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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作品主人公李庆民是粤北南雄人，他几十年在外省工作、生活。退休以后，

落籍广州，跟儿女共同生活。当然，归根结底他家是南雄籍人，是客家人。

现在的李庆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身体健康，过着三代同堂的天伦之
乐生活。

从经历七十多年来的实践看，李庆民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是上有老、下有
小地慢慢走过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过 “苦辣酸甜”的艰难历
程，有过血泪史。但现在一家人是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李庆民和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们，在旧中国饱受千辛
万苦，受过国民党的欺压，受过日本鬼子的掠夺摧残，房屋、财产被日本鬼子的
飞机轰炸烧光，祖父在轰炸中被活活烧死，那时全家在一天里就变成了苦难的无
产者。

李庆民有过苦难的童年，但解放后得救了。解放初期他就参加了革命队伍，

不过也经历不少磨练，参加过不少的运动，锻炼成一个 “七品芝麻官”。最不幸
的是，退休五年后患上恶性淋巴肿瘤，但他能面对死亡，能顽强地与恶魔作坚决
的斗争，经过五年的艰辛，可以说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李庆民已走过七十多年的人生道路，可算平凡，但不平坦，故想通过这部拙
作，给人们有一点点启发，以了他最大的心愿。

但作者的文化和思想素质不高，文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作　者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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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人…………………………

一、春庆的诞生

李庆民 （奶名：春庆），是这篇文章的主人翁。他在旧中国只生活了十几年，

而在新中国却工作了四十多年，即年仅十三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诚然，在新
中国有四十多年工龄的人很多，但春庆可算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春庆这一代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末，都已经先后离退休了。

文中反映的这一代人，都在南雄生活过十几年或数十年。解放后的六十年，这一
代人，则分散在许多省、市或境外。他们的下一代，现今甚至在全国各地或国
外。

究竟春庆这代人，经历的六、七、八十个春秋是怎样的？他们的上代也曾和
春庆这代人共同经历的几十个春秋又是怎样的？还有他们的后代也已经历了三、

四、五十个春秋又是怎样的？还得从头慢慢地说起……

李庆民 （春庆）的诞生地是粤北的南雄城内。

这个城位于大余岭南麓，史称： “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 “枕楚跨粤，

为南北咽喉”。

她是座古城，唐光宅元年 （６８４年）南雄就始建县治。

南雄是古代五岭南北交通主要孔道。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时
期，广州沦陷，海口封锁，南雄又成为广东抗日后方的交通枢纽。

南雄是古代岭南商业重镇之一。明代，南雄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南下的货
物有江浙丝、茶、棉布，江西谷米、瓷器、药材等，经南雄下浈江而至广州；北
上的货物有广盐、佛山铁货，海产品以及海外进口商品，经南雄下赣江至长江而
转输各地。

南雄因扼五岭南北交通孔道，既收货物转输之利，且得中原文明之先。唐宋
两代中原动乱时期，大批仕宦之族度岭南迁，多先驻足南雄，休养生息，而后或
定居或南徙。

南雄是军事要地，又是革命老区。孙中山两次北伐，以韶关为大本营，以南
雄为前哨，在南雄屯驻大军数万。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南雄活动较早，一九二五年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南雄特别
支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成立中共南雄县委员会，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党
组织领导人民斗争不已，红旗不倒。一九二八年二月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县苏维
埃政府，下设四个区，一百二十个乡苏维埃政府，五万多农民参加 “平田”、“平
仓”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南雄属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在水口镇亲自指挥有
名的水口战役，项英、陈毅在油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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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　ＸＩＯＮＧ　ＲＥＮ

省机关曾驻南雄瑶坑。解放战争时期，南雄县是五岭地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
湘边区纵队北部第二支队活动的主要地区。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南雄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有一百多个自然
村受到严重摧残，烧毁住房六千多间，牺牲干部、战士一千二百多名。

历史沿革到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南雄的经济就比较繁荣，这大概是因为它

特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的缘故。

南雄的黄烟叶，清初自闽南传入，气候适宜，逐年增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除内销邻省外，多数烟叶外销南洋群岛各国。直至现今，烟叶是南雄的支柱

