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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刘培国
在山东中部泰（山）沂（山）山

脉向北方平原的过渡带，有一道
深山峡谷，经茶业口、卧云铺、牛
角、镇门峪、黑峪、马棚、滴水泉，
进入范阳河谷。这里，向南直插
鲁中腹地；向北跨越胶济铁路，去
往鲁北的清河（渤海）平原，直至
渤海；向西直去济南。向东去往
胶东。抗日战争时期，此处是连
接鲁中、清河（渤海）、胶东三大抗
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史称“淄西
通道”。

4月20日，我来到当年“马棚
会师”的“淄西通道”隘口——— 马
棚村场坝。这处空旷地块，基本
保持旧时原貌，没有后起的村居
建筑，只有高大的楸树、槐树、榆
树和遍地蓄势而起的香椿树丛。

1938年2月，根据山东省委
指示，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部队
四支队一部，由省委代理书记、四
支队政委林浩，司令员洪涛带领
省委机关、支队机关及第一、三、
四中队为北路（称第一大队），由
泰安转向莱芜、博山、淄川一带,
开辟以莱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4月上旬，起义部队抵达马
棚。廖容标司令、姚仲明政委率
领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两个中队也已跨过胶济线，驻扎
距马棚仅十华里的磁窑务。是
时，徐化鲁、张敬焘领导的山东人
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也
驻扎在博山虎牢关一带。中共临
沂军事工作小组汪洋、张岗、崔介
率领的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临沂）
保安旅独立营所部在博山下庄起
义后，进驻博山西石马。于是，在
党的统一领导下，发生了山东抗
战史上著名的四军“马棚会
师”——— 徂徕山起义、黑铁山起
义、临沂抗日义勇军、博山抗日武
装部队得以休整扩军，大量的莱
芜、淄川、博山优秀儿女参加
部队。

起义部队的到来，被一位叫李
云英（一说邵李氏）的邵大娘看在
眼里。省委机关、四支队及支队机
关进村是在1938年3月14日深夜。
没有敲门声，没有狗叫，战士们抱
着枪，依偎在街头巷尾悄然入睡。
天亮后，邵大娘打开大门，首先看
见了这些秋毫无犯的子弟兵。只
听一声号响，士兵们开始帮助邵大
娘和其他百姓家挑水、烧水、打扫
院子。邵大娘就赶忙把热水锅端
出来，拿着水瓢和碗，招呼战士们
喝水。大部队的到来，让同一条山
谷里的黑峪、马棚、滴水泉三个村
庄充满了歌声、笑声、欢呼声。

马棚会师，在邵大娘家斜对面
的场坝上开过大会。首长讲话的
慷慨激昂、战士们抗战御敌的豪情
壮志，让邵大娘看清了什么是老百
姓自己的队伍。洪涛司令肺部枪
伤反复发作，是躺在担架上进村
的。邵大娘赶紧张罗着把担架抬
到家里来，又出去讨换蜂蜜、香
油，冲蛋花汤给洪涛司令喝。

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也
更困难艰苦。1940年5月，中共
抗日武装在淄川田庄消灭国民党
反共顽固派翟超及其一部，其残
余投敌充当汉奸。日军向洪山等
地增兵，在太河镇设立据点。9
日，日伪军对淄河以东进行疯狂
扫荡，淄东抗日根据地形势极度
恶化。泰山地委和专员公署指示
淄川县领导机关迁往淄川西部，
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县委、县
政府遂先后西迁至淄西岳峪、镇

门峪、山王庄一带，淄西抗日根据
地逐步建立。基于重要的地理位
置和敌我力量分布，马棚村南邻
鲁中抗日根据地，北接清河（渤
海）抗日根据地，成为“淄西通道”
南进北出的重要交通咽喉，便在
此开辟了鲁中根据地通往清河
（渤海）根据地、胶东根据地新的
秘密交通线———“淄西通道”。

