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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九

(一)莱芜战役

鲁南战役后，1947年2月1日，华东部队统一整
编，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简
称华野。华中野战军第七师改称第七纵队，司令员
成钧，政委赵启民，副司令林维先。旅改称师，雷伟
和所在的第十九旅改称第十九师，师长熊应堂。整
编后，雷伟和随华野七纵十九师转战鲁中山区，参
加山东莱芜(今济南市莱芜区)战役。

这时，国民党集中23个整编师共31万重兵，以
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妄图消灭华东野
战军主力。华东我军避敌锋芒，主动放弃临沂，诱敌
深入后决定发起莱芜战役。华野七纵十九师的任
务，是阻击国民党第七十四师北进，保障主攻部队
围歼国民党七十三军。2月10日，华野主力分左、
中、右三路隐蔽北上。七纵是右路的一部分，每日黄
昏后行动，黎明前宿营，冒着严寒，夜行百里，直进
青石山以东蔡庄、上温地区。在北上途中察明敌情
后，华野调整部署，以四纵、七纵组成中路军，统一
归陶勇指挥，歼灭颜庄、蒙阴寨地区的敌人。

2月20日，华野在全部完成战役合围之后，向
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进攻。当日下午，李仙州得知
从博山归建、增援的七十七师在何庄挨打，急令颜
庄的整编四十六军星夜北撤莱城，与兵团指挥所和
七十三军会合。华野总部命令四纵、七纵插到莱城、
颜庄之间，切断整编四十六军退路，四纵并配合一
纵攻击莱芜城。

23日上午，李仙洲部在近20架飞机掩护下，沿
莱城至口镇的两条公路平行向北突围，进入我预设
的袋形阵地，遭华野阻击部队顽强抗击，迫敌陷入
前进无门、后退无路、人马车辆拥挤一团的混乱局
面。下午1时许，华野司令部发出全线出击的命令。
顿时，大炮轰鸣，四个纵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南北堵
截，东西夹击，从四面向逃敌发起大规模攻击。

莱芜战役，激战三昼夜，歼敌1个军、1个整编
师、一个新编师共56000多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
靖区副司令官、中将军长李仙洲。其中十九师歼敌
3600余人，缴获山炮2门、战防炮2门、六〇炮22门、
轻重机枪62挺、长短枪1900余支。莱芜战役的胜
利，扭转了解放战争山东战场的战局，拉开我军在
华东战场与蒋军进行正规战的战幕，为夺取全国解
放积累了宝贵经验。从此，我华东野战军紧紧掌握
了山东战场的战争主动权。

(二)磨石沟战斗

1947年3月，蒋介石又调集50多万兵力，对山
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提出“玩龙灯，
爬山头”的口号，与敌周旋，待机歼敌。在粉碎敌人

“重点进攻”的第一阶段中，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任
务是全歼大小磨石沟之敌。

磨石沟位于山东临沂北39公里处，临蒙公路中
段青驼寺以南。东西长三四华里，南北宽两三华里，
是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大山村。它四周环山，悬
崖峭壁，地势险要，在军事上占着重要的位置。

磨石沟的守敌是国民党军八十三师四十四旅
一团。该团是一个加强团，并经过美国顾问团专门
训练，一色美式装备，自吹为“天下第一团”。他们在
增援泰安后到达磨石沟，利用四周山头高地构筑工
事，山头有大碉堡，山坡有小碉堡群。大碉堡周围还
修起了一道一米高的石堤，小碉堡群之间挖了半人
深的壕沟，妄图以优良装备、险要地形和牢固工事，
阻挡我军的战略行动。

