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斗茶，又叫茗战，既是古代的一种
茶文化，又是一种市井消遣的娱乐，可
以说集典雅与世俗于一身，兼具比赛
性与趣味性，因此颇受人们喜爱。

斗茶始于唐代，当时只是少数人以
品茶为主的活动，并没有普及起来，到
了宋代，斗茶才逐渐流行，上到富商大
贾、下至平民百姓，都乐于参与其中，有
时一场斗茶的胜负将成为街头巷陌谈
论的话题，可见斗茶的受关注度之高。

斗茶一般为两方对战，个别情况
会出现混战，参加者要带着自己最自
信的新茶，用最合适的水温和技术泡
茶，可以说斗茶既是茶叶质量的较量，
亦是泡茶技术的角逐，茶叶的色香和
烹茶的火候，甚至茶具的优劣都有可
能会左右胜负。判断斗茶胜负的标准

主要有两个，一是汤色，二是汤花，后
来还出现了汤味，但是由于味道主观
性太大，所以评判斗茶胜负的标准便
以汤色和汤花为主了。

汤色指的是茶水的颜色，纯白为
上等，青白为中等，黄白为下等，只有
鲜嫩的新茶经过恰到火候的烹煮方能
煮出纯白的茶汤，而茶叶不新，或是火
候控制不好，都会让茶汤泛黄泛灰，由

此可见想要在汤色上取胜也不是那么
容易的。汤花指的是茶汤面上泛起的
泡沫，也是以纯白为佳，但更为重要的
是看汤花泛起后的水痕，水痕出现的
越晚，则品质越高，若是汤花能够在杯
沿处聚集，迟迟不会消失，则效果最
佳，被称为“咬盏”，若是出现了“咬盏”
现象，则胜负的悬念也就不大了。

斗茶决出胜负后不会有什么惩

罚，更不会有赌钱之类的事情发生，输
者只需向胜者认输，并且请围观的观
众吃茶便可以了，因此斗茶可以说是
一种“雅玩”，既能愉悦身心，又能陶冶
性情。

时至今日，斗茶依旧活跃在人们
的生活中，斗茶的方式也更加多样了，
绿茶、红茶甚至果茶等都可以参与斗
茶，评判的标准也更加完善了，主要根
据色泽、汤色、口感等进行综合的评
判，一场斗茶结束后，人们往往会共同
品茶聊天，好不快活。如今的斗茶已
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了，更是一
种文化活动，是我国茶文化的宝贵遗
产，深受人们的喜爱。

千年历史的斗茶，仍将继续发光
发热，带给人们欢乐和幸福。

这次登山，是奔着槐花去的。原
本打算是看牡丹的，结果一出门，一股
幽幽的香，淡淡的甜随着清风一缕一
缕地飘过来，用鼻子轻轻一嗅，竟是槐
花的香气。今年的气候不稳定，想着
槐花要迟开几日，却不想，日历刚翻到
五月，槐花便如约而至。

槐花盛放，样子很是慑人，仿佛一
夜间，城里的大小山头便被一片雪白
覆盖，远远望去，像满天星光一样点缀
着整个延安。惊喜之余，我便临时改
变计划，向最近的山头走去。

进山还没见花儿，一阵阵沁人心
脾的清香已迎面而来。走了大约十分
钟的路程后，眼前突然闪出一个晶莹

的世界，在绿叶和阳光交融而成的光
影中，一串串、一簇簇的槐花终于现身
了，从这一面山坡，到那一面山坡，连
绵不断，纷纷攘攘，开成了花的海洋，
诗人笔下那种“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
芬芳醉万家”的幽远意境在这里得到
了生动的见证。

爬山者不光我一人，还有三五成
群的各路游人，他们以槐花为背景，或
摄影或写生或注目观赏，切实感受着
初夏延安的无穷魅力。绽放的槐花可
以勾魂拽魄，槐树的形态也是别有风
味，在上山的途中，路边的槐树像宾馆
的司仪，顶着一身雪白，向来人做出亲
人近水的样子，有几处，槐树的枝条像
手臂一样探出来，为过客搭起了一道
鲜花的走廊。

