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分谣（外一首）

■马洪涛

虫豸入穴，把寒气锁在室外

螃蟹上岸，肥肥的钳子

挥舞着，慢悠悠地裁剪着陈旧时光

一截扔进池塘，沉为满潭菱角

一截抛向山林，长成遍山柿子红

最后一截爬上父亲的鬓角，开出几簇

芦花白

露珠站立在树尖上，练习太极

推拉之间，调和着翠绿和金黄的饱和度

烟叶披上黄金铠甲，一刀刀

斩断父老乡亲眉头上紧锁的铁链

秋风握着阳光的绳索，悠闲地拔河

左边是白昼，右边是黑夜

一阵桂花的清香袭来

月色的重量重了几分

这场时间的比赛逐渐有了陡峭的坡度

瘦秋记

秋风手执软毫毛笔在阔叶上撰写

脉络的字迹，笔力遒劲

天空驱赶云朵，臃肿隐身

雁阵浩荡，将蔚蓝一寸寸拉向季节的高处

森林交纳出蝉鸣，寂静近似于空白

圆润，一排排露珠压弯了草木的脊背

群山稀释墨绿，坠落一地坚果

枝头，松鼠正在啃食一枚滚烫的夕阳

棉铃吐絮，用一抹白

模拟了乡亲们在田地上一生的跋涉

湖泊进献虾蟹，犒赏一个个翘首的胃

瞬间，整片光阴染上了鱼腥的味道

此时的我卸载掉满身尘埃和霜白

静静地看着，一口烟圈有了炊烟的轮廓

1938年1月，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陈挺
任六团一营营长，王明星任一营三连连长，于2月由叶飞、
阮英平等率领从屏南出发北上抗日。

部队先到皖南集训一段时间。1938年秋，六团奉命开
赴江苏茅山地区，在侵华日军占领地的心腹地区，南京附近
的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宝堰是句容县的一个集
镇，一千来户人家，有一个日军小队驻守，并在镇的东头筑
有碉堡。叶飞团长命令三连长王明星带一个侦察班到宝堰
附近活动，要抓一个活的鬼子兵回来，如抓不到活的也要缴
一支枪回来。

王明星带了一个侦察班到那里埋伏了几天，但总下不
了手，因为那几天日军一来就是一个班集体行动，有时整天
不出碉堡。后来听说碉堡内的鬼子星期天要到街上理发，4
名侦察员就化装潜入镇上，埋伏在理发店里，预先做好理发
师的工作。一直等到下午，有3个鬼子过来了，走了几步
路，前面的一个向后面的两个挥挥手，要他们回去。随后，
这个小队长独自走进理发店。一名埋伏在店中的侦察员走
出来，也装作要理发，挤到这个小队长旁边的座椅上，与他
并排坐下，理发师站立的地方是有意掩护我方侦察员的。
等到这个小队长躺下刮胡子时，侦察员突然拔出手枪，对准
他的胸部“砰”的一声，鬼子兵就倒在地上，随即缴了他的手
枪和挂包（内还有地图）。等到碉堡内的日军出动时，我们4
名侦察员已混入惊慌的人群，和在外面策应的侦察员一起
撤退了。王明星终于完成了叶飞首长交给的任务。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到江苏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将
江南抗日义勇军改为“江南抗日救国军”。王明星被任命为
第三支队支队长，在苏南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武
装斗争。在地方党组织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这支部队于
1940年下半年先后进行了八字桥、太平桥、葛介坝、大风
湾、杨园、藕渠等大小十多场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
量，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王明星指挥的八字桥战斗，与顽
军激战6个多小时，毙俘敌人近200名。王明星还带队多次
出击湘城、太平桥一带，同顽匪胡肇汉（京剧《沙家浜》中胡
司令的人物原型）作战，基本消灭了这股顽军。这对巩固和
发展苏常太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东路部队正式编为新四军
第六师十八旅，王明星任第五十四团参谋长。这年7月，日
伪军集结了18000多名重兵对苏常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
“清乡”行动。王明星与五十四团二营营长张友林奉命率部
分部队留在内线坚持斗争，部队与当地县委警卫武装合并
编成十八旅五十五团，王仍任团参谋长。

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部署，五十五团把部队分散成连
排单位，到处骚扰袭击敌人。敌人占领了大小村镇，利用其
优势兵力和机械化的水上交通工具，分割包围抗日武装，部
队伤亡很大。7月下旬，五十五团奉命集结部队突围 ，在途
经常熟白茆塘时遭敌截击，部队被打散。王明星身负重伤，
他在伤重无法随部队行动的情况下，命令部队突围，自己留
下掩护。最后，他同营长张友林一起牺牲，时年22岁。

