大圈白毛，乍
一看恰似四蹄踏雪，刘文辉便给取了
个极雅的名字“雪里红”。雪里红不仅
善于奔驰，跑起来四蹄生风，矫健如
飞，还会小跑疾走，人骑马上稳稳当
当，不晃不颠，适宜长途跋涉，终日骑
马也不会觉得疲乏困顿。去道孚有整
整八天的旅程，钟秋果便要了这匹马。

钟秋果带着骡马队沿陕商云集的
陕西街、纪念诸葛亮而得名的诸葛街、
营盘街出北关。街边墙上电线杆上贴
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抗日救国，驱逐
倭寇！”“五族共和，藏汉民族共同建设
新西康！”“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不时有学校师生的游行队伍走过，呼
喊口号，散发传单，高唱抗战歌曲。

路过国民广场，钟秋果眼前浮现
出前天卢沟桥事变一个月纪念日召开

“西康民众抗日动员大会”的情景。
主席台上，刘文辉一身戎装，中将

徽章闪亮耀眼，他大声宣布：“经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批准，《三民主义歌》正
式起用为中华民国国歌。现在，听口
令：全体肃立，唱《国歌》！”

驻炉第一团和各校师生昂首高
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他们前一天突击学唱，
唱得还算连贯流畅，群众听不懂深奥
的歌词，呆呆望着，直到唱完最后一句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刘文辉作报告，讲解大敌当前《三

民主义歌》定为《国歌》的重要意义，发
动各族各界民众团结一心，抗日御
侮。他慷慨陈辞：“今天有这么多好儿
女投笔从戎，弃锄当兵，奔赴国难，令
我非常感动。”说自己过去一直打内
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深感痛心，当场
捐出50万元匡助抗战。

最后举行欢送新兵仪式。七七事
变爆发，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请缨，拟率
三十万川军赴前线杀敌。蒋介石委任
他为第七战区司令，调刘文辉一个师
交他指挥。刘文辉担心被蚕食瓦解，
以防范藏军东犯和康区土司滋事为
由，仅将招募的新兵送去交差，没派成
建制的部队出征。康定民众自愿捐
款，给每个从军青年献上一枚四钱重
金戒指，上刻“精忠报国”四字，敲锣打
鼓把他们一直送到康定门外。此刻，
钟秋果仿佛还听见铿锵的锣鼓声。

康定虽是边城，却非世外桃源。
西康属四川，虽称川边不在政治斗争
中心，却也是刀光剑影风起云涌。

有道是“一林不藏二虎，一川（四
川）不容二流(刘)”。1932年10月，二刘
叔侄争霸的决战打响，刘湘先后联合杨

森、田颂尧、邓锡侯、罗泽洲、李家钰、刘
存厚、潘文华、唐式遵、王瓒绪、范绍增
诸部，大战刘文辉。次年9月刘文辉败
走川边，本家侄子刘湘登上四川霸主宝
座。蒋介石为了分化四川实力派，任命
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为西康
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将四川一分为二。

1935 年春，康藏著名活佛诺那拜
见蒋介石，称“有号召康人能力，请入
康纠合民兵御匪”，条件是“康人治
康”。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即授以西康
宣慰使头衔，用他充当剿共马前卒，防
范西藏达赖东侵并制约刘文辉，可谓
一箭三雕。刘湘为钳制幺爸，拨两连
人马作宣慰使公署别动大队，供给全
部粮饷军械。9月初，诺那率部向康北
进发，下旬抵道孚，进驻灵雀寺。10
月，诺那诱捕被红军打败逃至道孚城
的刘文辉部第二旅三营营长及道孚县
长，迫令缴械、交印，拉开与刘文辉争
夺康北地盘的帷幕。接着撤换或杀死
甘孜、瞻化、德格、邓柯（今四川德格县
境）等县县长，在康北八县复辟土司统
治。刘文辉恼羞成怒，派团长张行率
两营人马赴道孚解除诺那的武装。诺
那调集地方民团和公署别动大队千余
人，设伏阻击，大败张行。当时刘文辉
戍康部队不过一旅，驻防分散，鞭长莫
及，加之蒋介石嫡系李抱冰军长亲率
五十三师尾追中央红军入康，军部驻
扎康定，虎视眈眈，刘文辉再也不敢贸
然对付诺那了。

1936年2月，诺那为阻截丹巴红军
西进，纠集各寺僧兵和头人武装驻守道
孚城。月底，红军先头部队越过党岭雪

山攻占道孚，28日晚张国焘率红四方
面军总部进驻国民党道孚县政府宅
院。3月28日红军向甘孜进发，甘孜寺
僧兵配合红军在绒巴岔围歼诺那别动
队。诺那仓皇出逃，传说被红军生擒，
一月后处死[2]。刘文辉长舒一口气，
说：“阴谋乱康之人，死有余辜！”红军北
上后，9月15日，西康建省委员会从雅
安迁往位置更为适中的康定，以便掌控
局势。这对于政府幕僚及康定百姓来
说是一个大喜日子，从此康定人便以省
会市民自居，康藏各地也把康定称为

