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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
时，心中便会产生家乡情怀，只要
有机会，人们就会“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家乡情怀是一种地域。我们
从家乡走向四面八方，用时间地
理学的术语说，它是我们人生路
径的出发点，属于我们人生的地
理也是个人社会网络地理中的一
个重要支点。从文化地理的角度
说，家乡是我们的文化摇篮，对那
里的风味美食，我们要偏爱一辈
子。天下的地方千千万，家乡叫
什么、在哪里、自然风景怎样、人
文景观如何？无需看书，我们都
能随口从容而谈。可以说，我们
脑袋里最牢固的地理知识是家乡
的。

家乡的环境是每个人最早认
识的地理。开始，如果家乡是农
村，可能只是些小桥流水人家，意

义平常。但走南闯北，知世态炎
凉之后，家乡则日渐成为我们心
头那个人文地理世界的永恒目标
点，一块热土，其山水生幽情，其
鸡犬识人意。讲人文地理的内
容，不讲家乡不行。人文地理的
内容，不能仅仅是矿山、工厂、道
路、市场之类依理性和功能组合
而成的冰冰的地面结构。我们常
说的乡愁，在由人文构成的地理
世界里，要给情感一席之地。家
乡，是大地之上与每个人对应的
情感载体。

“月是故乡明”，家乡的风光
总是亲切的，但是不止这些，我
们从家乡还获得重要的人生意义
和行为依据。有位历史学家说，
有三首歌曲改变过人类历史。最
早的是两千年前，刘邦手下的人
围着项羽军队四周所唱的楚歌，
还有法国革命时高唱的 《马赛

曲》，更有中国抗战初期响彻南
北的 《松花江上》。这三首歌，
两首都与家乡情怀有关。人在异
地，家乡的概念既会使人油然而
生思乡之哀情，但在另一种情况
下，因家乡有难，却有能激发人
们保家卫国的斗志，去筑成新的
长城。

除家乡外，我们在一生之中
可能另有一处地方，因为曾在哪
里长期磨炼奋斗。为形容这样一
类地方，我们会说“这个地方是
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故乡
成为最好的表达我们对那处地方
感情的词汇。从文化地理学角度
思考，对一个地方故乡感的酝
酿，其实就是一个地理过程，即
一个特殊地点的形成过程。

个人与家乡之间，不总是动
情的，我们还记得这样一间话：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

娘，来年不愿回家乡。”这说的是
一些进城忘本的人。社会步入现
代化，青年人涌入大都市，这是人
生地理中心的潮流动向。对很多
青年人来说，好像只有离开家乡，
才能实现人生理想。

家 乡 不 仅 在 人 们 的 心 头 失
落 ， 家 乡 的 老 景 观 也 在 丧 失 ，

“少小离家老大回”，己找不到昔
日风貌，但是人们总是要从一些
遗留下的蛛丝马迹去寻找家乡情
怀。

时光如流，不经意
间已是 12 月了。回首
过往的那些林林总总，
总会让人思绪万千，心
生感慨。

步入中年，内心更
多的是一份宁静，如明
月那般不疾不徐，带着
笃定与豁达。

记得年少时，生活
条件还不是那么好，可
母亲总会用她灵巧的
手做出可口的饭菜，把
破旧的衣服缝补的像
模像样。那时候，最幸
福的时光就是坐在母
亲身边看她干活，感觉
心里特别的踏实。

如今长大了，更喜
欢独处了，在风轻云淡
的日子里，读一些过往
的信件，回味绿皮火车
发 出 咔 嗒 咔 嗒 的 声
响。会想起墙上的日
历，桌子上的台历，曾
伴我们走过多少风风雨雨。在外婆家染
指甲的时光，依然会在眼前浮现，那是记
忆中最生动的画面。每到夕阳西下时，喜
欢搬一把椅子坐在阳台，看着那片余晖一
点一点落下去。没有忧郁，没有悲伤，告
诉自己加油，努力，每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经过橱窗，也会观赏那些美丽的衣
服，然后按着自己的喜好买一件带回家。
每每打开衣柜，挂在最前面的始终是最喜
欢的那一件，不论穿过多少次，也不管有
多么久远，彼此对视的时候，依然还是那
么的亲切。

