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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

◇初心·答卷

2021 年 5 月 30 日那天，我怀

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陪同 14 位老

同 学 回 到 了 我 魂 牵 梦 绕 的 故 乡

——中阳县下枣林乡神圪 村。

我们乘坐的车辆，从中阳县

城西行十多分钟，“神圪 ”三个

醒目的大字就映入眼帘，同学们

情不自禁地纷纷下车在与“神圪

”三个大字一起同框拍照，此刻

我内心的感觉更是无比的兴奋。

车开始沿着硬化了的山路蜿

蜒 而 行 ， 挂 在 道 路 两 边 的 中 国

结，显的格外喜庆，半山腰上越

野摩托车的模型凌空而立，就在

这里成功举办过“英雄吕梁”摩

托车山地越野赛。沿途独特的建

筑，让我们不时地停车观看。不

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村庄，远远望

去，蓝天白云下，徽派建筑与本

土 乡 村 建 筑 相 映 成 趣 ， 苹 果 树 、

梨 树 、 核 桃 树 和 枣 树 郁 郁 葱 葱 ，

夏日的神圪 村处处洋溢着一种生

机勃勃的美。这是我记忆中的家

乡吗？但这真真切切就是我的家

乡啊。

随后，我们见到了接待我们

的神圪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苏 保 文 同 志 ， 在 苏 总 的 陪 同 下 ，

我们步入了村委会大院，一块石

头上镌刻着“不忘初心”四个大

红 字 非 常 醒 目 。 走 进 会 议 室 里 ，

不一会儿正巧遇见了，原吕梁记

者协会主席、下乡工作队队长刘

向东等一行四人来乡村调研，并

对 我 们 的 到 来 表 示 非 常 的 欢 迎 。

同时与我们一起座谈，观看乡村

发展宣传片，并吩咐我们常回乡

村看看。然后，从苏总和村主任

张彦平的娓娓道来讲述中，我们

深深感受到了驻村下乡工作队那份对事业的执

着，从他们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情怀。他们持之以恒、废寝忘食为脱

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的辛勤付出，让我们永远铭

记在心里……

此时此刻儿时的记忆浮现在眼前。记忆中的

家乡坐落在高高的荒山顶上，从

中阳县城徒步不知翻过多少山才

能到达爷爷奶奶家。那时村民们

生活用水就是在自家院子里挖个

蓄水池，靠天吃水，生活非常艰

苦。曾经，母亲告诉我，爸爸带

她 回 老 家 ， 途 中 遇 上 了 一 只 野

狼，她吓的直哆嗦，好在最后有

惊无险。从那以后，母亲就不让

父亲带我和弟弟回老家，因为这

事父母还经常闹矛盾。可是，有

一 次 父 亲 还 是 把 我 俩 带 回 了 家

乡。那时，我们还小，走不了那

么远，父亲就把我和弟弟放在筐

子里，挑着担子路上不知要休息

多少次才能到达爷爷奶奶家。爸

爸好辛苦！后来，等我们长大一

点，爸爸挑不动了，我和弟弟自

己走，每回去一次故乡感到是那

么的艰难。

儿时的记忆虽说对年幼的我

来说是美好的，但对神圪 的乡亲

们来说是清苦的。如今的神圪 才

是真正令人神往的“神”圪 。如

今的神圪 ，是集观光旅游，教育

健身，悠闲娱乐以及住宿于一体

的现代化乡村景点，也是游客的

公 园 、 市 民 的 乐 园 、 村 民 的 家

园。教育展馆、剪纸艺术、乡村

夜 色 、 果 蔬 采 摘 园 、 日 晷 映 日 、

草棚走廊、土洞地道、砖修迷宫

等 景 点 让 一 批 批 游 人 交 口 称 奇 、

流连忘返。

为把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革命

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神圪 村

的 建 设 者 们 站 在 时 代 的 制 高 点

上，设立了“火红年代”、“火红

记忆”两个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展

厅。展厅内有在一九四八年解放

汾阳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郭兴福，也有吕

梁山上播种人郭兴顺——一个热衷于林业工作、

为林业事业做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是我

们的先辈，也是我们的亲人，他们为党为人民不

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永远激励和鼓舞着我们不断前

行、走向辉煌……

引子
2001年 5月，我在汾酒厂酒都宾馆接待了两位

客人，一位是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另一位是

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席间，我们谈论两位革命

父辈在太行山区留下的光辉足迹，气氛极为融洽。

我轻轻抄起酒杯，将身子转向太北女士，说

道：“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您的母亲曾在当年《解放

日报》发表文章，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虽几次传

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

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 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

