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在叶县明亮街上，遥想 70 多

年前复杂而残酷的斗争，回望黎明前

的那场血腥战斗，仿佛一曲荡气回肠

的悲壮旋律，在心里久久回响。

明亮街全长 500 余米、宽 7 米左

右，坐落在叶县文庙西侧，是以烈士

张明亮命名的街道。

张明亮，生于 1918 年 10 月 12 日，

鲁山县磙子营乡岗薛村人。他幼年

父母双亡，与其兄张文彬相依为命，

讨饭度日。一次，在街上讨饭时，张

明亮遇到在宜阳县当和尚的本地人

郭仙。郭仙见张明亮聪明伶俐，便把

他收留下来，后将他带到宜阳洞子沟

寺庙。该寺方丈鲍元里审视张明亮

后，为其取名长志，后改名为明耀。

此后一段时间，张明亮在该寺庙洒水

净堂，焚香咏经，侍候师父，并在师父

的教导下学文化、习医术。

16 岁时，张明亮随鲍元里在赵

堡镇还俗行医。几年后，他便能单

独出诊。

1936年，张明亮 18岁。受当时在

豫西活动的共产党影响，他毅然参加

了由宜阳县共产党人张剑石组织的

地方武装青年大队，任副大队长兼第

二中队队长。抗战爆发后，山河沦

陷、民不聊生。张明亮逐渐认识到，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国家的救星和

希望，并于 1938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1944 年，日军入侵宜阳，到处烧

杀抢掠，激起当地人民反抗，张明亮

在抗击日寇作战中，奋勇杀敌，成绩

卓著。当年 8月，青年大队与河南军

区二分区十八团合编，正式成为八路

军的一部分，并以赵堡镇为中心建立

了伊洛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沉 重 打 击 了 日 伪 军 的 嚣 张 气 焰 。