磨石沟战斗，从4月30日开始，经过激战，于5
月1日17时结束，以极小代价取得了战斗胜利，歼国

民党主力八十三师的这个所谓“天下第一团”1300
余人，俘获中校副团长陈盛章，缴获包括火箭筒、枪
榴弹在内的大批枪支弹药和骡马。

(三)孟良崮战役及高胶追击战

1947年5月，雷伟和参加了鲁中孟良崮战役。
此役是陈毅、粟裕指挥华野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
以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大规模重大战役，全歼
国民党军主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国民党中
将师长张灵甫。战役中，用于阻援部队占三分之二，
七纵担任战场东翼河阳地区阻援任务，与桂系七军
和整编八十三师等部激战5天，有力地保障了兄弟
部队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重大胜利。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全国性的战略
进攻。第七纵队与其他三个纵队一起组成东线兵
团，留在山东内线作战。

1947年8月，雷伟和任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
团副团长。雷伟和任五十六团副团长之前，我军7月
在临朐战役中的朐山战斗中损失惨重，十九师对五
十六团作出严厉处罚：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均被撤
职，一营长被撤职，一营二连长被枪毙，给三营长记
大过。雷伟和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五十六团副团长的。

当月，十九师在诸城地区休整，成立师、团党委
会，军队工作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接着，十九
师参与攻打了高(密)胶(东)追击战，拖住敌整编第
九师，切断胶济铁路，使滨海、胶东、鲁中三块解放
区再度连成一片。

(四)莱阳战役

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于11月6日—7日
奉命攻打山东高密县附近的塔耳堡山(距胶济铁路仅
1公里)，连夺敌4个碉堡、1个屯兵坑，全歼敌1个加强
连。此战，对我主力展开，攻战朱阳，阻敌西窜，起到了
重要作用。五十六团二营还受到纵队的嘉奖。
当时的胶东内地，只剩莱阳一城尚未攻取。莱阳，

由敌五十四师和土顽还乡团据守。其中还乡团有5000
多人，他们由胶东各县的地主、恶霸、土匪、流氓、杀人
犯组成。他们血洗莱阳，有的村庄竟然是：人被杀光，
粮食、牲畜被抢光吃光，房屋被烧光，树木被砍光。华
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七纵队受命主攻莱阳县城。

莱阳之战，是七纵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城市
攻坚战。前两天，很快突破了城防工事，唯独还剩城
隍庙核心工事内1000多名国民党军。此时，尚有敌
8个旅的兵力向莱阳增援。

七纵司令员成钧下令将排以上干部集合起来，
组成一支突击敢死队，他自己担任敢死队队长，带
着队员往城隍庙冲。刚冲出去，成钧就被敌人的子
弹击中了肩背。华东战场上，成钧成了唯一临阵受
伤的纵队以上的高级将领。

莱阳之战，从12月4日开始，经过反复争夺、
拼杀、肉搏，至14日攻克全城，共歼敌17000多
人。在10昼夜的血战中，七纵和十三纵三十七师
共计伤亡7709人。其中七纵十九师歼敌3770人
(4个主力营和1000多人的返乡团 )，缴获野炮4
门、六〇炮8门、轻重机枪52挺、长短枪2000多
支、汽车7辆、骡马14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莱
阳战役，给国民党军增援的8个旅以重大杀伤，打
破了敌人占领胶东半岛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外

线兵团的战略进攻。
莱阳战役，是华野七纵打得最惨烈的战役，经

过反复争夺、拼杀、肉搏，仅第十九师就付出2000
多人伤亡的代价，元气大伤。莱阳战役中，雷伟和被
炮弹片击中腰部。战役结束后，七纵开到掖县休整。

(五)潍县战役

1948年1月，雷伟和任华野七纵十九师五十六
团团长。

1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
团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改称山东兵团(亦称华东
野战军第二兵团)，担负山东战场的作战任务。并于
1、2月间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2月下旬，参加了兵
团发起的胶济铁路西段战役，即周张战役。4月8
日，参加了胶济铁路中心点的潍县战役。

当时，潍县 (今潍坊市 )的守敌是国民党整编
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成率
领的4个团和6个保安团，还有地主武装头目张天
佐的人马，共有47000多人。因为军长姓名叫陈金
成，因此敌人把潍县称为“金城”，寓意坚不可摧。

