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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本文根据胡东富的口述以及回忆文章整理。1995 年纪
念抗战胜利50周年，偃师市教育局、关工委编印《烽火春秋》一
书，作为《偃师教育通讯》的增刊发行，本文收录其中，有删
改。这次修改恢复了一些细节，让我们重温当年革命者的英
雄气节。）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洛阳
城乡处处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洛阳县五区李村乡下庄村青
年胡东富在教师梁同立的影响下，逐步接受进步思想，于 1938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下庄村与梁村相邻，梁村人梁同立、梁涤生先后打入伪政
府担任联保主任，为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交给
胡东富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协助保护设在梁村的洛
阳中心县委李汉周、赵天锡、梁德彰等领导同志和豫西特委机
关印刷所的安全。

有一天，伪乡长通讯员、惯匪张南方刺探到梁村有“异常”
情况，向伪乡长报告邀功，伪乡长恰巧不在，梁同立与张巧妙
周旋，套出了一些信息，暗暗吃惊，赶紧与梁涤生、李玉昆商
议，指示胡东富组织力量立即将张南方铲除。当夜，胡东富带
领行动小组趁着月黑风高潜入上庄村，在一卖馍人的指点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张匪勒死于烟榻上，为我党地下工作的顺
利开展除去了一大隐患。

手里有枪，腰杆才硬。胡东富和村党支部几个同志在村
里搞了一个民间组织“集金社”，利用“集金社”秘密议事，他家
里富裕拿大头，将募集的钱财一部分周济贫民，一部分以看护
村寨的名义购买枪支，缺乏子弹，就用粮食、土布到黄河北换，
用这种办法准备武装，以待时机。有一次，他和马明臣、任黎
青、董其明等人用旧衣裳装满麦草泅渡过河，被驻扎邙山的国
民党裴昌会守军发觉，几经周折，他们最后钻进枣刺坟中才躲
过搜捕，个个浑身扎得稀烂。后来形势恶化，地下党领导机关
撤离，胡东富将李玉昆隐蔽在家中三个多月，趁夜深人静护送
出村。

1944年夏，日寇铁蹄踏入洛阳，一些地方游杂武装摇身一
变成了汉奸队伍。日伪李村乡长胡老八竖起杆子，把土匪头
子毛周邦、王子民罗织麾下，形成一股不小的反动势力，严重

阻碍了抗日活动的开展。
胡老八，本名胡喜亭，50 岁左右，身材魁梧，面皮白净，行

伍出身，年轻时进入军阀憨玉昆部队，任憨的马弁连长，1925
年中原“胡憨之战”憨部溃败后，胡老八回乡做起了土财主，买
地雇长工，还娶了四房太太。因为带回有一批武器，伪政府拉
拢他当了区队长。胡老八做事奸猾，且工于心计，是个笑里藏
刀的恶魔。他外出剿匪对捉到的人并不上刑拷打，往往款待
一顿，假惺惺一番劝慰，然后连人带枪放回，这样方圆左近的
土匪都说他“仁义”，见面一开口先叫“八爷”，都很恭维巴结。
有一回，他暗示河北一股土匪将二十多个进步学生绑了“肉
票”，家长盼子心切，听说胡老八为人“仗义”，就凑了半布袋现
大洋，央求他出面赎人。胡老八对家长们先是一顿说教，告诫
他们要管好孩子不要“瞎胡闹”，然后扭头给土匪们一句话孩
子们就都回来了，那些白花花的大洋自然也进了他的腰包，家
长们还对他感恩戴德。

胡老八早就与豆腐丝老杨（日本间谍佐藤）有勾结，日本
人一来，很自然就当上了乡长。

胡东富与胡老八同村同族，都是富裕之家，能说得上话。
地下党组织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指示胡东富做胡老八工
作，共同抗日。胡东富接受任务后，时不时地到伪乡公所拜访
胡老八，或到他家里串门，委婉地分析局势，竭力扭转他的思
想，还用东乡孙仁义区长投八路的事旁敲侧击进行开导。怎
奈胡老八亲日之心已铁，油盐不进，听胡东富说得多了，就训
斥他：东富，人各有志，我自有主意，用不着你来划道道！你这
孩子，以后不要讲我不爱听的话！投八路有啥好处？每天吃
四两白灰面？