1945年 3月，张明亮率青年支队配合

八 路 军 主 力 部 队 进 行 了 赵 堡 保 卫

战。同年 8月，宜阳县青年支队在新

安县被整编入晋冀鲁豫军区太岳军

分区部队，奉命北上过黄河。因天降

大雨，河水猛涨，加上国民党部队阻

击，只有张明亮和部分同志渡过了黄

河，到山西晋城休整。1946 年春，张

明亮受党组织推荐，到山西屯留县抗

大一分校学习，聆听了晋冀鲁豫野战

军司令员刘伯承的授课。学习结束

后，他参加了反击国民党进攻解放区

的一系列战斗，在石村、白沙一带同

国民党军队的多次交锋中，机智勇

敢，冲锋在前，多次被评为战斗英雄。

1947 年 9月中旬，张明亮被组织

派遣回原籍鲁山县开展地下工作，以

迎接鲁山解放。9月 23日早晨，张明

亮去岳父家看望妻儿，在张良镇遭遇

国民党岗哨盘查，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匕

首、一块红布、一百多斤米票（当时解放

军内部票证），被认定为八路军探子抓

了起来，送往国民党鲁山县政府收

监。在狱中，他坚持向狱友传递革命

即将胜利、鲁山即将解放的消息，鼓

励大家同国民党当局作斗争。

1947年 11月 1日，鲁山县城解放，

张明亮被救出狱。出狱后，他积极为

党工作，短短两个月时间，就动员

500多名青年参加解放军并随大部队

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

1948 年 1 月，组织委派他赴叶县

八区任副区长，后任区长。叶县八区

地处叶（县）、宝（丰）、郏（县）、襄城

（县）四县交界处，地方反动势力盘根

错节，活动十分猖獗。当地的还乡

团、土匪相互勾结，残杀革命干部和

群众，抢劫百姓财物，破坏社会秩序，

八区的工作十分艰巨。张明亮上任

后，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深入群众，访

贫问苦，宣传政策，耐心启发群众，帮

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经张明亮艰

苦细致地发动，该区逐步建立起 30

个农民协会，发展会员数百名，迅速

打开了工作局面。在他的带领下，

八区清剿匪霸、收缴枪支的活动如

火如荼，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共

缴获各种枪支 2800 多支，弹药不计

其数，发展和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

权，张明亮被当地群众誉为“人民的

好区长”。

南阳市邓县解放后，组织上决定

调张明亮到邓县当县长，并要求 5月

30日前到职。1948年 5月 19日，国民

党军整编十一师由南阳东进开封，途

经叶县境内。中共叶县县委指示各

区委和区公所“避敌隐蔽，保存实力，

保护各区政权安全”。5 月 20 日，敌

十一师进入县城，派一部向八区方向

开进。紧要关头，张明亮当机立断，

决定迅速将区政府和区干队由大营

村转移到偏僻的下牛村。

5月21日凌晨，国民党军十一师一

个连的兵力，在当地土匪头子张老末、

张保寅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下牛

村。张明亮一边组织突围，一边派人

向外求援，并亲自指挥区干队员控制

寨门制高点，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

多次进攻。战斗持续三个多小时后，

救援赶到，对敌人内外夹击。敌误认

为是解放军大部队开来，仓皇逃窜。

这场战斗，击毙敌连长一人、士兵数十

人，俘敌士兵二人，区干队员和民兵无

一伤亡。

随后，张明亮率队离开下牛村，

撤离到落凫山半山腰。敌人不甘失

败，又派一个营的兵力，尾追而来，张

明亮紧急部署转移方向和路线。上

午十时许，敌人包抄上来，气势汹汹，

情况万分危急。张明亮让区工委负

责人徐荣仁率区干队员和民兵转移，

自己带十几个人断后，掩护大家撤

离。穷凶极恶的敌人开炮射击，张明

亮左腿被炸断，鲜血直流，他拖着断

腿，忍受着剧烈疼痛坚持战斗。面对

蜂拥而来的敌人，张明亮把一支手枪

交给队员带走，一支留下阻击。队员

们不忍把他丢下，坚持要背他走，张

明亮严厉地说道：“别管我，快撤，服

从命令！”队员们无奈挥泪离去。

张明亮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投

出最后一枚手榴弹，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30 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那个绚丽的初夏。

清风弥漫着硝烟，野花沾满鲜

血。天地悲泣，落凫山呜咽。当晚，

区干队员和当地群众上山寻找，含泪

草草掩埋了英雄区长张明亮。

1948 年 6 月 3 日，中共叶县县委

派人前往张明亮牺牲地，购置棺木，

将英雄入殓，运至八区北渡镇。中共

叶县县委、县民主政府为张明亮烈士

举行了追悼大会，会场内高搭灵棚，

哀乐低鸣，两千多名群众悲痛哭泣。

此后，张明亮烈士的遗体被运回原籍

鲁山县磙子营乡岗薛村安葬。

为永远缅怀张明亮同志，中共叶

县县委决定，经叶县民主政府批准，

将县城内文庙西的福音堂街更名为

明亮街。

上世纪 80年代初，卫东区（原叶

县八区）党员群众在张明亮烈士当年

牺牲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

琉璃瓦亭子，以怀念先烈，激励世

人。亭子造型古朴、精巧，彩绘椽檩，

四根铁制亭柱以示红色江山永固。

昭昭日月，天地明亮，烈士的名

字永垂青史，万古流芳！

天 地 明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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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从宝丰县城出发，沿

着 S241省道向西北行进，折而向北，

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河，穿过柳林村，

翻过村后东西横亘的山岗，便到了红

色旧址北张庄村。

北张庄村位于宝丰县城西北 11

公里处，是该县商酒务镇皂角树行政

村的一个自然村。解放战争时期，中

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驻扎此

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革命先辈

曾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部

署指挥了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

郑州、桐柏、江汉等战役，建立巩固了

中原根据地，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为全国解放战争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是日，天气晴好。走进绿树掩映

