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说
连
载

小
说
连
载

鞠
慧
鞠
慧\\

著著

“黄瓜苗在哪呢？在可心家的大棚里吗？”
“在镇上，有专门养黄瓜苗的大棚呀。整整一

棚，全是绿油油的小苗苗。我们把那些小苗苗买了
来，种在咱家棚里，慢慢地，就开花了，就长出黄瓜
来了呀。”金丽春微笑着，望着女儿花一样的小脸，
心中满满的幸福。

“嗯，真好！”豌豆啪着小手，跳了个高，“等咱家
大棚建好了，种上小苗苗，爸爸就回来了，是吗，妈
妈？”豌豆歪着小脑袋，问。

“对。你先在一边玩，一会我们回家吃饭。”金
丽春说着，又低头干了起来。

“妈妈，告诉你个事，你谁也不能说呀。”豌豆神
秘地凑到金丽春跟前。

金丽春诧异地看着豌豆，点了点头。
豌豆凑到金丽春跟前，对着金丽春的耳朵，轻

声说：“妈妈，奶奶说，你不要我了。”豌豆说着，噘起
了小嘴。

金丽春愣了一下。
“奶奶说，你妈妈让那个大棚把魂勾走了，不要

咱们了。”
金丽春一下把豌豆搂在怀里，放声大笑起来。

从城里回来后，金丽春还从未这样开心地笑过。
晚上，明德来电话，金丽春把大棚的进展情况

跟他说了。
明德说：“丽春，千万别累着。过些日子我就回

去了，等我回去再建也不迟嘛。”
金丽春说：“那可不行。晚几个月，就晚一季

呢。等你回来的时候，咱家棚里的黄瓜该上市了。
你回来了，就每天往镇上的批发市场上运黄瓜吧。
大力家就是这样的，每天早晨都往批发市场上运黄
瓜。你猜小丽咋说，她说，大力每天拉出去一车黄
瓜，换回来一个汽车轱辘。”

“汽车轱辘？”明德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他
说，“哦，那么厉害呀！”

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每次打电话，金丽春都
觉得跟明德没什么话可说了。通话中，经常会有或
短或长的空白。这次，他们却说了很多话，大都是
和大棚有关的。这中间很少有停顿和沉默。若不
是明德说那边有人找他，也许他们还要一直说下
去。

大棚的墙体垒好了，一道道铁丝也拉上了。金
丽春又找人把电拉了过来。因为和大力家的棚离
的不远，接电也容易。镇上正鼓励滩里建大棚，村
干部正愁着完不成任务呢。村里领导见金丽春家
建起了大棚，很高兴。能帮忙的，村里就尽力帮着
做。

黄瓜苗也订好了。前几天下了一场透地雨，只
等墒情合适了，就把瓜苗运过来栽种上。

马车在滩里胡乱转着转着，不定啥时就转到这
里来。反正他平时也没什么事，就是曲着条胳膊，
到处瞎转。转到有年轻女人的地方，就或咸或淡地
聊一阵子。庄稼长起来的季节，他有时会顺便跟那
个女人钻进玉米地或棉花地里，完事了，身上的土
都懒得拍一下，就又朝别处转去。

不知马车是真的想改邪归正了，还是怵了金丽
春，或者是根本就不打算在金丽春身上浪费时间
了，反正他没有再对金丽春有什么非分的言行。马
车转到金丽春的大棚跟前的时候，会停下来，有时
问问建大棚或种黄瓜的事，有时又会问金丽春有没
有帮他物色到合适的女人。他说他想成家了，做梦
都想有自己的老婆孩子。

金丽春应着，答应有合适的一定帮他介绍。
在苇子圈，上了年纪的人都骂马车是祸害，没

人愿跟他说话。开始的时候，马车见了滩里的老人
们，也想主动说点什么，毕竟祖祖辈辈都在这滩里
住着，坐下来论论，都是亲戚连着亲戚的。但老人
们不愿理他，马车的笑脸刚送到半路上，老人就转
过了脸，背过了身，有时，还转头冲地上狠狠地吐上

