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

Tel:0791-86847118
E-mail:150408939@qq.com

WENHUA GANPO

播 撒 人 文 馨 香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副刊部主办

■本版主编 毛江凡
■美术编辑 杨 数

9 聚焦

村子大路旁的那棵古罗汉
松，早已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神
树”。一年又一年，古树在村子
那片山坳地里静默地矗立着，饱
经风霜，挺拔伟岸，枝叶繁茂，是
村民们出发和回家的方向标。

这里是赣州市会昌县麻州
镇齐心村，村民以邹姓为多，邹
氏老族谱里记载着这棵古罗汉
松。村民邹爱林翻阅爷爷留给
他的这部族谱,恍然间，这棵神
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爷爷亲口告诉过邹爱林，
“神树”是一棵野生的古罗汉松，
在太爷爷小时候这棵树就很有
年头了。太爷爷当年参加红军
举行仪式以及北上转移分队集
结，都在这棵树旁。

太爷爷名叫邹土先，因为五
行缺土，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
别看名字这么土，却是远近小有
名气的铁匠，打出来的镰刀深受
欢迎，轻快锋利又耐用，而且还
不生锈。太爷爷一年四季都理
平头，五大三粗，皮肤黝黑，村民
都习惯称呼为“打铁佬”，他也乐
意别人这么叫他，也许这个花名
有广告效果吧，帮别人打一把镰
刀或菜刀，能赚到一升竹筒的糙
米，一升约1斤8两。

红军扩大队伍特别需要会
打铁的穷人，正是由于有好手
艺，打铁佬邹土先被区委书记李
桂英惦记着，成了首批重点“扩
红”对象。李桂英是名女区委书
记，还兼扩大红军突击队副队长，
为了提高“扩红”成效，经常刻意
多与青壮年交往，一有空闲时间
就帮助他们家干农活、照顾小孩，
也多次特意帮助邹土先打铁，次
数多了，“打铁佬”的老婆为此不
太高兴。

李桂英原名叫李桂洪，是邻
县寻乌过来的女红军，一米六多
的个子，身材高挑，面容姣好，长
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笑起来脸
上藏有两个浅酒窝，非常惹人注
目。加上能说会道，很有亲和
力，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的

“扩红”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扩红”工作特别见成效。为此，
李桂英成了红军中著名的“扩
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苏维埃
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曾两
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可偏偏这位重点“扩红”对
象邹土先老是不上道，一听到
当兵的事就将话题移开或者干
脆一言不发，他是父母中年才
生的独生子，结婚成家 6 年，女
儿 5 岁，儿子刚满 2 周岁，三代
男丁单传，“好男不当兵”的旧
观念根深蒂固，只想把铁打好，
本本分分过自己的日子。

“将打铁师傅邹土先招入红
军队伍，对部队发展将很有利！”
李书记早就向上级组织汇报了，
上级还正等着用这个兵呢！

面对面劝导不成，就变个思
路换个方式。李书记把妇女组成

“做鞋队”“洗衣队”和“缝补队”，
将邹土先的老婆欧招娣培养成做
鞋队妇女队长，还将儿童分组分
班，给红军拾柴火，以此发动妇
女、孩子一起动员更
多的青壮年男子参加
红军。

邹土先从爱人欧
招娣的口中得知，李
书记不满 4岁时父亲

就病死了，她的母亲在改嫁前将
她卖给一个铁匠的家庭当童养
媳，吃了很多苦，年纪不大就学会
了全套农活，在家做豆腐、做饭、
帮打铁，在外犁田、耙田，里里外
外样样手巧。红军打下寻乌县城
时，李桂英听了红军首长朱德的
演讲之后就参加了红军，随后跟
着队伍走来到麻州，能干而又开
朗的她，二十岁出头就成为区委
书记。难怪她帮别人打铁的时
候，女孩子的动作居然这么熟练，

“嘀嗒，嘀嗒”的落锤节奏这么和
谐……

想到李书记年纪不大就吃了
这么多苦，现在还处处帮助他们，
为穷人着想，打铁佬邹土先总算
有点动心了。妻子欧招娣看到村
里大多数青壮年男人已经参加了
红军，觉得丈夫留在家里也没面
子，于是也劝丈夫当红军。