的北张庄村，村中东西主街的水泥路

北侧，一块黑底红字的石碑首先映入

了眼帘，上刻着“中共中央中原局、中

原军区宝丰旧址群：中原军区司令部

旧址，刘伯承、邓小平旧居，中原军区

团以上干部会议会址”。不远处，矗

立着一座三层、高约 9 米、青砖灰瓦

的哨楼；哨楼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一进

两宅院，宅院门楼门楣上悬挂着“中

原军区司令部旧址”匾额。

跨过门褴，踏进清幽的小院，移

步土墙灰瓦、风物依旧的房间，瞻仰

着老一辈革命家昔日用过的桌椅、马

灯、床铺等简陋的用具，聆听着讲解

员娓娓讲述，历史画面翩然浮现。

1948 年 4 月底，刘伯承、邓小平

率中原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

迁 驻 豫 西 宝 丰 县 ，与 陈

（赓）谢（富治）兵

团 和 华

野陈（士榘）唐（亮）兵团会合，由刘邓

统一指挥，开展大机动作战；5 月 9

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邓小

平、陈毅、邓子恢分别任第一、二、三

书记；重建中原军区，把南征的晋冀

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由刘

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陈毅、李先念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

令员；1948年 5月 17日，中共中央中原

局和中原军区机关移入宝丰县周庄镇

的杨岗、余官营等地；5月 26日，中共

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

司令部分别驻进宝丰县商酒务镇的赵

官营、北张庄村，开展一系列重要工

作，使这里一跃成为中原地区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中心。

其间，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北张

庄村南部的柳林村召开了“旅以上

干部政治工作会议”；中原军区在北张

庄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原局

和中原军区在宝丰县城东街文庙召开

了“宝丰会议”等重要会议；在宝丰县肖

旗乡大白庄村创办了中原大学（现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原局责成豫西

行署在宝丰县杨庄镇杨庄村创办了豫

西行政干校（现为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在赵官营村设立了中州农民银

行、成立了新华社中原总分社；指挥了

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郑州、桐

柏江汉等战役。1948年 11月 13日，中

原局、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从宝丰迁出。

一串闪光足迹，一段珍贵的红色

记忆便深深镌刻在了北张庄村这片

土地上，留在了宝丰，留在了中原，珍

藏在了人们的心中，滋养、教育、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

北张庄村今年 87岁的村民杨玉

民指着司令部旧址内存放的一辆牛车

深情地说：“1948年8月，来自河北的炊

事班战士董尚士，与村民李新志、王闯、

徐小勇一起套着三辆牛车，去宝丰西部

拉煤。归途中，过净肠河时，因山洪暴

发，董尚士为帮助这最后一辆牛车过河，

被大水冲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共宝丰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

研究室主任郜现松介绍，当时，中原军

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的作战处、机要处

设在北张庄村，政治部设在北张庄村

东南的柳林村，军政处和情报处设驻

在北张庄村东的何庄村，通讯处设驻

在北张庄村西的皂角树村，中原局机

关大部分设驻在北张庄村东北的赵

官营村。至今，宝丰县还保存有 30

多处革命遗址。

近年来，宝丰县先后投入 3亿多

元，修缮了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司

令部旧址、宝丰会议会址和豫西行政

干部学校旧址，建设了中原解放纪念

馆等，使之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今天的好日子。我们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平安法治、文明幸福的乡村，让大