两口。马车脸上准备好了的笑，便猛地停在半路
上，凝固了，然后“啪”地落在了地上。

马车碰了几次壁后，就不再尝试跟老人们招
呼。开始时，对面遇到有老人走来，或者街上有老
人在聊天，他会转个弯，避开。后来他不避了，越是
有老人的地方，他越是往那里走，曲着那条残了的
胳膊，眼睛望着天上的某一个地方，目不斜视地从
老人跟前走过。没有了与老人们的寒暄，马车的精
力，便都用在了与滩里那些留守女人的周旋上。

有时，马车也会失踪几天，等再回来的时候，他
对那些年轻女人们说，他是到城里去问他的案子去
了。他很理直气壮地说，当时我是摔倒了，可是那
个城管不在我胳膊上踩一脚，我胳膊会断？早晚我
要找出那个人，让他陪我的胳膊。越是县里开两会
的时候，马车越去上访。他不只去县里上访，也去
镇上。手里偶尔有几个钱的时候，还会跑到省城去
上访。

金丽春也很瞧不起马车，但毕竟在一个村里
住着，又是同学。自从马车表示想找个媳妇，好
好过日子后，金丽春也真想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女
人，成个家。马车年龄也不小了，总不能一直就
这样瞎混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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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消息像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人们从
各个角落涌出，向街上奔走，向广场奔走。日本投降了！’没有话比
这更动人，更美丽。有人在点燃火把，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
把来了。”这是诗人艾青发表在 1945年8月14日《解放日报》上的《人
民的狂欢节》中的诗句。

1945年8月10日晚，延安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接到日本向同
盟国乞降的消息，新华社的窑洞里一片沸腾，他们立即将胜利的消
息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时任《诗刊》主编的艾青也是在第
一二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心情非常激动，连夜写出了诗歌《人民的
狂欢节》。

1945年8月15日晚，延安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灯火辉煌，
欢呼声此起彼伏。霎时 ，鼓乐喧天，无数火炬照亮不了巍巍宝塔山
和波光粼粼的延河水。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
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人群中一个卖水果的商贩情不自
禁地跳了起来，把筐中的水果抛向空中，大声喊道：“不要钱的胜利
果，请大家自由吃呀！”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天晚上，延安的灯
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人民庆祝胜利的狂欢情景感染了
作家萧三他在《延安狂欢夜》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我还守着一盏
残灯，山沟里死一般地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梦
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
男女老少涌出窑洞。延河两岸岗山，野火漫天通红。……人似潮水
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
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你给他钱——无
论如何不要。叫喊中间一声特别嘹亮：‘日本要求无条件投降！’人
们觉得自己的血在沸腾，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

那段时间，《解放日报》副刊连续几天刊登了庆祝抗战胜利的诗
歌，如发表在 1945 年 8 月 19 日《解放日报》上鲁藜写的《黎明的信
号》：“啊！兄弟们，姐妹们，让我们紧紧拥抱，让我们热烈的相爱，让
我们生命溶结在一起，让我们举起这生命的火把，更高地举起这血
的火把。更高哟，更高哟，向天上，向天上，把红色的太阳点燃起
来。”炽热如火，热情浪漫，情景交融。作家萧军在看到人民狂欢的
情景时，更显得理智，想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会发动内战，抢夺胜
利果实，提醒人民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
胜利成果。他在《胜利到来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一诗中写道：

“同志们，全中国的人民们，我向你们说——这胜利的果实，是我们
底（的）啊，只有我们才是它底真正主人，绝不是狼底（的）所有！从
战场上还不要缩回我们战斗（的）臂膀吧！” （摘自《今晚报》）

延安这样
庆祝日本投降 中国之外，世界上与周恩来最有缘分的土地

恐怕就是欧洲。青年时期，他不仅赴法旅居两
年，还周游英国和德国。在欧洲，他不仅成长为
革命家，更成长为外交家。也许，与西欧国家发
展外交关系，是周恩来最得心应手的业务之一。