蒋介石对陈金成寄予厚望：“务望坚守阵地，
并须多控制机动部队，以便夹攻，而竟全功。”陈金
成不傻，吸取胶济路西段兵力过分分散的教训，主
动放弃一些不重要的据点，以便集中兵力作战。

敌军的优势和做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看
得很清楚，他有针对性地作战前动员：“我们是第一
次打这样坚固城防的城市，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
备，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战必胜，攻必克，拔掉潍县
这个硬钉子。”

山东兵团调集4个纵队主力攻城，预计敌人必
然会从济南派军来援，所以兵团命令七纵三个师和
渤海纵队一个师打济南之敌的东进阻击战。七纵令
十九师到章丘阻击敌人。十九师便在章丘西南构筑
工事，准备打援。
为摸清敌人援军情况，雷伟和的五十六团侦察

连派出一个12人的捕俘班，由副排长化装敌连长，
一班长化装敌连长的勤务兵，其余侦察员化装成敌
伤兵，混入敌伤兵群。4月17日19时，进入济南以东
郭店一个大院里，同敌伤兵一起向敌闹着要吃饭、
要换药、要治伤，并找一间空房，待机捕俘。忽见院
内敌通信兵一辆摩托车要开出，侦察副排长示意侦
察员与其纠缠，自己先到郭店村外设伏。侦察员们
围住摩托车，要求带他们去炮团，敌通信兵被缠得
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让他们跟进。21时，侦察班捕获
此通信兵，再化装成敌搜索队，押着俘虏通过敌哨
卡，于18日晨4时返回团部。五十六团从敌通信兵
口供及其所带文件中，获得敌援军的重要情报，立
即向师部报告。
敌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决心守住潍县，亲率三个整

师的援军，紧急向东开来。七纵各师做好工事，节节阻
击，拼打硬顶，迟缓敌援军进度。苦战10多天，4月27日
胜利解放潍县城，全歼守敌47000余人，生俘国民党
九十六军军长陈金成和6名将官。同日，王耀武还再次
动员冲锋，当他获悉潍县已在解放军手中，即率师回
缩，我十九师发起追击10余里，才停止追击。

潍县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对坚固设防城市的首
次攻坚战，也是解放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的序幕。

(张正耀 编著)

战斗在山东战场的华野七纵十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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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与佛，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仙，是传
说中神通广大且长生不死之人；佛，乃修
行功德圆满之人，是已成就的菩萨。仙人
是道家的术语，菩萨是佛家的称谓，两种
不同的文化在同一地方兴盛，那就是“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了。
仙人冲是诸佛庵镇的东大门，因东汉

方士、练丹家左慈在此修行而得名。
左慈(156—289年)，名元放，庐江人。

因与曹操政见不一，曹操便要除了这个心
头大患，谁知左慈会“奇门遁甲”之术，连
夜逃到霍山南岳山(天柱山)一个山洞中隐
藏，这个山洞后来便叫了“左慈洞”。等风
声一过，左慈便去了诸佛庵祥
云寨去练长生不老之丹，无事
之时便去孔雀河边学姜子牙钓
鱼，他钓鱼的高台便叫了“钓鱼
台”。左慈在祥云寨没有练成九
转丹，却像刘安练出豆腐那样，
练成了石灰，为人类建筑史上
作了一大贡献。左慈在霍山练
丹之事，《抱朴子》、《后汉书》和

《太平御览》上均有记载。天启
四年(1624年)明朝文学家冯梦
龙登临南岳山，游览了左慈洞，
并欣然赋诗:龙去方池静，风高
古洞迷；忽疑左元放，尚在此中
栖。这首诗无疑是给“左慈洞”
作了个广告，引来无数文人墨
客到此采幽索奇。

