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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麻城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为了更全面展示麻城文
学艺术成就，保存和积累优秀文艺作品，提升地域文化品

位，在中共麻城市委、麻城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

《卓尔典藏》编辑出版委员会和麻城市文联联合编辑了这套

《麻城文选》。

二、本书是文艺作品选本，非文艺类的其他佳作均未入

选。全书共四卷，“文学卷一”为１８４０年前出生的作家作
品； “文学卷二”为 １８４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出生的作家作品；
“文学卷三”为１９４９年后出生的作家作品；“艺术卷”则收
录的是歌词、小品、影视剧本和戏剧剧本等艺术作品。

三、为了突出文选的地域性、经典性和权威性，文选只

收录麻城籍或在麻城生活工作过的有影响的作家之作品。除

极少数经典作家外，收入文选的作家原则上每人只收录代表

个人创作成就最高的一种文学作品。

四、为了保持作品原貌，尊重作家语言习惯，未对作品

语句进行修改；但因原著发表、出版年代不一，只对其中不

符合当今出版规范的用字和标点符号作了修订。

五、收入文选的作家简介主要采用各类辞书文集简介或

作家自撰小传，编辑仅做少量改动，以稍作规范。男性作家



不专门注明。作家籍贯尽可能具体到乡镇一级。

六、所选作品均为公开发表或印行，不再一一注明出

处。受历史及技术等条件局限，部分作品无法注明作者，有

些年代久远的作品来源于民间史料，请读者理解。

七、在 “文学卷一”卷首附有 《麻城概览》，简单介绍

麻城历史沿革、文化传承、杰出人物和发展现状。在 “艺

术卷”末附有本书主编阎志撰写的 《后记》，简要介绍本书

的编辑出版情况。

八、作为 《卓尔典藏》之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

长江文艺出版社、入选作家及已故作家的亲属后人的大力支

持，麻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麻城市一中图书馆、麻城市史

志办公室、杏花村诗社等单位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表示诚挚的感谢！

九、因编辑的经验和能力所限，时间较紧，疏漏和讹误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麻城文选》编辑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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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敏

李敏，女，１９５１年出生于哈尔滨，中共党员，在麻城市党
史办工作２０年，副编审职称。多次在国家、省级刊物发表文章，
著有 《将军两兄弟———记王树声大将和王宏坤上将》等８本专
业书籍。２００４年被评为湖北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

将军两兄弟

１９５５年，国庆节前夕，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被授
予陆军大将军衔。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亲手给他佩戴上金光闪闪

的勋章。与此同时，王树声的堂弟王宏坤，也被授予海军上将军

衔。泱泱大国，猎猎军威。越过王氏兄弟肩章上７颗将星的夺目
光环，追寻他们从大山深处升起的轨迹，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不

仅仅是血火硝烟，战骥嘶鸣……

八百里大别山绵亘起伏，如一条绿色巨龙，横卧在鄂豫皖三

省交界处。闻名全国的将军乡乘马岗，如一片金光闪闪的鳞甲，

镶嵌在这条绿龙的胸肌上。蜿蜒的山岭中，散居着疏疏落落的人

家。山深林密处，就是王树声和王宏坤的家乡项家冲、石槽冲。

王家是四五百年前从江西迁徙到这大别山深处的。王宏坤与

王树声是共曾祖的弟兄，王宏坤的祖父是老大，王树声的祖父是

老三。王树声出生于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６日，王宏坤比他小４岁，生
于清末宣统元年正月初一。到王宏坤出生时，他的父亲叔伯已分

作５户，二祖父家已分作７户，三祖父 （即王树声家）也已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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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２户。当大革命来临时，这个家族人人参战，前赴后继，百折
不挠，充满了献身精神，在鄂豫皖革命斗争史上演出了一幕幕英

勇的活剧。

１９２６年金秋，当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大别山深处的乘
马岗也活跃起来。出身小康之家、这时已成为共产党员的乘马岗

小学校长王树声一马当先，组织农会。他的两个哥哥王宏忠、王

宏恕，堂兄王宏文、王宏学，堂弟王宏儒，堂姐夫马友雷等人，

都在此期间先后成为共产党员。他们先当众烧毁了自家的房产地

契，表示与地主阶级彻底决裂，继而带领穷农友们闯进土豪劣绅

的深宅大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此时已沦为赤贫的王宏坤，与

他的叔叔和堂兄弟们一道，也加入了农民协会，不久又加入了义

勇队，扛起土枪大刀，与反动地主武装白刃拼杀。

“七一五”政变后，反动派到处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

众。王家人毫不气馁，高举大刀长矛，跟随王树声参加了 “九

月秋收暴动”和 “黄麻农民起义”。“黄麻起义”失败后，王宏

学、王宏恕跟随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２２岁的中共麻城县委
委员、县农协组织部长王树声带领一支小分队转入地下打游击。

１８岁的王宏坤也随自己的农民义勇队转入深山老林。地主还乡
团直扑石槽冲，将王氏家族烧得一干二净，并将王树声１４岁的
幼弟吊打致残。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王家文化最高、入党最早的王宏文

（曾担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教育局长，系王树声伯父的长

子）因给农民武装运送枪支而被捕入狱，高呼 “甘心直上断头

台”，成为王家为革命舍身赴难的第一人。王树声埋好游击队的

长枪，只身离开麻城去寻找上级党组织。王宏坤则邀集２０多名
义勇队战友逃到汉口，怀着 “学点武艺将来再为穷人打天下”

的热望，“隐身”进了一支桂系杂牌队伍。

半年后，王树声带领一支红军主力打回乘马岗，掀起 “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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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暴动”，开始了创建鄂豫边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王家男女老幼

齐上阵，有 ５０多人先后参加红军，革命队伍中走着王氏家族
“泽”字辈、“宏”字辈、“恩”字辈三代人。当时的红三十一

师只有１２０多人，王家人及其亲戚就占了五分之一以上。
１９３０年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２５名特委委员中，就

有王树声、王宏学两弟兄。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４个主力
师撤离鄂豫皖苏区时，４个师长中就有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王家子弟一个接一个的战死沙场。王宏坤一

房仅参军的六兄弟中，就有４人战死，他的妻子付明恕，也牺牲
于第五次反 “围剿”的战场。王树声家兄弟姊妹 １３人参加革
命，到他带领红军健儿离开鄂豫皖时，只剩下孤身一人。

死神并不格外施恩于两位将军。他们各自５次负伤，遍体病
痛，直到遗体火化时，体内还残存着弹片。多少年枪林弹雨中厮

杀，多少次死海绝境中挣脱，将军兄弟俩是死神退返的幸存者。

锋芒初露　首长原是兄长
战地学艺　新兵反当教官

　　１９２８年７月，鄂豫皖第一支红军队伍在大别山顶树起军旗，
号称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全师有４个大队，
每队３０来人，王树声任第一大队党代表。

过年了，一大队来到鄂豫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里。正月初五

上午，驻地来了一个陌生人，穿着一身挺洋气的新衣服，在各班

住处转来转去，东瞄瞄，西看看。

“不好！这是来搞侦察的小土豪！”红军战士们 “呼啦”一

声围上来，揪揪扯扯，正不可开交时，大队长和党代表过来了。

王树声一把拉住 “小土豪”的手，问长问短。

大家搞糊涂了。王树声解释说：“他不是土豪，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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