产业。森林资源从古至今也很丰富，也盛产粮食、水果、畜产品和土纸等农副土
特产品。南雄，可谓是一块天赋的宝地。

三十年代的南雄城，大街小巷就有数十条，有一条贯串东西的主大街 （现分
段划分为六条路 ［街］名）当时就有近二千米长，街面宽平，可并行两辆大货

车。街道两侧的楼房，多数是两层，也有些是三四层。店面有数百家，日用百

货、五金交电、粮油食品、土产山货、金银珠宝、钱庄当铺、茶楼酒店等等行
业，生意兴隆，购销两旺。那时，也有不少赌博和寻花风流的场所。多数店面门

前都有三米多宽的骑楼，又当作人行道，大方整齐，日夜开市，车水马龙，倒也

十分热闹。论市容和经济状况，那时在粤北仅次于韶关市。

当时，这条主街的中段，左侧一大片是中山公园，内有茂密的树林，遍地香

花异草，亭径清洁，幽静典雅，吸引众多的游人；右侧有座宋代建造的 “三影
塔”六角九层，雄伟壮观，是一处古名胜。

那时，春庆的老家，是在大街的南端，斜下的小横街。这条小街约有两百米

长，街面铺着整齐的鹅卵石，可行大板车、黄包车，开有一家大烟行，还有几家
染织土布作坊和几间饮食杂货店，多数是住家户。

春庆的爷爷李大年，清末年代在这小街的中段，建有一栋住房。虽不是很气

派，但也整洁大方。靠街的大门，留出一节余坪，盖上瓦棚，避雨乘凉。整栋房
屋分前后座长方形，大小两个厅 （小饭厅后段隔做厨房），六间住房，全系砖木

结构。临街的大门高而大，门方上端还有花鸟木刻，门顶部在石灰墙上用彩墨制
作一块长匾，书曰：“业乐居安”四个大字。门槛两侧，各砌有一块宽长平滑的

石头墩，是闲聊的好去处。

春庆，就是在这南雄古城小街黄木巷诞生的。

那是一九三七年二月四日 “立春”这天早上。这天又刚好是农历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天就是过 “小年”。

“立春”的这天早晨，天空晴朗。当太阳将要升上地平线的时候，李大年家
里显得特别地繁忙。

李大年一早起床，就忙着杀鸡剖鱼。

００２



南雄人…………………………

更忙的是：儿媳李黄氏正在房里第三胎临产了，已近几个时辰。但这边有儿
子李友明在忙碌着。

友明一边吩咐佣人郑招兰去厨房加快烧好大锅热水；一边叫妈妈给小三备齐
衣着物件，以便应用；又唤：石桥 （长子奶名）、毛毛 （次子奶名），你们给我备

好香、蜡烛、鞭炮，一会儿要拜神敬祖用。他自己把木炭火盆烧得热烘烘端进房

里，还不时地忙碌着。

请来的接生婆林嫂，正在忙着整理好接生用具，并不时地与李黄氏说话……

这时，虽说李黄氏已经生过两胎，但疼痛也是难免的，她浑身早已大汗淋

漓，屁股下的草纸被羊水浸湿了，又换上干纸。

片刻，林嫂低头看了看，突然惊喜地大叫起来： “快了，全开了！李黄氏，

快使劲，再下大点劲……”

李黄氏听着林嫂的指点，咬紧嘴唇，双手用劲抓住床沿，运足全身的气力，

一阵阵推向腹部……

几度着力适时，婴儿顺利落地。

立即，小婴儿就啊哇！啊哇！啊哇……地大声啼哭。小生命似乎在告诉人

们：

他到人世间来了，明天也来参加过 “小年”。

这边，林嫂双手接着婴儿下地，快手熟练地做好善后，就迫不及待地在房门

口大声说：
“友明老弟，恭喜你呀！又是一个少爷。”