公元289年左慈在祥云寨
乘鹤而去，享年134岁，讲他是

“仙人”也不为过，仙人冲也就
这么叫开了。

仙人冲山奇景美，鬼斧神
工，活脱脱的一幅“富春山居
图”，难怪当年左元放会选择此
地修行。这一人间仙境，上世纪
六十年代，吸引皖西厂和皖化
厂两家军工厂迁入，仙人冲车
水马龙，人气大增，热火朝天，
再现“仙境”。后两厂因故迁出，
曾一时颓废。现在的两厂旧址
已被诸佛庵镇政府打造成“仙人冲画家
村”，吸引来一批知名的艺术家进驻，艺术
家们仙风道骨，像一个个“仙人”，飘逸在
仙人冲里。如今景区业态丰富，游人如织，
又现仙境景观。明清时的“霍山八景”，有6
个在城关，其中“嵩山瀑布”就在仙人冲西
边的桃源河。

仙人冲往西3公里便到了集镇诸佛
庵。诸佛庵，一个有禅意的名字。诸佛，可
以理解为很多的不同寻常的人。佛者，福
也，养育出一群造福后代的“菩萨”。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毛主席“好人好
马上三线”的精神感召下，诸佛庵镇一下
子驻进“四厂一院”，人口剧增3万多，形成
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上海”。

诸佛庵古有“一里三庵，隔河两宰相”
之说。从张家院到王家冲，一里多路便有
汪神庙、姚家庵和霞光尖三座庙宇，充分
说明诸佛庵天清气朗，人心向善，爱好和
平。尤值一提的是护国寺，近年来出现了
佛教界百年不遇的盛世奇观，该寺方丈释
常福圆寂后成了皖西第一尊“肉身菩萨”，
引来无数善男信女朝拜瞻礼。

东周敬王时，灊邑(霍山)属下蔡国，都
城在州来(凤台)，下蔡国有两位宰相，分别
是修斗魁和张古岳，巧的是两人都是诸佛
庵人，修宰相住大干涧，张宰相住小干涧，
中间仅隔着二道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一河两宰相”。

杨辔龙 (1867—1919)，诸佛庵俊卿
人，光绪时举人，1894年清政府公派日本
留学，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参加武
昌起义，新政府成立后，他出任省监察厅
厅长，1916年春代理安徽省长，积极参加
倒袁运动，反帝制拥民主，兴新学育人才。
刘淠西(1904—1932年)，诸佛庵桃源

河人，牺牲前为安庆中心县委书记。刘淠
西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春组
织诸佛庵民团起义，在皖西向国民党反动
派打响了第一枪，拉开了六霍起义的序
幕。他在狱中写下的《告难友书》激励了无

数仁人志士:“同志们，坚强起
来，不要难过，革命者流血不流
泪。敌人只能折磨我们的肉体，
折磨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
1932年2月，年仅28岁的刘淠
西在安庆碟子塘被敌人杀害。

查茂德(1919—1947年)，
诸佛庵瓦背冲人，1930年11岁
的查茂德目睹了父亲查智凯
(第一任诸佛庵苏维埃主席，中
共党员)惨遭敌人砍头场景，他
便带着血海深仇参加了红军，
13岁入党，15岁长征，参加百
团大战，一次战斗中负重伤一
只眼睛失明，1947年4月安阳
战役打响之前，还在病假中的
查茂德主动请缨、提前归队，他
在奔赴安阳的前夜给妻子张喜
如留下绝笔，第二天奔赴战场，
第三天壮烈牺牲。他在家书中
舍已为国的革命情操、牵挂亲
人的英雄柔情深深地打动了

《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他把
查茂德的家书与林觉民的《与
妻书》和聂荣臻家书，展示在

《百年革命，三封家书》中，这三
封家书，成了中国革命者的真
实写照。
汪凌汉(1896—1959年)，

诸佛庵七里冲人，早年考入国
立南京中央大学，与著名作家朱自清私交
甚笃，他谢绝了朱自清一起去北大的邀
请，放弃了南京的优越条件，毅然回乡兴
办教育，任霍山简易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为家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苏焕清(1909—2003年)，诸佛庵大干
涧人，开国少将，参加过长征和辽宁战役、
平津战役，屡建战功，却多次受到迫害，在
青海当“牧马人”三年之久，无怨无悔为信
仰，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据史料记载，诸佛庵镇有在册烈士，
如刘伯驹、江宝华、胡本恒、潘承银等895
位，占全县烈士的31%。名录上的一位位烈
士，百姓心中的一尊尊“大佛”。