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

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

期望终于成为绝望……”。当我背诵到此时，突然

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咽喉，全桌愕然，太北手中的酒

杯也颤抖了起来。这时我也暗自叫苦莫及，后悔不

该在酒席宴前去揭这块伤疤。然而，片刻之后，太

北擦去眼泪，重新举起酒杯，说一声谢谢吕书记，想

不到您仍能背出此话，随之将酒一饮而尽。

那日握别，我仍隐隐感到太北眼中噙满了泪

滴。转眼到了第二年夏日，我突然收到北京一件邮

品，拆开一看，竟是一本由左太北主编的《左权将军

家书》，扉页是她的签字。透过淡淡墨香，我急不可

待地将头埋入书中，随着书页翻动，慢慢走近了左

权将军和他的家庭，轻轻地触摸了这位英雄将领的

丰功伟绩，和他在婚姻家庭面前的高尚情操。

一

左权，湖南醴陵人，因家境贫寒，小时曾被母

亲背着四乡乞讨。1924 年，他到广州参加了革

命，随后又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员。第二年

毕业之后，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

年 11 月被选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

院深造。1930 年春，左权奉命提前毕业回国，参

加了工农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工

作。红军长征时，他参与领导红一军团并担任左

翼前卫。左权曾披着毯子率领红军将士翻越雪

山，并带头亲尝百草，找到 30多种野草野蘑充饥，

艰苦跋涉六天六夜穿越茫茫草地。

1937年 8月，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又

随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创

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参与发动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

“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1942
年 5月 25日，在指挥总部机关两千余人突破敌人的

“铁壁合围”时，不幸饮弹牺牲于山西辽县（后改为

左权县）麻田村十字岭，时年 37岁。

左权生前酷爱读书，且勤于笔耕。清晨时，常常

是警卫员端来热水，一再催促洗漱，忙于读书的将军

总是说：＂再看一页”，直到水冷饭凉他才匆匆洗脸就

餐。晚上又总是熄灯号吹过好久，小油灯下不是批

拟电文，便是看书写作。就在指挥“百团大战”期间，

他仍旧写下《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战术问

题》等多篇文章。同时，他还以顽强的毅力翻译了许

多苏联红军的军事著作。到他牺牲时，除发表 40多

篇文章外，还有10多万字的遗著留在身边。

二

左权和刘志兰是 1939年 4月 16日结婚的，婚

礼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潞城县北村举行。朱德

总司令是他们的牵线红娘，朱总在最早找刘志兰谈

话时，曾有这样一段幽默而诙谐的谈吐：“打仗，我

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

的。不要以为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屈求‘权’了。”