“出些难题拖延时日”
铁幕垂下后，世界表面分裂为美苏为首的两大

阵营，其实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坐西方阵营第
二把交椅的英国就对美国明确表示，要在“门内留
着一只脚”，荷兰、比利时也赞同英国的意见。
1949 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天，英
国政府就提议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正常来讲，一个新生政权最需要的就是世界
各国的承认。但毛泽东坚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
客”，中国外交第一要务是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
关系，不要让那些“急于钻进来”的帝国主义国家
占据主动。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电告刘少奇、周
恩来：“出些难题拖延时日。”

在“出些难题”思想指导下，中方在联合国
席位、英国与中国台湾关系、国民党在港财产
等问题上寸步不让，与奉行实用外交的英国僵
持不下，一直拖到了朝鲜战争爆发，“一边倒”
政策已成定局，中英谈判只能止步。但两国仍
然保持非正式的外交关系。

发展“中间地带”
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在正式场合提出中国

外交要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阶段，现在
要走出去”，发展的空间就是“中间地带”。所谓
中间地带，既包括亚非拉，也包括以欧洲为代表
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960 和 1961 年，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两
次访问中国，与毛泽东相谈甚欢。在周恩来安排
下，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多
次会面，还参观了许多不对外国人开放的中国城
市。蒙哥马利回欧洲后去法国拜访戴高乐，建议
他有必要与中国发展关系，如有可能，还要建立
正常的外交关系。

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富尔以戴高乐密使

的身份访问中国，行前，戴高乐专程会见富尔委以
重托。戴高乐让富尔去跟中国主要领导人接触，但
是强调不能先提出建交，一定要让中方先提。

富尔见到周恩来，跟这位曾经的留法学生说
了一句明知故问的话：“你是否去过巴黎？”周恩
来知道对方的意思，不动声色地说：“是啊，40多
年前的事了。 ”富尔接着说：“是时候再到巴黎
了。”强烈暗示周恩来，你来法国访问吧，咱们建
交吧。

中国对西欧一直以来奉行的是毛泽东多次强
调的不主动政策，周恩来也不捅破窗户纸，吊足了法
国人的胃口。其实，中方也做足了暗示，富尔以私人
身份访华，周恩来却安排他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最
后，还是富尔忍不住先将戴高乐亲笔书信交出，正式
提出想建交。

与施罗德谈了5个小时
西欧国家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最疏远

的恐怕就是西德，法国与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
变，促使务实的西德人后来居上，进军东方。

原西德外长施罗德首先放出试探气球，周恩
来建议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访华。1972
年7月，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

施罗德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
周恩来很擅长运用生活经历拉近宾主距离，他谈
起自己50年前居住在柏林康宁大街，是一个位于
第五层楼的单间屋子，没有电梯，附近有湖。

他还提起了“柯尼斯堡”，说“我从未用过加
里宁格勒这个名字，将来也不会用”。柯尼斯
堡曾是西德人甚为骄傲的文化古城，原普鲁士
公国首府，哲学家康德的出生地。二战后这座
城市被苏联占领，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柯尼斯
堡”成为德国人心头之痛。这个禁忌之名从中
国总理的口中说出来，令西德媒体大为感动。
施罗德说：“我是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
论德国，这就是这次交谈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西德签署建交联合
公报。在此前后，中国与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
利时、冰岛等欧洲国家建交，并与英国结束半外交
关系正式互派大使。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周恩来攻克“中国地带”欧洲

特朗普支持者于1月6日攻占美国国会大厦的场景震惊全
世界。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治争斗中最激烈的场面之一，但远
非美国国会大厦首次遭到暴力威胁。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
国会大厦曾经不止一次遭遇过各种袭击。

1814：英军报复之火
1812年，美国抓住欧洲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机会，发动入侵加