“托你的福，说得好，谢谢你呀！”李友明笑嘻嘻地边走过去边回答说。

此刻，郑招兰用热水帮李黄氏抹了身子，换上干净的衣着。李黄氏已感到精
疲力竭，正躺着闭目养神。

这时，天空的太阳在徐徐地上升，这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屋里，厅内显得更

加亮堂。李家的小三崽，也赶在此刻出生在人世间，这是难得的 “天意”巧合
啊。

春庆出生后的第八天，正值一九三六年的大年三十 （除夕）。李家这除夕的
晚餐，较往年更加丰富，有鸡、肉、鱼三牲主荤和素菜等分十二碗，加杯盏碗筷

摆满大圆桌。热气腾腾的香味阵阵扑鼻。全家老少三代同堂，有说有笑，年饭吃

喝得欢声笑语！

吃好了团圆饭，收拾好碗筷菜饭，洗好脸脚，全家老少，除李黄氏和小三在

房里休息，大家又坐在厅堂。桌上还摆出数盘糖果、花生、瓜子和油炸年货，灯

火也亮得辉煌，木炭火盆烧得通红，厅里热烘烘的，大家聊天嬉笑，好不快乐！

这边李友明在忙于 “扎甑”，用一盘米盛着白银和一筒筷子，一扎钥匙，摆

放好，象征万事如意之兆。事毕，他也坐在厅堂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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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坐定一会儿，一家之长的李大年引出正经话题说：
“友明，我和你妈刚商量着小三孙崽取个什么名好？一会儿我们还要给他们

三兄弟赏红包压岁钱啊！你说说看。”

没等友明回话，长孙李庆中 （石桥，已六岁）就抢着说：

“爷爷，我看三弟叫三毛好吗？”

“好！我叫毛毛，弟弟就叫三毛。”李庆华 （毛毛，三岁）第一个拍着小手
说。

这时，友明不理睬小孩的发言，呈着笑脸说：

“爸、妈，还是你们说叫什么名就成了。”
“你多读了点书，还是你给取名的好。”他爸回答说。

“是呀，你先说出个名吧！”他妈也回话。

友明稍停后说：“我看这样好，学名还是按原来的设想：以 ‘中华民族英雄’

做学名最后一个字来排列，现在石桥崽的学名是李庆中，毛毛崽是李庆华，三崽

就叫李庆民好，以后老四叫李庆族，老五叫李庆英，老六叫李庆雄。排完后，再
有孙儿怎么叫往后再说，你们看好不好？”

紧接着又补充说：“小三出生那天是 ‘立春’，庆民的奶名就叫春庆好？”

两位老人听后，笑哈哈地鼓掌先后说：
“好，好！就这么定吧，就这样定吧！”

石桥和毛毛也同时鼓起小手掌说：
“按爸爸取的名字好，这个名字好！”

石桥还立即起身往妈的房里边跑边说：

“妈，你听到了吗？小弟弟叫春庆好吗？”

李黄氏的房间门是开着的，与厅堂只一墙之隔，刚刚各人说的话她全听清楚

了，于是不等石桥仔进房就大声地回答说：

“我同意你爸爸说的话。”

大家各自拿了点糖果吃，又一阵说说笑笑，取名的事就这样定下了。

没过片刻，石桥仔坐回原处，小手又抓了点年货边吃边说：
“爷爷、奶奶、爸爸，三弟的名取好啦，你们说赏给我们红包压岁钱呀！”

毛毛崽则手舞脚跳地说：

“我也要红包钱！我也要压岁钱嘛。”
“好，好，好！好乖崽，守夜后再给压岁钱。”老奶奶笑眯眯地抢先回话。

当即，毛毛仔小嘴一翘地说：

“不嘛！我们现在就要红包，等下我们要睡觉，明天很早要起床到街上拾爆
竹玩。”

大年对老伴和友明笑笑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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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人…………………………

“就现在给他们压岁钱好，让他们高兴点！他们哪能等到守完岁啊。”
“好！你们先给爷爷、奶奶拜个年。”友明接上对着小孩说。

石桥、毛毛听爸爸发话后，即刻起身，两人争先恐后地去神台下拿来圆草垫
（下跪垫膝用的），放在爷爷、奶奶面前，恭恭敬敬地边下跪叩头边说：

“爷爷新年好，给爷爷拜个年。”