王明星15岁投身革命，戎马生涯7个春秋，历经磨难和
考验，足迹遍及闽东、浙南、皖南、苏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不愧是连江人民的好儿女，家乡人
民永远怀念他。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不朽，浩气长存！
（作者注：本文史实参阅了陈挺回忆文章等资料）

福州被称为“有福之州”，但改革开
放之初，却流行“纸褙的福州城”之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福州市长游德馨
曾自揭家丑：“这个省会城市，没有体育
中心，没有电车，没有大的自来水厂，没
有煤气，没有……在各省是少见的。”如
此状况，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今
的福州早已天翻地覆，这背后少不了这
位老市长的造福。

仲秋入学省委党校，同窗的厦航领
导谈起游老去年在我负责的刊物发表厦
航创业之作所产生的影响。不意，9月7
日当晚便从微信朋友圈得知老人辞世的
噩耗。找不到官宣，转眼就凌晨，忍不住
还是向游老秘书求证。多希望纯属讹传
呀，他一向耳聪目明，声音洪亮，思维清
晰，腰杆挺直。可事实无情，从此，人世
间又少了一位能时而给我电话、写信的
老前辈和忘年交！

据称，游老于4月住院，那老人与我
最后一次通电话可能就在医院。8分多
钟的通话，他谈及自己的书稿后，多是
关心我和画家董希源先生的近况，还答
应给我题书名，却未道自身病情。我想
去看他，他说待过一阵子再约。几天后
收到老人题写的“钟兆云作品选集”“钟
兆云中短篇报告文学选”时，发现两张
斗方都漏了钤印，一直想找时间上门请
他补上。之后开会和出差频仍，忙无暇
处，也想等老人来约。一晃百来天未联
系，是近年最长的一次了，心虽隐隐不
安，但到底没往坏处想，岂料阴阳之隔
突如其来。

在朋友圈发文祭悼后，引来如潮缅
怀。一位年轻的小干部发短信说起其记
忆中三次近距离接触游老的情形。特别
提到，2012年10月福州龙山会议纪念馆
落成开馆，游老对调整拍合影姿态的建
议耐心配合，也不因现场等着合影者络

绎不绝而不耐烦。再一次是几年前市里
某场活动临近尾声，游老突感不适，在陪
同前往医务室的路上，游老看出他的紧
张不安后，安慰说“没事，那个年代走过
来的人都还行”。

一如这位年轻朋友的印象，我记忆
中的游老永远是那么温文尔雅、和蔼可
亲，老有所为，愿意为一切新人和新生事
物、有益活动站台。

我和他真正开始较多的接触，应是
新千年之后了吧。记得在某个场合上，
有人向他郑重其事地介绍我。他笑道：
“早就认识了，我经常读小钟的文章呢。”
之后他还主动找我聊天。2016年，鲁迅
文学院为我召开从事传记创作30周年座
谈会，游老闻讯，专门送上“风云走笔三
十春，丹桂飘香满庭芳——祝贺钟兆云
同志传记创作三十年”的条幅。如此嘉
奖和勖勉，让我既意外又感动，之后才算
是有了较多的接近。他补充谈起项南等
人的往事，宣传方志敏等烈士的历史和
现实意义，有时都忘了时间。距离产生
美，走近却才有正确的认识。他竟是那
样的光霁月明。有人笑我书生意气，了

解我个性的领导，倒也依然欣赏。游老
听罢，哈哈大笑：“你只要真清流，必然有
容身和发展之地。”

我担任省里一家党刊的主编后，办
刊主张和意趣甚得他这个顾问的赞同，
时而赐稿以示厚爱。刊物出版到500期
时，他欣然前来参加座谈会，发言既显厚
爱，也示加持。他对我所请几乎无所不
应，还欣然为我的母校武平一中百年校
庆命笔。现在想想，有我的不是。游老
善书法，能作画，曾主动告诉我，趁他还
提得起笔，需要什么题字尽可开口。但
母校百年校庆明明是2024年的事，求字
怎么能在2022年“未雨绸缪”呢。他竟
也照办，还依我意，把落款时间写成两年
后。唉，游老！

游老有未了的心愿。他晚年孜孜不
辍撰述《国门初开的福建》一书，我所在
单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出具了审读意
见，我也曾试着找了出版社和相关部门，
莫不说此类图书公开出版须经最高主管
部门同意。他表示理解，说自己写作是
自得其乐，只想留下些真实的材料。他
每成新稿，寄来前后总会电话交流一通，

有几篇还是围绕学习时事政治的。他显
然担心增加我的负担，总说由我全权处
理，万勿勉强。一个九旬老人，所求何
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模范。