如今仙人冲画家村所在的狮山村已成
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获此殊荣的全国
有256个，安徽仅12个。而诸佛庵镇依据

“大别山第一竹海”，挖掘红色文化，做活
三线文章，现已成为旅游天堂、养生福地。

进入冬季，我几乎每周
都有一两个早晨不做早饭，
开车到离家三公里远的小镇
上给八十多岁的父母买回他
俩喜欢吃的早点。父亲喜欢
吃辣乎乎的牛肉面，母亲喜
欢吃玉米糊，我自己喜欢吃
手工挂面，再买几个卤鸡蛋
和包子，拎回来还是热的，我
们三个各取所需，吃得开心。
父亲吃饭细嚼慢咽，母亲性
格急躁，三下五除二，一碗玉
米糊两三分钟就吃完了，还
会习惯性地把纸质打包盒内
壁刮得干干净净。看着母亲
那幅“馋相”，不禁让我穿越
回到二十世纪70年代的童年
时光。
那时候父母在金寨县古

碑区槐树湾公社祝冲大队当
小学教师，我家就住在学校
里。学校所在的村庄叫熊家
楼，校舍是熊家祠堂，西侧住
着十几户熊姓人家，东侧是
汪家堂屋，住着二十几家汪
姓农户。两个家族亲上加亲，
和睦相处，勤劳友善，民风淳
朴。我父母的工资不高，除了养活我们兄
妹四个之外，还会接济奶奶和外公外婆两
家。山里的人均耕地本来就少，熊家楼生
产队照顾我家，把村庄东侧山冲里离我家
有四五百米远的一块田送给学校作劳动
基地，其中的一半作为学校松树、杉树的
育苗基地，另一半给我家作菜园；又把西
侧山冲里离我家一公里之外的半个小山
坡送给我家，父母带着我们一起开荒，种
植芝麻、花生、红芋、小麦和玉米之类旱
地作物，贴补家庭食用。

收获到家的芝麻花生，可以到相邻的
陈冲大队老油坊换油。红芋可以蒸着吃、
烤着吃、煮着吃，还可以打红芋粉、漏红
芋粉丝、晒红芋干子，春节前还可以炸红
芋圆子、熬红芋糖吃。小麦磨成面粉制作
各种面食，麦麸可以喂鸡喂猪。嫩玉米可
以煮熟吃玉米棒子，老玉米只能掰下玉米
粒，磨成玉米粉，做成玉米糊和玉米馍。
磨面是个苦功夫，从记事开始，我就

对村西头那间磨房很抵触。一到周日，哥
哥跟着父亲上山砍柴，妹妹弟弟太小，母
亲就单单会提溜着我跟她一起去磨房，帮
她磨麦面和玉米粉。磨房不大，长和宽都
只有三米左右，中间砌筑的石墩上固定着
一座直径1米多的大石磨。石磨有两层，下
层固定，上层围绕石磨的轴心转动，叫石
扇。沿着石扇直径方向有两个木棍“耳
朵”，我和母亲用粗麻绳把两个“耳朵”分
别系在两根扁担的中间，扁担的一头抵在

“耳朵”前方的石扇上，另一头靠腰间力量
推着石扇转动。小时候营养不良，个子不
高，我基本上是用一双胳膊和两肩的力量
配合母亲推磨。母亲边推磨，边往磨眼里

添加麦粒或玉米粒。我像蒙
面的小驴一样推着扁担，围
着石磨一圈又一圈地转啊
转。转慢了，扁担与“耳朵”间
的麻绳就会“掉链子”，母亲
偶尔也会训斥我。好不容易
把一脸盆小麦磨完了，接着
再磨一盆玉米，麦面是下一
周全家人午餐和晚餐的主要
食材，玉米面则是早餐的主
要食材。推磨将近两个小时
下来，眼冒金花，两腿发软，
瘫坐在地，欲哭无泪。
大米不够，杂粮来凑。