四太太也在旁边帮腔：就是嘛，八爷跟共党干了这么多
年，如今咋能再投他们！共产共产，把你媳妇占了，把你家房
子、土地共了，看你吃风喝沫去！这女人彪悍得很，她本是镇
上一商人之妻，膝下有一女，虽徐娘半老然风韵犹存。胡老八
回乡后，两人免不了在街上见面，正所谓臭味相投，一来二去，
一个贪图权势，一个迷恋色相，便勾搭成奸，后来那女人干脆
撇下丈夫女儿，与胡老八姘居，不久被纳为第四房姨太太。

胡东富把情况向上级汇报后，上级党组织经过认真研究，

认为打蛇要打七寸，必须把这颗毒牙拔掉。在万安山下的一
条小道上，地下党洛阳县委书记韩林亲自向胡东富布置任务，
任命他为锄奸队队长，组织力量，铲除胡老八这条日伪鹰犬。

时值 1945 年阴历四月中旬，南坡上的小麦已开始开镰收
割，乡丁、保丁们都回家收麦了，正是一个好机会。胡东富仍
像往常一样到胡老八家串门闲聊，暗中了解近况。胡老八住
在村北一条街道的中段，是一个大户人家常见的四合院，坐南
朝北，对门是他家场院和牲口棚，住着一个雇工兼马夫。胡老
八自恃一方土皇帝，没人敢惹，狐朋狗友又多，夜里大门也不
常闩死，天热了，他就常常在临街大屋前檐下一张竹床上纳凉
过夜，住在院里的还有几位姨太太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摸到具体情况后，胡东富和同村另一个党员穆恒岱商议，
邀来梁兴顺等进步青年一共 8人，正式成立了锄奸队。为了配
足武器，他们通过私人关系，掌握了 2个保丁的枪支。鉴于胡
老八老奸巨猾，还是个玩枪的好手，他们决定采取突然袭击、
速战速决的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做了周密计划，还与东
乡武工队取得联系，给予接应。在行动前夜，又特派一名队员
前往侦察。那队员正在夜色里观察，只听场院大门“呼噜”一声
响，马夫喝问道：谁？！队员赶紧离去。第二天胡东富以借牲口
为名到胡老八家，恰遇马夫正为主子讲述昨夜之事，说有人想偷
牲口。胡东富接口说：谁敢来老虎头上瘙痒，不想活了！闲谈
中，知道胡老八晚上不会出门，就决定于当天夜间动手。

四月廿四日晚上，收麦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喝罢汤都聚到
南边村口，一边纳凉歇息，一边听外地人说大鼓书。将近子
夜，胡东富带领锄奸队，在夜色掩护下向胡老八家悄悄潜去。

一切按计划行事。街两头各有一人放哨，街中间设两个
游动哨，由穆恒岱负责。胡东富手提一支“十子连”盒子枪，带
领 3名持长枪的队员，子弹上膛，当接近胡老八家门口时，听无
动静，小心地推开虚掩的大门，敏捷地穿过过道，见临街屋里
亮着灯光，依稀看到胡老八高大的身躯躺在屋檐下的竹床
上。不等胡老八有所反应，两轮排子枪照准竹床射过去，干净
利落地把他击毙了。

两边厢房里，几位姨太太吓得没敢露面。突然一声呵斥：
“好大的胆子，敢来这里寻事！”接着从临街屋里射出一颗子
弹。梁兴顺猫腰从窗台下窜进屋里，看见四姨太手持一支“汉
阳造”正准备再次射击，就迅速扑过去夺了她的枪支。妖妇急
红了眼，把梁兴顺连人带枪抱住，咬住手不放，胡东富紧跟进
来一枪击中她背部，又顺手掂起一条雕花板凳砸向她头部，另
一名队员用枪刺朝她脖子上刺了两下，那妖妇就见阎王去了。

