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5年7月，文学泰斗郭沫若，登
临具有“天下第一山”之誉的井冈山
后，来到吉安，不由诗兴大发，挥笔留
下一首墨宝《宿吉安》，诗曰：“面对白
鹭洲，葱茏树木稠。无心寻古迹，有意
浴中流。泰岱小天下，海洋容细沤。井
冈山下后，万岭不思游。”

郭沫若祖籍“天下秀”的峨眉山
脚下的大渡河和雅砻江边。大渡河古
名“沫水”，是岷江最大的支流；雅砻江
又名“若水”，也是岷江的一条支流。郭
老名“沫若”，是对家乡两条江的纪念
和怀念。郭老一生不知游过多少名山
大川，又曾东渡扶桑，登过富士山，为
什么到了吉安白鹭洲，就“万岭不思
游”了呢？郭老的墨宝碑就坐落在赣
江边。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下，沿着美
丽的赣江步道散步，我不由地陷入了
沉思。

我觉得，首先是白鹭洲独特的自
然环境令郭老心旷神怡。白鹭洲是赣
江中间的一座小岛，地势北高南低，
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窄不一，约
在80—150米。全岛花草如茵，绿树葱
茏，白鹭洲中学就若隐若现在翠竹绿
树之中。身处白鹭洲，远看有螺子
山、青原山、神冈山三山怀抱，近
看有轮船、客轮、渔船穿梭而过。
朝看红日，天空和水面双轮东升；
晚霞夕照，白鹭鸣叫，鸟雀归巢，
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景
象。仿佛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
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名句，是
专为白鹭洲所写的。钟爱祖国山水
的郭沫若，抵达吉安白鹭洲时，已
是黄昏，看到有人在夕照美景中游
泳的情景，不由地生发出“到中流
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感慨
道“白鹭洲葱茏可爱”！

其次，是郭老对素有“江南望郡”
“文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吉安心驰神
往。吉安，古称庐陵，自古人文荟萃、人
才辈出，曾涌现过唐宋八大家的欧阳
修、“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抗金名将胡
铨、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等一大批彪
炳史册的仁人志士。南宋淳祐元年
（1241年），吉州知军江万里创办白鹭
洲书院，以“敦教化、兴理学、明节义、
育人才”为办学宗旨，培养兴邦治国
人才。文天祥是白鹭洲书院培养出的
第一名状元。1275年，元兵进逼南宋
都城临安，文天祥应诏勤王，散尽家
财为军资，募勤王军万余人入卫临
安。1277年进兵江西，被元军所败，其
妻子儿女也被俘虏。1278年，文天祥
率军在广东五坡岭与元军激战，兵败
被俘，被押解元大都途中，囚禁船路
经零丁洋时，文天祥以诗明志，写下
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千古名句，也展现了历代仁人
志士为国家兴亡、民族命运而视死如
归的凛然正气！

如果说，文天祥是从白鹭洲书院
走出的民族英雄，是那个时代的骄
傲，那么，从白鹭洲中学走出的曾
延生烈士，则是参加过八一南昌起
义、大革命期吉安人民的英雄和骄
傲！曾延生 （1897-1928），吉安县
永和镇锦源村人，早年曾在白鹭洲
中学读书，师范毕业后又受聘于白
鹭洲中学任教，深受文天祥等先贤
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期间，他与

江西早期革命活动家罗石冰一起，组
织吉安学界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驱
逐贪污腐败的校长和县教育局局长。
后只身前往上海，探求革命真理，曾
聆听过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张太
雷等共产党人的授课，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25年初，他参与领导上海
日商纱厂“二月罢工”，并结识进步女
工蒋竟英，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为终
生伴侣。

上海五卅惨案后，曾延生受党组
织的指派，携妻子回到南昌和吉安等
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动工人罢工、学
生罢课、商界罢市，支持上海工人阶
级的斗争，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
民。曾延生曾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
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长、代理委员
长，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起义革命委
员会粮秣委员会委员，积极为部队筹
集粮草，并随军南下。起义部队在广
东潮汕失利后，曾延生奉命返回江
西，参与策划赣南的“万安暴动”。一时
间，赣县的大埠、南康的潭口、于都的
里仁、桥头和信丰等地的农民暴动，
犹如烈火燎原之势熊熊燃烧起来。时
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的曾延生，赤胆
忠心，一身是胆，他和夫人化装成少
校军官和军官夫人，冒着白色恐怖走
进了赣州城。1928年 3月 23日，由于
叛徒告密，正在秘密开会的曾延生夫
妇和赣南特委的 13名同志，不幸被
捕。国民党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听
说抓住了曾延生，欣喜若狂。但曾延
生的理想信念坚如磐石，敌人的严刑
拷打撬不开他的嘴，高官厚禄的诱惑
打不动他的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
注入他的灵魂。丧心病狂的敌人亮出
了屠刀。曾延生、蒋竟英夫妻慷慨同
赴死，碧血丹心赣州城。“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
党万岁！”是他们留给旧世界的最后
呼喊……

民族英雄文天祥“成仁取义”之
气节，中共江西早期领导人曾延生为
理想信念不畏牺牲之精神，是一脉相
承、世代相传的。革命家的心是息息
相通的。我猜想，吸引文学泰斗郭沫
若到白鹭洲后“万岭不思游”的缘由，
就是因为郭老敬仰吉安仁人志士、先
烈先辈们“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理念，
以及白鹭洲书院创办700多年来所培
育的自强不息、前仆后继的民族精神
吧！