爬上观景台，俯瞰整个延安城，发
现槐花晕染的山头都有人头攒动，尤其
是对面的宝塔山上，一群穿着八路军服
装的游客，正面对着一面鲜红的旗帜大
声宣读着，那嘹亮的声音淌过延河，飘
进行人的耳朵。看到这个庄严的场面，
我不由地想起了一群青年男女，当年，
他们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义无反顾地
来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下，他们发出了
铮铮誓言。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吃

尽了苦头，有些甚至长眠在这片热土
上，他们灿若槐花，香如槐花，永远值得
后人们去缅怀和纪念。凤凰山上，槐树
成林，那一树树槐花在翠绿的松柏群的
衬托下，白得纯粹，白得耀眼，我拿出手
机照相时，发现镜头里的山脉被槐花装
扮成了一副淡雅的水墨画，细细观摩，
只觉山在花海中，人在画中游。延河两
岸，时隐时现地妖娆着槐花的身影，白
绿相间下，一碧绿水微澜初动，波光耀
眼，在如此灵动的画面前，再美的词汇
恐怕也会失色三分。

回神，绿蓬蓬的槐树遮天蔽日，到
处飘散着沁心花香，那一嘟噜一嘟噜
的小花摇曳在绿叶间，让人情不自禁

地拽一串放入嘴里，舌尖上溢满的香
气，瞬间温暖全身。这时，忽然听到几
只小鸟叽叽喳喳地低语，抬头一看，竟
然发现它们也喜欢吃花，可惜这几只
鸟站得有点高，我闻到的，依然是槐花
的香气。槐林里的鸟儿一点也不怕
人，有人站在树下打个响亮的口哨，它
们就随声应和，放声歌唱，嬉戏时打落
下来的花瓣像阵阵槐花雨，滋润着脚
下的土地。槐林里的蜜蜂是最忙的，
它们没时间和赏花人互动，只顾低着
头儿寻花采蜜，这股勤劳劲儿像极了
乡间的农人。

山上的美景很多，总想全部摄下
来，只可惜手机内存有限。一个下午，
我就这样轻松自如地漫步在槐林里，
这满山遍野的白，一如陕北女子的热
情率真，纯朴接地气。那一簇簇芳华
怒放的串儿，虽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
但它充满朝气与生机的模样，撞得我
满怀地郁香，生活的苦涩和失意也随
之消散。

下山时，太阳的夕辉把延安城涂
抹得一片通红，转身再看宝塔山时，发
现槐花在一面面红旗的衬托下正闪着
一束束耀眼的光芒，这光芒汇聚成红
色火焰，照进了我的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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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皖南繁昌立足与发展

伍先华

今年是谭震林同志诞辰 120 周
年，笔者重温谭震林同志率领新四
军三支队在繁昌立足、抗日与发展
的历史，以简文表述献给读者，以资
纪念。

1937 年 12 月新四军在汉口成立
后，于 1938 年 4 月 5 日调到皖南歙县
岩寺整训。部队刚到岩寺，国民党
第三战区就派点验组进行点验人
数。名义上是不允许部队吃空饷，
实际上是想把新四军的编制数额卡
死，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4 月 20
日点验完毕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又下命令：新四军军部不能久住
岩寺，要向前方移动。

5 月，新四军三支队 2100 多人，
在谭震林副司令员带领下，跟随军
部挥师北上。先随军部到达南陵土
塘，7 月下旬在南陵马家园一带对日
军作战，以 4 个营的兵力接防青弋
江、马家园和红杨树，成功地抗击日
伪军多次进攻，立于不败之地。

11 月，日军占领了铜陵、繁昌沿
江地带，国民党驻军节节溃退。当
时国民党三战区总部设在皖南屯
溪，危急之中，司令长官顾祝同又命
令新四军第三支队移防铜陵、繁昌
等地。

国民党为了推行其“借刀杀人”
计谋，采取“限制阻挠、画地为牢”的
办法，规定新四军三支队在皖南活
动范围在铜陵、繁昌等县。此处北
依长江阻隔，正面是日军，往南又无
防区，东临敌伪大本营南京，背面是
国民党顽军。这一沿江狭长地带是
日军长江交通的一个重要侧翼，就
是要新四军为其看大门，想借日军
之手消灭新四军。