与此同时，对门院里的雇工听到枪响，冲出大门，黑暗中
手拿一支扳枪，朝着门口的游动哨打了一枪，在他掰开枪机、
装填子弹的瞬间，被游动哨连射两弹，当场毙命。（未完待续）

伊洛河畔锄奸记
□ 杨群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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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人文故事

我家养这株昙花已五年有余。
起初，只见一根细长瘦削的茎挑着两三片可怜兮

兮的舌状长叶，实在瞧不出有一丁点儿“惊艳”的潜
质。不过，为有缘得见那昙花一现的绝美瞬间，我还是
把它养在最漂亮的花盆里，培上最肥沃的腐叶土，放在
阳光最明亮的地方，日日去浇水、松土、探看。

可是，看来看去也不见任何非凡之处，它似乎对我
的偏爱无动于衷，依旧伶仃着那一根茎不紧不慢地长
着。春日里，灰绿的老叶边缘处会直接抽芽，继而生出几
片黄绿的嫩叶，与老叶连成一片，如叉开的巨大手掌四下
里张扬。每有朋友来家，总会好奇地问起是什么花，我总
是笑答：“据说”是昙花——因为我从未见过它开花。

如此几年过去，这株从不开花的昙花早已在数次
的修整花草中被搁置于最不起眼的小角落，除了偶尔
浇上点水再无人问津。可它却兀自在每一个晨光夕照
里悄悄拔高、抽芽、伸展，直到有一天似乎是突然越过
了阳台的窗，在阳光里绿绿地招摇，前几日，竟还在一
片微黄的老叶边缘冒出一个泛紫的黄绿色花苞来！

我兴奋极了，于是，又开始日日殷勤探看，呵护备
至。及至花苞鼓胀如一盏玉壶的那几日里，我总是夜
半不眠，一次又一次去阳台看花，唯恐错过那阑珊夜色
里的惊艳，无法体悟花神与韦陀千年未尽的唯美情缘。

终于，在静夜的月色里，我隐约听到一丝轻响，很
弱，很柔，如同渺远的呼唤，好似蝶翼的轻颤，我知道，
那是花开的声音！

一切都如奇迹一般，皓白的千层长瓣倏地一颤，月
的清辉，玉的莹润，缎的柔光，顷刻间流泻在如墨的夜
色里……细密的花丝微微抖动似凌波的轻舞，迷眩的
美，清幽的香，让我忍不住惊呼！昙花终于将她绝美的
姿容璀璨盛放，绕着昙花不停地拍照，叹息，我试图将
这一瞬定格为永恒。

尽管我再三祈愿花开不谢，夜半时分她还是静静
敛起了如梦的绝世容颜。

待第二日晨起，再去看昙花，只见她静静地垂吊在
枝头，层叠的花瓣杂乱地蜷缩在一起，虽依然有脂的质
感，缎的光泽，但已然没有了生命的风华，我甚至无法
相信她刚刚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我颇有几分伤怀，数年的漫漫等待，只此一瞬风华
绝代，于我，于她，终究都是一场遗憾。

黯然间，想起了昙花的花语：刹那间的美丽，一瞬
间的永恒。

其实，我该叹息她，我也该羡慕她，因为她是辉煌
地来，辉煌地去。

昙花的绝美虽是一瞬，却美了一生，花开的刹那，
她将积蓄的精气毫无保留地挥洒净尽，那么轰轰烈烈，
那么淋漓快意，那么璀璨唯美！虽只是刹那芳华，但留
给我们的却是永恒的美好追忆。

再看去，那朵昙花依旧在晨光里沉静，不悲不喜。
落花无愁语，有离别，无伤怀。
或许，生命本该如此，不必在乎冗杂的负累，花开

时，只管开尽酣畅淋漓的繁华，花落时，安于接受尘埃落
定的从容。生命，终会因用心而无憾，也因淡然而沉静。

岁月拈香，花开无憾，在芸芸众生里静守每一个平
凡的日子，也珍惜生命里每一个瞬间的浅喜清欢，如
此，看花人亦是无憾了。

家有昙花开
□ 徐湘婷

心香一瓣

进入9月，我无比想念班主任王老师，也无比想念
她“拜我为师”的那段至今无法遗忘的独特经历。

那年我上高一，从初中一下子跨越到高中，我并不
能很好适应，尤其当我看到摸底考试的成绩单时，我觉
得高中的课程太难了，我的脑子根本学不好它，于是对
学习更没兴趣了，基本上属于“消极怠工”状态。除了
最喜欢的语文课，别的科目我都不再上心，一副“反正
也就这样了”的态度。