次年 5月，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得一女。彭总听

说左权得一千金十分高兴，他向左权建议：“刘师长

（指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看是很有点纪念意

义啊！你的小女孩叫左太北吧。”于是，左家千金也

有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

北北出生不久，“百团大战”便拉开了帷幕，

整日忙于指挥战斗的左权将军，很难顾得上关心

她们母女。在他胸怀中，展现的是数十万健儿、

数百万群众四处出击，让敌人腹背受击、惊慌失

措的一幅极其壮阔的图景！此时，他考虑到妻女

总随机关征战转移有诸多不便，况且志兰生产后

不断提起想回延安学习，于是经过商量，决定母

女俩随总部机关一些同志返回延安。1940 年 8
月，左权便在武乡县砖壁村口送别了仅在一起生

活了 3 个月的娇妻爱女，行前还抱着不满百日的

北北，与妻子照了唯一的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照

片。依依惜别之后，只要有同志赴延，左权总要

给妻子捎去一信，并带点衣物及食品药片之类的

东西，以表对妻女的关爱之情。从 1940 年 11 月

到 1942年 5月左权牺牲的前三天，在不足 18个月

的时间里，他总共给志兰写去 12 封信（其中一封

捎寄途中遗失）。这位性格坚定理智且沉默严肃

的将军，在家书的字里行间饱含了深厚的亲情爱

情，和对将来团聚的强烈渴望，读来催人泪下。

三

那么，还是让我们拨开战争与岁月的烟云，去

重读左权将军生命最后时光的这 11封家书，并透过

家书去感受一次这位伟人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吧。

在这 11封家书中，几乎每一封信左权都要谈

及战争与形势，都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都要

分析到将来的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但他说：“不

管这种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如何严重地发展，对我个

人来说是没有什么的，你总可放心。”他甚至十分诗

意地写到，在驻地的“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开得甚

为好看”，“真是太幸福了”，“可惜是缺兰，而兰花是

我所最喜欢最所爱的，兰恰离我在千里之外，总感

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

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左权将军革命的坚定

性和乐观主义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左权对爱女十分放心不下，每次去信均问寒

问暖，无微不至。热了，他给寄去夏日的小单衣；

冷了，他怕冻坏女儿的手和脚，嘱咐“不要冷着这

个小宝贝”；过节了，他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可能

出席比赛”，“还可能获得锦标”；生病了，他又焦

急万分，不断提醒，“急性痢疾是十分危险的”，

“有了病必须找医生”。甚至连根据地自造的几

盒饼干、别人送的一包糖果也舍不得吃，要千里

迢迢捎给延安的北北女儿。读着妻子信中关于

北北的描述，或看她们母子的照片，竟成了将军

紧张战斗之余最快乐的享受，幻想着“如果有你

及太北和我在一起，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

亲恳声音，能够牵着她走走，抱着她玩玩，闹着她

笑，打着她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

自打妻子女儿离去，左权常常深陷寂寞和孤独

之中，但他却这样安慰妻子：“在我俩分别的过程中，

我并非不感到寂寞、孤独，有时更极想有人安慰，但

我不以满足我之私欲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想这是夫

妻间应有的态度。”短短数语，反映出左权将军博大

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志兰结婚时只有 22岁，有了

孩子之后常常流露一些抱怨，发泄几句牢骚，但左权

在信中除了解释与安慰之外，从来没有一句责难，且

深深感受到了做母亲的艰难。他说：“自北北在你肚

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

难，过去没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得了，母亲为自

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的太多了”，并以不能父尽职

守而自责，不能帮助妻子而内疚。为了妻子的学习

和进步，他将亲人送往延安，并多次在信中提出给孩

子断奶，可以寄养在群众家中。就在去世前三天，仍

青灯伏案写下了这样的决断：“如时局有变，你可大

胆地按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我。”

左权将军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同士兵一样

吃穿，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从不为个人

打算，即使得一点稿酬也要交与妻子，给一点安

慰。每次信中谈及自己，都是“我的一切均好，身

体也好，勿念”。将军啊将军，你的心里总是装着

别人，唯独少了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

如此。

太北在此书的代前言中这样告诉父亲：“你

对理想如此坚定，对家庭这样负责，你的革命精

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

结束语
1937年 12月，左权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

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过去

吃过草，准备还吃草。”同年 9月，他也给叔叔写去

一信，说：“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

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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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过风暴有过云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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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语言盈满四季

云朵大片大片的飘落

脚印一次一次被略去

沟壑的风辽远而又神秘

描摹着我们生活的情绪

那大滴大滴的阳光

催促快给田垄穿上碧裙绿衣

吕梁山像初恋一样惆怅着伸展

富有想象力的种子奔跑着跳跃着

传播着生发的消息

那大山腾飞的激情

像彩虹牵动的一场雷雨

必然是壮观美丽

享受着激越伴着斗转星移

又是一次破土的崛起

体验着痛楚与惊喜

那齿轮与科技的激情

楼房与网络的含蓄

伴随着一个个坎坷与顺遂的工作日

使周围的一切骚动不已

那时代铺展的画卷

充满矛盾湿润的气息

到处是新生事物冲动的萌芽

鉴别与选择已成为习惯的秩序

核桃红枣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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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先辈留下的都是感动