那时候，我家的早饭几乎一
年365天都是玉米糊。秋冬
季节红芋收获到家后，父亲
喜欢先把红芋洗干净切成小
块放在锅里加水煮熟，再加
上玉米粉搅拌再煮，他一顿
能吃两三“海碗”红芋玉米
糊。我们兄妹几个在教室里
上过早自习后利用课间休息
时间回到厨房，看见锅里那
不甜不咸的红芋玉米糊就没
了食欲，硬撑着盛一铲子囫
囵吞咽下肚，眼巴巴地盼着

能瓜分一点玉米糊的锅巴。可是大半锅的
玉米糊没动，锅巴微乎其微，只够最小的
弟弟填牙缝，做哥哥姐姐的只好悻悻然忍
饥挨饿回到教室里。

唯一让我们能吃饱的是母亲偶尔包
的玉米粉包子，里面的青菜馅儿或者萝卜
丝馅儿，也是难得的美味。最让我们开心
的是放寒假后，一个村庄里几个同龄的小
伙伴相约去陈冲老油坊“蹭油水”。用手帕
包几个头一天家里做好的还没有吃完的
玉米馍，用筷子在玉米馍正面的中心戳一
个小窟窿，征得善良的油坊主人同意后，派
两个年龄较大的代表去油榨下方接油———
油坊榨完油后，油饼还有零星的油珠滴落
下来，从玉米馍中心的窟窿接上十几滴。小
心翼翼地带回家后，用火钳架在火塘上，烤
得油滋滋、香喷喷的，满屋飘香，围坐在火
塘边的大人小孩满眼放光，大家你掰一半
我吃一口，欢声笑语，就像吃年夜饭一样
热闹、幸福。

1979年秋季开学时，我考上了古碑中
学初中部，寄宿在校，告别了每天的早餐玉
米糊。四十多年过去了，家乡日新月异，物
质生活早已衣食无忧，年轻人美味佳肴之
余粗粮精吃、中老年人忆苦思甜，感恩怀
旧，把玉米糊、玉米饼变着花样奉为“座上
宾”。我母亲是糖尿病患者，虽然平时注意
控制饮食，但每每总是禁不住玉米糊的诱
惑，喜欢玉米糊的熨帖和暖热。我只是建
议她百无禁忌，适可而止。或许是儿时“吃
伤了食”的缘故，我自己对玉米糊仍然是
不屑一顾，却对面条情有独钟，尤其是对
产自我老家傅家湾的远近闻名的手工挂
面，百吃不厌。

儿时记忆里，进入腊月，特别是过
了腊八，年味一天比一天浓，街市上人
声鼎沸，营营逐逐，年货就变得丰富起
来，吃穿用玩、鸡鱼肉蛋、熟食鲜生，五
花八门，林林总总，逛街的人倾力采
购，此情此景，称为“打年货”。这是博
大精深的年俗文化，代代沿袭，绵延不
息。其中妈妈忙碌的身影，穿梭其中，
在我脑海里，总是挥之不去。
早晨，妈妈打年货归来的开门声，把我们从睡

梦叫醒。进屋，妈妈习惯性用右手，把腕在左胳膊的
篮襻子，轻轻一提，而后左手配合，双手共用，在篮
橐触地的一刹那，“嗨”的一声，把满篮的收获，放在
地上，用轻轻的语气，舒缓一下劳累，也是对自己的
褒奖。就这样，一连几天，都是如此。
家里的年货一天天多起来，我们玩耍的爆竹、

烟花、灯笼、兔子，也买回置于高阁，看到这些，年就
在最近的将来了。

年夜饭，家中一年最为饕餮的大餐，是过年的
标志，在我的眼里，桌上佳馔俱陈，已经把世界美食
囊括其中，仿佛只有吃不下，没有想不到的美味佳
肴了。现在回忆起来，妈妈做的狮子头，是我舌尖上
最为深刻的记忆。想到它，满口生津，口齿弥香。