于是，物理、数学、化学的课堂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我
写很多小说和散文，并选择自己最得意的文字投出去，没
想到还真有些文字陆陆续续发表在当时的《中学生阅读》
和《考试报》上，我渐渐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明星”。

王老师就是这个时候找我谈话的，她说：“我也想
发表文章，我想拜你为师，你可以教我吗？”我一愣，以
为自己听错了，但是她很真诚地说：“我是认真的，以后
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后来，王老师还真的写了一些文章让我帮她修改，
从文章的主题到文章里的标点符号，她总是提出很多
问题，并和我就每一处的修改较真。我本来以为她只
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她真的把这当成了一回事，不仅定
期写文章让我修改，还从不避讳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喊
我“老师”。这下，同学们对我由最初的羡慕发展到后
来的崇拜，我不禁自信心爆棚。

一段时间后，王老师跟我说：“老师老师，榜样才是
老师，不仅要发挥优点，更要面对困难，要不然怎么好
意思当老师，你说是不是？”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
根，我知道王老师意有所指，她其实在暗示我不敢面对
理科的困难。

从那以后，王老师让我修改的文章，多数是励志类
的，我虽然只能改出几处标点符号的错误，但是文中的
语句却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甚至可以从中看到自己
的潜力及解决困难之后的柳暗花明。

渐渐地，王老师叫我老师，我都觉得臊得慌，可王
老师却不改初衷。于是“不得已”，对于学习我开始上
心了，不再吊儿郎当，不再心不在焉，甚至借来学霸的
笔记反复学习，不明白的也会去找老师问清楚。一段
时间后，我发现其实理所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难。

我就这样，继续帮王老师修改文章，也继续用“老
师”的状态学习理科，等到升高二那一年，我的成绩已经
进入班级前十名，王老师更加不吝惜对我的褒奖，无数
次在别人面前说：“到底是我的‘老师’，表现非常棒！”

其实我知道，王老师只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在鼓
励我写作的同时，也很巧妙地在我的心里埋下了奋进
的种子，让我在剩余的学年里，勇于面对困难，勇于承
担一切，勇于发扬优点。

我知道，王老师称我为“老师”，只是换一种方式鼓
励我向学，也因此，她在我生命中，是终生铭记、永不能
忘的恩师。

班主任“拜我为师”
□ 苗君甫

师恩难忘

少年时代，因为条件有限，老百姓的头疼脑热主要是靠民间偏方
即中药治病。少年记忆里，如果喉咙疼，祖母告诉我喝两个生鸡蛋就
好了。磕碰流血了，到地里拽一把齿角芽捣烂糊在伤口处就止住血
了。如果火气大，就喝野菊花水。如果消化不良，肚胀肚撑，就用几棵
翻白草熬水喝，立竿见影。如果消炎、止血、杀菌，就熬制茅草根水
喝。如果治疗小孩低烧即小瘟疫，就把晾干的屎壳郎熬水喝，效果很
好。如果产妇奶水不好，撇出小米汤里的米油喂婴儿，非常有营养。
如果小儿患有黄疸，就到地里采上一把白蒿即茵陈，熬水喝，效果很
好。如果冬天手脚冻了，用茄子杆、辣椒杆、蒜辫子外加一小把花椒，
熬水洗脚，洗上两三次，冻伤就会痊愈，很管用的。

那时为了增加收入，几个小伙伴上山挖圪嶙桃根，回家去皮晒干，
可以卖到街上中药店。后来知道这是一味中药叫五加皮，主要功能有
祛风湿，补益肝肾，强筋壮骨，利水消肿的作用。主治风湿痹病，筋骨
痿软，小儿行迟，体虚乏力，水肿，脚气。