1938 年 12 月 11 日，驻繁昌国民
党川军全部撤退，繁昌成了无防之
城。日军进入县城，并企图长期占
领。

12 月 15 日，新四军三支队在谭
震林的率领下，来到抗日前线铜陵、
繁昌地区，开始两年多的对日作战、
保卫繁昌、巩卫皖南后方的艰巨任
务。

新四军三支队来到繁昌，在谭
震林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
群众，不仅能立足扎根，而且迅速发
展壮大，建立了繁昌红花山抗日游
击根据地，使蒋介石妄想借日寇之

手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彻底破产。
深入农村做好民运工作

三支队大部队到繁昌之前，日
伪军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淫掳，无恶
不作。国民党军队虽然抗日，但是
祸害百姓之事时有发生。土匪和顽
军经常骚扰百姓，进行反共宣传和
欺骗，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新四
军“游而不击”等等，使江南老百姓
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存在戒心和疑
虑，非常害怕而不敢接近新四军。

新四军三支队来到铜陵、繁昌
以后，谭震林同志提出：三支队不是
单纯的军事组织，也不能单纯的搞
统一战线，要做好民运工作，发展地
方 党 员 ，建 立 地 方 党 的 组 织 。 从
1938 年底开始，三支队派出大量民
运工作队，脱下军装穿便衣，深入农
村，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社会调查，
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帮助民众保卫村庄、解决民众疾
苦等工作。因为新四军部队纪律
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为老百姓
做好事，改变了群众对共产党、新四
军原来的看法，消除了疑虑。以部
队爱民模范行动，博得了繁昌人民
的好感，他们把新四军看成真正的
抗日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

谭 震 林 同 志 经 常 深 入 到 各 乡
村，检查了解和指导民运工作。

由于出色的民运工作，人民群
众被广泛地动员起来，为新四军在
繁昌的立足和发展打下了群众基
础。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新四军三
支队成为一支常胜之师，取得了辉
煌的战绩。三支队的民运工作，成
为组织、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战争和
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法宝，是新四
军开辟新区最成功的典范。

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民间组织
新四军第三支队进驻铜繁后，

在谭震林为代表的支队党委领导

下，立即成立了中共铜南繁中心县
委，管辖整个铜陵、繁昌和南陵的第
四区，配合新四军三支队民运工作。

三支队党委决定：支队部各机
关人员、连队和民运干部都要帮助
开展地方党建工作。先后派出 50 多
人组成工作组，随民运工作队分赴
各区、乡从事党建工作。

在三支队的帮助下，繁昌党建
工作首先是从三支队驻防的国民党
统治区内开始，由山里向山外，逐步
向日军占领区展开。民运工作队所
发展的党员先交给中心县委，再组
建党支部。1939 年2月，被国民党破
坏的繁昌地方党组织，首先在敌前
山区得到了重建，然后迅速向圩区
和敌后地区发展，随后建立区委党
组织，各区委再继续直接发展党员。

1939 年 4 月中共繁昌县委成立
后，到年底，全县建立了 5 个区委、7
个中心支部和 206 个支部，党员 973
名。发展的党员多是贫苦农民，少数
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私塾教师。

三支队在帮助地方发展党员、建
立党组织同时，发现和培养地方干
部。谭震林同志经常深入到各乡，检
查指导繁昌县委党训工作，并亲自在

“抗日救亡训练班”上讲课。通过举
办训练班，从学员中考察培养入党、
建党对象。结业后分配到本地工作，
成为当地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通
过不定期地进行干部培训，培养了一
大批本土干部。

1939 年至 1940 年底，是中共繁
昌县党组织大发展的两年。全县建
立了5个区委、258个党支部，党员达
1211 人。全县区委领导成员基本上
做到了地方化，有的还成为县委的领
导成员。三支队的党建工作，是提升
共产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战斗力的
关键。
依靠抗日民间组织行使行政工作

三支队驻繁昌期间，建立了农抗
会、妇抗会、青抗会、猎户队等抗日进
步群众团体。这些半政权的群众组
织，在宣传抗日、动员参军、送情报、
带路、支前、劳军等方面，都起了重要
作用。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不
可能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下，国
民党统治区，不少农抗会就成了无政
权机构的行政工作组织。特别是猎
户队在治安保卫，推动开展减租减息
政策的施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
新四军三支队的军饷由国民党按核
定人数限额供给，新四军及地方党组
织活动经费非常困难，物资供应相当
紧缺。一些深入敌后的工作人员，每
餐只发 5 分钱的伙食费。很大部份
军饷靠群众团体帮助募捐、慰劳等来
解决。群众团体的半政权工作发挥
了重要作用。