可是，邹土先还有顾虑，转
念一想，万一自己出去打仗回不
来，或者战死了，老婆不就改嫁
变成别人的了吗？孩子不就要
遭受大罪吗？不行，还是不行！

夜已静，妻子欧招娣看到丈
夫辗转反侧，知道他有心事，就
百般温情地安慰他。这时，邹土
先看着妻子，突然问：“你要答应
俺，俺参加红军去打仗，没回来
的话，你不能改嫁，一定要等俺
回来，要好好照顾孩子，把孩子
们养大……”邹土先说得斩钉截
铁，容不得否认。

“好！俺发誓，不管你在哪
里，俺都守你一辈子！都把孩子
们养大。”欧招娣的回答没有半
点迟疑。

第二天，邹土先加入了红军
队伍，一共 12 个人参加的入伍
仪式，就在神树古罗汉松旁边的
空地举行，红军“扩红”突击队队
长、麻州区委书记李桂英作了深
情的动员讲话。

两个月后，邹土先离家随部
队出发，也在“神树”旁边集结，
却从此杳无音讯……

红军北上后，地主还乡团和
白军疯狂反扑，实行“石头要过
刀，扫把要过火”的报复措施。

欧招娣作为离散红军的家
属，受尽地主恶霸的凌辱，过着
牛马不如的生活，几次都想悬梁
自尽。可看到嗷嗷待哺的孩子，
摸摸正在肚子里孕育的新生命，
欧招娣想起那晚对丈夫毋庸置
疑的诺言，便忍辱负重，排除万
难，一心守候丈夫归来。

邹土先离家的第二年春天，
欧招娣生下了丈夫的遗腹子，为
了纪念丈夫参加红军，欧招娣欲
将孩子取名邹红生，可这个时候
哪敢用“红”字？只好定名为邹
洪生，他就是邹爱林的爷爷。

正是度日如年的时候，又
增加了一个孩子，生活更加艰
难。两根精神支柱就像两条有
力的左右脚，支撑着欧招娣的
身躯迈步向前，一根是“丈夫一
定会回来”的信念，另一根就是

“一定要将孩子们抚养长大”的
承诺。尽管最终没有等到丈夫
的消息，但是欧招娣看到守着
的 3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特别
是最小的儿子洪生十四五岁就
长得魁梧壮实，也就放了心，觉
得等候了丈夫邹土先一辈子，
对得住当初的誓言……

1949年 8月，新中国成立前
夕，欧招娣病逝。

新中国成立后，邹洪生将名
字改回邹红生。1950年代初，朝
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运动席卷
全国。1952年冬，18岁的邹红生
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志愿军战
士。1953年夏天，《朝鲜停战协
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结束，邹
红生随部队光荣回到家乡。3年
后娶妻生子，一生生下5子2女，
人丁兴旺，就像这棵“神树”一样，
枝繁叶茂。

““神树神树””下下的誓言的誓言
□ 张炳春

晚年的李桂英

岁月不居，时光流转。随着晚清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中国传
统书院也迎来了巨大变革。清光绪二十
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
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
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
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
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
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

此次书院改学堂因戊戌变法的失败
而告终，但历史的潮流终未能阻挡。光
绪二十七年（1901年），朝廷再次下诏重
新开展书院改学堂活动，中国传统书院
文化逐渐向现代学校转型。

江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书院大省，
不仅起步早，且数量多、影响大。根据
江西各类地方志书、家谱及相关文献统
计，江西历史上曾经有各类书院 1959
所，位居各省之首。以白鹿洞书院为代
表，鹅湖、白鹭洲、象山、豫章、华林等江
西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乃至教育史上都
产生过重要影响。清末书院改革对江
西教育发展影响巨大。这次不只是让
大批江西书院换了名字，更让江西书院
从学制、教学宗旨和内容等方面都发生
了质的变化。

改革后的江西书院逐渐传播现代
思想和文化，成为培养现代知识分子的
摇篮。近代书院不仅是江西与中外文
化交流的桥梁，还给探求救亡之路的近
代江西学子打开了一扇窗户。

从时间上看，江西书院与革命的对
话，以及江西传统书院向“红色书院”的
转化，始于清末书院改革后。在大革命
时期和苏区时期，传统书院助力革命发
展的作用最为凸显。

从地理上看，江西的“红色书院”主要
集中在上饶、吉安、赣州及九江等地，与赣
东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
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不谋而合。

可以说，近代革命铸就了江西的
“红色书院”，而江西传统书院向“红色
书院”的转变，则是我国传统书院文化
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以文化人，促进社会
进步的文化韧劲的体现。