少年时代还上山挖过细辛、生地，逮过蝎子，到地里逮过马叽了
壳，都可以卖钱。后来知道细辛具有平喘、止咳、祛痰、镇静、解痉、抗
惊厥等作用。生地黄具有凉血清热、生津止血的功效，对于津液不足、
阴虚内热、骨蒸劳热、舌绛烦渴、发斑发疹以及崩漏、月经不调、胎动不
安、便秘等症状，都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全蝎具有熄风镇痉、消炎攻
毒、通络止痛的功能，主治小儿惊风、抽搐痉挛、皮肤病、心脑血管病、
炎症、乙肝、肿瘤等病；全蝎还是一种高档美味佳肴，营养丰富，食之有
防病治病、增强免疫力和抗衰老等功能，其食用、药用历史由来已久。
马叽了壳（蝉蜕壳）主要用于风热感冒，温病初起，咽痛音哑，麻疹不
透，风疹瘙痒，目赤翳障，急慢惊风，破伤风证，小儿夜啼不安。

小时候，吃过祖母用艾叶、生姜摊的煎饼，能够治咳嗽。红糖炒芝
麻，也能治咳嗽。后来知道艾叶是一种中药，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
痛，外用还可以有祛湿止痒的作用。生姜味辛，性微温，归肺、脾、胃
经。生姜具有发汗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咳、解鱼蟹毒、解药毒的作
用。适用于外感风寒、头痛、痰饮、咳嗽、胃寒、呕吐等症。

有一段时间，山枣核非常值钱，看到许多家庭妇女上山够山枣，回
到家里放在开水锅里一煮，把皮去掉，山枣核晒干，可以卖钱。后来才
知道山枣核有行气活血、养心、安神的作用。用于治疗气滞血瘀，胸痹
作痛，心悸气短，心神不安。

那时每到初冬时分，还有能干的人拿着探铲上山挖马栝蒌根茎，
能卖好价钱。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中药叫天花粉，为清热泻火类药
物。具体功效是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排脓消肿。主治热病，能够消除
口渴、黄疸、肺燥。

上学了，有了文化，曾记得每年的农家历上有许多偏方，曾认真抄
写下来备用。上大学后，还专门买过一本偏方大全，认真阅读。记得
岳母曾患过疥疮，奇痒难治，看了很多医生都无效果。后来门前的乡
亲说了一个偏方，就是把硫磺研碎，把鸡蛋磕个口子倒在碗里，与硫磺
搅和均匀，再重新倒入蛋壳里面，用筷子扎住，放在锅里煮熟，然后服
下。岳母没有吃几个鸡蛋，病就好了。不花钱，办大事，感到中药真是
神奇。

我因工作劳累，两次患了面瘫。第一次用了二十几服中药把病治
好，中药里面有蝎子、蜈蚣、小花蛇等。第二次通过龙门十四中校医张
治国把病治好，其方法是用刀片轻轻划破患侧，用创可贴糊上配置的
药面，据说里面有麝香、犀牛角等，刺激神经，恢复功能。这一治疗方
法简单实用，竟然把病治好了。我还介绍了几个病友前去医治，最后
都治好了。

我还曾接触过民间中医曹敬周，他看病啥也不问，就是通过切脉，
然后说出来病症，和我的感觉完全吻合。他开上几服中药，以调理阴
阳，药到病除，令人佩服。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中药的神奇，中药的博
大精深。曹先还讲中药治病是一种哲学，是治本，讲究五行辩证，相生
相克。比如扁桃体是人体的发烧预警系统，西医认为没有用，如果长
期发烧，就是切除；而中医认为人体的每一个气管是人类长期进化的
产物，不可或缺。中医治疗扁桃体炎采用中成药，能起到泻火解毒、消
肿利咽的疗效。慢性扁桃体炎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
眠时间，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坚持锻炼身体，提高机体抵抗疾
病的能力。两相对比，孰优孰劣，看的清清楚楚。