“省里”；从此骑马征战的刘文辉转向开
矿山，办农场，兴学校，问民生，整顿吏
治，开始了开会办公的政治生涯，而取
缔土司头人统治实行保甲，正是他建设
新西康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不料，才遇兵乱又遭天灾，刘文辉
收到道孚县的灾情报告，就立即任命
钟秋果为特派员去赈灾，借机推行保
甲制，巩固基层政权。

突然马铃骤响，打断了钟秋果的
思绪。迎面驰来一拨武装骡马驮队，
几百头骡马上百号人，浩浩荡荡威风
凛凛十分壮观。钟秋果认得是驻康定
的“御林军”——第一团的大烟押运
队，抵达康定城了仍然荷枪实弹，保持
着高度警惕。

王中向领头的军官喊道：“吴队
长，辛苦了！”

“心不苦，命苦！”
“回来好生歇息两天，先到二道桥

温泉泡个澡。”
“泡什么澡呀，到醉春楼泡妞去，

哈哈哈！”(第1章 边城 未完待续)

女儿谷：1937 民俗
MINSU

■郑学富

“西北风袭百草衰，几番寒起一阳
来。白天最是时光短，却见金梅竞艳开。”
左河水的七言绝句《冬至》以科学的语言
和形象的笔触描写了冬至的地球现象、气
侯特征及草木花卉生长状态。冬至不仅
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节气，
而且还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个传统节日，
在民间流传了很多谚语俗话，反映了冬至
日我国各地的风土民情。

在民间，人们常常以冬至日的晴雨冷
暖来预测年内气候。俗谚有“头九暖，九九
寒”之说，劳动人民从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
中发现，如果冬至后开始九天气温暖和，则
往后整个冬天都会特别寒冷。也有“冬至
冷，春节暖；冬至暖，春节冷”的谚语。所以
说“第一莫贪头九暖，连绵雨雪到冬残”。
俗话说：“清爽冬至邋遢年，邋遢冬至清爽
年。”意思是说冬至日如果天气晴朗、干燥，
过年就会阴雨连绵或大雪纷飞，满路泥
泞。反之亦然。有的地方还有“冬至晴，正
月雨；冬至雨，正月晴”的谚语，是一个道
理。苏州一带流传的民谣说：“头九暖，九
九寒。晴干冬至邋遢年，雨雪连绵四九
天。冬前不结冰，冬后冻杀人。”

清代苏州文人顾禄在《清嘉录》中说：
“俗从冬至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而尽，名
曰‘连冬起九’。亦曰‘九里天’。”书中还
记载一首“九九歌”：“一九二九，相唤弗出
手（互相打招呼袖着手）；三九二十七，篱
头吹觱篥（古代的一种簧管乐器）；四九三
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头
舞（穷人靠起舞取暖）。不要舞，不要舞，
还有春寒四十五；六九五十四，苍蝇垛屋；
七九六十三，布袖两肩摊（棉衣服披在肩
上）；八九七十二，猫狗躺凉地；九九八十
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跳蚤
出。”这首“九九歌”十分风趣、诙谐幽默地
描写了古代人们过冬的情形。而在北方
广大地区民间流传着的歌谣是这样说的：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
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生动形象地记
录了冬至到来年春分之间的气候、物候变
化情况，同时也表述了农事活动的一些规
律。民间有谚语说“冷在三九”。“三九”是
冬至后的第三个九天，大约在1月的中旬
左右，这九天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冬
至过后，到了“三九”前后，土壤深层的所
积储的热量已经慢慢消耗殆尽，尽管地表
获得太阳的光和热有所增加，但仍入不敷
出，此时冷空气活动最为频繁，所以有此
一说。吴藕汀有《冬至》诗云：“又逢数九
耐寒中，莱菔充庖同晚菘。冬至女红添一
线，暖炉常用忆张铜。”

民间有俗语说：“冬至大似年，先生不
放不给钱；冬至大似节，东家不放不肯
歇。”冬至在古时候相当于春节，称之为

“亚岁”。所以民间有“冬至大于年”之
说。早在周朝，先民们把冬至视为一年之
岁首，即春节，周代时的正月就是农历的
十一月。冬至这天，要举行盛大典礼，天
子率三公九卿迎岁。汉代，冬至被列为