1940年6月，为减少与国民
党部队摩擦，维护抗日统一战线，
四支队主动撤出太河根据地，几
条抗日秘密交通线沦陷，鲁中、渤
海两个抗日根据地间的交通面临
严峻考验。麦收以后，廖容标来
到马棚，了解到邵大娘始终坚持
拥护共产党、坚定抗日，与夫人住
到邵大娘家，与她拉家常，并推荐
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山东省委的黄仲华找
到邵大娘，让不识字的她比着抄
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按下了
自己的手印。从此，邵大娘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马棚地下交通站
站长，身份对外保密。

八路军选中马棚邵大娘家做
交通站、供应站（初为联络点、接
待站），一是她家位于村南头卧虎
山山麓，靠近高山，遇有敌情可以
就近转移脱险；二是看中了邵大
娘是一位立场坚定、性格刚强的
好母亲。

邵大娘李云英，1898年出生
于滴水泉村一个贫农家庭，兄弟
姊妹十人，排行老三。大哥李允
计、侄子李在方都是共产党员，李
在方参加渡江战役后留在上海市
政府工作，此是后话。李云英年
轻时扎一条粗辫子，性格开朗，嫉
恶如仇，不肯缠脚。1914年7月
28日，淄川西部51个村数千民众
涌向县衙，抗议国民政府妄加“山
田税”。16岁的李云英盘起辫子
女扮男装参加了抗议，淄川县政
府只能取消“山田税”。1916年，
18岁的李云英嫁给了马棚村的
邵永年。邵永年生母故去，后娘
进门，不仅加害邵永年，对李云英
亦百般欺辱，害她失去长子，她几
次寻死未成。经历过几次大难，
李云英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日
子一天天好了起来。一家7口
人，种着5亩山地，半汤半水维持
生活！几年后，大女儿邵玉兰出
嫁了，二女儿邵桂英也出落成人。
1925年生下三女儿邵翠莲，1932
年生下儿子邵丰昌，还有了小女
儿邵桂云。日本全面侵华之前，
他们家虽然清贫，日子还算安稳。
不料邵永年积劳成疾，突然撇下
妻子和五个儿女撒手人寰。李云
英带着几个儿女坚强度日，盼望
尽快赶走鬼子，早天过上好日子。
当八路军要在她家建立地下联络
站时，李云英脆快答应了。

为了维护好仅存的淄西交通
线，省委派出两名女干部王宏瑜
和刘士铁常住邵大娘家，具体负
责工作的开展。后来，她俩和邵
大娘的大女儿邵玉兰结拜为异姓
姐妹，对外称李云英的两个外甥
女。她俩在这里工作了半年。接
替她俩的是黄建禄。1940年底，
鲁中军分区又派李洪彩来协助黄
建禄、邵大娘开展工作。此后，大
量军费、粮食、武器等重要物资经
由“淄西通道”运往前线，许多重
要干部、领导人也经由“淄西通
道”视察指导工作。邵大娘在家
里和领导们商量工作，邵丰昌就
在卧虎山站岗放哨，邵翠莲在家
做饭时，小女儿邵桂云也忙着添

柴续火。邵翠莲从13岁就被邵
大娘安排一个人外出送情报，最
远去过五股泉、茶业口。若是去
黑峪、西厢、黄家峪等几个临近村
庄，就指派邵丰昌去。全家人都
成了八路军的交通员。整个抗战
期间，在黄金产地招远，林浩领导
胶东区党委带领根据地军民同日
军展开了激烈的黄金争夺战，并
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3万两黄金
作为抗战经费，其中相当一部分
就是通过“淄西通道”进入延安。