党啊！你是旗帜 你的信念我传承

党啊！你是楷模 你的足迹我追寻

擘画蓝图 铺开憧憬

百年征程 接续奋进

崭新的时代唱响了崛起的中国梦

昨天的丰碑延续着今天的新征程

这里是幸福乐园

荡漾着和煦春风

这里是改革先锋

创新发展谋跨越风帆正劲

看吧！你的希望在延伸，步履铿锵

看吧！你的梦想在升腾，前程似锦

党旗的引领凝聚起发展的新动能

昨天的芳华孕育着未来的百年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看起来一把普普

通通的战刀，却因为一段传奇经历而成为

吕梁山革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中国古

兵器鉴定专家李清仁鉴定，这把战刀是手

工打造，从它的血槽、刀头呈现出的鸡冠纹

和刀把箍的装饰来看，它延续了中国传统

的制刀工艺，是一件近代的战刀真品，具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把大刀

不仅见证了贺龙元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丰

功伟绩，还传递着贺龙元帅与警卫员田仁

明（原铁道兵第 1 指挥部司令员）、田仁明

与警卫员刘子芳（吕梁临县籍革命前辈）、

刘子芳与女婿高宇峰、高宇峰与田仁明父

子之间崇高而深厚的情谊。

田仁明于 1939 年 10 月任八路军 120
师司令部警卫排警卫员，成为贺龙师长的

警卫。抗战时期贺龙元帅在晋绥战斗 11
年，田仁明作为贺龙元帅的随身警卫，与贺

龙元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后来，田

仁明要离开贺龙元帅身边，走上新的岗

位。离别时，贺龙元帅特将随身多年的战

刀相赠。

山西临县人刘子芳，于 1946至 1950年

担任田仁明的通信员、警卫员，一直跟随田

仁明转战南北，曾两次在战场上舍身相救

田仁明，使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后

刘子芳因病回到家乡临县做地方革命工

作，两人暂时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已

是铁道兵第一指挥部司令员的田仁明经过

多方打听得知刘子芳的下落，特邀他赴沈

阳相聚。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战友感慨万千，临别之时，田仁明司令员拿

出珍藏多年的贺龙元帅使用过的战刀转赠给刘子芳，勉励他牢记和传

承红色晋绥革命传统，让世人永远牢记贺老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的崇高风范。

2013 年，刘子芳的女婿高宇峰创建了吕梁古兵器博物馆，并在馆

内开设抗战展厅。刘子芳郑重地将元帅战刀转赠给爱婿高宇峰，嘱托

他收藏在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了解贺龙元帅光辉的革命生涯和晋绥革

命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让晋绥精神代代相传。2015年 9月，贺龙元帅的

女儿贺晓明少将参加晋绥纪念活动期间，抚摸着大刀，一再叮嘱：“这件

革命文物非常珍贵，一定要好好珍藏。”

2016年 3月 22日，贺龙元帅诞辰 120周年之际，高宇峰携子女赶赴

北京看望田仁明，田老及其儿子田江嘱托高宇峰一定要保存好这把凝

结着几代人情谊的大刀，办好吕梁红色革命博物馆，让更多的人从贺老

总身上，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晋绥精神中汲取营养，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风雨家书读左权
□ 吕世豪

一
把
战
刀
四
世
情

□
刘
朵
朵

新天新地新吕梁
□ 李三处

新天新地新吕梁

斩断羁绊纠缠的陈规旧习

不再喋喋不休地叙述某个传说

不再用笛子演奏田园故事

今天的吕梁极富乐感和想象

创造一种新的节奏已深思熟虑

时代己赋予我们分孽组合

渗透与碰撞的勇气

用我们的初心

用我们的才智

用我们的奉献

用我们的痴迷

万众一心团结奋斗

一定能打开

歌声笑语涨潮的新天新地

前程似锦（歌词）

□ 白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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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建党 100周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贺龙元帅使用过的战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