妈妈是苏北淮安人，做得一手上乘的淮扬菜。
每年的年夜饭，她都要做二种圆子，一种是我们当
地的糖炒元宵，寓意甜甜蜜蜜，团团圆圆，一种是老
家的狮子头，祝福千里之外的亲人，平平安安，事事
顺意。
年前，做好狮子头，贮存起来，在整个正月备用，

妈妈心里才踏实。这是忙年中，比较大的一项工程，
可妈妈忙起来总是一副从容不迫，好整以暇的样子，
白天上班，晚饭后，洗刷整理完毕，便在家里忙年了。

“二十六，去割肉”，妈妈要做狮子头了。妈妈告诉我

们，狮子头是隋炀帝下扬州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大师
傅，几日的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才做出来的，看起来
偶然，其实是大师傅厨艺的长期积累。隋炀帝享用之
后，大加赞赏，并把这道菜带回宫里。自此以后，也走
进寻常百姓家。老家过年，虽然各家用料有高有低，
有荤有素，但家家桌上都会有狮子头。

妈妈说，做狮子头的选料是有讲究的，主料当
然是猪肉，最好选五花肉或者前胛肉，去皮，肥瘦
相间，瘦肉大半，剁碎时，不能用刀锋，也不能用绞
肉机，而应用刀背轻砸，这样猪肉纤维不致融化、
断碎，肌间脂肪流失少，吃起来，不松散，有嚼劲，
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鼻腔留香，回味绵长。妈妈做
狮子头，用辅料不多，她说，辅料多了，观感上乱糟
糟的，吃起来辅味喧宾夺主。主料做好后，她切些
细姜末、蒜末，放少许食盐、酱油、料酒，加入鸡蛋、
面粉，使其易凝固，再切碎些大白菜杆子，一起混
入肉里。妈妈说，油炸前不要放葱，葱味过重会盖
住猪肉的香味，放大白菜杆，制成后软而不硬，易
于上口。一切停当，按一个方向反复搅拌，把主料
和辅料融为一体，黏腻状态越来越强，直至筷子搅
拌的时候，肉会粘在筷子上，给搅拌造成较大阻
力，凭经验，即算告一段落。妈妈笑着告诉我们，在
老家狮子头有清炖、清蒸、红烧三种烹调方法，我
做的只是其中一种。

边说边打开灶台的火，把锅烧
烫，倒入素油，等油在锅里翻滚，妈
妈开始做狮子头了。她是反撇子，
左手拿起大号汤勺，从盆里挖起一
勺拌好的原料，放到右手的掌心，
手掌微绻，辅之以汤勺，来回几下，
一个拳头大小的肉圆子，形似狮子
头，基本成型，然后，轻轻顺锅沿滑
入烧热的油中，顿时，锅中的油沸

腾起来，仿佛簇拥欢迎肉圆子的到来，就这样，放入
五六个，妈妈拿起筷子，按照先后顺序，把它们在油
锅里，打个滚，使圆子受油面均衡。接着再重复刚才
的程序，做下一轮。随着呲、呲的油叫，刚刚还是粉
嫩的圆子，渐渐表面结壳呈金黄色。看火候适中，妈
妈用漏勺把已经炸好的圆子，捞起来，颠了颠，让附
着在圆子上的油，沥一沥，放入准备好的盆中，顷
刻，肉香四溢，满屋醇香。
看我们一个个馋涎欲滴的样子，知子莫若母，

妈妈笑着说，现在只达五六成熟，还不能吃，做狮子
头，可不能像炒菜那样，急火快炒，吃的时候还要用
骨头汤和菜心、生姜、葱蒜、酱油，一起用砂锅文火
细炖，当圆子黏腻越来越强，汤汁黏稠，才算告成。
现在彻底炸熟，炖的时候，就会变酱红色，难看，汤
汁也难以进入，口感鲜嫩，酥松爽口的特质就没有
了。难怪妈妈做的狮子头，嫩得跟豆腐一样柔软鲜
嫩，酥烂入味，红润诱人。
年夜饭上，当一盆表皮金黄，洋溢着笑脸的狮