有书品读，也是一种幸福。汪曾祺在
《人间草木》里这样写道：“如果你来访我，
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
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
开得不茂盛，想起了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
时，尽管张着碧叶。”墨香留痕，每一个文字
里都是深情，如此这般的诗情画意，真是恰
到好处，妙不可言。

幸福是一个柔软的名词，温暖而美
好。虽然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对幸福
的要求也不同，可是当那些细碎的幸福充
溢身心时，那么生活的艰辛终会迎刃而解
的。只有心怀美好，才能看得到美好。

生活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细碎的幸
福，我们才能处事不惊，温润如初。不争，
不抢，不怒，不哀，波澜不惊地生活着，让
每一个日子都有了温度。

欣闻兴县 120 师 358 旅旅部旧址对外开
放，内心很是充满期待。带着一颗崇敬瞻仰之
心，怀着一种缅怀追忆之情，我来到兴县 358
旅旅部旧址，实地参观，感悟领悟，倍受鼓舞。

以 往 提 起 358 旅 ，我 只 知 其 名 ，不 知 其
史。为了参观，我简单翻阅了史料，方知 358
旅为 120师主力之一。走进 358旅旅部旧址，
一件件实物帮我翻开了其过往历史。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1937 年 8 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 2 军团和红军第
28 军，在陕西省富平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第 120师第 358旅，由卢冬生任旅长，但
因其未到职，由张宗逊任代旅长、旅长，李井泉
任副旅长，姚 任参谋长。358 旅下辖由红 2
军团第 4师编成的第 715团，由红 2军团第 6师
和红军第 28 军编成的第 716 团，共计约 5000
余人。358 旅作为 120 师的主力之一，在贺龙
师长、关向应政委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
力支持下，转战晋西北、大青山、晋察冀、陕甘
宁数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战斗，歼灭日
伪军 18124 人，牺牲烈士 2323 名，和全国抗日
军民一道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兴县 358旅旅部旧址，位于吕梁市兴县恶
虎滩乡恶虎滩村，地处兴县城东 23 公里处的
蔚汾河北岸，此村之所以命名恶虎滩村，缘于
其地处兴县河谷漫滩。相传，历史上这里森林
茂密，常有猛虎出没林间，故名。据史料记载，
在 1940 年-1943 年间，120 师 358 旅曾在恶虎
滩村驻扎过一段时间，在对日作战中，创造了
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驱车走近恶虎滩乡，但见在公路旁立一块
标牌，三面红旗叠加，上书“恶虎滩村 358旅旅
部旧址”，顺着标牌所指方向抬眼望去，只见一
座高高的黄土山脚下，不规则地布局有几处古
窑洞式建筑，在较高处一排房屋后墙上，书写
着“358 旅旅部旧址”8 个红色大字，抬头一望
便给人一种红色故地的追忆感。

踏上石台阶，穿过洞门，我便走进了
“358 旅旅部旧址”。环顾四周，依山设建，
这里虽经修缮，但古韵悠悠。旅部旧址占地
1600平方米，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为二层
东西隔离上下台结构套院。石圈正窑洞、枕
头窑洞、尖山顶瓦房、石砌大门、圈石围墙

构成整个综合院落。展馆布展图文与实物全
面立体再现了 358 旅革命战争烽火岁月。由
高低错落的几排窑洞组成：一层左排设有作
战科、二科；拾级而上，二层右排设有一科、
张宗逊旧居、司令部办公室、李夫克旧居；再沿
着石阶往上，左前排设有会议室，后排设有电
台队、三科，右排设有教育科、政治部、教导营
办、队列科等。作战科是由 3 孔窑洞组成的长
方形作战大厅，厅内陈列着“120 师三晋抗
战地图”“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创时期示意图”

“西北军区形势图”和战区地形作战沙盘模
型，室内还摆放着电报机、电话，墙上悬挂
着作战科工作职责等。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里，120 师 358 旅
在兴县对日展开几场战斗，有效地保卫了晋西
北根据地中心地区。

