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帝
国主义一直是我们的凶恶敌
人。它多次挑起事端，侵我国
土，掠我财产，杀我同胞。尤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的那场
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给我国
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国人留
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山东是遭受日本侵略的重
灾区，日军的暴行深刻在人们
心中，永记难忘。在山东农村的
老一辈人中，至今还传唱着一
些抗日歌谣。他们借此重温历
史，更加珍惜今天；也用它来教
育后代，永远不忘国耻……

在传唱的歌谣中，有一部
分是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
行的。如流传在平邑县的一首

《日本鬼子来扫荡》这样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年，日本鬼

进中国已经好几年。
霸占我土地修据点，州城

府县都侵占，到处百姓不得安。
二月里来龙抬头，日寇驱

赶咱百姓做马牛。
修碉堡，挖河沟，挨打挨骂

气受够，苦日子无尽头。
三月里来是清明，日本鬼

子捉壮丁。
年轻小伙都捉去，装上火

车运关东，强迫做苦工。
四月里来四月八，鬼子汉

奸兽性发。
进攻咱们根据地，奸淫抢

掠又烧杀，老百姓恨得咬碎牙！
到处烧杀掳掠，强拉壮丁，

霸占土地，奴役百姓……这就
是日本侵略者鼓吹的“中日亲
善”、“共存共荣”！然而谎言掩
盖不了铁的事实。日军的侵略
罪行和残暴统治，激起了中国
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烽火燃
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山东
根据地的军民，也展开了轰轰
烈烈的反扫荡运动。有一首《大
家起来反扫荡》，再现了当时反
扫荡的情景：

鬼子奸淫又烧杀，大家起
来反扫荡。

放下锄头拿起枪，武装起

来上战场。
战战战，保家乡，敌人来了

莫惊慌。
地雷埋设好，庄庄都打枪。
遍地摆开麻雀战，布下天

罗地网！
鬼子实行“三光”，我们就

全民武装；鬼子大规模扫荡，我
们就布下天罗地网！我们中国
人是不会屈服于他们的淫威
的。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山东
人民齐心协力，为抗战做出巨
大贡献。他们不但在后方筹粮
食，抬伤员，运物资，积极支援
前线；青壮年还踊跃报名参军，
奔赴杀敌战场。一时间，父母送
子当兵，妻子送夫参军，夫妻同
赴战场，蔚然成风，涌现出无数
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有一首

《爸爸抗日在前线》，以孩子的
口气，道出爸爸、妈妈分别在前
线和后方共同抗日的情景：

爸爸抗日在前线，妈妈后
方忙支前。

为了不当亡国奴，坚决保
卫好家园。

爸爸英勇拔据点，妈妈巧
妙除汉奸。

为了民族得解放，父母热
血染青山。

还有一首流传在莱阳一带
的民歌《劝郎参军》，是妻子动
员丈夫上前线打鬼子的，读来
十分感人：

灯儿闪又闪，月牙弯又弯，
尊声郎君细听小妹言：

你今去抗日，我在家种田，
二老父母不用你挂念，请把心
放宽。

抗战要坚决，杀敌要勇敢，
八路军个个都是英雄汉，人人
都喜欢。

抗日你就走，别呆在家园，
现在时代斗争最为先，何况是
男子汉。

虽是新婚夫妻，但妻子却
能深明大义，以国家利益为重，
情深意长地动员丈夫上前线杀
敌立功，不要挂念家中。她这种
舍小家为大家的崇高精神和高
尚人格，正是根据地广大妇女
的真实写照。

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
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喜
讯，令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抗日
根据地的人民更是欢欣鼓舞。人
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欢庆胜利的
歌谣，一些孩子也兴高采烈地拍
手高唱《日本鬼死净了》：

喔喔喔，天明了，日本鬼死
净了。

喔喔喔，天亮了，中国打了
胜仗了。

喔喔喔，天黑了，日本鬼伸
腿了……

以上民谣，虽然简单、粗糙，
但却真挚、质朴、爱憎分明。它真
实地再现了历史，表达了民意，也
彰显了我们民族的凛然正气，至
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以血的教
训告诉我们：侵略者的本性是不
会轻易改变的，任何对灾难的遗
忘和对伪善的轻信都可能招致悲
剧重演。尤其在侵略者从不自省、
屠刀在握的情况下，那种不要赔
款、不念旧恶的“大度”和“你有狼
牙棒，我有天灵盖”式的自负，只
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乡间犹闻抗日歌