“奶奶新年好，给奶奶拜个年。”
“乖仔，快起来，给你们红包压岁钱，拿去！又大了一岁，要更加听话啰！”

李大年笑哈哈地忙将红包分给小孙边说。

“明天你们就又长大了一岁，要更加乖。”李田氏拍拍小孙的肩膀补充说。
“谢谢爷爷、奶奶！谢谢爷爷、奶奶！”石桥、毛毛高兴地回答说。

接着，兄弟俩又先后给爸爸、妈妈同样恭恭敬敬地拜年，也得到红包，高兴
地坐回原处，笑哈哈地各自拆着红包看有多少压岁钱。

“每个红包比去年多二毫，蛮有味道！”石桥很高兴地说，一边将红包装进新

衣裳的口袋里。
“我也有这么多钱！”毛毛崽歪着头说。

“我们明天买爆竹玩。”石桥又答着说。

“我不买爆竹！我买……买很多公仔玩。”毛毛拍着小手说，接着伸了个懒腰
并打了个呵欠。

过一会，兄弟俩又吃了东西，喝了点热茶，打了几个呵欠，小眼皮子老睁不
开，石桥靠在爷爷身上，毛毛崽则靠在奶奶大腿上，软绵绵地睡着了。

李友明见状忙把两个小孩子一一抱入房间，替他们脱去衣裤鞋袜上床睡觉。

此刻，刚好晚上十点。李大年则忙于 “封则门”：先用炒好的黄豆早谷，用
勺盛到房口，抖动勺子象征迎财进门。然后，把等着 “封门大吉”四字的红纸贴

在两扇门中间。封门后几个大人就又边聊天边团圆守夜。

小孩子去睡了，厅堂的热闹气氛减弱了许多，但大人要聊些正经事更加方
便。几个大人一边守夜，一边七嘴八舌地扯定了明年合伙的黄烟生意要做大点，

河南自家开的 “李记杂货店”也增加买卖粮油的生意……

不觉间，墙上挂着的时钟，在当、当、当地敲响了十二下。这时，友明起身

说：

“爸、妈！我们开门 ‘出行’吧？”
“好！你拿齐东西来。”李大年答应着又对李田氏说：

“你在家里收拾一下。”

“嗯！”李田氏应着就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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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一瞬间，看得见整个大街小巷火光冲天，四面八方烧爆竹声嘭嘭叭叭……响
彻云霄。不少小孩子跑来跑去在街上捡爆竹、玩爆竹，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这时，有不少人家在欢乐地吃夜宵，也有的打麻将牌到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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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敌机轰炸南雄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以后，南雄县这个历史上的军
事要地，形势变化相当敏感。

李友明的堂弟李友顺，是中心小学的教师，经常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寒
假后的一天晚上，他闲着无事来到友明家里闲聊。坐定后他边抽烟边说：

“友明哥！近来生意好吗？”
“哎！这下半年的生意差远了，可能是最近时局的变化有关。你听到了什么

时局动态吧？我们天天忙于生意，听不到什么确切的东西。”友明知道友顺在学
校是个活跃分子，时局变化他经常都能了解到，所以才这样回话。

李友顺说：
“自从 ‘七七’事变后，不仅全国的时局紧张，就南雄县也反应特快。八月

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九月六日陈毅与大余县长
彭育英在钟鼓岩谈判团结抗日事宜。十一月上旬，陈丕显以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
支队代表身份，在南雄县城与大余县政府秘书鲁炯雯、南雄县长曾绳点以及驻军
师长谈判团结抗日事项。今年一月赣粤边游击队在大余池江集结，改编为新四军
第一支队，准备北上抗日。最近有情报说日军要轰炸南雄城，我们学校过年后都
不一定开学，你们要当心点。”说完又点燃了一支烟，喝了一大口热茶。