“冬节”，朝庭官府一律放假休息，民间商
旅停业，亲朋相互拜访，以美食相赠，欢欢
乐乐地过节。唐、宋时期，把冬至与岁首
并重，文武百官放假七天，皇帝在这天要
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也要
祭祖。明清时代，冬至日沿袭古俗，不过
百官的假期缩短到三天，皇帝到天坛祭
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
朝贺，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
式，而且还要互相投刺祝贺，而民间则盛
行祭祠堂之风。有的地方有谚语说“冬节
没返没祖宗”，意思是外出的人，到冬至这
一天无论如何要赶回家敬拜祖宗，否则就
是背宗忘祖。清代文人徐士宏有《吴中竹
枝词》曰：“相传冬至大如年，贺节纷纷衣
帽鲜。毕尽勾吴风俗美，家家幼小拜尊
前。”而民间则盛行祭祠堂之风。有的地
方有谚语说“冬节没返没祖宗”，意思是外
出的人，到冬至这一天无论如何要赶回家
敬拜祖宗，否则就是背宗忘祖。

俗话说“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
冬至过后滴水成冰，在寒风凛冽的严冬里，
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能安安稳稳
地度过这个冬天。谚语说：“十月一，冬至
到，家家户户吃水饺。”在我国北方有冬至
吃饺子的风俗，不论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
的团圆饭，故有“冬至到，吃水饺”之说。而
南方则有吃汤圆的习俗，江南一带有民谣
说：“大冬大似年，家家吃汤圆，先生不放
学，学生不把钱。”苏州则吃一种叫“冬至
团”的美食，《清嘉录》有记载：“比户磨粉为
团，以糖、肉、菜、果、豇豆沙、芦菔丝为馅。
为祀先祭灶之品，并以馈贻，名曰‘冬至
团’。”书中还记叙了“冬酿酒”的习俗，乡村
田园人家会用草药酿酒，称为“冬酿酒”。
冬至之夜，家家户户团聚一起，置办一桌丰
盛的饭菜，佳肴美酒，全家人吃冬至夜饭。
清人金孟远有《吴门新竹枝词》云：“冬阳酒
味色香甜，团圆围炉炙小鲜。今夜泥郎须
一醉，笑言冬至大如年。”在山东鲁南有入
九喝羊肉汤的习俗，江苏徐州有吃狗肉的
习惯，各地尽管食俗不同，但都是为了驱除
寒冷，过一个温暖的冬季。

谚语中的
冬至习俗

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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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辉

当日照渐渐短如一截洞箫，秋
已悄然离去，冬天正迈着从容的步
履走近我们了。

早冬的天气，似寒而未寒，秋
天的绚丽还留有一点尾声，似乎还
没完全和冬天交割。这样的早冬，
总有几分诗意耐人寻味。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
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
干漠漠沙。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
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
马无由入酒家。”这是白居易在《早
冬》里的感叹。白老先生不吝赞美
之词，把江南的早冬比作可爱的春
天。微霜并未冻死小草，暖阳初照
着沙滩。老柘树的黄叶子却像是
新生的一样，寒樱不依时序，开出
枝枝白花装点十月。这样的早冬，
真正是“不是春光，胜似春光”了。

宋代陆游也对早冬偏爱，他在
《初冬》中写道：“平生诗句领流光，
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

好，梅花未动意先香……”秋天过
完了，枫林里的枫叶还没有落尽，
此时的枫叶便是愈发好看的。而
梅花还未开放，诗人就仿佛闻到了
它摄人心魄的香气了。难道这样
的秋末冬初的景色不有一番难得
的情韵吗？

冬天收果也该是别有一番情
趣吧。宋代张耒写道：“清商忽已
谢，环堵缅清冬。今晨起何早，肃
气凄房栊。繁霜凛欲结。霁雾迷
长空。理畦晓蔬尽，收果高林空。”
（《初冬偶成》）诗人笔下的早冬真
正有点寒意了，繁霜欲结，雾迷长
空。可是为了收果，他还是起了个
早。生活味浓郁的早冬活色生香
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宋代于石笔下的初冬别有一
番情味：“一年好景橘黄时，骤冷惟
应瘦骨知。吠犬频繁堕霜叶，栖鸦
不定战风枝。炉何必试手可热，文
未能成鬓欲丝。春逼寒梅三两点，
蹇驴江路试寻诗。”（《次韵君会初
冬》）初冬十月橘黄桔绿应是一年

最好的时候吧，骤冷的天让年老的
诗人感受到了,霜叶在频繁的犬吠
声中飘落，而颓颓的树枝在风中摇
荡，鸦栖在上面都站不稳。冬天转
寒的天气显现出来了。但是路上
开着三两朵寒梅有着逼人的春意，
说不定还能找写诗的灵感呢。