翻开历史，西药进入中国才一百多年，而中药发展已五千年。
试想中国历史上的唐朝盛世，人口达到了近八千万人；到了清朝，
中国人口达到了四亿人，如果没有中药的保健治疗，人口根本不能
繁衍的那么多。试想现在大小看个病，都是西药治疗，动辄成千上
万，真是不得了。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就是对中医的最高褒
奖，不服不行。

草 药
□ 刘学敏

大多数人，往往在被事情“架”起来的时候，找
不到一个台阶，让自己走下来。

有时候，台阶可能是别人给的，但很多时候，
台阶必须是自己找的。试想，别人也不是天天背
着台阶，随时随地都可以提供给你，何况，人家即
使背着台阶，又凭什么偏偏提供给你呢？

因此，要学着自己转弯，自己给自己一个脱身
的理由。或许，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种生
存的技能。

有一节优质课，至今难忘。
那是小叶老师的一节课，至于内容嘛，已经模

糊，记住的是她精彩的开场。当听课的领导与老
师在教室后面一溜排开，严整地坐定后，小叶老师
闪亮登场。没料到，一迈进教室，脚下的高跟鞋就
滑了一下，小叶老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家吃了一惊，都愣在那里。小叶老师却反
应极快，不顾疼痛，立即站起来，整整衣服，笑一
下，说：“人的一生，会有很多不小心跌倒的时候，
跌倒了就爬起来呀，继续走呀。”她边说，边登上讲
台，开始讲课。

小叶老师跌倒以后，她自己打的圆场，就像她
为自己找的一个台阶似的，让她坦然走了下来，并
赢得了满堂喝彩。以至于后来，这个例子成了我
们那儿教育界传颂的经典。

还有一件事，小叶老师是这样处理的。
她在讲课时，发现最后排的一个学生在说话，

于是就提醒了几句，没料到，那个学生抓起一本
书，从后排向讲台直投过来。小叶老师一闪身，书
落在讲台上。学生们瞪圆了眼，也有几个捣蛋鬼
在起哄，想看一场热闹。

小叶老师弯腰捡起书，笑一下，说：“你呀，扔
得还不够远，也不够准呀，下了课，咱俩到操场上，
我陪你再练练。”学生们哄堂大笑，那个学生也红
了脸，小叶老师的课便继续讲了下去。

这事儿，要是放在我是小常老师的时候，我是
决不会善罢甘休的。要么他离开课堂，要么我离
开课堂，事情最终有可能陷入僵局，架在那里，谁
也下不了台。也会因此打乱一节课的教学计划。

而小叶老师，几句淡淡的话，不但给了自己一
个台阶，也给了那个孩子一个台阶。像她这样，能
轻松化解矛盾的老师，总是招孩子们喜爱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苏格拉底。他是希腊的
哲学家，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奇。

有一次，他和学生正在讨论学术问题，他的妻
子气冲冲地跑进来，对着他就是一通臭骂。骂完
后，妻子觉得还不够解气，就出门端来一盆水，兜
头泼在苏格拉底身上。他的学生们想，这次老师
要发脾气了，谁知苏格拉底哈哈一笑说：“我知道，
打雷以后，必定会下大雨。”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智慧。他及时给了妻子一
个台阶，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台阶。怪不得，他的
妻子那么爱他；怪不得，全人类都那么爱他。

生活纷繁芜杂，一不留神，自己可能就会被
自己，或他人，或环境架起来。倘若一直架在那
里，不找个台阶下来，整天阴着脸、鼓着气，那该
有多累。

陶渊明被官场架起来的时候，他转身回到的
田园，或许就是一个台阶；卡夫卡被社会架起来的
时候，他说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或许就是一
个台阶；卢梭被生活架起来的时候，他栖身的瓦尔
登湖，或许就是一个台阶……

他们并不是退却者，更不是懦弱者，他们是换
了一种理念与姿态，更清醒地活着，并活出了自
己，乃至人类的风度。

找个台阶自己下，不是人人都能轻易做到的，
这需要智慧，更需要胸襟。

让我们尝试着去做做看吧！

找个台阶自己下
□ 常润芳

闲情偶寄

灯下走笔

万安山色 阮现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