有了问茶齐鲁的念头，就
回家寻找那棵曾经伴着我们
成长的老茶树。可惜，老茶树
没有了，老茶树的主人也于今
年初以89岁高龄仙逝客乡。我
自唏嘘，村里唯一了解这棵老
茶树身世、讲得出老茶树的一
些故事的人，走了。感叹树与
人生之息息相通，老人身后无
嗣，前几年老伴去世以后就收
拾了全部家当，去了小时候曾
经跟他一起生活过的妻妹之
子在黑龙江绥化的家。老人离
家之后，老茶树也日渐枯萎，
慢慢折枝而逝，连一丝的根系
都没有留下。

我问了几位村里80岁以上
的老人，他们都说从记事起就
看见这棵老茶树，那时候就比
碗口粗了。茶树长得慢，尤其在
山东这个地方，每年的生长期
相对较短，长得就更慢。老人们
判断，碗口粗的茶树至少需要
100年的生长期，到现在大概有
200年。

时间由此推到200年前的
一桩与茶树的历史相关的所
谓公案。1824年驻印度的英国
少校布鲁士在印度阿萨姆省
沙地耶意外发现了野生茶树，

无知者无畏的英国上校把这
一所谓发现传播出去，包括英
国在内的欧洲、美洲的一些茶
叶研究专家据此臆测，茶叶的
原产地不是在中国，从此国际
茶叶界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
关于茶树原产地之争。《阿萨
姆 的 茶树》的 作 者 贝 尔 登 ，

《茶叶指南》的作者布莱克，
这两个固执的英国佬坚决主
张茶叶的原产地在印度。美国
人乌克斯也跟着瞎掺和，在他
写的《茶叶全书》中，像和事
老一样的抛出茶叶的原产地
在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国云南
以及与之相邻的缅甸、泰国、
印度支那等国家和地区。

这样的谬论一直毫无阻
挡、漫无边际地传播了近百
年。谬误重复一百遍会成为真
理，传播一百年，小溪也会汇
聚成洪流。就是这股洪流，将
原来从未争议的中国是茶叶
的原产国之说法，涤荡得清汤
寡水，沦为仅仅是产茶国之
一。而此时的日本也摇身一变
成为产茶大国，唐朝引去的茶
树已经成为参天大树。可怕的
是所谓茶道，突然变天，被叫
做日本的国宝。日本人认为，

元代之后，中国因异族入侵，
经历颠沛动荡，致使礼俗流
失。日本反而承传唐宋古礼，
并把禅学融入茶事，在15世纪
形成茶道。

曾经吸引大批日本使者
前来研习茶道的中国，在经历
了衰败与反思之后，到上个世
纪之初，不得不再回过头来向
日本学习茶叶的栽培、加工，
以及日本人近乎痴迷的茶道。
1922年，也就是英国人布鲁士
在印度发现所谓的野生茶树
98年之后，一个叫做吴觉农的
浙江小伙，被浙江省教育厅招
收留学生去日本的茶叶试验
场研究学习茶叶。学习期间，
吴觉农看到了许多世界各国
关于茶叶的生产、加工、贸易
的资料，同时发现了流传近百
年的布鲁士茶出印度的荒谬
结论。吴觉农依据自己掌握的
大量真凭实据，写出了《茶树
原 产 地 考 》一文 。他 的 结 论
是，印度茶树的栽培起源于
1855年，是两个印度人在福建
武夷山得到茶种寄回印度，生
根发芽的。