拿大的战争。当时，英国深陷欧洲战场无法提供给加拿大有力
支持，美国很快攻入加拿大，甚至一度攻占首府多伦多，放火烧
毁当地议会与民房、抢走执政权杖，最重要的是还带走了英国在
加拿大的标志——金狮子。

狮子可是大英帝国的图腾，英国皇家徽章上就采用金狮子
和独角兽的图案，是可忍孰不可忍！没过两年，英军在莱比锡战
役终结了拿破仑百战百胜的神话。腾出手来的英国人，在1814
年发动了对美国的反攻。

在当年8月为阻止英军向华盛顿推进而爆发的布莱登斯堡
之战中，8000名美国民兵硬是没打过2000人的英国远征军。美
军四下溃散，一场团级规模战斗的失败，就此决定美国首都的命
运。

1814 年 8 月 24 日，满怀复仇情绪的英国军队占领了华盛
顿。为报复美军先前在多伦多抢劫放火的行为，英军指挥官对
英国皇家工兵团下令，焚毁美国首都的公共建筑，包括美国总统
大厦（那时候还不叫白宫）、国会大厦、财政部和船坞等，都在焚
毁之列。

国会是从南侧被点燃的。杰弗逊总统退职时曾把自己的3000
册图书捐赠给国会，并建立了图书馆，如今它们成为最好的助燃
物，烈焰冲天，火灾很快就发展到了国会大厦北侧。好在英军对华
盛顿的占领只持续了26个小时，两天后，一场暴雨阻止了国会大厦
的彻底毁灭。大火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被烧的华盛顿建筑很多
没有倒塌，经评估后认为修复比新建要便宜得多。总统麦迪逊返
回华盛顿，很快便拨款50万美元，重修国会大厦等建筑。

1814年这场大火，是美国自独立以来至今，第一次也是唯一
一次首都被占领，而且国会大厦等主要建筑惨遭焚烧。在英国
人的心里，历史的这一页也没有翻过去。2014年英国驻美大使
还举办了一个“庆祝火烧白宫200年”的活动，并称目的是“纪念
英美两国200年的和平友谊”。这一番神逻辑自然引发了不少美
国网友的白眼。

1954：国会大厦的枪声
1954年3月1日，4名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策划并实施了美

国国会大厦枪击案。领导这次袭击的，是波多黎各一名女裁缝
洛丽塔·勒布朗。波多黎各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自治
邦，距离迈阿密大约1000英里。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时，美国控
制这里，并镇压了波多黎各民族解放运动。1937年，波多黎各庞
塞市举行争取独立的示威游行群众，那一年洛丽塔刚刚18岁，她
亲眼看见美军对游行群众的大屠杀，仇恨的种子因此深深埋下。

愤怒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诉求非常直白，他们要求波多黎各独立。因
为波多黎各人虽然是美国公民身份，但不能投票选举总统，也不能推举在国会
中有投票权的代表。1950年，美军再次武力镇压了当地民众的独立运动。彻
底对美国失望的部分激进分子决定对美国国会大厦这个标榜“自由和正义”的
地方发动袭击。他们以访客名义混进国会众议院，随后扬起波多黎各旗帜，高
喊“自由波多黎各”，并向议员们连开了大约30枪，造成5名国会议员受伤。洛
丽塔·勒布朗被捕时高喊：“我不是来杀人的，我是来为波多黎各而死的！”

在这起枪击案中，4名波多黎各枪手被判入狱，其中勒布朗被判处50年
徒刑，而其余3名男子则因谋杀未遂和其他指控，被判处75年监禁。1977
年，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为了弥合矛盾，为他们4人减了一次刑，并在
1979年赦免了另外3名从犯。

枪击案的最后一名成员米兰达于2020年3月去世。他终其一生为波多
黎各的独立而奋斗。2016年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 62年后，我不后悔。”