“幸好你来说了当前的时局，看来年后的生意想做大点还得三思。”友明也边
抽烟边思考回话。

“阿顺！如果敌机真的要来轰炸，你们一家老小也要去乡下躲一躲才好啊！”

李大年听了友顺的一番讲话后，也在一旁说。
“阿叔！你说得对，到时我们大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友顺一边说着又喝了

口热茶。

随后，他们还东拉西扯地聊了些别的话题，夜深了，友顺才起身告辞回家。

友明一家也各自回房休息。

离过春节还有十几天时间，各保甲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最近可能会有日机入
侵南雄城轰炸，大家注意做好防空袭准备。防空的统一信号是几处敲警报钟，有
预报钟、紧急钟、解散钟，声音的长短信号不一样。到时大家要听从统一指挥。

详细的防空事宜和规则等，四处贴有公告，各自去看个明白。

没过几天，可真是，突然空中响起防空警报声，随后报警员对着铁皮制的话
筒，大声地向人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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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众注意！敌机三架，快到南雄，大家紧急疏散隐蔽，疏散隐蔽。”
“敌机……疏散……的声音”，一阵阵在空中回荡着。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下

旬的一天上午，在南雄城发生的事，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件。

人们听到防空警报后，即时大街小巷人声嘈杂，鸡飞狗叫，男女老少惊慌失

措，不顾家产，只是扶老携幼，气急匆匆地快步往河南过桥或往宾阳门出城，去

郊外疏散隐蔽。

大约过了半个钟点，报警站的钟声又慢声响了多下，接着听到大声的报话：

“今次敌机，已改航飞去，解除警报，民众可以各自回家。”

在郊外树荫下、石岩下或黄地头的男男女女，听到解散的警报后都松了一口
气，立即怨恨声、唤人声……汇集一片嘈杂，大队人马争先恐后，离开隐蔽场

所。人们边往城里走边七嘴八舌地议论。友明和几个街坊也说：
“没过几天太平日子，日本鬼子去死吧。”

街坊老吴说：“警报这么急，什么东西都没带上，幸好天上地下的菩萨保佑，

飞机没来啊！”
“什么菩萨保佑，今天没飞机来，恐怕明天后天就有飞机来狂轰滥炸。”友明

回答着。

老吴接着说：“听说，不仅是轰炸，再过一阵日本鬼子还会进城，他们实行
的是 ‘三光’政策，还更可怕啊！”

友明又说：“我们老小一大家子，怎么办？那怎么样办哟？”

老吴就说：“我看大家还是去乡下亲戚朋友那里躲一阵子好。”

“那城里的东西又怎么好？”友明回话说。

老吴又接着说：“人命要紧啊！东西能带多少算多少。”

一行行，一伙伙的人们返回河南过了桥后，就四处分走回家。一场虚惊算是

了结。

李大年老两口和一个打工仔小马，这次在自家的 “李记杂货店”守着，未去
疏散，只是关上了店门，但大家也吓得很苦，不时地打开方便夜市的小窗口，睁

大眼睛往街上看动静。

大年和李田氏在店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大年自言自语地说：

“家里这伙小孩子，不知友明他们有没有带出去疏散？”

“菩萨、祖宗要显灵啊！保佑我们一家老少平安无事啰。”李田氏边颤抖着
说。

李大年在小窗口瞪大眼睛又看了看说：

“不要吵！疏散的人好像回来啦。小马，打开店门看看清楚。”
“是疏散的回来了，刚刚不是敲过解除警报的钟声吗？”小马打开门看了看回

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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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搞得清楚是什么警报啊！”大年惊奇地回答说。

店门打开没过三分钟，李友明和李黄氏背着春崽，手牵着石桥崽、毛毛崽，

慢慢走进店里，个个没精打采。
“爷爷，奶奶！我口干死了，快给我水喝。”石桥崽一脚踏进店里就大声说。

“我也要水，我也要喝水！”这是毛毛崽几乎在同时叫唤。

“好好好！乖崽，我拿茶来你们喝个够。”奶奶急忙地说，一边去拿茶壶茶
盅。

李黄氏忙解背带将春崽放下来，坐在一张竹制靠背椅上，就急忙给春崽把

尿。

李友明坐定后，也喝盅茶，又抽着卷烟，愁眉苦脸地对父亲说：

“爸！这样提心吊胆地天天躲飞机，不是个办法，我看不如去乡下妹妹家住
一阵子好些。”