把抗日战争变成人民战争
繁昌是皖南的门户，是联接大江

南北的交通枢纽，更是新四军军部及
后方基地的屏障。日寇要“扫荡”皖
南，三支队所处的繁昌地区首当其冲。

谭震林率领三支队来到繁昌，是
在敌顽夹缝中坚持抗战。主要依靠
发动群众、团结各党派力量、建立抗
日统一战线，发展地方武装积极打击
日军，坚持正面抗战与游击战的结
合，粉碎日军“扫荡”，仅 1939 年新四
军 三 支 队 对 日 作 战 就 达 192 次 之
多。在与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树立了
新四军的威望。把抗日战争变成一
场人民战争。

1938 年 12 月 26 日，日军趁新四
军三支队刚进入繁铜地区不久，就集
结 200 多人向三支队五团驻地中分
村发起攻击，企图消灭或赶走新四
军。谭震林亲自指挥五团利用有利
地形打退了日军，并乘胜追击，一举
攻克繁昌，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繁
昌保卫战的帷幕从此正式拉开。

1939 年，日军五次占领或企图
占领繁昌县城，都被新四军三支队
击退，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繁昌五次保卫战的战斗规模一
次比一次大，敌军人数一次比一次
增多，战争情形一次比一次惨烈，政
治影响也一次比一次重大。特别是
11 月的第四次保卫战，日军先后调
集 2000 余兵力，历时 15 天，向新四
军发起 3 次大规模进攻。谭震林亲
临前线指挥作战，其中“峨山头搏
斗”“塘口坝血战”残酷激烈，打得
惊心动魄，也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繁昌保卫战是新四军在皖南与
日军展开的首次正面战争，是“芜湖
失守后的最大血战”，“皖南抗战史
上空前伟大的胜利”，粉碎了日军

“扫荡”皖南的野心，得到军部和三
战区的嘉奖。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也粉碎了
国民党顽固派“借刀杀人”的诡计，
驳斥了他们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之
辞。一位常驻三支队专们监视新四
军的三战区特派联络官，在五次保
卫战胜利之后,不得不在谭震林面前
承认：“一年来，随谭司令转战皖南，
亲自得见贵军志诚抗日，坚贞不渝，
令人钦佩之至，社会上说贵军‘游而
不击’，实属谣言。”此人从此离去，
一去不返。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充分表现
了谭震林高超的作战艺术和杰出的
军事指挥才能。在谭震林的领导下,
新四军三支队的将士们，以自己的
一腔热血和生命谱写了新四军皖南
抗战史上的光辉战史。为保卫繁
昌、保卫皖南、保卫新四军军部，开
辟长江两岸交通联系，建立和巩固
皖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新四军在皖南不断发展壮大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当局害

怕新四军发展壮大，不准新四军建
立地方武装。谭震林领导下的民运
工作队，在建立各种抗敌协会的同
时，帮助农民建立自卫队武装，保护
自己的村庄和家园，国民党地方当
局也不好过多反对。

繁昌西南山区有许多持猎枪会
打猎的农民，工作队将他们动员组
织起来成立自卫队，就叫“猎户队”，
组织身份是合法、公开的，摆脱了国
民党控制。他们既是地方群众武
装，也成了新四军领导下的不脱产
的抗日武装，成为壮大革命队伍的
重要手段。到 1939 年春末，全县有
1000 多名持土枪的进步青年参加了
这个组织。县、区、乡、保4级成立机
构进行组织领导，最多时达两三千
人。其中许多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
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杀鬼子。与此
同时，三支队还收编一些地方武装，
组建了游击队，并在红花山区建立
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 3 次改编，
有280人被扩充到新四军队伍。

猎户队和游击队在站岗放哨、
捉汉奸、搞情报、做向导、配合部队
作战，开展减租减息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成为新四军最可靠的助
手。是地方重要抗日武装，在进一
步发展的基础上，部分人员被编入
新四军。

1939 年 11 月初，日军集合 1600
多人，准备先夺繁昌，再会合成 3000
人马向军部云岭推进。叶挺军长接
到情报后决定，把歼灭这股敌人的
任务，交给谭震林的三支队完成。