初冬该是农闲时候吧，而我们
的古人在初冬会做些什么呢？“早冬
耕凿暇，弋雁复烹鱼。静扫寒花径，
唯邀傲吏车。晚来留客好，小雪下
山初。”这是唐代钱起在《东溪杜野
人致酒》中写道。早冬没有了耕凿
的事情做了，难得闲暇，那么就射雁
烹鱼吧。静扫干净铺满落花的路
径，等待客来。天晚正好留客，因为
小雪开始在山中下了。早冬的晚
上，关上门，和知己围炉夜话，饮酒
畅谈。外面飞雪飘飘，而屋里暖意
融融，该是何等幸福快乐的事。

古诗里的早冬是那么风情万
种，让我们忍不住就喜欢上了这叶
落霜寒，天气逐渐变冷却又诗意盈
怀的早冬。

唐宋诗歌里的早冬

雅趣
YAQU

■周洪林

我国从1983年开始，邮政部门
开始每“逢十”发行毛泽东诞辰纪
念邮票，至今已发行了四套共 15
枚，其中小型张1枚。方寸之间生
动的再现了毛泽东光彩照人的伟
人风采。

1983 年 12 月 26 日，原邮电部
发行了《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
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图案分别为

“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在广州”、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在延安”、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二年视察黄
河”、“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一年在江
西”。该套邮票由我国著名女邮票
设计家潘可明根据吕厚民、侯波等
所摄照片设计。其中，“在延安”一
图为 1945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在延
安枣园窑洞前休息散步时留影。
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战
略反攻阶段，微微发胖的毛泽东面
露笑容，显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已
然成竹在胸。“视察黄河”一图拍摄
时间是1952年10月31日。黄河被
誉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黄河在
孕育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同时也
给中下游数省人民造成了无数次
的水患，特别在中国近代，黄河水
患日益严重，造成无数人民流离失
所。毛泽东在建国初就下定决心
并作出治理黄河的指示，亲临黄河

视察。“在江西”一图为毛泽东
1961 年夏天在江西省的照片。毛
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也博览群书，
画面上的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阅
读，浅灰色的服装和明亮的额头与
暗色调的背景形成较强的反差，使
人物形象更加突出鲜明。

1993年12月26日，中国邮政发
行了《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
念邮票一套2枚,小型张1枚。票名
分别是“毛泽东在陕北”、“毛泽东在
中南海”，小型张票名“毛泽东在建
国初期”。邮票和小型张原图均为
油画作品，分别由著名画家魏楚予、
彭彬创作。“在陕北”的背景画面是
莽莽黄土高原，黄河夹着刚刚解冻
的冰凌顺流奔向远方，一旁战士们
跟随穿着戎装敞开衣襟的毛泽东，
风尘仆仆行进在崎岖小路上。票图
用明亮的银灰色调，显得沉稳朴素
又富生机。“在中南海”的画面表现
了晚年毛泽东，是一位在各种矛盾
错综复杂年代，为党和国家安危、人
类命运日夜操劳、不懈求索的政治
家和思想家。画面的茶几上有一部
字帖，表现主人公深厚国学修养；一
本展开的世界地图册则表现了老人
家心系全球的情怀。小型张画面中
毛泽东身着便装─—普通的白衬
衣、蓝灰裤，左手扶腰，右手夹着一
支燃了一半的香烟。一顶黄色的草
帽立于城墙脚下，表现了毛泽东作

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祖国建设的
日子里，风尘仆仆视察大江南北的
丰姿。细赏画面，在毛泽东手书“六
盘山”诗词的映衬下，一个平凡的伟
人正向我们走来。

2003年12月6日, 中国邮政发
行《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一十周
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分别表现了
毛泽东在西柏坡、毛泽东在北戴
河、毛泽东在庐山、毛泽东在广州
的不同形象，背景以相应的毛泽东
诗词书法衬托，伟人的丰姿跃然票
上。这套以照片为基础采用胶雕
套印大票面黑白两色的邮票，朴素
大方，典雅大气。邮票中的人物形
象从面部表情到坐立姿态，都显出
神采奕奕、栩栩如生。

2013 年 11 月 16 日，中国邮政
发行了《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二十
周年》纪念邮票一套4枚，邮票以收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
物馆的四幅大型油画——陈衍宁
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靳尚谊
的《北国风光》和《毛泽东在十二月
会议上》以及高泉的《心潮》为主体
内容，表现了毛泽东同志青年、在
井冈山、在延安、建国后四个时期
的光辉形象。该套邮票采用多色
胶印，精细地再现了油画的层次、
色彩。宏伟庄重的邮票画面，完美
表现了伟人的精神和气质，给人强
烈的直观感染力。

方寸邮票再现伟人风采

冬日暖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