“我本想今年生意做大点，哪晓得现在兵荒马乱，动不动打警报防空。”大年

丧着脸悲观地又接上说，“友明！过几天你先去友菁家打个招呼，等石桥崽他们
停学后，你两公婆带着小孩子，就去友菁家住一段。”

“我们来守店看家，你和妈都一同去乡下，也难得顺便休息一阵。”友明思考

后说。
“刚才是躲飞机，听说日本崽很快就要进城，还是你们去。我和你妈这把老

骨头啦，就留下来看家吧？哎！”大年说着又叹了口气。
“不过，我看就快过年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过了年再去吧？”友明又三思后

做出这样的回话。

“是呀！马上都快过年啦，好！就按你的意思。”大年也恍然大悟地说。
“好，好！我们要去姑姑家哟，那里我去过，顶好玩。”石桥崽拍着小手高兴

地说。

“我也要去！姑姑家有大把花生、豆子吃。”毛毛崽拖着妈妈的衣裳吵着说。
“好！别吵，烦死了。一起去乡下，你们要听话，不是去做客，也要听姑姑、

姑爷的话，知道吗？”李黄氏抱着春崽起身边说。
“知道啦！知道啦。”石桥崽、毛毛崽几乎同时回妈妈的话。

“爸，妈！我同小孩子先回家，招兰一个人忙不过来。”李黄氏边背起春崽边

说。
“去吧！我也现在回家。”李田氏手牵石桥崽和毛毛崽边走边说。

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是李庆民 （春崽）满周岁的生日。李黄氏大清早起

来，就记住了春崽周岁生日的事，一边做早饭就一边煮好了十几个 “芋头蛋”，

几个小孩都很喜欢吃这种煮蛋，还叫了李友明等会上街买点好菜，以表示对小孩

生日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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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天上午，李大年一家刚吃过早饭，防空报警站的钟声又紧急地敲
响……一阵阵钟声响过后，报警员大声地说：

“日机十二架，向南雄飞来，各民众抓紧时间疏散！疏散！”

李友明、李黄氏和郑招兰背着、抱着、拖着几个小孩子，同左邻右舍一样，

听到警报钟声就拼命地往河南郊区跑去。家里则锁住门。李大年和李田氏又去店

里，不打算躲飞机。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第二次紧急警报的钟声又敲响了，报警员的话声仍在回

荡……天空一阵阵的轰轰声越响越近。

霎时，大家抬头可以看见，驻南雄中央空军二十大队的机群，也一架架地紧
急起飞迎战。

即时，南雄县城的上空，一场空战在激烈地展开着。

几十架敌我双方的飞机在上空隆隆、唬唬地吼叫，哒哒哒的机关枪在不断地

扫射，轰轰轰的炸弹爆炸声也在不时地响着，四处浓烟滚滚，硝烟弥漫，鸡飞狗

叫，一片混乱……

在郊区躲避的人们，这时个个吓得脸变色，心乱跳。有的小孩在哭闹，有的

老人全身颤抖着。大家都蹲、坐在地上，不敢抬头向空瞭望，双手抱着头，脸朝

双膝。有的则喃喃地在祷告：“菩萨要显灵，保佑我家老少平安……”