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张北庄村党支

部书记王朝臣充满信心地说。

76 年后的今天，站在这方热土

上，沐浴着惬意的夏风，回望昔日老

一辈革命家为人民筚路蓝缕、赴汤蹈

火的历史，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

旗，倾听着嘹亮的歌声，见证着人民

群众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

心潮澎湃。

探访红色革命遗址北张庄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是

传世北宋汝窑器物中非常具有代

表性的。温碗，顾名思义，是盛行

于晚唐至宋代的温酒器具，一般

来说都和执壶配成一套。

这件汝窑温碗原收藏于清

宫养心殿，高 10.1—10.5 厘米，深

7.6 厘米，口径 15.9—16.2 厘米，足

径 8.1 厘米，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

博物院，是该院收藏的 21件汝窑瓷

器中的精品之一，也是同类型器物

中唯一的传世品。

俯看温碗，形如十

曲花瓣，口微侈，上丰

下敛的器腹，立于圈足

上，若一朵正在绽放的

莲花。通体满釉，外底有

五 枚 芝 麻 支 钉 ，胎 色 香

灰。天青釉色内外一致匀

润，口沿薄釉处有淡淡的粉红

光，釉面密布细碎开片纹，造型静

谧典雅，是北宋汝瓷工艺尽善尽

美的代表作品。

北宋时期，除了汝窑烧造有莲

花式温碗外，南方景德镇青白瓷、

北方辽国境内的定窑白瓷，以及朝

鲜高丽青瓷中皆有温碗烧造。一

般情况下，温碗、注碗及高足台盏

时常成套出现，温碗直径略大于执

壶，因用以盛热水温酒而得名。南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北

宋都城汴京《会仙酒楼》提供客人

的饮酒器皿，写道：“大抵都人风俗

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

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

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

菜碗三五只。”表明了温碗、注碗及

高足台盏在繁华的北宋都城十分

流行。

在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

上河图》中，也以温碗、注碗及高

足 台 盏 来 描 绘 两 人 对 饮 时 的 场

景。北宋徽宗皇帝所绘《文会图》

中，文人相聚宴饮及仆从备酒或

茶的景象，大约和注碗肩高度相

同的莲花式温碗中，放置有一款

折肩瓜棱形执壶，细长颈上套一

长摆的火焰型顶盖。除了注碗，

桌面上尚见大碗、小碟及高台盏

等宴饮配件。

莲花式温碗以北宋中期景德

镇的影青瓷最多，为唐宋以来陶瓷

仿金银器造型的一种流行。除了

以上所谓的执壶类型，莲花式温碗

亦常配有瓜式执壶，如日本东洋陶

瓷馆藏的高丽青瓷瓜形水注，辽国

境内出土的定窑系白瓷莲花式温

碗及葫芦形执壶。由此可见，北宋

时期莲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样式

甚多，而非定于一种。

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回家拿

些 蔬 菜 ，说 她 最 近 忙 ，没 法 给 我

送，再不回去院墙外种的青菜就

老了。

母亲在墙外空地开垦出了一

片菜地，在她的精耕细作下，每样

菜都长势喜人。就这样，我们经

常能吃到新鲜健康的时令蔬菜。

母亲说，人勤地不懒，动动手啥都

有了。

我的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勤劳

朴实的农村妇女，就是斗大的字不

识几个。母亲虽不识字，但她关于

做人的道理，一直影响着我，渗透

在我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

小时候，父亲是一名教师，工

作忙，割麦、炕烟、刨红薯等样样

农活都落在母亲肩上。母亲没有

怨言，每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

苦干，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亩产

量比有劳力的家庭还多，乡亲们

直夸母亲能干。这种吃苦耐劳的

精神也深深影响着我，5 岁多时我

已经学会做饭，能干些力所能及

的农活。

10 岁时，我们家搬到了郊区，

但还是“一头沉”：父亲教书，母亲

种菜。母亲种菜、卖菜之余，还要

到 市 区 拉 大 粪 。 虽 说 脱 离 了 农

村，有菜吃了，生活好些，但一点

儿也不省劲儿。她每天收拾菜到

半夜，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菜去

卖，有时为了多卖几分钱，要比别

人多跑几十里。如果不是亲身体

验，是感受不到母亲辛苦的。但

母亲始终没有怨言，想的是种好

菜、多卖钱。“人勤地不懒”是母亲

的口头禅。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月几十

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 5口人，生活

相当艰难。好在母亲很会持家，身

上总透着一股一定要把日子过好

的心气，于是那些拮据、困难的日

子，在母亲辛勤的劳动下，演绎成

一个个与贫穷搏斗的故事。在农

村时，母亲喂养的猪羊鸡鸭，自种