1941年7月的一天，淄川县
大队从三支队手里接过一批报社
用的印刷物资。运送队伍在邵大
娘家落脚，准备天黑再走。下午
4点多，邵大娘二女儿邵桂英从
暖石坞呼呼跑来：“娘，三青团来
了！在暖石坞抓了两个共产党
员，说是要来马棚抓人！”“有多少
人？”周鹏斋大队长问。“20多
个！”周大队长立即作出安排，由
黄建禄带着物资向黑峪转移，通
知黑峪的民兵增援马棚，自己带
着五名战士上卧虎山伺机阻击敌
人。不一会儿，三青团就出现在
马棚东山凤凰台上。邵大娘让二
女儿、三女儿带着刚做好的饭，给
周大队长他们送去。又安排邵丰
昌去通知滴水泉的民兵赶紧来马
棚支援。不久，三青团来到邵大
娘家。家里只有邵大娘和小女
儿。邵大娘从容上前：“各位老
总！这是打哪来啊？口渴喝口水
吧！老总啊，你们不该来这里啊！
俺村住了很多八路，你们进来还
走得了吗？”敌人一听全慌了，有
的拉枪栓，有的咋呼着快撤，邵大
娘又大声说：“你们人少，打起来
要吃大亏的，何况八路都是神枪
手！”邵大娘的话，山上的周营长
听得清清楚楚，便大声喊话：“山
下的伪军听着！缴枪不杀，不投
降死路一条！给你们3分钟时间
考虑！”这一喊，从滴水泉赶来的
民兵也听见了，隐蔽在邵大娘家
的胡同口上。这时，黑峪的民兵
也跑步赶来，很快到达马棚南山。
民兵们一起向伪军喊话：“你们被
包围了！放下武器，中国人不打
中国人！”伪军们惊恐万状。一个
说：“早就听说马棚有个邵大娘，
在她家住的都是八路军大官，咱
们真不该来这里啊！”李云英说：

“我就是邵大娘！八路军优待俘
虏，快投降吧！”说着，邵大娘夺下
一个伪军的枪，其他人都跟着把
枪扔到了地上，乖乖做了俘虏。
大家都夸赞说：“邵大娘真行！伪
军被您吓得一愣一愣的，硬是给
他们下了枪！”

1942年末，日本鬼子在胶济
铁路沿线增设碉堡，加强巡逻，对
过往人员严密盘查，致使包括“淄
西通道”在内的鲁中到清河（渤
海）区的联系中断，急得往来两个
根据地的交通班负责人李在永团
团转。一天傍晚，李在永背着一
包文件，领着两个棉花商人来到
邵大娘家，说是要向北过铁路。
邵大娘说：“危险啊！交通线不是
断了吗？”商人说，前几天夜间，他
俩偷着过铁路去桓台挑回一担棉
花卖了，这几天天冷，要棉花的人
多，他们要再去贩运一次。李在
永说：“三姑，他们能过，我就能
过，今晚我就跟着他们试试！”邵
大娘招呼他们吃过晚饭，送他们
上路。天飘起了大雪，李在永在
腰里别了一颗手榴弹，出滴水泉
村，在王村东过碉堡，穿过胶济线
抵索镇与桓台交通员取得联系。

第三天安全返回邵大娘家。从
此，“淄西通道”又畅通了，到抗日
战争结束，再没中断过。

5年时间，邵大娘出生入死，
传送情报、掩护伤员、供应物资、
接待过路干部战士，没出现任何
差错，马棚通道成为淄西三条通
道中最安全的一条。邵大娘也为
抗日战士们所熟知。不过，邵大
娘在为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
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大女
儿邵玉兰被日伪军抓住带到滴水
泉村，受尽拷打折磨。1943年6
月20日，小梁等4名战士在磁窑
务大集打死了2名日军撤回马棚
村。小梁在邵大娘家擦枪时不慎
走火，将邵大娘三女儿邵翠莲打
死。县公安局长晏兴堂命令执行
军纪。邵大娘立即赶往五股泉村
向薛玉县长求情：“小梁不是故意
的，留着他多杀几个鬼子吧！”从
此，邵大娘又多了一个“儿子”。
抗战期间，在邵大娘家养伤、受邵
大娘保护的八路军将士不计其
数，很多人都感恩于邵大娘母亲
一般的亲情和革命情谊，纷纷拜
邵大娘为干娘，周鹏斋、许柏祥、
谭启亭、翟寿亭、李兰溪等“三白
三黑”不同肤色的6个人都是她
的干儿子，还有3个干闺女。翟
寿亭从淄川打到豫皖苏，参加过
孟良崮、莱芜、开封、淮海和渡江
战役，率团进军西藏，后任空军总
医院政委。李兰溪1939年调入
八路军淄川独立营。历任泰安县
独立营特派员、淄川县武工队队
长、鲁中第一武工队队长，威名远
扬！1945年2月10日，延安中共
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其英
雄事迹，将其武工队命名为“李兰
溪武工队”。翟寿亭、李兰溪等撰
写的回忆录都记载了当年在马棚
的战斗岁月。