爆炸、枪击和斗殴不断
美国国会大厦遭遇的危机远不止这些。在200多年的历史上，围绕它

的爆炸、枪击事件足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内部也不乏议员之间的激
烈斗殴。

国会大厦见证了美国历史上首次有人企图暗杀总统。1835年，时任总
统杰克逊参加完一名国会议员葬礼，打算从国会大厦离开时，英国移民、失
业油漆工理查德·劳伦斯突然冲他开枪，幸运的是攻击者的手枪突然哑火，
当他又用第2把手枪开火时，却没有击中目标，刺杀失败的袭击者，最终被
周围人扑倒。

国会大厦内部也曾经上演过议员之间的“全武行”。1856 年，废奴主
义者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发表了一次批评奴隶制的演讲后，遭到了南卡
罗来纳州参议员布鲁克斯的毒打。萨姆纳被打成重伤，直到 3 年后才完
全康复，布鲁克斯因此引咎辞职。1860 年，支持奴隶制的国会议员用手
枪和棍子，威胁反对奴隶制的国会议员……据不完全统计，国会大厦先后
见证了70多起议员之间的暴力斗殴事件。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议员们
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武德充沛”。

爆炸案也时常和国会大厦结缘。一战爆发的第二年，1915年7月4日，
哈佛大学前德语教授埃里希·曼特（德裔），在美国会参议院接待室引爆了3
根雷管，好在事发时已是午夜，当时周围没有人、并未造成伤亡。他后来解
释称，尽管当时美国官方对欧洲战场保持中立，但美国金融家暗地里援助
英国，他对此感到难以控制的愤怒。

50多年后，1971年3月1日，“地下气象员”组织为抗议美国对老挝的轰
炸，在国会参议院一楼洗手间引爆定时炸弹；1983年5月19日，一枚炸弹在
参议院走廊爆炸，事后7名的“抵抗阴谋组织”成员被捕，他们声称是为反对
美国在格林纳达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两次爆炸案都没有造成伤亡，但
导致了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美国国会大厦内外的枪击案，更是屡见不鲜。1998年，武装袭击者小
拉塞尔·尤金·韦斯顿冲过美国国会大厦安检，冲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
姆·德雷的办公室。他先后打死了2名国会警察。幸亏警员吉布森临死前
拼死还击，打伤了韦斯顿，阻止了他继续行凶。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攻陷国会大厦”标志着美国国内族群
撕裂达到新的高峰。诚如美联社所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袭击事件，也在不
断嘲讽着美国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主席台上的题词——“联邦、正义、宽
容、自由、和平”。 （摘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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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
江。”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
师横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
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渡江战役前线，人民解放军第30军
文工团团长胡士平，给家中父母兄弟写下
了多封战地家书，以说家常的方式记录着
自己在渡江战役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实际上，彻底粉碎“长江天险不可逾
越”的神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
在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都有详尽的描
述。与众多渡江战役题材作品不同的
是，胡士平的这些家书亲切流畅，情节生
动，十分感人，既是书信，又像纪实文学
作品。人民解放军战士既是伟大的，亦
是朴素的。七十多年后展信再读，其中
记录的历史细节依然让人感动。

以下为家书原文节选：
“弟弟，十一年了，自我离家那一天

起，就有坚强的信念，总有一天会回来
的！现在是回来了，这能不使人兴奋么！

……
昨晚我们渡江的路线走经六洲向南，

六洲离家只有五里路吧。当时我想，这个
时候，我突然到了家里，家里一定不认识
我了（你也不认识），会把我当做一个解放
军同志招待。可是，当一旦知道是我回来
了，家里一定欢喜死了。母亲也许会流
泪，然而我没有突然回家。妈妈要是知道
我离家五里路不回家，一定会骂我“不肖
子孙”吧。

……
现在我想问你，昨天晚上你和妈妈

都做些什么？门前的大路上是否也有
解 放 军 过 ？ 你 和 妈 妈 在 门 前 看 队 伍
吗？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在那样长行列
里找出你的哥哥、妈妈的儿子呢？（如
果）你们没有找到，你们（会）失望的
（地）回到房子里，对着油灯谈起我来，
或者师成、师树、受华……”