阳会崖战斗。1942 年 2 月 20 日，“扫荡”
兴县的 4000余日军，分八路扑向孙家庄、大树
岔地区，企图合击晋西北地区指挥机关及主力
部队。358 旅旅长张宗逊、参谋长李夫克、政
治部主任朱明指挥旅部和主力立即向南转
移。下午 5 点，在阳会崖、明通沟附近通过兴
岚公路时，旅部和旅直小部以及 716团主力被
敌人切断包围。激战至晚 9时，部队从敌人间
隙中向南突围。此战，共击毙敌人 100 余人，
我军伤亡 100 余人。1943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380 名日伪军由界河口沿川西进，在明通沟、
阳会崖一带，遭遇伏击的晋绥军区特务团 4个
连的伏击。激战 40 余分钟，毙伤敌人 150 余
人，我军伤亡 14 人。六连连长胡俊源在掩护
部队撤退时英勇牺牲。

二十里铺战斗。1940 年 6 月 28 日，日伪
军 3000 余人分四路进犯兴县，企图合击晋西
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120 师
师长贺龙等师部领导判断：敌人扑空后将向岚
县方向撤退。遂集中 358 旅 （旅长张宗逊、
政委李井泉）、独一旅 （副旅长王崇尚、政委
朱辉照） 3支队、5支队等部，由张宗逊、李
井泉统一指挥，在县城以东二十里铺附近地
区伏击东退之敌。7 月 4 日 11 时，敌人 2000

余分批先后退入奥家坪至明通沟我军伏击地
区 ， 预 伏 在 南 山 的 独 一 旅 2 团 （团 长 傅 传
作、政委幸世修）715团（团长顿星云、政委汤
成功）先头营见机关突然以掷弹筒，轻重机枪
猛烈开火，敌死伤一片。随后，双方展开兵力，
在南山一线厮杀，战斗十分惨烈，有的山梁几
易其手，715团 2营营长罗坤山、团长顿星云先
后负伤，2 团向炳唐连长阵亡。17 时，358 旅
716 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率部赶到，从
敌侧后攻占奥家坪阵地。黄昏时，敌退至阳会
崖、明通沟等村落。当夜，358旅、独一旅冒雨
出击，血战通宵。5 日上午，又有 1200 余敌来
援，贺龙果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9时，3架敌
机掩护步兵向我 715 团阵地猛攻，桃花寨上，
仙洞沟里，刀光闪闪，炮声隆隆，喊杀声震天。
第 4团一个营迅速占领附近大山阻击敌人，部
队交替掩护撤出了战斗。此战，共击毙伤敌
700余人，我军伤亡 400余人。

踏上兴县这片热土，参观红色革命遗址，
聆听先辈革命故事，遥想过往峥嵘岁月。在抗
日烽火中，358 旅将士驰骋晋西北、北上大青
山、威震五台县、伏击雁门关、挺进冀中区、转
战晋察冀、保卫陕甘宁、参加大反攻，为全民族
团结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夺取抗战最后胜
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今年 8月 20日，兴县在恶虎滩乡恶虎滩村
358 旅指挥部旧址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4 周年活
动，深切缅怀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晋绥革命根
据地的 120师将士。张新侠是 120师 358旅旅
长张宗逊之子，在纪念活动会上，他说：“重新
踏上父母战斗生活过的这片故土，我格外激
动。父亲生前，不止一次提到兴县恶虎滩这个
地名，不止一次提到在这里战斗、生活的往
事。他曾在这里指挥旅直机关和 716 团冲出
日军‘铁壁合围’，挫败日军 16 旅团合击晋西
北党政机关、打掉 358旅的企图。今天我们来
到恶虎滩，这里的乡亲们至今传说着我父亲

‘张大个子’带兵打仗、我母亲杜芳‘捣钱钱’的
往事，令我倍感亲切。这里是我们的父母曾经
战斗和生活的地方，是我们的又一个精神家
园，我们会常回家看看。”

红色革命遗址，见证和承载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历史进程浴血的战斗和不朽的精神。兴
县这块红色革命土地，沉睡着千千万万为革命
胜利而流血牺牲的英魂。漫步旧址大院，仿
佛每一个物件都在提醒我要不忘昨日的战争
和牺牲，珍惜今日的和平和幸福。这里既是
革命精神的承载，又是红色教育的重要阵
地。我们保护和修复红色革命遗址，不仅是对
历史的尊重，对英烈的缅怀，更是在守望历史，
面向未来。120师358旅旅部旧址

作战科

守望历史 面向未来
——兴县120师358旅旅部旧址参观记

□ 解德辉

那
些
柔
软
的
幸
福

□
郭
雪
萍

家乡情怀
□ 李凤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