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抗日
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邵大
娘李云英却没有看见新中国的到
来，1947年夏天，李云英遇难于
土改斗争。邵大娘的死，令无数
知情者心绪难平。老交通员李在
永1967年4月19日为邵大娘出具
亲笔证明：“马棚村邵大娘在抗日
战争中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
抗日战争胜利做了不少工作，是
当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交
通往来必经之地。休息、了解情
况、晚饭，都是住邵大娘家……就
是日本投降时，我们还住在她家。
确实邵大娘为抗日、为解放事业，
为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云英的儿子邵丰昌从未失
去为母亲正名的信心，几十年里
为恢复母亲党籍、追烈奔走。
1975年1月6日，邵丰昌终于等来
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意见肯定
了李云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为革命事业的贡献。确定对
李云英的问题予以纠正，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但是，时至今日，
邵大娘李云英仍是一位“地下党
员”，由于复原历史面目的复杂
性，邵大娘李云英的党籍仍未恢
复，有可能永远成为一名“地下党
员”。

离开马棚村前，我有一个发
现，满山遍野的椿芽是依靠遍地生
根而自由生发出来的，而且颜色红
艳，遍及山村每一个角落，不与其
他地方的椿芽类同，难不成是邵
大娘一腔热血所化？我相信，世
上一定有无数邵大娘这样没有公
开的“地下党员”，像马棚村的椿
芽树一样遍地生根、春来华发。

大通道

芳草池塘

□ 涂燕娜
池塘，一处万物俱备

的自生世界，一个独成系
统的自然生态。它滋养游
鱼，丛生花草，吐故纳新；
它动静结合，浓淡相宜。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
鸣禽。一汪水塘，万千意
思，与山，与屋，与园，与
人，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有人处，必有池塘；有
屋处，必有池塘；有园处，
也必有池塘。它为庭院增
加动态，为自然滋养生命，
创造虫鸣蛙叫的野趣，是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诗意。

中国人相信，聚水为
财。有水处，便有财气，所
以，建造的房子园林，有亭
台楼阁，有曲径通幽，有回
廊曲折，有林木繁茂，有花
鸟虫鱼，更有池塘幽草。

喜欢走在园林的回廊
上，蜿蜒曲折，缠缠绵绵，
如同百转千回的心，以为
走到尽头，转角处，一汪池
塘，假山流水，花草丛生，
又有别样的风景。

穿过山，穿过水，穿过
四季烟雨。春之寂寂，夏
之盎然，秋之肃肃，冬之静
谧，那悠长的回廊，那静美
的池塘，在方寸天地间，凝
聚了无数的时光，或欢欣，
或哀愁，或喜悦，或别绪。

水塘蓄水、聚财、防
火、降温，是“门前有塘，世
代隆昌”的祈愿，更是村庄
兴盛的美好祝福。

夏天，绿如翡翠的莲
塘，盛开着田田的莲花，莲
叶接天，无穷无尽的碧色，
莲花映日别样红。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
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
荫，已是十年踪迹十年
心。”当初纳兰容若写下这
阕词时，也应该是面对着
曲折回廊、皎洁月光、池塘
幽草，寸寸景色，皆是
哀思。

在回廊的转角处，在
推开窗子的那瞬间，在丛
林假山背后，一处充满生
气的池塘，顿时让人心波
荡漾，涟漪丛生。它温柔
了一段时光，唤醒了一座
院落，让身在其中的人，拥
有一方自然与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