从书院到学堂：红色书院
传播现代思想，点燃革命火种

在近代传统书院的变革中，大量书
院顺应时势变化，在教学体制和内容上
积极转变。宜春铜鼓县的奎光书院于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当地的客家
民众集资建立。客家人善于变通，与时
俱进的品格使得奎光书院在清末民初
发生了较大变化。奎光书院不仅积极
调整学制，还传播大量现代思想文化，
促进了江西近代社会的发展。

奎光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编纂《续修奎光书院志》，该志介绍：

“自古代有变更，即制有沿革，因时损
益，择善而从事，所以通行而无弊也。
光绪二十八年续增条例，皆呈州核夺祥
明，已无遗议。迩因朝廷创立新法，捐
废八股词章，改试解义、策论。”在废弃
八股文教学的同时，奎光书院增加了大
量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学习现代社会科
学，追求学习内容的实用性，成为清末
奎光书院教学的重点。

在奎光书院按清廷要求改为“奎光
高等小学”后，奎光书院在高小阶段开
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以
及手工等课程，初小阶段设置地理和历
史等教学课程。合理与活跃的现代教
学内容，不仅促进了铜鼓乃至江西现代
思想文化的传播，还为日后铜鼓革命人
才的成长以及湘鄂赣革命事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晚清民国时期，江西书院作为重要
的教育基地，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近代革命志士传播革命思想的
重要场所。上饶横峰县的岑山
书院又名岑阳书院，该书院始
建于明万历年间，由时任知县
谢光阳创办。在清末的书院改
革中，岑山书院积极传播西方
文化思想，点燃了当地革命的
火种。1919年至1922年，江西

早期革命者黄道与袁玉冰等一起创办了
“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宣传新文
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回到家乡
横峰县，积极开展革命宣传。1925年 7
月，黄道等利用岑山书院在当地的影响
力，在岑山书院创立岑阳学会，出版《岑阳
月刊》，向书院学生和当地群众传播革命
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对之后赣东北革命
根据地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学生到战士：红色书院
培养了革命人才

清末民初，大量在江西书院接受教
育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积极参加和
组织民主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
发展，是拯救中国的一条可行之路。在
完成书院的基础教育后，不少学生逐渐
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时期，铜鼓县成立了赣西北
第一个中共支部，其中的 5名成员，有 4
人是奎光书院的毕业生，即中央苏区河
西道委书记兼政委陈葆元，中共铜鼓县
首任县委书记陈逸群，铜鼓农民运动领
袖李建康，北伐功臣赖益躬。他们均是
在奎光书院接受了现代思想启蒙后，逐
渐走上革命道路的。

弋阳县的叠山书院历史悠久，始建
于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是为了纪念
南宋著名爱国志士、绝食殉国的民族英
雄、教育家谢叠山而建，有着优良的学
风。1916-1919年，革命先烈方志敏、邵
式平先后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读书期
间，方志敏和邵式平深受“叠山精神”影
响和科学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立志为

“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1917年，方志
敏和邵式平就在此楼成立了江西第一
个革命团体组织“九区青年社”，并建立
了赣东北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赣东北的
革命事业从此不断发展起来。

寻乌县的石溪书院始建于清康熙
五十七年（1718年），由时任知县绍锦江
借用学宫厢房创办。石溪书院是寻乌
县重要的教育场所，在近代教育变革过
程中，为赣南革命发展培养了大批人
才。1927年，中共寻乌党组织联合时任
石溪书院（石溪学校）校长曾有澜，将石
溪学校改为中山学校。曾有澜曾为国
民政府国会议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后，曾有澜的思想转向革命。1924年 7
月，曾有澜与同乡共产党人邝摩汉等创
办宣传进步思想的《寻乌》杂志，同时在
寻乌县积极开展革命运动。任石溪学
校校长之后，曾有澜积极传播革命思
想，在当地名声大震，学生人数激增，该

校成为寻乌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为之后
的革命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1928年3
月25日，中共寻乌党组织以中山学校师
生为骨干发起暴动，攻克县城，赣南革
命开始星火燎原。

从书院到战场：红色书院
提供革命场所

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战争环
境和经费、人力不足，新建指挥所等公
用设施十分困难。于是，充分利用现有
的建筑，并将其改造为革命所需场所成
了通常之举。江西书院文化浓厚，20世
纪20年代仍有大量规模宏大、建筑齐全
的书院，为红军解决战时所需场所提供
了保障。红军所到之处，许多书院被改
造为红军军事指挥所、红军医院和学
校，成为革命发展的重要阵地。