白鹭洲的骄傲
张锡杰

自古英雄出少年。回顾历史，许多
少年英雄为中国革命胜利、抗日战争胜
利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小英雄们的
故事被改编成电影、歌曲和文学作品等，
被广为传颂、经久不衰。今天，让我们一
起重温那些少年的英雄故事。

放牛娃王二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
知哪儿去了……”这首广为传唱的《歌
唱二小放牛郎》，讲述的就是小英雄王二
小的故事。

王二小，河北省涞源县人，晋察冀
边区儿童团团员。1942年，来扫荡的日
军迷了路，看到当时在山坡上放牛的王
二小，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作听话的样
子走在前面，为保护转移乡亲们，把敌人
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气急败坏的敌
人用刺刀将王二小残忍杀害。王二小英
勇牺牲，年仅13岁。

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战士方冰和劫
夫知道王二小的事迹后，创作了《歌唱二
小放牛郎》。这首歌曲在2015年入选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我最喜
爱的十大抗战歌曲”。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

刘胡兰，1932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
文水县，8岁上村小学，10岁参加儿童
团，1946年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
区，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刘胡兰却主动要
求留下，与武工队一起坚持斗争。1947
年1月，因叛徒告密，刘胡兰被捕。面对
敌人的威逼利诱，刘胡兰不为所动。亲眼
见到6人被铡，刘胡兰怒问一声“我咋个
死法”之后慷慨就义，牺牲时尚未满15
周岁。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
两天刊登消息，使刘胡兰的名字响彻华
北大地。随后，毛泽东为她亲笔题词：“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牺牲半年后，
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
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
式党员。

小萝卜头宋振中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1941年出生
于江苏邳县。

1941年底，年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
跟随母亲一起被捕入狱。由于严重缺乏
营养、发育不良，宋振中头大身小，被狱
友们戏称为“小萝卜头”。

6岁时，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经过狱
友集体绝食争取，小萝卜头才得到了一
个学习的机会，但只能在监狱里上课。父
亲将一根树枝在地上磨尖，给他当笔；母
亲撕下一块棉花，用火烧焦后兑上水，给
他当墨汁……

1949年9月，小萝卜头被敌人残忍
杀害，牺牲时年仅8岁，是中国年龄最小
的烈士。当狱友找到他时，他的手里还紧
紧握着一个铅笔头。

儿童团团长王璞

王璞，也被称作王朴，1929年出生
在河北省完县。

王璞从小就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
作，11岁时，王璞被推选为村儿童团团
长，带领本村儿童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
信带路。1943年5月，面对穷凶极恶的日
军，他始终不肯透露八路军枪支、弹药等
物资的隐藏地点，最终被敌人残忍枪杀，

年仅14岁。
为了纪念王璞，晋察冀边区政府授

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
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
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送鸡毛信的海娃

上世纪50年代，一部《鸡毛信》让海
娃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英雄。这是新中国
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少年儿童在抗
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电影，也是
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电影。

12岁的海娃是龙门村儿童团团长，
接到民兵中队长让他送鸡毛信的紧急
任务后，海娃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程。在
送信路上，面对敌人的搜查，海娃灵机一
动将鸡毛信绑在了一只羊的尾巴下面，
瞒过了敌人。趁敌人熟睡，海娃夜里偷偷
从敌人阵营逃了出来。又经过几番曲折
和跋涉，终于将信安全送到了八路军张
连长手中。

小兵张嘎

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张嘎，也是一
个家喻户晓的小英雄。抗日战争时期，生
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
相依为命。在鬼子的一次扫荡中，嘎子的
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鬼子打死，八路军
侦察连连长钟亮也被鬼子抓走了。

为了替奶奶报仇并救出老钟叔，嘎
子历经艰险，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
侦察员。经过种种误会和巧合，以嘎子为
首的孩子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一举歼
灭了敌人。

“闪闪的红星”潘冬子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
怀……”每当这激昂的旋律响起，人们
总会想起那个头戴红星八角帽、浓眉大
眼、机智过人的潘冬子。上世纪70年代，
电影《闪闪的红星》让小交通员潘冬子红
遍大江南北。

潘冬子的爸爸是一名光荣的红军
战士，妈妈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10岁
的潘冬子发誓要为妈妈报仇。怀着这个
心愿，潘冬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险为
游击队送盐、送信，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
磨练自己，终于戴上了闪闪的红星，加入
了红军的行列，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
战士。直到今天，潘冬子仍然是对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旗帜。

小英雄雨来

小说作者管桦以自己小时候参加
抗战的经历为背景，创作了以雨来为主
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新中国成立
后，这篇小说改名为《小英雄雨来》，并被
选进了语文课本。

雨来生活在晋察冀边区北部的芦
花村，擅长游泳。在一次敌人扫荡中，为
了保护交通员李大叔，面对敌人的引诱
和严刑拷打，雨来宁死不屈。敌人气得暴
跳如雷，要把雨来拉到河边枪毙。

敌人走后，乡亲们来到河边寻找雨
来，发现雨来没有死。原来他趁敌人不备
跳进了河里，敌人冲河里开枪时，雨来早
就从水底游到远处了。

结语：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承载着
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与牺牲。这些少年英
雄，无论是真实人物还是艺术形象，都浓
缩着少年儿童爱国爱党、坚强不屈的精
神。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天的小小少年，
更要传承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增添荣光。

缅怀少年英雄
感受红色基因的力量

刘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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