由此提供的科学依据是，
我们村里的那棵老茶树早于

印度茶树的栽培，至少是一个
时代的产物，而且种子同样来
自福建武夷。

第一次闻到的茶香就是来
自福建的茉莉花茶，这是我爷
爷的最爱。老人家清晨三件事，
一是坐在床上一支烟，二是冲
一壶茉莉花茶，三是二两坊子
白干。我不喜欢烟的味道，也不
识酒滋味，但是那碗花茶留下
的香气，却至今喜欢。在我的书
房有一棵养了几年的茉莉花，
每当花开，香袭人间，每当花
落，我就把凋萎的花瓣捡起来
放到花盆。“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宋代那个最有才华的皇
帝徽宗赵佶曾经这样说茶事：

“冲淡闲洁，韵高致静。”读来
有益，爷爷为什么喝酒的时候
喜欢让人陪着，喝茶时却一人
独处，原来开了一辈子火车的
他也是饮茶有道。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民间记忆】

□戴永夏

回故乡
黄河古道聂桥西，
篱落鸡鸣晓月低。
轻车油路几穿镇，
不见陈公旧柳堤。

过三门峡
曙开西峡斗阑干，
万里黄河一枕澜。
梦撷华阳霞几朵，
好裁新句到长安。

点评：当代著名红学家周汝昌
先生说过：“诗词是文学中的文学”！
我同意此观点。诗词不是一般文学，
它是有着严格音韵、格律的艺术，不
仅在有限的文字内表达作者完整的
意思，而且要语言流畅、言简意深、
易记好懂、启智向善。而绝句是诗词
艺术中最难写的，除了因为字数少、
字义含量大要求技巧娴熟外，还要
特别注意炼字、谋篇、有诗味。

李葆国先生是我国诗坛新秀，诗
家注目的“一匹黑马”。他祖籍山东，
多年闯荡辽宁，性格粗犷，加之深厚
的文学修养和崇高的儒学品德，雄浑
不失韵味，豪放不减淡雅，自然不损
含蓄。如第一首2004年作于德州的《回
故乡》，把故乡的位置、返乡的时间、
沿途景物及淡淡伤感情怀，起承转
合，一气呵成，从谋篇上显出炼字功
夫。记忆中当年的旧柳堤已被油路取
代，农耕时代的印记已被工业文明冲
淡，表现出诗的巨大张力。

第二首《过三门峡》，是诗人
2009年出席全国第27届诗词研讨会
时吟于西安道上。过三门峡的时间
是个早晨，曙开斗阑干，万里黄河也
一枕澜，睡醒了。最美的是转句、合
句：“梦撷华阳霞几朵，好裁新句到
长安。”作者宛如跳出三界的高人，
审现眼前现实，由身临其境，目睹、
感受，联想到此行肩负的使命，把山
水云霞写活了，诗人自己也出神了。

隔李葆国

北固山村

焦裕禄展馆感怀
隔周玉贤

矗立岩雕万世芳，
蹙眉凝目望灾乡。
为崇公仆真形象，
凭吊人流日日长。

沙狂雨骤走千村，
草帽布衣羸弱身。
遗爱长存照青史，
冰霜操守最堪珍。

点评：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歌
颂时代先进人物，选材好，合时
宜。两首诗中执政为民的共产党
人光辉形象跃然纸上。北崮山村
是焦裕禄的故乡，首句“矗立岩雕
万世芳”，包含着诗作者对党的理
想信念的忠贞，只要共产党执政，
焦裕禄这样一批党的基层干部的
事迹和精神就永远名垂千古。承
句“蹙眉凝目”，面向兰考，形象生
动。转句和结句，“为崇公仆真形
象，凭吊人流日日长”。语言平实
自然，感情真挚传神！

第二首写焦裕禄具体行动和
工作态度，起承二句抓住典型意
象，进行高度概括。转句“遗爱长
存照青史”，结句“冰霜操守最堪
珍。”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倍加珍
惜，绝不可见利忘义，背遗党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
事业，都从焦裕禄那样爱民恤民、
厚养深蓄中来，没有坐享其成的
便宜。焦裕禄的光彩，随着时间的
推移，愈加精美、动人。

(本期点评：于仁伯，山东诗词
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常务
理事，历山诗刊主编)

那碗花茶久香不去
□许志杰

【问茶齐鲁之二】

【绝句二首】

【七绝二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利用各种形式抗击日本侵略者。此图反映的是华北平原军民利用
地道打击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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