整个空战大约有十多分钟。由于有我机的及时迎战，日机一边应战，一边不

顾目标地丢下了二十余枚炸弹就匆匆离去。

就这样，南雄县内也死伤了不少人，炸毁了一批房屋和烧毁了大批财物，损

失是相当严重的，情景是十分凄凉的。

我空军飞行员陈其伟，在这次空战中，不幸中弹牺牲，飞机坠毁于迳口。过
了数日县城军民为追悼陈其伟举行了隆重集会。

经过一度的警报、空袭空战之后，南雄县城的街头巷尾，很快呈现出一片兵

荒马乱、生意萧条的景象。街市上虽亦车来人往，但人群里不少是挑着行李或肩
背包袱的，扶老携幼地往乡下逃难。有的还雇有小板车、黄包车甚至汽车，在搬

运家私物品出城。不几天就多数店铺停业关门，一片凄惨。

好不容易拖到年初八的上午，李友明夫妇和郑招兰，带着石桥、毛毛和春崽

三兄弟，也和其他街坊一样，各奔东西南北地逃难。

李友明一家是去乡下友菁妹妹家暂住。这次下乡躲难住多久，友明当然也心
中无数，要观事态的发展。但他估计起码要住几个月。于是，衣物被褥、家杂用

品和一些吃的东西，足足收拾成两担。雇了两个挑夫，又雇了两辆黄包车，带上

这伙小孩子，浩浩荡荡往乡下进发。

去乡下友菁家，不过是十华里路程，大约走了一个多钟点，就到了去友菁家

的岔路口，黄包车进不去，几兄弟只好下车背着或拉着一道步行了。田间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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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一行人走了约十分钟，就来到友菁的家门前。

友菁一家老小和一伙左邻右舍乡亲，早已在门前的晒坪上，个个满脸笑容地

恭候友明兄等家人的到来。

离大门还远，友菁和信友就忙上前，接过哥、嫂手上的东西往家里领，左邻

右舍也给友明等人打招呼或帮牵小孩子进屋。

雇来的两个挑夫，进到友菁家里，放下行李，整好绳索扁担，坐定吃了些花
生、糖果、年货，喝了几杯茶水，就与各主人告辞返城。郑招兰也和各位主人道

别，跟随挑夫一道回城。

原来，前几天李友菁和丈夫刘信友去爸爸家拜年时，得知大哥、大嫂今日会
带这伙小孩子来乡下暂住。

信友的爸爸刘光汉、妈妈刘郑氏和胞弟刘信天等家人，听到这一消息，都很
高兴。几天来，刘信友和家人做了大量的接待准备和安排。友明和家人的生活，

很快得以安置妥帖。

刘光汉是个勤劳厚道的农民，世代在这个村耕田，年岁虽已过花甲，但身体
结实健壮，仍是务农的主力。大儿子刘信友，也是种田的好帮手，读了几年私

塾，文化也不错，多年来除忙种地，又收集烟叶到城里卖，家里需买的东西，也

多半由他操办。所以，他和友明大哥不仅是亲戚关系，也是多年做烟叶生意的伙
伴关系。

友明大哥目前有难处，他决心鼎力相助。自然，刘家和李家的关系，是相当
融洽的，相互都很信赖。

信友的家，虽然离城不远，但村落的几座 “后龙山”上，古树茂密，郁郁葱

葱。房前屋后，各家都种了不少果树杂木和一丛丛竹林，鸟语花香，风景优美。

四周又有不少的鱼塘，众多的鹅、鸭在鱼塘水面上游来游去。这里不仅空气新

鲜，环境优美，自然也可算是防空的好地方。

这个村，百多户人家，大多数是姓刘的。

刘姓家族历来都很团结。各户的房屋是一栋紧接一栋，一排紧靠一排，前后

均有先建和后建的掸花屋寓，左邻右舍的房屋均难以说清，一家人先后建的房屋
都分在前后排。一排排房屋的中间，都有一条长长的共用天井，过道也是共用

的，水井也是共用的，做红白事用的厅堂也是众家的。所以，这里有和睦共处的

好传统，一家有事众家帮的好习惯。

房屋的四周建有三四层楼高，青砖浆砌的坚固碉堡式楼房，随时可派人瞭望

四周动态。不知何时开始，各家还备有鸟枪大刀。

据说，各代兵士都怕进村办公差。无疑，现今许多城里人，投亲靠友，选择
此处防空躲难，和友明一家这样的，还有不少的人家。来这里暂住，备感安全。

一时间，这个村增加了百十个男女老少，特别是城里来的这几十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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