胡士平，1924 年 3 月出生于安徽省
无为县一个革命家庭。解放战争中，他
先后担任新四军二师文工团政治指导
员、苏北淮海分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华东
十二纵队文工团音乐教员。渡江战役时

任解放军第30军文工团团长。
在书信中，胡士平将这次南下渡江解

放江南，称为南征。因此将这一段时间的
信件起名为“南征记”。他写道：“这次我
们南下，是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路程的。”

1949 年 3 月 10 日，胡士平等人从徐
州以南宿县以北的赵小庄出发。出发
之前的 9 日晚上，庄里的群众为战士们
召开了一个欢送会。在欢送会上，群众
送给战士们三面红旗，祝他们打到江南
去。为此，胡士平专门写了一支《辞别
歌》：“老乡们，再见吧！老乡们，别送
了。你们的心意，我们知道；你们的话，
我们已记牢！决心打到江南去，不怕路

途远。长江的水温暖，水温暖；我们一
定坚决打过去，把江南的兄弟都解放
……”

10日早晨，当地群众放鞭炮，洒泪送
行。面对如此情景，胡士平在信中感叹：

“在这种场合下，谁能不感动呢！所以在
以后的十天行军中，同志们在雨里、在泥
里、在病中都熬过去了。我们没有辜负人
民的热情啊！”

群众的热情支持为人民解放军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渡江战役前，国
民党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将沿江的船抢
的抢、砸的砸，但群众纷纷将船藏了起
来。于是，当战争开始后，内河和内湖的

群众，纷纷从芦苇荡里驶出上万条隐藏下
来的大大小小的船只，场面蔚为壮观。以
至国民党后来也没搞清楚，解放军的船是
从哪里“冒”出来的。

为了支援渡江战役，苏北、皖北、中原
地区的群众几乎全员出动，倾力奉献，给
渡江大军筹粮草、送船只、献牛马、出民
工、上战场，做了大量支前工作。总计筹
粮30多万斤，筹草50多万担，贡献木料、
毛竹、门板各5000多条块，还有棉絮4000
多斤，基本上做到了应征即征，应有尽
有。大至百万民工大支前，小至每一次送
行，军民之关系密切如鱼水，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

就这样，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4 月
21日，成千上万只木船以排山倒海之势，
浩浩荡荡横渡长江，解放军迅速突破了国
民党的长江防线。4月22日，胡士平和战
友们又激动又兴奋，他写道：“今天，是我
们伟大的行动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们渡江了。”当天晚上吃的是鱼，大家愉
快极了，“这鱼就是长江的鱼吧”，“如果明
天再吃鱼的话，那是在大江以南去了”。

4月23日，胡士平一行渡过了长江，
“在太阳刚露红的时候，我们安全的（地）
到达了南岸。江南的大地苏醒了。现在
我住在渡口的第一个村庄上”。渡江部队
登岸后，当地老百姓又为战士们腾房子、
送食物、准备生活用品。虽然一夜未合
眼，大家都疲劳得很，脸上都呈现着黄白
色，肚子也饿了。要是在平时，这种时候
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可是由于兴奋、激
动，战士们都和乡亲们攀谈起来。

胡士平在信中回忆了自己和一位老妈
妈的交谈：“一位老太太是这样告诉我廿日
夜我军渡口的情形的：大炮一响，我就知道
是你们打过来了，因为他们没有炮啊。我
们老百姓都不敢睡了，都爬起来看。一会
子功夫，后面一团火，你们就过来了。有一
队人到了庄上问我们：‘什么人’。我说‘老
百姓’。他说‘大妈妈不要怕’。我心里想，
怎么这样和气，真是我们自己的人回来
了！”可以看出，对于解放军的到来，当地民
众“其兴奋、渴望的情绪，是难以笔述的”。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渡江那一夜：一组家书中的渡江战役细节

渡江战役结束后，胡士平将自己的家书整理为长达40页的《渡江日记》，现为
国家一级文物。（渡江胜利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