此时，第三支队只有 4 个营的兵
力。此战虽然人数是 3000 对 3000，
但新四军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谭
震林向军长建议：“以人民战争来弥
补武器的低劣。”叶挺军长却笑着
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如何来得及
呢？”谭震林神秘地将“私下”组织发
展 5000 多人的 28 个游击队和繁昌
1000 多人的猎户队的秘密，公开向
军长报告，得到叶军长和项副军长
的认可。这也是取得繁昌保卫战胜
利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新四军三支
队在皖南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

1940 年 3 月 24 日，谭震林奉令
离开三支队，到苏南溧阳，任“江南
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领导东路
地区抗日大业。

遗失声明
●丁静雯遗失G340512330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黄在兴遗失P340302621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林燕遗失340222199309105723号身份证，声明作废。
●繁昌县新港镇福佑宝宝母婴用品店遗失JY13402220001781号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繁昌县天蕴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遗失“繁昌县天蕴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繁昌县富伟物流有限公司（皖B27946黄）遗失340222205497号道路运

输证，声明作废。
●繁昌县华业纸箱包装厂（普通合伙）遗失346030163号印刷经营许可

证，声明作废。
●繁昌县孙村镇乡村小灶饭店遗失JY23402220009758号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声明作废。

——纪念谭震林同志诞辰120周年暨繁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20周年

收敛起刺眼的光芒
在孙女的眼中
夕阳就是枚红鸡蛋
橘皮色的油彩涂满西天
宿鸟归飞，群山静穆
辛劳了一天，知了把歇工的
口哨吹响。回村的路上，

姑娘们撒下笑声一串
夜幕渐开，蝙蝠奋力扇动翅膀
上弦月，挥一弯银镰
割刈黑暗

地球的另一面，雄鸡
高歌晨曲，把夜色擦亮

短笛横吹

初 夏
申卫宁

初夏像一只小兽，披着一身青翠，
携着满身花香，喷薄着热腾腾的暖风，
一路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初夏一到，
暮春草草地收场，桐花谢幕，杜鹃花瓣
落满一地，长寿蔫蔫的没有了先前的
十二分精神。一场雨后，草坪上的草
猛地窜出有一大截，要不了几日，又听
到打草机欢快的轰鸣声，所到之处草
叶飞扬，割过的草坪像绿色的绒毯。

喜欢初夏的雨。
风先招摇着，天瞬间乌泱泱的。

紧接着，一场雨骤然而下，要不了多久
雨就会倏忽而停，雨住云收，天地澄
明，青山如黛，草木饱吸雨水青翠欲
滴，没有哪个季节如初夏般散发着逼
人的朝气，彰显着生命的速度。

茉莉抽出新芽，拔节似地生长，不
几日芽头就露出花蕾，几个花蕾团团相
抱，争相次第开放。忽一日早晨，起床
就闻到沁人的香气，凑近那嫩白色的小
花深嗅，浓郁而清芬的香气直入肺腑。

“环佩青衣，盈盈素靥，临风无限清幽。
“茉莉犹如一位身着古典旗袍的古代女

子，挽着发髻，手持素雅小花手帕，迎面
款款走来。美丽，大方，纯洁，高雅。

初夏花多，最勤奋的莫过于月季
了，一茬接一茬地开，似乎不知道疲
惫。爱花的人大多是喜爱月季的，再
小的空间也会整两盆搁置阳台庭院，
月季也懂回报，呈现以清媚动人的花
容，传达以馥郁明丽的心情，令人清
欢。栀子也是我喜欢的，小区的花圃
中有成片的栀子，一棵棵枝头缀满了
青色的花骨朵，不几天，青色泛白，花
就成群结队地开了，香氛袭人。

街边花园里有一株木香，黄花一
树，站在树下仰望，花在云天，蓝天为
底，瞬间就爱上了木香。过半月再去，
花朵已不复存在，盛花期大约也就数
日，想不到木香也是急脾气，像极了初
夏的脸。

初夏是绿的，是香的，让人淡淡的欢
喜。绿意盎然着，夏天将开启盛大的模
式，炎热即将到来。这浅夏，就像一场梦
境，如同半杯清酒，有微醉薄醺的光和
影，让人发一会短短的呆，淡然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