今年8月初我去他罗源老家公干时，
当地人士谈及乡贤有口皆碑。其实在福
州十邑，提到他晚年仍不停地做好事，哪
里不是一片叫好呢，是可谓“政声人去
后，民意闲谈时”。想到他给我的“志行
高洁”题赠，恰见他的长者风范。

这些年陆续走了不少认识的人，无
法一一吊唁和送别，这次却不由分说要
送游老最后一程。

生命馆吊唁厅大门侧的一长溜花
圈，簇拥着游老生前的手书：“修身岂为
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我不知他是
夫子自道还是与人共勉，却愿将此句连
同他题写过的“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
恒”铭记于心。伫足间，我油然想到，他
好几次都主动问我知不知道董希源生病
及恢复之事。他知道我俩交好，我更知
道董希源是他当副省长时在上海发现并
极力引回福建的画坛翘楚。我这次吊唁
前，与身在北京的董希源通话，方知他曾
两度从北京飞来看望游老，只是遵嘱秘
不扩散，以免熟人朋友和晚辈纷至探望
而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

我鞠躬再鞠躬，眼前平静熟睡在鲜
花丛中的老人面容安详。我仿佛看到他
如何从九死一生的革命年代、一言难尽
的“城工部事件”中穿行，竭尽心力保护
人民、造福一方，质本洁来还洁去。

这是他——一个叫游德馨的革命幸
存者离世后的第4天，都下午6点了，还
有人从外地陆续赶来。再迟一些，在这
座曾留有他气息的城市就再也见不着斯
人了。

志行高洁、惟吾德馨，我愿给这座城
市的老市长写下如是墓志铭。

志行高洁，惟吾德馨

一张烈士照片 一段红色传奇
——记“新四军孤胆英雄”王明星

编者按：新四军战斗英雄王明星，少小离家，参加红军。在烽火
连天的战争岁月，他与家人长时间失联。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张
照片才揭晓了尘封40多年的英雄事迹。在9月30日“中国烈士纪
念日”来临之际，谨发此文，纪念中国烈士。英雄虽去，忠魂永在。

1985年12月的一天，连江县人民政府收到一封
发信地址为总后勤部的来信，信封启开，滑出一帧4
寸大的军人照片。照片上的这位年轻军人，身挎短
枪，英姿飒爽，一双大眼睛闪着亮光。照片背面写着：
“王明星，1940年曾任江南抗日救国第三支队首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参
谋长，1941年苏（州）常（熟）太（仓）及清乡中任五十
五团参谋长，率部英勇指挥战斗，不幸光荣牺牲。北
京 万 寿 路 总 后 勤 部 36 楼 二 门 4 号 张 服 膺 。
85.11.30”。很显然，寄照片人的目的就是请求政府
帮助寻找这位军人的亲属。

这可让政府办公室有关人员犯愁了。照片上
没写是哪个村的人，连江这么大，怎么找呢？于是，
他们就把这帧照片贴在县政府门口的宣传栏上，让
社会大众辨认。可过了好几天仍无动静。而后，又
把这帧照片贴到马鼻、罗源大街宣传栏让人辨认，
依然没人认。最后这帧照片又回到连江县政府的宣
传栏上。

一天，透堡尖墩村办事员林守旺到县城开会，无
意中看到宣传栏上的这帧照片。他想村里多数人都

姓王，会不会是村里人，但村里又没有王明星这个名
字，心里也拿不准。回家后，他就与王容梅等人说起
此事。容梅想到叔叔早年参加游击队，但不叫明
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俩一起到了县城，经过认
真辨认，容梅肯定照片中人就是他的叔叔王明典。
于是连忙给住在北京总后勤部的张服膺去信表示感
谢，并询问相关情况。这才知道，王明典到部队后改
名王明星，张服膺是他的警卫员。王明星牺牲后，张
服膺一直在寻找其家人，他只知道王明星是福建连江
人，具体哪个乡、哪个村不知道，因此才给连江县政府
寄照片寻求帮助。

因为这帧照片，家乡人才知道，王明星离家后参
加红军，随后转战南北，并成为新四军一名优秀的指
挥员。后来，时任县党史办主任吴用耕等人又专程拜
访了王明星当年的领导叶飞、范式人以及省军区副司
令陈挺将军等老同志，进一步了解王明星的情况，这
才使这位“新四军孤胆英雄”的事迹为家乡人民所知
晓，他的英名也被载入《连江革命史》《连罗英烈》《常
熟烈士传》，并在最近开展的“闽东籍‘沙家浜’英雄事
迹陈列馆”里予以突出介绍。