的蔬菜，在换取一部分生活费之

后，也成了我们饭桌上打牙祭的

食物。那时，日常饮食虽然没有

大鱼大肉，却从没断粮挨饿，一家

人虽然穿得都很破旧，却不至于

春秋露肉冬天挨冻，我和两个姐

姐上学的费用从来没有拖欠过。

后来，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母亲

穷日子里养成的节俭习惯却丝毫

未 变 ，不 乱 花 一 分 钱 ，不 讲 究 吃

穿。“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才

受穷。”这也是母亲的常用语。

母亲种了一辈子地，没其他

本 事 ，但 她 在 本 职 里 做 到 了 最

好。“人得有志气！”母亲是这样做

的，也常常告诫我。学习中，遇到

困难想退却时，我的脑中就浮现

出母亲在烈日下劳作的情景，心

里立马憋足了劲儿。让我至今记

忆犹新是 20 多年前，我师范毕业

后，回到乡村任教。每每想起自己

十年苦读，本想能跳出农门，却又

回到原点，就觉得前途渺茫、内心

失落。当时，母亲不会讲什么大道

理，只是说：“干什么事和种地都是

一个理儿，脚下的地最不会糊弄

人。你使多大劲、流多少汗，你就

能收获多少。当老师有什么不好，

你爸不是当一辈子老师吗？人得

有志气。”一句“人得有志气”，让我

坚定地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看

到我的成长，欣慰的母亲也就不

怎么对我说“人得有志气”了。

以前我常想，母亲这一辈子，

不舍得吃，不舍得穿，过得有啥意

思，但现在想来，内心的舒坦和安

稳，家人的幸福与平安才是她此

生 最 大 的 追 求 吧 。 如 今 生 活 好

了，我依然继承着母亲的嘱咐，勤

俭持家。有朋友戏言：“不抽烟不

喝酒的男人，就不是男人。说的是

不是你呀？”我笑而不语，朋友哪里

知道，一些东西已经形成了我的习

惯，融化于血液中。

母亲的口头禅
◇ 李向平

三年前，突如其来的脑出血，让

我拼搏向上的人生按下了暂停键。

经过抢救虽侥幸捡回了性命，并逐步

回归正常工作和生活，但留下的肢体

印迹和心理障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让我难以释怀。

劫后，才知生命之卑微；大难不

死，方懂需对生命敬畏。患病后，用

不着医生和家人来提醒和督促，我主

动改变了作息时间和生活习惯，日日

坚持锻炼，也逐渐学会了放下和看淡

一些事情。

经历生死的考验，才明白我们真

正在意的和在意我们的就那么几个

人。此前，因为一点小事，我和一位

好兄弟彼此误解，长达 15 年未联系。

没想到他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后，第一

时间来看望我，并在我康复的关键期

给予我真诚的鼓励和支持。走过生

死，让我更加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

美好的瞬间。

老人说，人这一生就是一个不断

渡劫的过程，等你的劫渡完了，福也就

来了。回忆人生的前四十年，我溺水

三次、车祸两次、患大病一次、父母双

故，该渡的劫也渡完了吧。患病后，我

意识到养好身体是我们人生中的头等

大事，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才能在

照顾好自己的同时照顾好家庭。

活着真好，劫后重生的我明白了

许多。此后，母亲的突然病故让我对

人生更清醒了。一天，幼小的儿子突

然郑重地对病床上的我说：“爸爸，你

一定要好好康复，相信自己一定会好

的。你千万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我一

样，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那

一刻，我流泪了，许多淤积于心的事情

突然就释然了。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妻

子的不离不弃，孩子的加油鼓励，也让

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才是幸福的关键。

看看身边，许多人有几辈子都用

不完的财富，可就是过得不幸福，因

为在追求某些东西的过程中，把自己

弄丢了。所以，今天的我尝试着找回

自己，找到喜悦、自在，找到幸福的关

键。就像一个泉眼，当你把遮挡它的

石头、杂草、污泥全部清理之后，清泉

就汩汩而来。

生活有着无尽的意趣，围炉夜

话、落雪听禅、看书写字……你会觉

得周围的空气洋溢着静寂安详，有一

股清流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世界潺潺

流淌，清澈明快。许多朋友见到我，

说我佛系了，我却知道，目前的我无

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愿你余生皆幸福！

愿你余生皆幸福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 赵俊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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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群众在哨楼前开展文化活动 郭明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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