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
败，为寻找中国革命出路，中共中央决
定 8 月 1 日发动南昌起义，起义部队辗
转来到修水县，驻扎在凤巘书院。时年
9月 9日，秋收起义在修水打响第一枪，
修水县城升起第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
军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
团由此诞生。

1927年 10月 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
命军经三湾改编，抵达宁冈古城，并在
联奎书院文昌宫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
会议。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
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
并讨论开展武装斗争及团结改造袁文
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问题，对革命发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兴国县的潋江书院坐落在潋江之
滨，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
潋江书院规模宏大，由门庭、讲堂、拜亭、
魁星阁、文昌宫、崇圣祠等建筑组成，是
一处重要的革命场所。1929年 4月，红
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在潋江书院传达中共
六大会议精神并主办土地革命干部培训
班。1930年，书院成为兴国县苏维埃政
府所在地。毛泽东在该书院主持制定了

《兴国县土地法》《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
纲》，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

安远县的永兴书院拥有浓厚的红
色基因，1929年革命先烈罗贵波曾在书
院召开军事会议，组织革命武装力量，
在车头圩打响了安远土地革命武装斗
争第一枪。1933年，安远县苏维埃政府
主席黄火炎，率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从县城转移到永兴山，以永兴书院为临
时办公室，并组织了版石和车头战役，
打垮了敌人多次围剿。

此外，1927年 10月，中共井冈山前
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
将位于井冈山市茅坪乡茅坪村村口的
攀龙书院的三楼作为办公楼，其下的
一、二楼设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所
红军医院。石城县高田镇田心村鳌峰
书院则在中央苏区时，被改造为红军后
方医院。之后的1934年，赤水县苏维埃
政府也选择在该书院办公。

从书院到战场，江西书院不断注入
红色基因。

从古色书院到红色遗迹：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时钟走过百年，历经战火的洗礼，
江西书院逐渐从传统教育中退场，转身
成为一处处革命遗迹，在世人的瞻仰
中，诉说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2001年 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将潋
江书院列入全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2006 年 5 月，潋江书
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作为毛泽东旧居和办公旧址，潋
江书院至今仍保存有毛泽东当年用过
的旧物。这些无声的遗迹就像时光机
一样，将毛泽东晨出深入农村，调查中
国农村情况，晚归秉烛疾书，制定《兴国
县土地法》的情景，一一再现。在这里，
人们仿佛仍然可以听到十万兴国男儿
争当红军闹革命的响亮誓言。

凤巘书院现为修水县秋收起义纪念
馆。来到这座书院，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的厅堂上，仍整整
齐齐摆放着一溜桌椅板凳，桌上放置着旧
式茶壶、陶瓷土碗、煤油马灯之类的原
物。凤巘书院正堂上首的墙上悬挂着鲜
艳的红旗，上面赫然写着“工农革命军第
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另一面墙上，绘着红

色箭头的是秋收起义作战地图。生动的
场景，诉说着从未远去的革命历史，“秋收
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的革命激情，
仍将鼓舞人们继续前进。

红色标语作为革命历史的见证，是
当代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革命时期，
红军大量驻扎的江西书院较为完好地
保存了大量红色标语。

1927年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后改编为
工农革命军优秀军优秀师第三团）进驻
铜鼓，该团优秀营驻扎在奎光书院。驻
扎期间，部队在奎光书院内书写了“南
昌暴动”等革命标语。

1928年，平江起义后，彭德怀率领
红五军多次转战铜鼓，红五军政治部驻
扎在奎光书院期间，在该院的院墙上又
写下了共产党十大政纲和土地政纲等
宣传标语。除此之外，整个书院的内
壁、外墙还有“红军万岁”“打倒土豪劣
绅”“工农红军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反动
派”等大量红色标语。奎光书院红色标
语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好，作为革命
遗迹，这些红色标语仍然启迪着人们为
党的事业继续奋斗。

当古代书院与现代革命相遇，江西
书院并没有从历史中退场，而是用自己
的方式，为近代革命的发展提供思想、
人才、物质等助力，在血与火的交织中，
铸就一座座江西“红色书院”。

岁月更迭中的岁月更迭中的““红色书院红色书院””
□ 徐佳佳

近代江西，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不仅较早产生了多次重要的革命运动，还是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同时，作为红色中华的摇篮，苏区时期江西还建立了大
量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为什么江西会成为近代革命的重
要阵地？除去政治、地缘等因素外，江西书院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同样
功不可没。

铜鼓奎光书院

弋阳叠山书院弋阳叠山书院

修水凤巘书院旧址修水凤巘书院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