王明星1919年出生于连江透堡尖墩村一个农民
家里，原名王明典，早年失去双亲，孤身一人。1934
年，透堡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一天，一位游击队
领导人看到王明星，见这名少年两眼水汪汪的，看起来
很机灵，就把他带进游击队，让他到红十三团当卫生
员。从此，王明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9月底，福安红二团、连罗红十三团和地方
武装等共1400多人，在宁德霍童支提寺合并成立中国
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王明星从红十三团卫生员调到
师卫生队工作，那时他还是个满脸稚气、活泼天真的孩
子。

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对闽东苏区开始了大规模
的军事“围剿”，新组建的独立师还没来得及整训，就仓
促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兵力悬殊，伤亡人数不断增多。
在每次战斗中，王明星都是挎着急救药包，带着民夫担

架，在阵地上穿来穿去抢救伤员。10月下旬，部队攻打
宁德霍童镇据点，二团六连冲进镇上时，突遭敌路口一
个大碉堡的火力狙击，几位战士负伤，其中冲在最前头
的一位战士大腿中弹躺在离碉堡很近的路旁，处于敌
人的视线和射程内，随时都会被敌人打死。此时，天已
破晓，敌人的火力死死封住了路口。王明星在一旁看
了很焦急，他仔细观察地形，发现那位伤员躺倒的地方
左侧有民房可利用，便要求六连长用火力压住敌人，自
己带两名战士和一副担架迂回到距伤员不远的民房
里，打通土墙，把伤员抢救下来。目睹这一情景的六连
长连声赞道：“卫生队那个小连江佬很机灵，胆子又
大！”

这话也传到陈挺团长的耳里，给陈挺留下了深刻
印象。不久，陈挺调到霞（浦）（福）鼎根据地新组建的
独立师四团当团长，上任时叶飞同志只允许他带走几

个警卫人员，陈挺便选了王明星。在此后3年的游击
战争中，陈挺带着红四团在闽东、闽东北和浙南等广大
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王明星一直跟在陈挺身边，出生入
死，忠心耿耿。当时，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游击队很少
在一个地方住两天，都是每天凌晨4时起床，吃完早
饭，带着中午吃的饭团就上路，或转移，或打土豪，或袭
击地主民团，或同围剿游击队的敌人部队周旋。每天
走路，少则五六十里，多则八九十里。当时没有地图，
只好用小本子把经过的村庄、周围的道路、敌情等记下
来。陈挺将军后来回忆说：“这期间王明星一直是我的
好帮手，每到一地，他都跟着我勘察地形、部署警戒哨
位和战斗方案，有时我直接派他去向周围群众打听情
况。他勤学好问，脑瓜子灵，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
务。这些对于他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和红军指
挥员无疑有不少帮助。”

1935年9月底，陈挺团长带着红四团100多人跟
叶飞一起活动。一天拂晓，在福安白云山的半山村被
敌包围，奋力突围后，一步不停地走了100多里路。到
达福安与寿宁交界的西洋村时，因过于疲惫，陈挺一躺
下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陈挺觉得肩上
被重重推了一下，他睁开眼睛，听到近处几声枪响，只
听见王明星焦急地说：“快，敌人打来了，到门口了。”不
等陈挺说话，王明星就跳到门口朝敌人射击，一片混乱
中3位战士冲了出去，却被敌人的火力挡了回来。陈
挺团长正要组织火力再次往外冲时，王明星提醒说：
“团长，房子后面是矮墙，可以翻过去。”“有敌人吗？”

“我去看看。”王明星跑到房后看了后，很快回来报告
说：“没有发现敌人。”于是，陈挺指挥战士们向房后摸
去，王明星在前门掩护大家。黑夜里到处是枪声和喊
叫声，敌人弄不清我军住几个地方、有多少人。我方人
员翻过矮墙后，按原先的应急方案上了村东的一个山
头。陈挺后来说：“这次遭遇仗，我们除了丢了一些背
包、米袋，人员没一个伤亡，多亏了王明星对我的提
醒！”

1936年底，闽东革命史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
事件。由于临时省委与闽东特委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
看法有分歧，叶飞、陈挺等人被扣押，二纵队的一、二支

队100多名干部战士也被强行解除武装。在一场混乱
中，随陈挺一同“赴宴”的王明星不知怎么溜了出来，危
急中抢先把驻在村边的三支队人马拉出来，一口气跑
回寿宁的上地洋附近找到闽东特委常委范式人报告情
况，保全了纵队最后一个支队，使60多名战士免受灾
难。几天后，叶飞、陈挺在被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
击，乘乱脱险。叶飞、范式人对王明星赞不绝口。叶飞
说：“这小鬼不简单，有胆有谋，在那种情况下，能沉着
勇敢地把部队拉出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叶、范两
个当面商量，三支队队长被扣押还未逃回，就由王明星
当三支队队长。这个支队成为二纵队的主力。

■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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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翔

仅存的王明星照片。王明星亲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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