子头与大家见面，香味满屋飘荡，全家老小的勺子，
不约而同伸向其间，吃起来外酥里嫩，满口醇香，在
舌尖久久萦绕不散。

年夜饭临近，好想肉香弥漫、汤汁饱满的狮子
头。在心里，我知道，哪里是想吃狮子头呀，我是想
妈妈了！

光阴不知不觉间从我们身边溜
走了，岁月的印痕早已悄无声息地爬
上额头。时光总是匆匆太匆匆，一年
又一年，转眼间，龙年的年关又将不
约而至。我作为六十年代末出生的
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每逢过年，
满脑子尽是些儿时那散发着浓浓的
烟火气且年味十足的回忆。特别是在
临近春节的时候，那年腊月吃“忆苦
饭”的情景，就如同放电影般在脑海中不停地浮现，
历历在目，浮想联翩，我仿佛又回到那个天真烂漫、
纯洁无瑕的童年时代……
父亲自1955年参加工作时起就在霍邱县百货公

司(六、七十年代县以下区镇叫百货分销处)上班，专门
负责农产品的收购和日用品的销售，在那个年代那可
是个“吃香”的单位，工作条件、福利待遇都挺不错的。
在七十年代中期，公司的领导宋主任是个老革命，清
正廉洁，刚正不阿，一心为公，在公司很有威望。

记得那是1975年阴历腊月二十六晚上，父亲带
着我去参加“忆苦思甜”会，当时觉得既新鲜又好
奇，认为可以大快朵颐美美地搓一顿，满脸的幸福
感。当晚公司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只见主席台上
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大娘，正在声泪俱下地述说着当
年在地主家做丫鬟时的痛苦遭遇；之后，老红军、老
八路代表分别讲述革命战争年代时期的战斗故事，
最后一项压轴戏的就是吃“忆苦饭”：只见几个人将

一只冒着热气的特大号行军锅抬上来了，又端上5
个热气腾腾装满馍馍的洗脸盆，每人发了一个大粗
碗和一双筷子，接着分别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稀糊
糊，发了一个花颜色的馍馍；这时音乐响起：“天上
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在这忧伤悲愤的旋律
背景下，人们一声不吭，低着头默默地吃饭。我忙不
迭地喝了一口糊糊，只觉得又苦又涩又难闻，想吐出
来，可是见周围的人都在吃，我吓得又咽了下去；我
又啃了一口馍馍，觉得也是一股怪味，但可以勉强吃
下去。
饭后，宋主任总结讲话，大概意思是说：不忘阶

级苦，牢记今日甜。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能
吃上今天晚上的“忆苦饭”，又有多少红军能踏过雪
山、走出草地?解放前这样的饭许多人过年未必能吃
上，全公司的干部职工以及家属孩子的表现都非常
优秀，特别是小朋友思想觉悟都挺高的，把“忆苦饭”
吃得光光的，大家受到一次涤荡心灵、触及灵魂的

“忆苦思甜”教育等等。事后我才知
道，“忆苦饭”之所以难吃，糊糊是
用豆腐渣、酱油、醋渣拌上野菜煮
的，没有油，就放点盐而已，馍馍是
由高粱、谷子、粟粟等杂粮发酵后
蒸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如今的生活与
从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可谓天天

都像过年似的。但是，一个人无论到何时都不能忘本，
要砥砺前行，不能忘记过去前辈们所受的那些苦难经
历；要守住初心，不忘来时的路。人间烟火气，最抚世人
心。从小受到的“忆苦思甜”教育，在我脑海里留下刻骨
铭心的印记，这段经历也让我受益终身，至今仍然保
持着勤俭节约、从不奢侈浪费的良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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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狮子头
谢 明

难忘年关那顿餐
陈士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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